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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曦 文/摄

□本报实习记者 闫长禄/文 通讯员 史啸思/摄

军民浴血奋战的见证
平西抗日战争纪念馆：

佟麟阁路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胡同，
北起复兴门内大街南， 南至宣武门西
大街， 全长1500米左右。 近期， 西城
区正在对这条道路两边商户私自 “开
墙打洞” 的行为进行集中整治。

走在这条路上， 除了写有 “佟麟
阁路” 的路牌和公交车牌， 最显眼的
莫过于马路北口东侧的一处小景。 在
郁郁葱葱的绿色植被的掩映下， 一块
巨大的怀表造型的雕塑伫立其中， 表
盘上标示着 “1937—7—28”， 表的指
针指向14点30分， 这正是佟麟阁将军
牺牲的日期和时间。

佟麟阁将军是中国在抗日战争中
殉国的第一位高级将领。 抗战胜利后，
为了纪念他， 位于现在西城区的南沟
沿改名为佟麟阁路。

1892年,佟麟阁生于农民家庭。 年
幼时， 父母就时常教育他要发愤读书，
将来为国家振兴而努力。 1908年十六
岁的佟麟阁， 经友人介绍到高阳县县
公署做抄写工作。 在浏览高阳县志时，
佟麟阁得知高阳为燕王高阳君之故城，
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 于是便立
志从军。

1911年11月， 冯玉祥等举行滦州
起义。 第二年， 又奉命到河北省景县
招募新兵。 佟麟阁因为仰慕冯玉祥的

爱国之心， 毅然投笔从戎。 之后， 就
一直追随冯玉祥， 不仅参加了护国讨
袁战争， 还参加了北伐战争。

1933年5月23日， 日本关东军参谋
长小矶国昭发出狂妄叫嚣： “为保卫
‘满州国’ 西境安全， 日军有进驻张家
口之必要。” 随即， 冯玉祥发表抗日通
电。 同日， 佟麟阁、 高树勋等十四名
将领也在张家口联名通电， 响应号召，
参加抗日同盟军。

冯玉祥任命佟麟阁为抗日同盟军
第一军军长， 辖四个师及一个独立旅，
同时仍代理察省主席。 佟麟阁及兄弟
部队同心同力， 打击日军， 先后收复
康保、 宝昌、 沽源、 多伦等地。 在此
期间 ， 佟麟阁治军理政 ， 运筹帷幄 ，

还出版了 《国民新报 》， 宣传抗日主
张 ， 组织民众武装 ， 担任前方运输 ，
救护伤员， 收容难民， 殚精竭虑， 获
得了察省军民的爱戴。

七七事变爆发后， 佟麟阁以副军
长之职负责军事指挥， 他以军部名义
向全军官兵发出命令： 凡是日军进犯，
坚决抵抗， 誓与卢沟桥共存亡， 不得
后退一步。 1937年7月28日， 日军向北
平发动总攻击， 进犯南苑， 佟麟阁所
在的29军司令部遭受40余架敌机的轮
番轰炸， 并有3000人的机械化部队从
地面发动猛烈攻击。

任副军长的佟麟阁与132师师长赵
登禹指挥29军拼死抗击。 之后， 奉命
向大红门转移 ， 途中再遭日军包围 ，

在组织部队突击时， 佟麟阁被机枪射
中腿部， 部下劝他退下， 他执意不肯，
表示 “个人安危事小， 抗敌事大”， 仍
带伤率部激战。 他与日军从拂晓战至
中午， 头部又再次受重伤， 终因流血
过多壮烈殉国， 时年45岁。

佟麟阁的事迹激励了一代一代中
华儿女， 而这条以他名字命名的胡同，
也时常有游客和学生慕名前来参观 。
采访中， 记者就遇到了在爸爸的带领
下前来参观的西城区实验小学学生马
珣睿。 他告诉记者， “听了佟伯伯的
事迹， 我特别感动。 为了让我们能够
过上安定、 幸福的生活， 他献出了生
命。 我一定要好好学习， 不辜负这些
前辈们付出的鲜血。”

清晨， 推开厚重的窗户， 不知何
时多了丝丝凉意， 云白风清， 鸟语花
香。 在书架拿了一本早已泛黄的 《平
西儿女》。 这部出版于上世纪80年代的
书籍， 记录了平西抗日根据地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

古人讲，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翻看着这些志士仁人的故事， 不禁在
脑海里闪出念头， 遂决定去平西抗日
战争纪念馆， 实地感受烈士们当年的
战斗足迹， 接受一次精神洗礼。

经过2个小时的车程， 记者来到了
位于房山区十渡镇的平西抗日战争纪
念馆。 它坐落在翠绿的群山环抱之中，
在阳光的沐浴下显得庄严肃穆。

走进纪念馆， 每一位来访者都不
禁皱起了眉头， 当年发生在平西的一
个个抗战故事展现在眼前， 大家仿佛
都置身于当年的硝烟中， 一幕幕日军
在中国、 在平西对中国人民的残暴罪
行赫然入目。 山洞中那惨不忍睹的尸
体、 被烧毁的房屋……一幅幅揭露日
寇蹂躏平西人民的图片， 刺激着人们
的神经。

卢沟桥炮声后,抗日烈火熊熊燃起,
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派出得
力干将到平西 ,开辟平西抗日根据地。

这里是晋察冀根据地的最前沿,是插入
日本帝国主义华北统治地区的利刃 。
“老帽山六壮士” 就发生在平西抗日根
据地。

当时战事呈对峙状态,平原地区是
日军据点,山区是八路军的根据地。 因
为平西根据地临近华北军统治区的中
心———北平,所以日本侵略者将其视为
眼中钉,不惜重兵一次次扫荡。

1943年春,日寇加紧对平西抗日根
据地扫荡。 一天早晨,日伪马队接近当
时的马安村,为了给中共县委、 县政府
和群众转移赢得更多时间,八路军的一
个排奉命赶到老帽山下的小山头阻击
敌人。

日寇的进攻一次次被击退,最后阵
地上只剩下六名战士。 他们一边战斗
一边向老帽山上转移。 鬼子一路疯狂
追至悬崖边上， 最后被逼到悬崖边的
战士们， 纵身跳下悬崖。

相比其他家喻户晓的英雄故事 ,
“老帽山六壮士” 似乎并不为太多人知
道。 尽管他们没有留下名字， 但是人
们并没有忘记他们。 在历史的长卷中，
他们依然是民族的英雄。

平西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有幅
《一罐黑豆送部队》 的照片， 记录着一

位老人家把一罐黑豆送给八路军的故
事。 据曾任中共冀热察区平西地委书
记李德仲回忆,1942年敌人封锁根据地
时是最困难的。 因为当地群众少,队伍
多,粮食不够吃,常常几天都见不到一粒
粮食 ,只能以野菜、 树皮充饥。 一天，
紫石口村的一位60多岁老大娘把仅存
的一罐黑豆送给了部队 ,说 : “收下吧 ,
我都是60多岁快入土的人了,你们还年
轻,不吃粮食怎么打仗啊!” 一罐黑豆送
出了人民对八路军的爱戴， 对抗战的
支持， 也送出了中国人民坚决打败日
军的决心。

整个平西抗日战争纪念馆由平西

烈士纪念碑、无名烈士纪念地、烈士碑
林及纪念馆组成。1985年10月陵园修建
了一座纪念碑，碑身正面刻有萧克同志
的亲笔题词“抗日战争在平西牺牲的烈
士永垂不朽”。 另一面是由老作家苗培
时撰文、 书法家金寄水书写的碑文，详
细记载了平西斗争史的英雄业绩。后又
修建了碑亭和平西抗日纪念馆。

青山有幸埋忠骨———周嘉烈、佟旭
野、 侯丕承、 赵然、 梁波、 陈群、 张
吉明、 白乙化、 杨景和、 杜伯华……
烈士们牺牲时， 最大的38岁， 最小的
不过26岁 。 他们用生命保护了人民 ，
保卫了国家。

记记录录投投笔笔从从戎戎的的抗抗日日将将领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