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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 邱一帆 文/图）4
月 9 日，周口日报《红色记忆》采访组赴
沈丘县李老庄乡刘堂行政村卢庄红军团

长卢子美家乡采访， 卢子美的孙子卢远
东向记者讲述了卢子美“惊涛骇浪”的革
命人生。

1931 年， 卢子美所在的国民党 26
路军被调往江西宁都驻防。 因不满蒋介
石的反共政策， 卢子美在行军途中保护
一名士兵， 被反动军官打成重伤住院。
在卢子美住院期间， 26 路军总参谋长
赵博生先后两次来看望， 认为他富有正
义感， 可作为重点对象来培养。 原来，
赵博生就是共产党员。 之后， 赵博生把
卢子美的情况向 26 路军地下党特别支
部书记刘振亚、 组织委员袁血卒进行了
汇报， 经研究， 决定由赵博生、 袁血卒
作为卢子美的入党介绍人， 介绍卢子美
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天傍晚， 赵博生和
卢子美在一个小山沟里秘密进行了入党

宣誓。
“宁都暴动” 爆发后， 26路军被编为

中国工农红军红 5军团。 接下来的战斗
岁月里， 卢子美先后担任红五军团四十
五团团长、 少共国际师二十七团团长、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 红一师二团团
长兼参谋长， 率部参加了第四次、 第五
次 “反围剿” 斗争， 战功赫赫。 1934年，
卢子美随队参加长征， 任团长。

1936 年， 红军长征部队进入四川
雅安。 卢子美在一次战斗中与红军失去

联系 ， 无奈返回老家 。 1938 年 ， 卢子
美北上延安寻找红军， 路上遭遇日军，
无奈返回。 1940 年、 1942 年 ， 卢子美
先后去大别山和湘西寻找队伍， 均未能
如愿。

此后， 卢子美在家乡发动群众， 宣
传党的方针政策， 培养革命骨干。 农业
合作运动中， 卢子美把组织给的 500 元
退职金和医疗费捐出来， 为集体购买牲
畜 ， 并担任饲养员 。 1965 年 ， 村里办
小学， 卢子美又当起民办教师。

1978 年， 80 岁高龄的卢子美终于
找到红军时期的老战友肖华， 证明了红
军身份 。 1983 年 ， 卢子美恢复党籍 ，
河南省委组织部批准享受行政十六级待

遇。 两年后， 卢子美去世。
“爷爷隐瞒得很深。 早年间全家人

都不知道他是地下党员， 他从来没有跟
家里人讲过。 爷爷的腿上都是伤疤， 阴
雨天气时很疼， 会让我帮他捶腿。 我问
他为什么这么多伤疤 ， 他说是坏蛋打
的。 我问他为什么不打坏蛋， 他从来都
不回答。” 谈到往事， 年过六旬的卢远
东几度哽咽。

在卢子美生活的故居门前， 两棵松

树格外苍翠。 卢远东指着树对记者说：
“这两棵松树是爷爷健在时亲手植的， 植
树时爷爷告诉我们要像青松一样大雪压

顶不弯腰， 要做一个坚强、 诚信的人。”
翠柏青松伴英烈 。 在卢庄村头碧

绿的麦田里 ， 有数棵松柏分外挺拔 ，
树下有一处墓碑， 这里就是红军老团
长卢子美长眠之地。 墓碑字曰 “永垂
不朽 红军团长卢子美之墓”， 由老将军
孙毅书写。 清明刚过， 墓碑前有一束菊

花， 摆放整齐， 根部有白色的防尘袋。
“应该是有人专程过来扫墓了。” 卢远东
说， “爷爷， 不忘初心， 忠心为党、 为
人民， 手书 ‘平地行舟非好汉， 惊涛骇
浪识英雄’ 的对联贴在屋内， 时刻教育
子女为党、 为人民多做好事。”

接下来， 周口报业传媒集团将通过
多平台发布文字报道、 专题视频等， 讲
述红军老团长卢子美 “惊涛骇浪” 的革
命事迹， 敬请关注。 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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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红军团长卢子美“惊涛骇浪”的革命人生

卢远东谈起爷爷往事，哽咽落泪。 记者与卢远东在卢子美墓前。

周口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是一片红
色的沃土，涌现出了无数革命先烈，吉鸿
昌将军就是其中一位。 他和无数革命先
辈一样，为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
幸福，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壮烈的诗篇。

一、慷慨赴死，从容就义
1934年 11月 24日， 吉鸿昌将军在

北平陆军监狱英勇就义。 临刑前他在刑
场上以树枝为笔， 在刑场的土地上写下
了充满浩然正气的就义诗 ：“恨不抗日
死，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
头。 ”

解析就义诗中的深刻含义， 仅二十
个字的五言绝句， 道出了吉鸿昌将军面
对死亡、气吞山河的豪迈气概，也道出了
未灭日寇身先死的遗憾与愤懑， 勾勒出
内心深处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情怀。 这
首就义诗，从字面看很好理解，但细细品
味之下，却又包涵很多深刻含义。第一句
的重点在第一个字“恨”，第二句的重点
在最后一个字“羞”，这一恨一羞两个字，
恰是此诗的深中肯綮之处。

第一句：“恨不抗日死”。恨自己没有
战死在抗日战场上 ， 而这一战场便是
1933 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张家口
成立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冯玉祥
任总司令，吉鸿昌任北路前敌总指挥，开
始了与日本侵略者的正面拼杀， 夺回被
日寇占领的察哈尔省第二大城市多伦等

四地。多伦居滦河上游，是内蒙和蒙古之
中枢，自古便是重镇，清初期就是康熙与
蒙古部落首领的会盟之地， 战略位置十
分重要。日寇占领热河后，地处热（热河）
察（察哈尔）两省孔道之多伦，便被视为
内兴安岭和热河的战略要地。 日伪军重
兵布防，在收复多伦、沽源、宝昌、康保四
地的战斗中，吉鸿昌身先士卒，甚至赤膊
上阵， 仅多伦一战就与日寇殊死搏斗 5
昼夜，以伤亡官兵 1600 余人、其中阵亡
将士 312 人的代价，最终收复了失陷 72
天的多伦城。多伦等四地的收复，震惊中
外，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
因为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
人第一次收复被日寇占据的失地。 爱国
名人章太炎先生有感而发： 近世与外国
战，获胜者有之，地虽一寨一垒，既失，则
不可得矣。得之，自多伦始。以争一县，死
多将士近两千人，虽在一隅，恢复之功，
为九十余年所未有。以先生之言，自鸦片
战争始， 中国军队就没有真正收复过失
地。 恨不抗日死的“恨”，吉鸿昌所恨者
有：一是悔恨，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战
役，枪林弹雨之下无数鲜活、年轻的生命
壮烈牺牲在多伦城下， 而他却没能战死
沙场、为国捐躯，深感愧疚，恨自己不能
以最小的代价结束战斗。二是痛恨，多伦
胜利后， 本应乘势率领同盟军迅速突破
重围、继续北上抗日，横刀立马、与日寇
血战到底，马革裹尸，但是蒋介石“攘外
必先安内”，绞杀同盟军，将刚刚燃起的
抗日救国火焰无情扑灭， 集结几十万大
军继续围剿共产党红军， 而任由日寇虎
视眈眈、剑指华北。 1934年，蒋介石将吉
鸿昌以共产党人的罪名逮捕并押赴刑

场，立即枪决，怎不令人愤恨难平。 1931

年，他抗命拒不剿共，被蒋解除兵权，严
命他即刻出国考察，彼时正是“九·一八”
事变日本占领东三省。 在侵占东三省的
隆隆炮声中被逼出国考察， 怎不令戎马
一生、 以报效国家为己任的吉鸿昌义愤
填膺。 临行前，他满怀激愤作诗一首：渴
饮美龄血，饥餐介石头。 归来报命日，恢
复我神州。 在他看来，外敌入侵，最高统
帅不抵抗，就是卖国，就是国之罪人。 他
恨不得食尔之肉，方消胸中块垒，他期待
着 “归来报命日”。 1932年 2月 28 日吉
鸿昌回国 ，1933 年抗日同盟军成立 ，终
于让他有机会和日寇决一死战。 多伦等
四县一战，初战告捷，胸中怒火刚刚得以
宣泄，便被蒋介石无情扼杀！

第二句“留作今日羞”。 有人认为这
里的留作今日羞的“羞”字应该是吾命休
矣的“休”。如果是这个休，那么这首诗就
不是出自吉鸿昌将军之手了。 早在 1925
年， 吉鸿昌在绥远督统署任警务处长兼
骑兵团长时， 驻地归化市 （今呼和浩特
市），出于对巾帼英雄的敬仰，抽暇瞻仰
王昭君墓，观后当即决定立碑，并题写了
四个大字 “懦夫愧色”（该碑今仍在昭君
墓前）。他由衷地钦佩王昭君为国挺身而
出的壮举， 但他认为让一个弱女子远赴
万里之遥的蒙古与匈奴人和亲， 以使汉
朝得以止战、 休养生息、 换取短暂的和
平，是七尺男儿的耻辱，作为军人感到汗
颜。而那些不敢与匈奴决战的懦夫，对此
不感到惭愧吗？ “留作今日羞”这个“羞”
字， 其实也契合着自己作为军人有外敌
入侵而不能战，与懦夫何异？而今外敌入
侵却不允许开战， 这更是作为军人的奇
耻大辱。

“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国破山
河碎， 其实吉鸿昌将军早有觉察。 1931
年， 时任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兼三十军军
长，奉命剿共、驻扎光山县时，发现县衙
门前一对石狮子雕刻得威猛雄壮， 触发
灵感，借狮抒怀即兴挥毫：“国将不国，尔
速醒悟。睡狮猛醒，领导民众”，然后找人
刻在两个石狮背上。 他希望中国这只睡
着的雄狮快些醒来， 发出刺破苍穹的怒
吼，以其无穷的力量荡涤一切泥污浊水，
还中华民族一片锦绣天地。 高高在上的
统治者，尸位素餐，早已将几千年来中国
人民同仇敌忾、抵御外辱、精忠报国的民
族气节弃如敝屣。 在这样国将不国的黑
暗里，唯有共产党是真心救国，吉鸿昌以
是其中一员而感到无上荣光。 如果自己
的这颗头颅能换来四万万同胞的觉醒，
拿去又有何妨？ 死得其所。 既为抗日而
死，死的光明磊落，焉能背后挨枪，而且
死也不能倒下， 他让刽子手拿来一把椅
子正襟危坐，面对枪口，大义凛然，英勇
就义，时年 39岁。

二、追求信仰，无悔忠贞
吉鸿昌能够从一个旧民主主义者成

长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成为中国共产党
的一名党员， 最后为了抗日救国救民牺
牲自己的生命，年仅 39 岁，纵观他的一
生，应该说，他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是与他的经历及其进步的思想有着重大

的关系。

1895年 10 月 18日， 吉鸿昌出生于
扶沟县吕潭镇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母
亲早逝，他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很大，除了
帮助父亲干活，也受到了父亲豁达、为人
豪爽性格的影响。父亲的教诲、生活的磨
练，养成了吉鸿昌刚直倔强、富于正义感
的性格。他从不向贫困低头，更不向仗势
欺人的地主老财俯首， 看到地主恶少欺
负穷人家孩子， 他就挺身而出， 打抱不
平，受到乡邻的称道。尽管由于家贫不能
上学， 他还是经常在劳动之余去旁听乡
塾自学，久而久之，也学认了不少字，甚
至能看一些书报。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领导
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给了他新的思想

理念，并产生了要当兵闹革命的想法。应
该说，这是影响他走上要革命、要解放自
己的最初阶段。

1913 年， 冯玉祥在河南郾城招兵，
他毅然决然报名当兵， 当时吉鸿昌才刚
满 18岁，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在
部队他吃苦耐劳、作战勇敢、为人正直、
不畏权势等表现，被冯玉祥看中，提升很
快，到 1925年已经是 36旅旅长。

1926 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在中国共
产党人刘伯坚等人帮助下， 冯玉祥在五
原誓师，响应北伐。 吉鸿昌得知后，也开
展宣传，并参加北伐。 1926年冬，36旅扩
编为 19师，他任师长。 当时共产党员宣
侠父在西北国民革命军开展工作， 曾在
各部队开展政治思想教育， 宣传革命理
论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还将一些共
产党员派进了 19师，吉鸿昌对这些政工
人员非常尊重，并且和士兵一起听讲课。
在这个过程中， 他学到了许多新的革命
理论，对原来自己朴素的“当兵救国、为
民造福”的思想有了新的认识。他在西北
期间还结识了中共陕西党组织的创始

人、 国民军驻陕西总部政治部主任魏野
畴，常在一起谈论革命新形势，他更是积
极支持共产党把一些党员和进步青年送

进自己的部队。
1927年 7月， 国民革命军内部要进

行清党，冯玉祥对部队中的共产党员进行
“礼送”，而吉鸿昌却在暗中保护了一批共
产党员。 由于他的进步表现，遭到旧军队
中一些人的嫉恨。 1928年部队进驻山东
后，他一度被免职，调到北平陆军大学特
训班学习。 他利用这段时间，仍和一些共
产党员秘密来往，还看了一些革命理论书
籍，明白了不少革命道理。 不久他奉命担
任 30师师长，率部进入甘肃平定匪乱，他
专门带上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到甘

肃。 后到宁夏任省政府主席，他的思想有
了更进一步发展。他在宁夏一张照片上亲
笔题写了自己的想法，题字是“公正纯洁，
为做事而做官，训练民众，使知四权运用，
政治注重下层，工作适合一般民众需要。”
他注意整顿军队，除掉吏治黑暗，派人考
察各县；注意民族政策，号召民族团结，还
提出了“开发大西北”。 应该说，这个阶段
是吉鸿昌在与共产党人接触中思想认识

发生转变的阶段。
1930 年春 ，蒋 、冯 、阎中原大战爆

发，他的部队也被调到前线作战。原来都

是国民革命军，自己和自己打起了内战。
冯玉祥失败，吉鸿昌为了保存西北军，忍
痛同意部队被蒋介石改编。

1931 年 5 月中原大战刚结束，吉鸿
昌为了表明自己为国为民的志向， 也是
为了冲击那个时候官场的腐败风气，亲
自设计并书写了他父亲的遗训———“作
官即不许发财”这七个字。然后把它交给
瓷厂，烧制了五百个瓷碗，发给他的全体
官兵， 就是要提醒大家记住做官不能发
财。他自己不仅要求部属这样，更是率先
垂范。 他从士兵到将军，一向生活俭朴，
1921 年在他当营长的那一年，他把积攒
下来的薪俸交给父亲在家乡创办了贫穷

子弟学校，使穷孩子能够进学堂。他是用
自己一生的行动来践行自己的诺言：“作
官即不许发财”。

1931 年，吉鸿昌将军的部队被蒋介
石派遣进攻共产党的鄂豫皖苏区攻打红

军， 这场战争更加引起了吉鸿昌的极大
反感， 特别是攻打红军， 他经常按兵不
动，或拖延进攻，甚至给红军通风报信。
根据吉鸿昌的表现， 中共中央军委曾派
人（邓宝珊）秘密接触，计划策动吉鸿昌
率部起义。由于中共的工作，加上他亲眼
目睹了蒋介石的反动行径， 以及红军反
围剿的节节胜利， 开始逐渐产生了投奔
红军的想法， 并主动与鄂豫皖苏区进行
联系，表示自己决不进攻红军，同时还积
极掩护进出苏区的人员。 当被迫进攻苏
区时，就是放空枪，同时还假装受到红军
袭击，给红军扔下许多枪支弹药和粮食。
他还化装秘密进入苏区。 正当准备起义
时， 消息不慎泄露，1931 年 8 月蒋介石
解除了他的兵权，并强迫他出国考察。

应该说，找寻光明的出路，就是投奔
共产党。 这一阶段是吉鸿昌思想发生根
本转变、寻找光明出路的阶段。 孔原（当
时任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 新中国成立
后任海关总署署长， 以后又曾到中央军
委总参工作） 在回忆文章中曾指出：“吉
鸿昌之所以能够如此， 还因为他在旧式
军人与国民党将领中是一个具有远大的

政治眼光和坚强意志的人物。 他在与红
军作战中， 逐渐了解和认识到红军这一
中国人民的群众的武装是代表人民利益

的。 逐渐认识到国民党蒋介石投日卖国
的滔天罪恶， 因而猛然觉醒到当此中华
民族生死存亡关头， 身为军人不去效命
疆场，以抗日、救国、卫民，反而替蒋介石
进行屠杀中国人民的内战，去自相残杀，
这实际上就是作了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

国的工具，是汉奸卖国贼的行为，是国家
民族的罪人，是中国军人的奇耻大辱，因
此他能毅然调转枪口， 把与人民携手抗
日救国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 ”

真正促使他下决心参加中国共产党

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就在吉鸿昌被
国民党特务监视、被迫出国启程时，日本
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一向爱国
的吉鸿昌向蒋介石要求参加抗战， 遭到
拒绝，最后被迫出国，这使吉鸿昌更加看
清了蒋介石真反共、真卖国的嘴脸。在后
来的行程中，他只要到一个地方，就控诉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揭露日本帝国主

义的罪行，宣传抗日，为推动海外华侨积
极支援祖国抗战做了大量工作。 孔原在
他的回忆吉鸿昌的文章中曾指出：“吉鸿
昌为什么能由一个旧军人而成为共产党

员，最后献身于抗日救国事业光荣牺牲、
成为伟大的民族英雄呢？ 之所以能够如
此，就在于他虽然出身于旧式军人，身为
国民党的将军， 但具有朴素的劳苦大众
的阶级感情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
‘九·一八’事变以来，他日益感到必须奋
起抗日、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因此他不
怕牺牲， 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努力
战斗，直到流尽最后的一滴血。在这个过
程中，他做了很多工作，并再次进入鄂豫
皖苏区，同时与冯玉祥建立了联系。 ”

1932 年他秘密回到天津开展工作，
与华北政治保卫局的负责人吴成方建立

了联系， 并向吴成方表达了自己要参加
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可以说，吉鸿昌在民族危亡关头，清
楚地意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是能够拯救

国家与民族的，自己愿意成为其中一员，
并为之奋斗牺牲。 家国情怀、民族大义、
人民至上， 是他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最终动力。 面对挫折时他也没有任何犹
豫和退缩，而是坚定地、一如既往地投身
中国共产党的怀抱， 成为一名坚定的中
国共产党人，并为之奋斗终生。 所以，在
最后国民党北平军分会组织军法会审

时， 吉鸿昌在被问到 “为何要加入共产
党”时，他坦然而自豪地说：“你们以为我
会讳言吗？ 不！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
为我们党的主义和政纲而奋斗。 我摆脱
了旧军阀的生活而转到为工人、 为劳动
群众、为全国国民、为全人类的正义进步
而斗争的阵营里， 我参加了为全世界历
史上所未有的伟大工程， 这正是我的光
荣。 ”临刑前，他写下了“夫今死矣，是为
时代而牺牲”的遗书，留下了充满浩然正
气的就义诗。

他牺牲以后， 家人在给他穿衣服的
时候， 发现在他衣服口袋里有一张小字
条，上边写着“不要厚殓”。吉鸿昌为了抗
日，为了地下党的工作，不惜毁家纾难，
一次交党费六万大洋， 可是自己死后却
要求不厚葬，在这样生死的关头，依然恪
守着“作官即不许发财”的信念。

吉鸿昌将军是由旧军人转变成为一

名共产党员的，他用自己一生的行动，践
行了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祖国对人民的

赤子之心， 他是用一生的行动诠释了信
仰的力量。

三、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吉鸿昌将军就义后 ，1935 年 8 月 7

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共产
国际七大的发言中， 高度评价了吉鸿昌
的精神和视死如归的事迹， 并指出：“中
国共产党之所以以此自豪， 因为这可以
证明党的威信和影响有多么大， 甚至于
国民党的将领和高级军官， 一旦觉悟到
必须救国救民的时候， 就把中国共产党
看作是唯一的出路和希望。 ”

1939 年 6 月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
上， 毛泽东对吉鸿昌的抗日活动给予肯
定：“坚持革命，没有叛变”。 1945年在中

共七大上， 吉鸿昌被定为全党褒奖的革
命烈士。 为褒扬吉鸿昌烈士，1953 年中
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了革命

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1971 年，周
恩来在国务院一次会议上指出：“吉鸿昌
同志由旧军人出身，后来参加了共产党，
牺牲时很英勇，从容就义。很有必要把他
的事迹出书。 ”

2009年，吉鸿昌将军被中央组织部、
中央宣传部评为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

贡献的 100 位英雄人物之一。 2014 年 9
月 1日，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 3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2015 年 9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颁发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
纪念章仪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天地英雄
气，千秋尚凛然。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
能没有英雄， 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
有先锋。 包括抗战英雄在内的一切民族
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
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

壮志未酬身先死，英雄精神贯长虹。
吉鸿昌将军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
的一生。 在外祖父身上体现了共产党人
的不怕牺牲、勇于奉献精神，体现了周口
人所具有的“责任担当、勤劳智慧、坚韧
不拔、守望相助”的优秀特质。 虽然离开
我们 80 多年了， 但是他的精神历久弥
新，在新时代仍然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我们纪念和学习吉鸿昌将军， 就要像他
那样，追求真理，义无反顾，树立坚定的
理想与信念， 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矢志
不渝、毫不动摇；就要像他那样，出淤泥
而不染，一身正气、清正廉洁，把“作官即
不许发财”和“公正纯洁，为做事而做官”
作为行为准则， 把党和民族的需要作为
第一需要；就要像他那样，对祖国、对人
民无比热爱和忠诚， 具有强烈的民族自
尊心和自信心；就要像他那样，坚持不懈
地进行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素质，不断进
行思想解放，紧跟时代潮流；就要像他那
样，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发扬勇往
直前、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精神。

时光飞逝， 历史已被浓缩； 抚今追
昔，征途任重道远。今年，扶沟县委、县政
府对吉鸿昌将军纪念馆进行了升级改

造，周口大地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全
市人民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传
承爱国烈士的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
兑现着“大干快上三五载，请君再看周口
城”的庄严承诺，以建设“满城文化半城
水，内联外通达江海”中原港城的优异成
绩，创造着新的辉煌，谱写着新时代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绚丽篇章。 ②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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