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自忠是从山东临清唐园村走出的著名抗日爱国将领。 他年少
时弃学从戎，自 1914 年至 1940 年的 20 多年里，多次临危受命，奋
勇杀敌，最终战死沙场，以身殉国，为后世所敬仰。

张自忠，字荩忱，1891 年出生于山东临清唐园村（现为临清市唐
园镇唐园村）。 6 岁入私塾，后随父至江苏，14 岁因父亲去世随母亲
归乡。 1908 年入临清高等小学堂读书，1911 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学
堂，同年底秘密加入同盟会。 1912 年转入济南法政专科学校，投身于
山东的革命运动中。

1914 年，张自忠投笔从戎，投奔奉天省新民县新民屯陆军 20 师
39 旅 87 团团长车震。 车震欣赏张自忠不怕吃苦、意志坚韧，且有同
乡之谊，1917 年 9 月把他介绍给冯玉祥。 张自忠颇受冯玉祥赏识，
1921 年升任冯玉祥卫队团第 3 营营长 ，1924 年升任学兵团团长 ，
1925 年 1 月升任第 15 混成旅旅长。

1927 年，冯玉祥率西北军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
总司令，张自忠升任第 28 师师长兼第 2 集团军军官学校校长。 无论
练兵还是做事，他都非常勤奋认真，以身作则，身先士卒。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西北军被改编成第 29 军，张自忠任 38
师师长，承担长城防务。 1933 年日军进逼长城一线，他任喜峰口第
29 军前线总指挥，奋勇击退日军，守住了阵地。

1937 年七七事变后，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张自忠先后任第 59
军军长、第 33 集团军总司令兼第 5 战区右翼兵团总指挥。 他一战淝
水，再战临沂，三战徐州，四战随枣，所向披靡。 1938 年 3 月，日军进
犯台儿庄，张自忠奉命率第 59 军增援，为台儿庄大捷赢得了时间。

张自忠曾亲笔写信告谕官兵：“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 海不清，
石不烂，绝不半点改变！ ”

1940 年 5 月，中国军队与日军 15 万精锐部队在枣阳、襄阳、宜
昌等地进行枣宜会战。张自忠亲自率领部队与日军决战。日军以飞
机和大炮轰击鄂北南瓜店，张自忠派自己的卫队前去增援。一颗炮
弹突然在指挥所附近爆炸，弹片炸伤了张自忠的右肩，紧接着一颗
流弹又击穿他的左臂，鲜血染红了军装。张自忠强撑着给第 5 战区
司令部写下最后一份报告， 并告诉副官：“我力战而死， 自问对国
家，对民族可告无愧。 ”

张自忠此时已两处负伤，正在包扎第二处伤时，敌弹又洞穿了
他的前胸。 他说：“我不行了。 你们快走！ ”这时，有数名日本兵搜索
而来，张自忠就势抓住敌枪，一跃而起，还未站稳，就被日军猛刺一
刀。

张自忠牺牲时身中 7 弹。 这位年仅 49 岁的抗日爱国将领的牺
牲，令全国悲悼。 5 月 23 日，他的灵柩由 10 万民众护送，在宜昌上
船、送到重庆，葬在北碚的梅花山。 遗体转运途中，各地群众冒着被
敌机侵袭的危险，自发前往迎送，表达对英烈的缅怀和敬仰。

8 月 15 日， 延安各界人士 1000 余人为张自忠举行隆重的追悼
大会。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送了“尽忠报国”“取义成仁”“为国
捐躯”的挽词。

张自忠是抗日战争时期牺牲在疆场上的唯一一位集团军总司

令。 将军虽已长逝，但英风浩气与世长存。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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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威县烈士陵园内，矗立着一座庄严肃穆的纪念堂。 纪
念堂内东侧墙上挂有一位著名的抗日英烈生前遗像， 他英姿俊
朗，神态坚毅。曾有诗云其“昨日从戎投笔砚，如今为文卸征衣。学
得文武双本领，再返血染沙丘地。 ”这就是抗日英烈、时任八路军
第 129 师新编 9 旅 25 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李林。

李林， 原名李朝法， 字惠卿，1914 年出生于河北威县北马庄
村。他 7 岁开始接受启蒙教育，从小练就了一身好武功。1929 年考
入本县乡村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首次接触马列主义书籍，思想
发生了深刻变化。

1930 年，李林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在本县做小学教员。任
教期间，他组织流动图书馆，积极宣传革命思想，鼓励广大教师行
动起来，和剥削者进行斗争。 李林经常深入农村，发展基层党组
织，建立了一批农村党支部。

1935 年秋，李林参加冀南农民武装暴动，在广（宗）威（县）一
带组织游击小分队，开展收缴地主枪支、铲除官绅恶霸的斗争，
在广威一带声威大震，很快形成了 2000 余人的农民武装。 1936
年 1 月任华北人民抗日救国军第 1 师副连长兼排长，指挥一个
连的兵力 ，在威县 、广宗 、巨鹿 、南宫的三角地带开展了大规模
的武装斗争。

1936 年秋，李林在石家庄做地下工作。 当时石家庄党组织活
动经费紧张，没有生活补贴。 李林鼓励同志们说：“我们都有健康
的体魄，哪能光靠组织呢! ”从此，他时常出现在闹市中，替人推水
车，做水泥工，什么苦力活都干，每天挣几个铜板，和大家一起用。

1937 年 2 月，李林被派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38 年 3
月任中共广（宗）威（县）中心县委书记，建立了地方抗日政权，建
立拥有 100 多支枪的游击队和两个县区武装。 同年 4 月，他先后
调任冀南独立支队政治委员、第一军分区司令员。 1938 年年底组
建了赵县、藁城、束鹿、晋县、宁晋、栾城等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各县
游击大队。

冀中、冀南两个抗日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对日军造成了很大
威胁。 日军除了对根据地和正规部队进行大规模“扫荡”外，还推
行“囚笼战术”，将两个地区分割成若干小块，每隔二三华里修建
一个炮楼。 为了打破敌人的“囚笼战术”，抗日根据地军民于 1940
年夏季开展了大规模的破路斗争。

1940 年， 李林调任八路军第 129 师新编 9 旅第 25 团团长兼
政治委员 ，多次组织 、实施破袭战 ，有效打击了敌人的 “囚笼战
术”。 在 1940 年秋季的百团大战中，李林率部取得歼灭日军井川
大队 1 个分队、缴获大量枪炮和弹药的战绩，受到八路军总部通
令嘉奖。 同年 10 月，李林率部在沧石路秦村与日军 70 多人遭遇，
经过激烈拼杀，消灭大部遭遇之敌，后打扫战场时，遭 1 名残敌偷
袭牺牲，年仅 26 岁。

为了纪念李林，威县建有烈士陵园，编著《红色的土地英雄的
人民———冀南区首府威县革命斗争纪实》一书，将其事迹进行整
理、传颂。 作为邢台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前来威县烈士陵园
参观的机关单位人员、学生、游客等社会各界群众达 10 万人次。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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