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凤山（资料照片)

在成都市蒲江县大兴镇炉坪村 3
组，有一个农家小院很特别，走进大门，
左边是普通民居， 右边是三间古朴空
房。 如果不是门口路边那块“李家钰故
居”的青砖石碑，你很难把这里与名震
大江南北的一代抗日名将联系在一起。

李家钰，1890 年出生在四川省浦
江县大兴镇，1909 年考入四川陆军小
学堂第四期，1911 年毕业后，又先后在
四川陆军军官学堂、 南京陆军军官预
备学校学习。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 时任第 47
军军长的李家钰主动请缨杀敌， 率部
转战河北、山西、河南等地，1939 年任
第 36 集团军总司令，1944 年 5 月遭遇
日军伏击壮烈殉国， 被国民党政府追
赠为陆军上将。 1984 年，经四川省人民
政府批准，李家钰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2014 年，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李
家钰被认定为著名抗日英烈。

“他生前极少回到这里。 当时村民
只知道这个‘李矮子’进村下马 ，对人
随和，乐善好施，哪知道他还是第二个
战死抗日疆场的集团军司令官。 ”李家
钰的“邻居”高天福说。

“抗日救国出四川，不灭倭寇誓不
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间到处是青
山。 ”1937 年 10 月，李家钰在抗日动员
誓师大会上“以诗言志”，率领 104 师、
178 师步行北上。

长治是晋东南重镇。 1938 年 2 月
19 日， 日军在飞机大炮助威下开始攻
城。 李家钰令 104 师 312 旅旅长李克
源率 624 团守城。 21 日，长治北门被日
军大炮轰开，川军与敌肉搏，千余人阵
亡，日军伤亡也在千人以上 ，成为 “山
西东南角抗战中最悲壮的一幕”。

1944 年，日军集结 14 万重兵发动
豫中会战，先后占领郑州 、许昌 、洛阳
等地。 第 36 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奉命
率部进至河南陕县阻击日军， 掩护 40
多万友军撤退。 5 月 21 日，在陕县秦家

坡旗杆岭，李家钰和 200 余名总部官兵
遭到日军伏击，壮烈牺牲。 从主动请缨
出川抗日，到血洒旗杆岭，李家钰用生
命践行了铮铮誓言。

李家钰之子李克林说，父亲留给他
终身不忘的印象， 是遗体运回成都时，
灵柩队伍中 “遗笔亭” 上的 14 个大字
“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和
“血衣亭”上那弹痕累累、血迹斑斑的呢
军大衣与浸透了血迹的圆口布鞋。

抗战期间，李家钰也与八路军结下
了深厚友谊。 他总结实战经验，发现敌
我力量悬殊，我军不能和日军硬拼。 于
是，他就和八路军交朋友，派干部去八
路军驻地学习游击战术，还亲自请八路
军 129 师师长刘伯承为 47 军营以上干
部讲授战略战术。

“毛主席《论持久战》那篇文章……
军内发现有人传阅， 他也找来看过一
遍。 连他们的钧座也公开阅读，并向高
级军官推荐，很佩服毛泽东对中日战争
的卓识远见，说那是一篇最权威、最有
说服力文章。 ”李家钰的一名高参曾向
中共党员谢丰回忆这段往事。

旗杆岭上烽烟散， 爱国精神长流
传。 蒲江县史志办杜黎云、龙中华等老
同志认为，李家钰将军能从一个旧军人
演变成爱国主义典范，是在特殊环境中
有一种凝聚力的召唤———那就是伟大

的爱国主义精神。 今天，这种精神的凝
聚更是强国之支柱。

如今，将军的家乡炉坪村党群服务
中心已建起“李家钰将军陈列室”。村干
部告诉记者，这里陈设了李家钰的家世
谱系、书札信函、题咏追赠等史料，成为
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在将军故居， 高天福拿出一本 16
开的彩印传记说，经常有人来这里，他
很乐意当一名义务讲解员， 希望这种
誓死报国的精神能被更多人所铭记 、
传承。

（据新华社）

隆冬时节的五台县东寨村，乡亲们并未“猫冬”，
人们聚在村委会商量着来年的打算。 2016 年整村脱
贫后，东寨村每年都有不少新变化，文化活动广场硬
化了、引水管道更新了、养牛合作社越来越火红……
这里正是英烈王凤山的家乡。

王凤山，1906 年出生于五台县东寨村，自幼家境
贫寒，村民喜其聪敏，一起掏钱供他上学，考入太原国
民师范学校。 青年时期，目睹国家衰败、列强入侵，王
凤山投笔从戎考入北方军校，毕业后进入军界。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 9 月，时任第 69 师 203
旅营长的王凤山参加了平型关战役的茹越口保卫战。
在主阵地与相邻阵地相继被日军突破，旅长战死的情
况下，王凤山依然不肯撤离，率先冲向敌阵，与日军展
开肉搏。 最后被警卫强行抱着跳下山崖，因有酸枣丛
阻挡，才未有大碍。

1941 年王凤山升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 34 军 218
旅旅长，后转任暂编第 45 师师长，驻守汾河以南的万
泉、荣河、河津一带。 汾南地区为粮棉产区，日军进入
该地区后，大肆掠夺粮食，到处筑碉堡，修据点，挖战
壕，架电网。

1942 年 6 月初，日军在汾南地区屡屡受挫，为挽
回战局，集中汾南各县日、伪军，形成优势兵力向 34
军围攻。 战斗一开始，34 军第 43 师和第 44 师均受重
挫，军长王乾元负伤返汾北医治，王凤山临危受命代
理军长，率 45 师转战万泉、荣河一带，继续抗敌。

6 月，日军千余人、坦克 7 辆把 45 师师部及第 2
团包围在西张瓮村，王凤山率军坚守阵地，与敌人殊
死搏斗。 战至午后，敌人又增援 2000 余兵力。

在敌众我寡，兵力悬殊的情况下，王凤山沉着指
挥，坚不言退，亲率预备队冲上前线与敌近战。 战斗
中， 王凤山臂部受伤， 仍坚持指挥， 后腹部连中数
弹，肠流腹外。 他忍痛抱腹，不下火线，以身殉国，时
年 36 岁。

为表彰他的功绩，国民政府追晋王凤山为陆军中
将。后来，王凤山的事迹被改编为话剧《盘肠英雄王凤
山》，在战区广为上演，鼓舞了抗战军民与日军血战到
底的决心。

1986 年，民政部颁发证书，确认王凤山为革命烈
士。 2014 年 9 月， 民政部授予其抗日英烈的荣誉称
号。 2015 年 9 月 3 日，在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阅兵
仪式上，王凤山之子王述志代表英烈子女接受检阅。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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