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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烈士家属李广文提供的一封 71 年前的家信。作者
李宪文，南底水村人，在学校（太中）接受进步思想，投身抗
战，被组织分配到浮山县三区工作，1944 年深入敌区工作
时被日军抓捕，英勇就义。从信里内容判断，这封家信写于
1943 年 6 月 16 日，因家中祖母去世，父亲给他去信，希望他
回家看望，从李宪文的这封复信来看，为了抗战，他没有回
家。而这封信也成了他留给家人的绝笔信。现将李宪文信里
的内容原文刊出，以飨读者。

父母亲大人：
离家已将近二年，想起来我真惭愧，只去年一月份三月

份写过两信，浮山之后很久未给家写信了，这在我身上真下
不去，但也是有客观条件的。今年三月在毓采叔给我通信以
后，三月二十六日也给家邮过一封，恐怕是没有收到。咱家
住在敌占区，有没有适合转信的地方，我常在顾虑寄到敌人

手里，去年余凹据点克服后，我想故县镇我姨夫家能给转
信了，但又想不起他叫魏什么了？直到今年三月毓采叔在
报纸上寻我，与我通讯后我才给家写信，就这也还没有收
到呀。

前天接您来信，我真有点难受，你写的每一个字都像钢
刀一样刺痛了我的心，扪心自问吧，我真的忘恩失义了吗？
这在我脑子里整整转了二天多，最后，我想为了国家，为了
民族，为了中国革命，为我自己的进步，这还不一定吧！

将近二年的悠长历史，我是有许多事情值得安慰你们的。
前年反扫荡之后，太中展开了团结运动，我就在这个思

想教育中得到了转变，从前我的思想是建筑在个人的自私
的死读书的基础之上，这以后我开始确定了我的目标，建立
了革命的人生观，决心将自己贡献给中国革命事业，干校受
训毕业后，上级分配我到浮山，我也是在这个情况下，一为
革命着想，一坚决服从组织决定，走到工作岗位上来的。本
来我是做教育工作的，原分配我当联合校长或高校教员，但
因浮山情况的不同，工作的要求，我任了三区公所的民教助
理员。

这是政权工作，在这里说来，有两个民教助理员，我的
分工是民政方面的，其工作有调解民事、干部组织、学校教
育、社会教育等，其他财粮、生产、抗勤等，我们是分工合作
的办法，大家共同负责。

一年多的过程中，我有很大的转变，在初参加工作的时
候是非常幼稚的，我的进取心很强，一年的努力，我是一个
很实际的工作者了，我经常在乡下，每日与群众接触，记得
在去年夏季的时候，在接近群众上我是外县人说话老百姓
不易懂，所以深入群众方面就有些困难，几个月的努力在去
年八月份，这些困难就大体上克服了，九月份，一个月的村
选工作，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工作能力。去年的冬学工作也
给我一个很大的转变，尤其在今年的大规模生产运动中，我
与农会五个同志作了一个基点村春耕工作，这对我工作上

的进步更是历史第一次。在文化程度方面，民高考了头，太
中考过第一名，参加了工作，在我们浮山一般区级革命部说
来也不算低。我很爱写文章，近来计划给新华日报投稿，已
写成了两篇，不知是否能登出来，我总是有决心向这方面学
习的。在政治上说来，由于和实际的接触，我更深刻的体会
了许多革命道理，同时也正因为如此，也更提高了我的理论
水平，增强了我的政治认识，而且是更实际的。

中国革命向前发展，我也一天比一天进步，这是我的光
荣也是你的光荣，也是咱全家人的光荣———这不应该你生
气，应使你兴奋……

祖母去世的消息真使我感到有天崩地裂的伤心，最娇
养我的她呀！再也不能见面了。想到这里，就无论怎样也禁
不住那泪珠就要淌下来。这消息还是在一个月以前毓采叔
的信上知道的，说到这里我说觉得真有点忤逆不孝了。不过
就是无论怎样，我总是忠实于中国革命的，这是尽忠。古人
说得好，尽忠不能尽孝，尽孝不能尽忠，而且在今天这样灾
难的中国，最主要的还是尽忠……尤其在这样残酷斗争的
条件下，像我这样的遭遇还不是稀奇的事，而是很多很多
的，这些事实自慰了我也足以安慰你们。

父亲的疮，母亲的病也使我感到了心痛。有心回去一
望，事实上又知道不能。这主要原因是由于：相持阶段最后
一年，而困难是更会加多，况且在浮山说来，情况一天一天
的变化，工作一天比一天开展，我们的任务也一天比一天繁
重。为了工作为了我的进步我整天在埋头苦干着，中华民
族、中国革命的要求，我不得回去，这不用你结计也不用你
难受。应晓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志
气。慕色昏昏了，我就此结束了这封信吧。

敬请
福安！

儿 宪文 上
6.16 晚

这是一封抗日战士的给父母亲的家信，也是这位烈士的遗书，翻开尘封了 70 多年的这封信，您将

看到，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一个普通青年的责任和担当。面对父母的担心和牵挂，他在家信中表达了那

个年代年轻人的家国情怀———“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中国革命”，战斗到底的决心。

李宪文烈士遗书 抗战平息七十载，每逢国诞细思量。

太行英雄今犹在，革命精神放光芒。

重温屈辱血泪史，怒火滔天永不忘。

九一八，战火起，东北三省拱手忘。

陷平津，窥华北，四亿同胞急反抗。

西安事变功千秋，兄弟同心御东洋。

毛主席，在延安，运筹幄幄战太行。

平型关，首战捷，破灭神话士气壮。

八路军，上前线，拼死征战敌胆丧。

新四军，在南方，打乱鬼子穷主张。

武工队，鬼见愁，出奇制胜鬼打墙。

民兵连，作用大，后勤支前有保障。

儿童团，别小瞧，站岗放哨用得上。

全民皆兵齐抗日，打的鬼子直叫娘。

壮士头颅英雄血，血染中华万里疆。

鬼子投降终得胜，万民欢呼热泪眶。

忆往昔，看今朝，倍觉和平幸福长。

艰苦奋斗是根本，代代相今精神粮。

祖国发展靠大家，东西兼顾与城乡。

第一书记下乡来，学习榜样马向阳。

世界舞台大发展，科技进步主导向。

且看祖国腾飞时，两个百年建小康。

昨日又见拜神社，野心勃勃瞎球忙。

篡改历史心智泯，钓鱼岛前耍伎俩。

泱泱中华最瞩目，复兴潮流不可挡。

可笑小儿不自知，螳臂当车作死样。

日寇胆敢重开战，我愿提枪杀倭狼。

今朝纪念胜利日，祈愿和平安万邦。

1939 年 7 月，日军出于军事补给
和经济掠夺需要，强征民夫 2600 余人
开始修筑与白(圭)晋(城)汽路平行的
东(观)潞(安)铁路。次年 7 月，八路军
一二九师、决一纵、县区游击队及民
兵，在群众支援下开展了反复破击。据
不完全统计，计破击达 157 次。除二
沁、沁武等公路被破坏外，在东潞铁路
线分(水岭)虒(亭)段 75 公里的铁路线
上，反复破击达 740 公里，挖路基 12
公里，挖壕沟 50 公里，拆铁轨 612 根，
烧枕木 3050 根，炸桥梁 76 座，炸火车
10 列，机头 7 个，汽车 6 辆，割电线
3942 斤，毁电杆 170 根，袭击车站 7
次，袭击攻克据点 27 次(座)，毙伤日伪
军 2139 名，俘掳日伪军 140 人，缴获各
种轻重武器 1090 件，解放路工 2000
余名，烧站台、库房两处。迫使日军于
1945 年 7 月上旬，将东潞铁路沁潞段
拆除。

1940 年 1 月 1 日，继上年“一二·
一六”大破袭不久，沁县各区青抗先、
游击小组、自卫队 3000 多人，于新年
前 3 天进行动员和部署，在元旦前一
夜至元旦早晨，对白晋铁路进行了再
次大破袭，这次破袭改横破法为纵破
法，挖路沟 100 余条，收割电线 750 公

斤，抬回铁轨 12 根、枕木 52 根、拆毁
电杆 100 多根。

1940 年 5 月 5 日，日军在沁县白
晋沿线各村强征民夫 2600 余人抢修
白晋铁路，企图以周密的交通网，切割
抗日根据地，扩大其快速部队的活动
范围，实现分区“扫荡”的阴谋。为粉碎
其阴谋，八路军一二九师发布了兵分
五路展开白晋战役的作战命令。沁县
县委、县政府遵照命令，动员路东、路
西所属武装及民众 5000 余人，协同八
路军三八六旅和决死队 4 个团，在沁
县境内的北牛寺村至段柳村 30 多公
里的白晋铁路线上展开大破袭。深夜
全体军民一面团团包围白晋沿线的牛
寺、漳源、固亦、段柳、火车站等敌据点
与之激战；一面掩护民众，军民并肩破
路基、拆铁轨、割电线。当夜攻克漳源
据点，将守敌 300 余人消灭过半，各据
点之敌亦陷入分崩离析状态。经两昼
夜激战，歼敌 4000 余人，炸毁敌汽车
5 辆，破路 30 余公里。漳源段路基全
部挖毁，抬回铁轨 70 余根，枕木 500
余根，电线 1000 多公斤。此次战役打
击了敌人，增长了抗日军民的志气。为
此，《新华日报》作了报道，评价这次战役

“成绩之伟大，实为抗战史上所罕见”。

1946 年初春，在县西乡开村南沟村境内曾经发生过一次本村史上规模
罕见的战斗。作战双方是时驻县城的阎氏段炳昌部（绥靖第十二集团军第四
十六师第三团）并部分日军残部和时驻南沟村的太岳军区新八团。

这实是一次频临灭绝中的阎顽匪军对我抗日军民垂死挣扎、疯狂反扑
的恶行。1945 年 8 月日军被迫投降后，阎锡山立即禀承蒋介石意旨，出面同
我军争夺抗战胜利果实，然在“上党战役”中遭受重创。时居上党仅存沁县城
占领区的阎匪段炳昌部，在阎锡山“下决心要完成杀敌两万，确保东沁线”、

“在东沁线只要打死一个八路军，就赏洋一千元”的指示，及“抢占战略要点”
作战令的鼓噪下，便勾结残存日寇，像一群红了眼的疯狗，肆无惮忌、四处反
扑。“仅 1946 年 1 月 3 日至 2 月 13 日，阎、日军就对我县南头、福村、罗卜港、
冀家凹、交漳等 90 余个村庄进行了 27 次烧杀抢掠。”“仅二、四两个区统计，
就屠杀群众 68 人，抢粮 42 万斤”，继而又高喊着“见干部就抓，抓住就杀”的
口号，连续制造了“马服惨案”、“北头、河泉、松村惨案”、“青修惨案”等。

面对阎日顽匪的猖狂进攻，太行、太岳区发出了“紧急动员起来，粉碎敌
人进攻，保卫家乡，保卫解放区”的指令，并积极组织各地军民配合正规军作
战，不断截击敌人抢粮队伍，破击敌子洪至沁县交通线，给敌予沉重打击。太
岳军区新八团正是在这一形势下，于 1946 年初春开驻沁县———原三专署旧
址南沟村的。

战斗在次日的清晨发生。这天是 1946 年的阴历正月二十一日，驻扎在
南沟村的太岳军区新八团团长正在村南堰上晨练，突然冀家凹方向响起了
枪声，不一会，日本鬼子也从开村向南沟发射了炮弹，炮弹大部分落在了阳坡
（地名）和背山（地名），也有个别落在南山山背上。”枪声响起的时候，大部分村
人都躲藏在自己家或邻居家，提心吊胆，默默静听外边动静，门也不敢出。

城内敌人完全是在我军未有充分准备情况下，有计划实施的一次试探
性奔袭。当日战斗，最先是从我军主要布防的南圪梁（也叫东阳坡）警戒阵地
打响的。新八团在这里布防有一个排或一个班的兵力。有传说说，从东过来
的敌人在这个方向分两路：从红坡、段庄来的是主力，另有一路从上官、南窑
上迂回过来的为策应。敌人来势很凶，兵力、武器均占优，南圪梁的战斗打得
很艰苦。我方警戒分队在对敌人进行了有效抵抗，并起到向村内我方报警，
迟滞敌行动，争取大部队转移时间之作用后，继在小南山我方部队火力策应
下向西撤退。由于地形利用不当，他们在撤下南掌沟底，又向小南山东面坡
爬起时，受背后敌扫射，伤亡较大。

仓促应战的我军支援分队，一路迅速占领小南山向东策应，一路准备前
出河湾、南掌沟方向增援南圪梁警戒分队时，见警戒分队已撤下，遂也转向
月明湾、南山方向。枪声响起之际，如前所述，前出开村方向的日军也向南沟
村方向开始了炮击。事后有人说，日军当时是到开村征集马草，听到枪声随
意开的炮。其实，时间上、配合上的这种“巧合”，恰证明了敌人是有计划、有
部署的一次试探性袭击行动。他们采取的是中间突破，两翼策应，分进合击，
并视情况发展而进而止的策略。之所以如此，显见他们已从前一天段庄小股
抢粮敌被捉多人的事件上揣测出冀家凹、南沟方向可能有我方正规兵力的
存在。然到底力量多大，他们心中无底，遂致当天夜晚并没敢贸然出击，而在
天亮后方采取行动，而且部署比较谨慎、周详；否则单纯出来抢掠点马草的
日军是不必携带迫击炮、小山炮类重火器的。无疑他们一路是有备而来，准
备相机策应的。

面对多个方向出现敌情，新八团虽然应对较仓促，略有损失，然其当时
以部分兵力在小南山、大南山方向迟敌行动，主力迅速撤向九连山方向的策
略是适当的。不恋战不硬拼是因一时对敌情不明，故不宜盲动。撤向九连山
方向，一是那里地势险要、复杂，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二是靠近太岳根据地
纵深方向，敌也有所顾忌，不敢贸然深追。情况发展，果然如斯。小南山方向
我军在作短暂有效抵抗后，遂逐次掩护，分别从南沟湾、大南山背撤向了平
顶山、鸽子背一带。敌占领了小南山、大南山一线后，便也没敢继续西追，零
星向西放几枪后，又在南沟村抢掠了一些东西，匆匆撤兵了。战斗前后持续
一个多小时，作战双方均有伤亡。因事起仓促，地形不很熟，又无预设堑壕工
事依托及重火力支持，故我方相对损失大一点，伤亡约在 6、7 人之多。本次
战斗前后，南沟村的抗日组织和民兵对新八团曾给予了积极帮助：战前协助
号房、安营、起伙、警戒放哨；战斗打响后，帮助转运伤员，转送军用装备；特
别是利用地形熟的优势，及时指引我军主
力迅速沿南沟湾一线向里撤退，争取了时
间，避免了更大损失，体现了革命根据地人
民对我军的深情厚谊和奉献精神，体现了
老区人民的觉悟。

重温历史
捍卫和平
冯永刚

“新八团”南沟村战斗

太行第三军分区沁县谍报工作站

抗战名人

白晋铁路破击战

（上接三版） 用望远镜观察了县城周围的地形，详细询问了当时在场的刘守
中、张近芳等人，并核实了县城内的一些情况。农历七月十五日拂晓，由太行
军区司令员李达指挥攻打沁县城，但因十四日晚饭后长治方面撤离南线的日
军一千多人突然聚集沁县城，致使沁县城内日军兵力骤增，敌兵力发生重大
变化，但此时城门紧闭，情报传送已不可能，致使攻入县城内的太行部队遭受
重创。形势急转直下，军区首长当即命令，在合庄村北岭上和亚亚沟村的交界
处架起一门火炮，由一名白胡子老炮手操纵，两炮就将南石堠哨棚炸毁，有效
地压制了敌人的火力，为掩护攻城部队迅速撤离减少了大量伤亡。同时太行
军区首长当机立断，决定避实就虚，转而奔袭武乡县段村，一举将段村守敌歼
灭，解放了武乡县城，使沁县城内之敌成为瓮中之鳖。

沁县解放前夕，谍报站工作任务基本完结。太行军区党委奉命对原有谍
报站人员进行重新调整，一部分留在当地，一部分返回部队，一部分转战太
谷，太原。刘守中因其叔父刘奇瑛在太原闫锡山的公营事业董事会工作，又有
同学等在闫锡山的省府任职，所以组织上派遣其与岳峰等人利用这层关系以
教书为名携带家眷潜入太谷，后到太原，继续为党秘密从事策反闫匪军政人
员的统战工作。岳二小则利用自己会白铁匠手艺潜入太谷，他们为太谷，太原
的解放作出了贡献。刘守中在潜入太原期间曾被阎匪特警怀疑通共抓入大
牢，经多方营救得以出狱。一九四六年七月阎匪军从沁县撤退的情报就是牛
水林从糖房情报点告知岳峰后转送太行区的。新中国建立后，这批当年战斗
在敌人心脏里的情报人员，服从党的调遣，以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无怨无
悔，兢兢业业，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有些人甚至回到农村老家。但他们从不
居功自傲，甚至很少提起自己曾经的光荣历史，有的甚至在后来的历次政治
运动中蒙受了不白之冤，致使他们的后代在时隔六十多年后的今天要搞清楚
他们的历史也颇费周折。他们现在大都作古，但是他们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
所做出的贡献不可磨灭，他们的高风亮节和人格魅力无不令人肃然起敬。他
们作为太行人民的优秀儿女，既是沁县人民的骄傲，也是共和国的骄傲。他们
的英名将永载史册。

????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刘守中沁县西河底村人，解放后在冶

金工业部驻太钢办事处工作；曹富金沁县西河底村人，刘守中岳父，解放后在
太原工作；曹双和沁县西河底村人，刘守中内亲，解放后任太行仪表厂监委书
记；王赖沁县西河底村人，解放后在襄垣县工作；刘文秀沁县西河底村人，刘
守中堂弟，解放后在介休县工作；刘向亨别名刘儒贤，沁县城内马道巷人，解
放后在临汾铁路局工作；岳凤鸣又名岳土生，沁县城内何家巷人；何闺女凤鸣
妻，沁县城内何家巷人；岳二小别名岳宗勇，土生二子，沁县城内何家巷人，解
放后在汾西矿务局工作；岳三小别名岳宗琦，土生三子，沁县城内何家巷人
解放后在榆次工作；曹晟别名曹庆生，沁县南石堠村人，时任荆村小学教员
史胖孩别名尊敬，沁县梁家河村人，解放后在湖北省工作；任铁孩沁县亚亚沟
村人；马庆生沁县黑峪沟村人；王庆生沁县黑峪沟村人，其家为交通站；刘焕
成庆生妻，沁县城关马道巷人；岳峰别名岳维顺，小名岳土土，沁县西寨村
人，刘守中内亲，时任荆村小学教员，解放后任河津县文化馆长；贾明道
沁县合庄村人；屈怀清沁县合庄村人，解放后在介休火车站工作；贾广成
别名贾诜，岳峰内亲，沁县合庄村人，解放后在太原铁路局工作，后调介
休火车站；贾三小广成叔父，沁县合庄村人，解放后在太原铁路局工作
后调临汾铁路局；张近芳曾化名日德，沁县合庄村人，刘守中内亲，解放后
在汾西矿务局工作，其家为交通站；曹焕先近芳妻，刘守中妻妹，沁县西河底
村人；贾兴乔广成叔父，沁县合庄村人，解放后在太原铁路局工作；牛春木沁
县长盛村人，解放后在长治市商业局工作；牛水林沁县范家沟村人，后移居宋
家沟村，在县城何家巷口开糖房建情报点；牛文孩别名文德，水林子，解放后
在榆次工作；刘万福沁县刘家庄村人；东二同别名砚春，沁县范家沟村人；王
二俊沁县黑峪沟村人、张氏二俊妻、王土孩沁县暖泉村人、刘来义沁县刘家坡
村人、王小苟、王毛小另还有不少为抗日战争秘密奉献的人员至今也无法知
道他们的姓名。从以上情报人员的构成，我们发现当时为了确保交通情报的
安全运行，发展的交通情报人员大部分是父子，夫妻，叔侄，兄弟，亲戚，家庭
和绝对可靠的朋友加战友，他们首先在用人上非常缜密，并能认真执行组织
纪律，在五年里基本没有过失误，情报运行达到安全可靠，圆满完成了上级交
给的各项任务。

1946

年8

月
，
中
共
沁
县
县
委
、

县
政
府
授
予
漳
源
镇
南
园
村
田
五
益
、

田
马
成
父
子
的蹝父
子
英
雄蹞门
匾
。

曾在沁县小河村、暖泉村制造杀人惨案的日本战犯住刚义一在太
原接受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