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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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
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
成我们新的长城……”

日前， 记者前往郑州采访屈申亭的女儿屈东
平。 98 岁的屈东平思路清晰、精神矍铄。 她讲述了
记忆中的父亲、大哥等人的革命往事，慷慨激昂地
唱起《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

1926 年， 屈东平出生于西华屈庄一个革命家
庭。 屈东平的父亲屈申亭，是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和
西华抗日根据地创始人之一， 曾任西华人民抗日自
卫军副司令员、新四军游击支队（后改为六支队）二
总队总队长等职。 屈东平的大哥屈登瀛曾任西华人
民抗日自卫军大队长、新四军游击支队营长。

1942年 4月，父子俩在安徽临泉英勇就义。
战火纷飞的年代，屈氏父子有着怎样惊心动魄

的战斗经历？ 他们何时魂归故里？ 在屈东平老人的
讲述中，那充满血与火的战斗往事仿佛就在昨天。

桀骜不驯 组织武装
“1898 年 2 月 17 日，我父亲出生于西华红花

集屈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他原名屈钊，学名屈守
义，参加革命后改名屈申亭。 ”屈东平说起父亲，充
满思念之情。

1917 年冬， 屈申亭到石家庄参加冯玉祥的部
队，不久被提升为排长。 但他很快认识到，军阀之间
相互残杀、鱼肉百姓，根本找不到救国救民的道路。

“1918 年 6 月，我大哥屈登瀛出生。 第二年，五
四运动爆发，全国掀起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高潮。 受
此影响，1920 年冬，父亲冒险携带两支冲锋枪离开
部队返回家乡。”在屈东平眼里，父亲是一位桀骜不
驯的人。

面对土匪横行、 民不聊生的家乡，1926 年起，
屈申亭四处奔波，会同胡晓初、侯香山等人，组织一
批有正义感的青年，在寇寨等 4 个村成立 4 个寨公
局，形成村联村、寨连寨的联防机制。 遇到匪患，老
百姓纷纷到寨公局躲避。

许多人积极参加屈申亭领导的武装组织，初步
形成一支拥有 60 多人、 十几匹战马的地方武装力
量。 1932 年年底，为加强武装力量，屈申亭组织购
买了一架火炮。但是，对于这架火炮，大家都不会使
用。 于是，发生了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这件
事，屈东平记忆犹新：“面对这架火炮，父亲不顾危
险亲自上阵操作， 结果他被火药烧黑了半边脸，成
了‘黑老包’。 ”

屈申亭等人领导的地方武装影响力日盛，引起
了土豪劣绅的不满。 他们到处诬告屈申亭，多次联
合国民党当局通缉他。

兵荒马乱的年代，人民热切盼望黎明的到来。

核心阅读

思想进步 光荣入党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 1933 年 9 月 ，共产

党员沈东平到西华开展党的工作 ， 他会同中
共党员路岩岭到西华 “三岗 （都城岗 、 陵头
岗 、苗里岗 ） ”和屈庄 ，点燃革命的火种 。

沈东平到西华后， 很快和地方武装领导人胡晓
初、屈申亭、侯香山取得联系。交往中，沈东平以抗日
民族大义，团结影响了他们。 有一段时间，屈申亭家
成了革命者的落脚点。沈东平、路岩岭等人都在屈家
住过。有时候，他们就在院子外面池塘边的柳树下长
谈，屈东平经常给他们端茶送饭。

为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工作， 沈东平带屈申亭到
天津聆听北方局领导的教导。 此行让屈申亭大开眼

界，学到了许多革命道理。 返回西华后，屈申亭对胡
晓初、 侯香山等人说：“共产党好， 沈东平是党派来
的，跟他走没错。 ”

“从天津回来时 ， 我父亲和东平叔还为我买
了一顶遮阳帽和一辆小自行车 。 那年我 10 岁 ，是
家中唯一的女孩 ，父亲非常喜欢我 。至今 ，我还记
得父亲为我梳头的情景……”屈东平回忆说 。

1936 年 10 月，豫东特委成立，沈东平被任命为
书记；屈申亭被吸收为中共党员，不久被增补为豫东
特委委员，负责宣传和统战工作。

屈东平依稀记得 ， 父亲入党之后曾说 ：“从今
以后，我是共产党的人了，决心革命到底。 ”

积极抗日 全家上阵
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救亡新

高潮。 屈申亭在屈庄组织成立了西华第一个抗日动
员委员会并担任主任。以屈庄为中心，当地成立抗日
民族解放少年先锋队（民先队），群众一致推选屈登
瀛担任队长。

儿童团、妇女队、老头队、老婆队……在屈申亭
领导下，屈庄成立了各种抗日团体，农民武装改建为
农民抗日自卫队。

“当时我 12 岁，任儿童团团长。 我登台演出、宣
传抗日， 学唱了 《红缨枪》《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
曲》等 20 多首抗日歌曲。时至今日，这些歌我还经常
哼唱。 ”屈东平深有感触地说。

在屈东平的记忆中， 大哥屈登瀛从小喜欢画画，
经人推荐，1934年进入开封东岳艺术学校学习。 1935
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他带头卧轨请愿，反对国民
党妥协投降政策，结果被军警殴打受伤。为了明志，屈
登瀛画了一幅《雄鸡高歌图》，雄鸡踏着石头、高昂着
头发出鸣叫。 后来，这幅画一直挂在家中的堂屋里。

1937 年春，万物复苏。 屈登瀛光荣地加入中国
共产党。沈东平还选送他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使他在革命圣地学到了很多知识。

随着抗日运动的高涨， 屈申亭在扩充部队的同
时，从巩县兵工厂请来 2 名技师、4 名工人，组织当

地的能工巧匠，在自己家后院建起西华第一个“造枪
局”。为避免树大招风，“造枪局”对外叫“修理厂”，造
枪的同时还造各种农具， 有力地支持了根据地的农
业生产。

屈申亭注重党组织的建设和抗日骨干力量的培

养，在他的领导下，屈庄首先建立了党支部，先后发
展 30 多名党员。

这样，以屈庄和“三岗”为中心的西华广大地区，
呈现出抗日救国的喜人景象。

1938 年 4 月， 开封光明话剧团进入西华宣传抗
日，首先应邀到屈庄演出，激发了人们抗日救亡的极
大热情。

“演出现场，我带领儿童团团员肩扛木棍、木枪，
雄赳赳、气昂昂，排着队、唱着歌，率先进入会场。 紧
接着，姊妹队、妇女队、老汉队、老婆队成员有序入
场， 最后是青年队、 民先队的队员喊着口令进入会
场。 ”当年的场景，屈东平念念不忘。

在光明话剧团人员的指导下， 屈东平等儿童团
团员登台演出。 “我在剧中扮演一个老头，我的堂姑
扮演我的女儿，其他几个伙伴扮演日本鬼子。我们的
演出受到父老乡亲的鼓掌欢迎， 光明话剧团的小姐
姐们也给予我们表扬和鼓励。 ”当年的情景，屈东平
记忆犹新。

儿童团员 拦住县长
1938年 4月，日寇进犯，徐州、开封告急。 面对严

峻的抗战形势，中共豫东特委先是在“三岗”，后转移
到屈申亭家里召开了历时 3天的扩大会议。中共特别
党员、国民党西华县县长楚博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楚博虽是县长，但普通百姓不认识他。他来屈庄
开会时，就遇到了一个小麻烦。当他和秘书来到村口
时， 被一群手持红缨枪的儿童团团员拦住， 不让进

村。 出于保密，楚博没有说出进村的目的。 任凭他怎
样解释，儿童团团员就是不放行。 最后，他只得说他
是屈申亭的朋友。儿童团团长屈东平更不相信了，因
为她没有见过这个人。

屈东平回忆说：“僵持了一阵子，有人及时通报，
我父亲出来迎接，我们才放楚博县长进村。 这时，楚
县长和父亲都夸奖了我们。 ”

登瀛下跪 折服官兵
据史料记载， 豫东特委这次会议决定了两个主

要事项：一是迅速建立西华人民抗敌自卫团、二是改
造旧政权。

不久，由楚博出面，以县政府的名义，把几名不
积极抗日的区长撤掉了。很快，全县以 4 个区的武装
为基础，迅速组建了由共产党领导、拥有 3000 多人
的西华人民抗敌自卫团 （后改为西华人民抗日自卫
军），楚博兼任司令员，沈东平任参谋长。屈申亭被任
命为三区区长，屈登瀛被任命为三区二中队中队长。

屈登瀛的职务虽是中队长， 但他在这些子弟兵
中的辈分比较低，很多人不听他的。 一天晚上，部队
驻地附近演戏， 大部分战士都溜出去看戏。 他查岗
时，发现没有人，非常生气。等戏结束，他就跪在军营
门口，这些子弟兵看到后，明白了什么意思，纷纷道
歉并承认错误。 他说：“我们是抗日的队伍， 不是土
匪，没有严明的纪律，早晚要吃败仗。 ”从此以后，所
有人都服了他。 ③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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