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持大刀， 身跨战马，
目视前方……河北献县马
本斋纪念馆广场上，回民支
队司令员马本斋的塑像英

勇威武。 每年都会有大批干
部群众前来瞻仰，接受爱国
主义教育。

马本斋，1902 年出生于
河北省献县东辛庄一个贫

苦的回族农民家庭 。 1921
年 ， 马本斋在东北投身行
伍 ，由于作战勇敢 ，被选入
东北讲武堂学习。 1924 年，
他以优异成绩毕业 ， 被授
予排长职务 ， 后又先后任
连长 、营长 、副团长 。 1929
年 ， 升任国民革命军暂编
第一军第二十一师第四团

团长 。 1931 年九一八事变
后 ，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坚
持 “攘外必先安内 ”的反动
政策 ， 马本斋的爱国行为
受到蛮横压制 ， 苦闷中的
马本斋愤然解甲弃官 ，回
到家乡东辛庄。

卢沟桥事变后，面对山
河破碎 、铁蹄践踏 ，马本斋
组织本村青壮年举起回民

抗日义勇队的大旗，奋起抵
抗日本侵略军 。 1938 年 4
月 ， 马本斋率队参加八路
军，所部改编为冀中军区回
民教导总队，马本斋任总队
长。 同年 10 月，马本斋加入
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申请
书中写道 ：“我甘心情愿把
我的一切献给伟大的中国

共产党，献给为回族解放和
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

斗的伟业。 ”
1939 年，回民教导总队

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回

民支队， 马本斋任司令员。
他作战勇猛， 身先士卒，在
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 在他

的带领下， 改编后的回民支
队战斗力不断提高， 队伍迅
速发展到 2000 多人，成为冀
中野战化较早的一支能征善

战的精锐部队。 1940年初，马
本斋奉冀中军区命令，率回民
支队赴深县南部开展对敌斗

争，巩固抗日根据地。
1941 年 1 月，马本斋又

率回民支队进入大清河畔 ，
转战白洋淀，6 月，转移到无
极、 定县一带开展大规模交
通破袭战，粉碎敌人的大“扫
荡”。 7 月，回民支队参加青
（县）大（城）战役，重创敌人，
取得辉煌战绩。 一年多时间，
回民支队由南向北， 由西向
东，千里驰骋 ，屡立战功 ，被
冀中军区誉为“攻无不克，无
坚不摧，打不烂、拖不垮的铁
军”。 1942 年 8 月，回民支队
奉命到达冀鲁豫抗日根据

地， 马本斋被任命为冀鲁豫
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回

民支队司令员。
1937 年至 1944 年间，马

本斋指挥所部回汉战士同日

伪军作战，炸桥梁 、破公路 、
打伏击，转战于冀中平原、渤
海之滨，驰骋于冀 、鲁 、豫广
大敌后战场， 进行大小战斗
870 余次，消灭日伪军 36000
余人，令敌人闻风丧胆，被毛
泽东同志誉为 “百战百胜的
回民支队”。

因长期转战， 马本斋积
劳成疾，1944 年 1 月，在回民
支队奉命开赴延安前， 他抱
病为部队作了最后一次动员

报告， 叮嘱同志们：“要跟着
党，跟着毛主席，抗战到底！ ”
同年 2 月 7 日， 马本斋病逝
于冀鲁豫军区后方医院 ，终
年 42 岁。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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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湘南地区的革命

老区耒阳市， 每年会举办
数场“红色故事进校园”活
动。 牺牲在抗日前线的八
路军高级将领———谢翰文

的革命故事， 总是让孩子
们“很喜欢、很感动”，有的
听得热泪盈眶。

谢翰文， 又名汉文，
号鸿锡，1904 年出生于耒
阳城关的一个富裕家庭。
1919 年，谢翰文考入县高
等小学。 毕业后又以优异
成绩考入衡阳新民中学。
读书期间，他积极阅读进
步书刊 ，逐渐萌生了 “改
造社会”的理想。1925 年，
谢翰文从新民中学毕业

返乡，立即投身于耒阳的
革命活动，参加了共青团
组织。1926 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

1927 年 5 月，长沙发
生“马日事变”。 谢翰文只
身潜入衡耒边界的桐子

山地区，开展秘密革命活
动。 1928 年 2 月，朱德率
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攻占

耒阳县城。 谢翰文被任命
为耒阳县苏维埃政府特

派员，负责领导桐子山地
区农民起义的武装斗争。
3 月， 他随朱德向井冈山
转移，不久被调到红 4 军
第 28 团任书记官。

1929 年后，谢翰文任
红 5 军第 4 纵队党代表、
红 3 军团秘书长、第 3 师
政治委员、红 3 军团政治
部宣传部部长，参加了中
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至

第五次反“围剿”。 1934年
10 月，参加中央红军主力
长征，途中编写了许多行
军快板 ， 鼓舞了部队士

气。 1935 年 9 月，红一方
面军胜利到达哈达铺改编

为陕甘支队后， 谢翰文被
调到西北红军大学担任校

务处长。1937年 1月，西北
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

抗日军政大学。 他被任命
为学员 13 队队长，后又调
校部任政治宣传科科长。

1939 年，庆祝抗大成
立 3 周年时， 谢翰文负责
举办的 “抗大成绩展览
会”， 共陈列出 3000 多种
展品，得到毛泽东、朱德等
中央领导同志的好评。 同
年， 他被评选为全校先进
政治工作者。

1941 年初，谢翰文任
八路军总后勤部政治部主

任。 1942 年 5 月，日军对
华北的冀中、太行、太岳、
晋西北等抗日根据地进行

拉网大“扫荡”，八路军总
部决定实行战略转移。 在
5 月 25 日的突围中，他和
妻子双双被俘。 面对日军
的严刑拷打， 谢翰文坚贞
不屈， 最后被日军秘密杀
害，时年 39 岁。

在谢翰文牺牲前一年，
他离开抗大奔赴前线时，在
临别赠言中说：“深刻研究
马列主义原则，不断地创造
新的宣传方式与方法，把自
己锻炼成为党的宣传家。 ”
这也正是他参加革命、奋斗
一生的孜孜追求。

耒阳市委史志办主任

谢俊清说， 谢翰文是一位
能文能武的 “党的宣传
家”，他信仰坚定、坚持真
理，有必胜的信念，永远充
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值
得新时代的每一个年轻人

学习。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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