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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馬占山心意已決我馬占山心意已決，，就是要和日本拚命就是要和日本拚命！！要是我打要是我打
錯了錯了，，給國家惹下亂子來了給國家惹下亂子來了，，你們把我的頭割下來你們把我的頭割下來，，送送
到中央領罪到中央領罪。」。」 ——馬占山馬占山

從平山縣城出發，沿省道往西行，大約20公里就到了該縣的溫塘鎮。該鎮因地下溫泉
而取名溫塘。自漢武帝在此發展溫泉沐浴療疾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泉水是國

內外罕見的高溫弱鹼氯化硫酸鹽氡泉。各地前往西柏坡紅色旅遊勝地參觀的遊客，大多都
愛選擇溫塘作為休息住宿的落腳點。而遊客們卻不知道，距離溫塘僅10公里的辛莊村，
1938年1月22日，八路軍115師在這裡進行了一場震盪日寇的溫塘戰鬥，殲敵千餘人。而
惱羞成怒的日寇當日就對辛莊村民進行了野蠻的屠殺。

日寇中埋伏辛莊慘案報復
記者從平山縣黨史辦獲得了一部分珍貴的歷史資料：1937年9月25日，八路軍115師在

平型關附近伏擊日寇，取得了著名的「平型關大捷」。而後侵華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寺內
壽一對太行山區的八路軍恨之入骨，加強了對抗日根據地的掃蕩。
1938年1月22日，日軍第五師團21聯隊1,000餘人向溫塘進軍，企圖匯合井陘日軍，對
八路軍根據地進行掃蕩。收到這一情報後，115師344旅和晉察冀軍區第4、第5支隊奉命
提前做好準備，在敵人的必經之路設伏，準備進一步打擊日軍的囂張氣焰。115師688團
是此次伏擊戰的主力部隊，團長陳錦秀是平型關戰役參戰指揮員之一。他將指揮所設在一
個高地上的叢林內，命令部隊在平山溫塘鎮辛莊至南紅岸寨之間佔據有利地形。
在八路軍的猛烈攻擊下，日軍損失慘重，只能堅守待援。在被圍日軍即將被全殲之際，

增援日軍才抵達伏擊現場。得到支援後的日軍利用武器裝備的優勢，對八路軍開始反擊。
八路軍利用有利地形，打退日軍多次反撲。激戰中，日軍炮彈擊中688團團部指揮所，團
長陳錦秀、一營營長劉國清和其他5位戰士壯烈犧牲。此戰持續了5個多小時，敵我雙方
投入兵力共約6,000人，八路軍共犧牲300多人，斃傷日軍近千人。戰鬥結束後，遭到沉
重打擊的日軍惱羞成怒，糾集援敵對辛莊村進行了瘋狂的大屠殺。他們用機槍掃射，刺刀
穿胸，烈火焚燒，殺得屍橫血流。有的孕婦被姦，刀劈身死，未出生的嬰兒隨母而亡。有
的一家慘死數口，有的滅門絕戶。日軍共殺害手無寸鐵的群眾逾百人，打傷33人，燒毀房
屋193間，製造了震驚晉察冀邊區的「辛莊慘案」，欠下了中國人民又一筆血債！

108人慘被殺村民參軍雪恥
談起這宗慘案，烈士陵園守墓人張聯子和在陵園的幾位老人眼眶濕潤了。當年這個只有

71戶，270多人的小山村竟被鬼子屠殺了108人。鄉親們提起日本鬼子，恨得不得了。
據村中的倖存者回憶，當時這股鬼子在井陘掃蕩「收穫」頗豐，問村民附近有沒有「八

路」，村民說沒有，因此有的鬼子嫌槍沉，就把武器放到牲口背上。結果中了埋伏，就對
村子非常怨恨。回來報復，發生「辛莊慘案」時，鬼子衝進各家各戶用刺刀挑。「曾祖父
母和另一位親戚都被鬼子用刺刀挑死。我父親當年只有三四歲，和父母藏在柴草垛裡躲過
一劫。最後，鬼子集中三四十個沒跑走的鄉親們，在村邊一片莊稼地裡用機槍把他們全打
死了，其中好多是婦孺。」他續稱，「原來我們村沒有參加八路軍的，鬼子屠村以後，有
35個人就參加了八路軍，打起鬼子那是非常的狠，在後來的戰鬥中犧牲了11人。那可真
是一腔熱血雪國恥，報家仇。」

提起革命老區河北省平山縣，大家多會想到著名的西柏

坡，以及毛澤東在這裡指揮三大戰役、中共最後一個農村

指揮所等等。但是人們不太了解的是，在整個抗日戰爭時

期，平山一直是中共晉察冀邊區最活躍、最堅強的抗日根

據地，這裡建立了「平山團」等抗日組織，誕生了不少紅

色人物；且「平型關大捷」後，這裡還發生過「溫塘戰

鬥」和「辛莊慘案」。日前，本報記者親赴平山縣，探訪

這裡的抗戰記憶。

■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一龍、張帆河北報道

本報記者尋找太行山下的抗戰記憶本報記者尋找太行山下的抗戰記憶

抗日烽火燃平山抗日烽火燃平山
英傑群起赴國難英傑群起赴國難

記者在當地宣傳部門
的帶領下，來到了西涼
山下的辛莊烈士陵園。
陵園門口正在進行修
路，村裡打算修一條石
板路連接山坡上的陵園
和下面的公路。
辛莊烈士陵園是由

「辛莊慘案」倖存者、
退伍老兵崔成才多方奔走下才建成的。據村民介紹，崔成才
1927年1月25日生，1940年9月參加工作，1948年4月加入
中國共產黨。歷任河北省九區隊戰士、晉察冀軍區四分區副班
長、四縱隊副排長、京津衛戍區三大隊司令部參謀、營長、參
謀長等職。2004年4月20日逝世，享年78歲。
1995年，已經離休的崔成才在一次宣講活動中，看到有人寫

的《回憶溫塘戰鬥與辛莊慘案》一文，活動中還有人講到在
「溫塘戰鬥」中犧牲的688團團長陳錦秀和一營營
長劉國清的英雄事跡，令他內心思緒萬千。而後崔
成才開始手搜集資料、跑辦建設烈士陵園的事。
2003年，烈士陵園終於建成，陵園內豎立起了陳錦
秀的墓碑和雕像，還安葬了「辛莊慘案」中遇難的
100多名鄉親。
村民齊世傑、劉金法等人告訴記者，修這個陵園

就是出於對烈士，尤其是對陳錦秀團長的崇敬之
情。沒有八路軍的犧牲哪裡能換來現在的好日子。
村民永遠緬懷為國捐軀的烈士。

據史料記載：僅1937年10月到1938
年春的短短的幾個月裡，平山縣就為八路
軍主力部隊輸入了7,000餘名優秀子弟。
在8年抗戰中，平山這個只有25萬人口
的縣，有15,000餘名優秀兒女先後參加
八路軍，70,000多人參加自衛隊、游擊
組，幾乎所有青壯年、婦女兒童參加作戰
與支援前線。
而日寇在這裡製造了33宗慘案，至抗

戰結束後，全縣人口下降至19萬。敵人
的殘酷屠殺激起了平山人民更大的義憤和
英勇的鬥爭，湧現出一大批英雄群體和模
範人物，如神出鬼沒的回舍大槍班、鐵的
子弟兵「平山團」、歷經500多次殘酷戰
鬥的晉察冀軍區第五團、子弟兵的母親戎
冠秀、放牛娃王二小、《沒有共產黨就沒
有新中國》的作者曹火星、《白毛女》的
作者楊潤身以及後來成為山東省委書記處

書記的栗再溫、廣東省委書記焦林義、青
海省長王昭、國家體委主任李夢華等，平
山為革命輸送了大批優秀的幹部，為新中
國的解放作出了重大貢獻和犧牲。

建團參軍抗日寇
全國僅「平山團」

其中，1937年抗戰爆發之際，1,500
名平山子弟集體參軍，組成八路軍120師
359旅718團，被群眾親切地稱為「平山
團」，而在一個縣中整團參軍抗擊日寇的
「平山團」更是全國僅此一例，發生這件
事的原因主要有三個，第一，平山戰略位
置重要，是理想的戰爭指揮部；第二，平
山物產豐富，可保障機關部隊有充足給
養；第三，黨和人民群眾基礎好。這也是
最重要的原因。抗日戰爭期間，聶榮臻、
彭真率領晉察冀黨政軍機關在平山戰鬥生
活三年零八個月，和這裡的人民群眾結下
了深厚的感情。因此到1948年4月，毛
主席轉戰陝北，翻越五台山後，高興地對
前來迎接的聶榮臻說：「到了晉察冀，就
像當年在江西到了興國一樣，群眾見了我
們都笑逐顏開。」因此，無論是「平山
團」的迅速組建，屢建戰功，還是中共中
央選址西柏坡，作為「解放全中國的最後
一個農村指揮所」，都與平山縣「黨和人
民群眾基礎好」有着重要關係。

青壯年婦孺 或參戰或支援

「辛莊慘案」倖存者建園葬罹難者

無論在黨史記載還是民間傳說，栗再溫
都是平山縣第一個共產黨員。1927年，在
北京求學的栗再溫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之
後，他在北京領導學生運動，又輾轉天
津、太原、大同等地從事地下鬥爭，曾任
中共河北省委秘書長、山西特委書記等領
導職務。1934年底，栗再溫幾經周折回到
家鄉，作為平山早期黨組織的主要領導人
之一，他是公認的「大共產黨」。在他的
帶領下，僅有五六戶人家、30餘口人的南
溝，成為一個「赤色村莊」。從1935年至
1943年，國民黨反動派和日寇對這裡十幾
次奔襲抓捕，數次抄家搶劫，三次放火燒
房，栗家始終堅貞不屈。到1949年，這個
紅色家族共有27人參軍，15人入黨，「滿

門忠烈，舉家革命」是這個家族的真實寫
照。
南溝栗家也為新中國的成立作出了巨大

犧牲。其中，老奶奶崔秀榮身處險境，冒
生命危險和敵人鬥智鬥勇，掩護革命兒
女；栗再溫的妻子劉旭江與丈夫在白色恐
怖下結合，不論環境多麼殘酷，和丈夫不
離不棄；栗再溫的侄子栗政清，1933年入
黨，曾任中共平山縣委委員、共青團平山
縣委第一任書記，1936年底犧牲於天津的
日本監獄，年僅20歲；侄子栗政通，1938
年入黨，參加「平山團」，解放戰爭後期
犧牲於陝西扶眉，年僅26歲……現任中央
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辦公
廳主任栗戰書就出生在這個紅色家族。

平山首位共產黨員栗再溫舉家革命
■平山人民踴躍參加八路軍。 本報河北傳真

■■栗再溫 本報河北傳真

■陵園安葬了陳錦秀和劉國清等烈士。 網上圖片

■烈士陵園內記錄了「溫塘戰鬥」的
情況。 網上圖片

■平型關戰鬥中八路軍115師的機槍陣地。 網上圖片

■■八路軍八路軍115115師指揮所師指揮所。。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