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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两忠烈 昭昭抗日魂
———革命烈士屈申亭屈登瀛父子革命往事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文/图

改名东平 纪念英雄
1938 年 6 月，开封沦陷。 为抵抗日寇进攻，蒋

介石下令扒开黄河大堤。 滔滔黄河水流经西华，淹
没全县大部分地区。 为取得战争主动性，1938 年 7
月，按照豫东特委指示，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分两
批东渡“新黄河”，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第一梯
队由沈东平等人率一、三两个支队 1500 余人深入
太康、睢县。 当时，屈登瀛任一支队二大队大队长
随行。不幸的是，7 月底，沈东平在对日作战中壮烈
牺牲。

“在我印象中，东平叔高高的个子，待人很热
情。 听说东平叔牺牲，我伤心地大哭了一场。 他是
父亲参加革命的引路人。 为纪念沈东平，父亲将我
的名字改为屈东平。 同时，父亲希望我像沈东平那
样，有理想、有知识。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就一直把
沈东平作为革命的榜样。 ”屈东平说。

老子英雄儿好汉。 1938 年 9 月，屈登瀛率西华
人民抗日自卫军部分战士，严守“新黄河”大堤。 一
日，数百名日寇出动近 20 艘汽艇企图侵占扶沟县
城，国民党部队不战而逃。 屈登瀛率部会同扶沟抗
日游击大队，坚守数日，打退日寇多次进攻。 日寇
见白天很难渡河，就在夜间进攻。 屈登瀛等人借助
“新黄河”西岸高岗大堤打击敌人，击毁日寇两艘
快艇，打死、打伤日寇数十名，令日寇西侵的企图
落空。

“这年冬季，天气特别寒冷。 我大哥率队侦察
敌情。 为躲避敌人， 他们长时间在结冰的水中隐
藏，结果害得大哥得了哮喘病。 他发起病来经常喘
不上气，非常痛苦。 ”屈东平很心疼地说。

（上接 4 版）

留守后方 卷烟种稻
1938 年 10 月初，新四军游击支队、新四军游

击先遣大队、 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和豫东人民抗
日游击第三支队，在西华杜岗胜利会师。 杜岗会师
后， 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部分人员和武器并入新
四军游击支队序列，其中屈庄有 40 多人成为新四
军战士。

1938 年 11 月，屈申亭奉命率 400 余名官兵攻
打南流时，脚部被子弹击穿。 之后，他被送到许昌
进行手术治疗，又回家休养一段时间。

留守期间，为支持根据地经济发展，屈申亭等
人创办的“拐子河烟厂”投产了。 制烟师傅是他从
上海哈德门烟厂请来的。 为避免商标权问题，屈申
亭给香烟起个巧妙的名字“合德问”。 “合德问”物
美价廉，很快占领周边市场。

1939 年初春，“新黄河”的水退去大半，眼看到
了春耕备播时节，田地里到处是几尺深的淤泥，庄
稼还是没有办法种。

“我父亲认为可改种稻子，立即拿出 100 块银
元，派人到信阳购买大量稻种回来。 当时，屈村附
近的人从未种过稻子，都不愿种。 我父亲知道后，
开会反复动员，采取统一耕种、统一收获、统一分
配的方式进行生产。 我大哥带头在淤泥里播种。 ”
屈东平说，有趣的是，播种不久，刚好下了一场雨，
稻种被冲得到处都是。 七八月份，屈村成了稻子的
海洋，金黄色一眼望不到边。

收获季节，军民同上阵，短短十天就全部收割
了稻子。 后来，一首歌谣在当地流传下来：“个高胆
大屈司令，铺门拉罐撒稻种。 稻子长得半人深，打
的粮食无处盛。 百姓吃、队伍用，家家户户都高兴，
都啊都高兴！ ”

这首充满真挚情感的歌谣表达了群众对屈申

亭带领大家艰苦创业的尊敬之情。

挺身而出 父子“双烈”
1940 年春， 屈申亭率部到达豫皖苏根据地同

新四军游击支队会合，被任命为二总队总队长。 屈
登瀛任新四军四团二营营长。

1941 年 3 月，因屈申亭脚伤复发、屈登瀛哮喘
病经常犯，经组织批准，父子俩回乡休养，发展武装
力量。返乡后，屈申亭着手恢复和发展根据地，重新
组织队伍。

1942 年初春， 屈氏父子带领 200 多人的抗日
队伍从许昌出发，经西华直奔沈丘、界首，向新四军
豫皖苏根据地挺进。

屈氏父子率部进军途中， 遭到国民党顽军阻
击。敌强我弱，屈申亭没有率部强渡沙河，而是在界
首、沈丘、临泉一带迂回。 由于叛徒告密，4 月的一
天上午，国民党顽军以两个营的兵力突袭这支抗日
队伍。 除少数战士冒险突围外，多数战士处在敌军
的重重包围中。

身后这些战士大多是屈申亭从西华带出来的，
其中有许多人还是他的乡里乡亲。 经过战斗的历
练，他们已经成为不屈的新四军战士。

屈申亭平时爱兵如子，此刻一身豪气。 在这危
急关头，他挺身而出，对敌人说：“我就是屈申亭，有
事我负责，跟其他人无关，放了他们。 ”

屈申亭话音刚落， 一些战士跨出队列。 “屈队
长，队伍不能没有你，让我们替你去吧！ ” “屈队长，
我们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 你不能这样呀！ ”
屈申亭深情地望着这些可爱的战士，然后以命令的
语气说：“听我口令，归队！ ”

在沉重的气氛里，屈登瀛整理好队伍，向战士
们敬个军礼。接下来，他并没有走进队列，而是快步
走向父亲，拉起父亲的手。 父子俩肩并肩，站在一
起。

屈申亭不允许任何一个战士出列，当看到儿子
走出队伍，他认可了。

屈申亭、屈登瀛父子面对带血的刺刀，手挽手，
昂首走向敌人，并不断与身后的战士告别。

国民党顽军严刑拷打，屈氏父子没有透露任何
党的秘密。当天下午，屈申亭、屈登瀛父子在安徽省
临泉县慷慨就义。

“听到父亲、大哥不幸遇难的消息后，一家人哭
得死去活来。母亲说，为了他们爷儿俩，我们也要好
好地活下去。 母亲把我大嫂送回了娘家。 我和母亲
相依为命，依靠几亩薄田，在我舅的帮助下维持生
计。 ”说起往事，屈东平伤心依旧。

屈氏父子 魂归故里
1980 年，组织上经过调查，追认屈申亭、屈登

瀛为革命烈士。上世纪 80 年代，屈登瀛的儿子屈道
德曾两次前往安徽临泉寻找烈士遗骨。

如今，年届八旬的屈道德讲述了当年寻找遗骨
的经过：“我爷爷、我父亲牺牲后，当地党组织曾将
他们临时埋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地修路，
对烈士遗骨进行了迁葬。上世纪 80 年代，在当地群
众的帮助下，我们终于找到了烈士遗骨，迁葬于西
华县烈士陵园……”

抗日英雄不应被忘记。 2015 年 7 月 31 日，《河
南日报》第五版《中原抗日英雄谱》栏目介绍了屈申
亭、屈登瀛的事迹。

“中原有沃土，抗日有英灵。 一门两忠烈，昭昭
抗日魂。 三千子弟兵，血洒豫皖苏。 后人有记忆，不
负先烈行。 ”读起自己 40 年前为纪念父亲屈申亭、

大哥屈登瀛而创作的这首诗， 屈东平老人潸然泪
下。

1948 年参加革命工作的屈东平， 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辗转开封、郑州、南阳、洛阳等地工
作，1983 年 12 月从河南省公安厅离休。

“我父亲牺牲时 44 岁，大哥牺牲时 24 岁。母亲
熬过近 50 年的孤单生活，1991 年去世。 今年我已
经 98 岁了，还要幸福地活下去，替父亲、替大哥活
着……”对父亲、大哥的思念，化作两行泪水，从屈
东平眼眶中悄悄滑落。

时间的长河奔涌不息，永远冲不淡后人对革命
前辈深情的怀念。屈申亭、屈登瀛父子以铮铮铁骨、
流血牺牲，守初心、担使命。他们的革命精神也将激
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生生不息……②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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