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11941 年年，，八路八路
軍軍1313團二營教導團二營教導
員王文在部隊刊物員王文在部隊刊物
《《生活報生活報》》上刊發上刊發
了了《《七勇士跳崖故七勇士跳崖故
事事》》的簡短報道的簡短報道，，
這也是此事首次見這也是此事首次見
諸報端諸報端。。
新 中 國 成 立新 中 國 成 立

後後，，薊縣抗戰時薊縣抗戰時
期期的老幹部的老幹部、、薊薊
縣檔案館館長王縣檔案館館長王
雪松輾轉聯繫到雪松輾轉聯繫到

了已在四川工作的馬占東了已在四川工作的馬占東，，並根據搜集並根據搜集到到
的材料和馬占東的來信內容的材料和馬占東的來信內容，，撰文記述了撰文記述了
蓮花峰七勇士的英勇事跡蓮花峰七勇士的英勇事跡，，發表在發表在19891989年年
33——44期合刊的縣辦刊物期合刊的縣辦刊物《《山裡紅山裡紅》》上上，，這這
是關於此事的第二篇文字記載是關於此事的第二篇文字記載。。
天津天津作協會員作協會員、、薊縣國稅局幹部楊銀華看薊縣國稅局幹部楊銀華看
到這篇報道後到這篇報道後，，繼續進行深入採訪調查繼續進行深入採訪調查，，並並
將他的文章將他的文章《《抗日七壯士抗日七壯士盤山跳崖鮮為人盤山跳崖鮮為人
知知》》發表在發表在20022002年年33月的天津月的天津《《今晚報今晚報》》上上。。
楊銀華日前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楊銀華日前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更是用更是用
「「可遇不可求可遇不可求」」來形容尋訪馬占東之路的艱來形容尋訪馬占東之路的艱
難難，「，「我甚至幾度對此失去信心我甚至幾度對此失去信心」，」，他說他說。。
20042004年春天年春天，，一個偶然的機會一個偶然的機會，，楊銀華間楊銀華間

接打聽到馬占東老家在天津市薊縣瓦岔莊接打聽到馬占東老家在天津市薊縣瓦岔莊
村村。。於是他立即前往並找到了馬占東的家侄於是他立即前往並找到了馬占東的家侄

張永文張永文，，但遺憾得知馬占東早在但遺憾得知馬占東早在
兩年前兩年前，，也就是也就是《《今晚報今晚報》》發表發表
消息前的一個月去世消息前的一個月去世。。同年同年44
月月，，清明節前夕清明節前夕，，楊銀華輾轉見楊銀華輾轉見
到了回薊縣為父掃墓的馬占東長到了回薊縣為父掃墓的馬占東長
子張志明子張志明，，聽其講述了父親的故聽其講述了父親的故
事事。。
楊銀華回憶說楊銀華回憶說，，後來後來，，年近年近

八旬的劉大為聞訊後八旬的劉大為聞訊後，，也特地也特地

從北京趕赴薊縣從北京趕赴薊縣。。在馬占東墓地在馬占東墓地，，劉大為劉大為
抱着墓碑老淚縱橫地說抱着墓碑老淚縱橫地說：「：「6060多年前多年前，，包包
司令交給我尋找你的任務司令交給我尋找你的任務，，今天總算有了今天總算有了
交待交待。。我找了你我找了你6060多年啊多年啊！」！」

一生低調一生低調 囑兒多作貢獻囑兒多作貢獻
回去後回去後，，劉大為發表了兩篇有關劉大為發表了兩篇有關「「蓮花峰蓮花峰
七勇士七勇士」」的紀念文章的紀念文章，，他在文章中寫道他在文章中寫道：：
「「馬占東很少對家人談到他在蓮花峰上的戰馬占東很少對家人談到他在蓮花峰上的戰
鬥故事鬥故事。。其子張志明說其子張志明說，，5050多年來多年來，，他只聽他只聽
父親講過兩次和蓮花峰有關的事兒父親講過兩次和蓮花峰有關的事兒，，一次是一次是
解放後馬占東的警衛員王志滿解放後馬占東的警衛員王志滿（（他曾是戰鬥他曾是戰鬥
中擊斃薊縣大漢奸李午階的戰鬥英雄中擊斃薊縣大漢奸李午階的戰鬥英雄））來看來看
望馬占東望馬占東，，張志明聽父親對王志滿講張志明聽父親對王志滿講，，不要不要
以功臣自居以功臣自居，，不要跟別人比生活待遇不要跟別人比生活待遇，，想想想想
蓮花峰上犧牲的戰友蓮花峰上犧牲的戰友，，咱們更要好好工咱們更要好好工
作……還有一次作……還有一次，，是馬占東離休以後是馬占東離休以後，，跟孩跟孩
子們講起在蓮花峰上犧牲的子們講起在蓮花峰上犧牲的66位戰友位戰友，，諄諄囑諄諄囑
咐家人努力為人民多作貢獻咐家人努力為人民多作貢獻。」。」
雖雖然然我們可能再也我們可能再也無法獲知那無法獲知那66位烈士的位烈士的
名字名字，，但為緬懷但為緬懷
先烈先烈，，馬占東家馬占東家
鄉大平安村的全鄉大平安村的全
體村體村民和劉大為民和劉大為
等共同集資等共同集資，，於於
20052005 年年 88月在月在盤盤
山上立起了一座山上立起了一座
緬緬懷抗日英烈的懷抗日英烈的
紀念碑紀念碑。。主碑正主碑正
面書面書「「抗日烈士抗日烈士
紀念碑紀念碑」，」，底座底座
碑碑文由著名國畫文由著名國畫
大師李苦禪之大師李苦禪之
子子——李燕書執李燕書執
筆寫下筆寫下「「紀念蓮紀念蓮
花峰七勇士花峰七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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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趙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燕趙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而今如此可歌而今如此可歌
可泣的英雄人物可泣的英雄人物，，卻也出現在盤山卻也出現在盤山！」！」

——八路軍冀東軍分區副司令員包森八路軍冀東軍分區副司令員包森

馬占東，原名張正順，1919年
出生於盤山腳下瓦岔莊村的一個
僱農家庭，六七歲時就給地主當
長工。
1935年起，擔任中共薊縣地下

黨組織的交通員，1938年成為一
名八路軍戰士，1940年隨包森開
闢盤山根據地，擔任警衛班長，參
加了開闢盤山抗日根據地的許多戰
鬥。馬占東當年傷癒重返部隊後，
從不講述自己的英雄事跡，哪怕有
人問起，也只是一句「情況忒緊，
沒辦法啦，寧肯跳崖，也不能當俘
虜」的簡單敘述。

大腦摔傷 眼睛被炸

抗戰勝利後，馬占東又參加了
解放戰爭中遼瀋、平津等重大戰
役，後又赴朝參戰。1955年他隨
部隊南下四川西昌，參加了大小
涼山的剿匪戰鬥，後在四川省軍
區金堂縣武裝部任職。由於身體
多傷病，馬占東四十多歲時提前
離職休養，定居在四川省軍區溫
江幹休所，享受正師級待遇。
2002年2月19日，馬占東在四川
與世長辭，享年83歲。他一生身
經百戰，跳崖後摔傷大腦，戰鬥

中被炸掉一隻眼睛……直到逝
世，身上還有十幾塊彈片沒有取
出。

葉落歸根 安葬盤山

馬占東去世後，家人遵照他
「葉落歸根」的遺願，把他的骨
灰送回了故鄉天津薊縣，埋葬在
盤山腳下。
其墓碑上鐫刻的「戎馬一生南

北征戰功千秋，為官一世兩袖清
風名萬代」22個字，是根據四川
省軍區輓聯內容鐫刻的，也是馬
占東一生的真實寫照。

抗日名將、冀東軍分區副司令員兼
冀東八路軍 13團團長包森，算是
1940年「七勇士血戰蓮花峰壯烈跳
崖」的唯一見證者，但遺憾的是，兩
年後，年僅 31歲的包森在遵化縣
（現遵化市）野瓠山戰鬥中不幸犧
牲。包森犧牲之前，不止一次地向劉
大為交代任務，要他想辦法尋找唯一
的倖存者馬占東，詳細深入地採寫七
勇士的英雄事跡。

獲「中國夏伯陽」稱號
包森，原名趙寶森，又名趙寒，小

名亥娃，陝西蒲城人，延安抗大畢
業，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
年跟隨宋（時輪）鄧（華）支隊來到
冀東，曾智擒日本裕仁天皇表弟、憲
兵司令赤本大佐。包森在冀東的四

年，支援了「冀東抗日大暴動」，開
闢了以盤山為中心的西部游擊根據
地，建立了一支能打能拚的部隊—
13團。葉劍英元帥評價其為「中國
的夏伯陽」（夏伯陽是蘇聯國內戰
爭中傳奇式的英雄人物）。電影
《平原游擊隊》中智勇雙全的主人
公李向陽、《劍吼長城東》中令日
寇喪膽的主人公鮑真等角色的藝術原
型都是來自於包森。
為紀念在冀東抗日戰爭中犧牲的革

命烈士，1956年，盤山烈士陵園在
薊縣盤山南麓開始興建，總佔地21
萬平方米，是冀東地區最大的烈士陵
園，也是天津市唯一的抗日戰爭遺址
烈士陵園。其主體建築包括烈士紀念
碑、烈士墓區、薊縣革命鬥爭史碑
廊、盤山革命紀念館等。

班長掛樹枝倖存班長掛樹枝倖存 事跡陰差陽錯沉寂逾半世紀事跡陰差陽錯沉寂逾半世紀

七勇士七勇士血戰蓮花峰血戰蓮花峰
彈盡跳崖彈盡跳崖未留名未留名

盤山被譽為「京東第一山」，它不僅是京津冀
著名的旅遊勝地，更是抗日戰爭年代的革命

根據地，是冀東、冀熱遼抗日根據地的重要組成
部分。作為盤山五峰之一，蓮花峰位於盤山主峰
掛月峰東側，海拔718米，山勢險峻，有「天津
狼牙山」之稱。

登高阻擊 掩護部隊撤離
抗日戰爭初期，晉察冀軍區冀東軍分區副司令員

兼13團團長包森，率八路軍一部來到盤山東北部深
山裡的梁莊子（現梁後莊），開始了創建盤山抗日
根據地的鬥爭。1940年夏季的一天，日軍糾集了強
大兵力從薊縣、平谷等地出發，掃蕩剛剛創建的盤
山抗日根據地，妄圖一舉消滅八路軍13團。面對敵
強我弱的兵力情況，主力部隊被迫轉移。

當時，警衛班長
馬占東主動請纓擔
任阻擊任務，率領

6名戰士登上蓮花峰，搶佔制高點以牽制敵人，掩
護主力部隊撤離。他們利用險峻山勢，一次又一次
地打退敵人，最後彈藥打光了，就用山上的石塊投
擊鬼子，為大部隊順利撤離爭取了寶貴的時間。最
終，在完成阻擊任務之後，面對蜂擁而至的敵人，7
人寧死不屈，砸毀槍支，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國主
義」等口號，義無反顧地從蓮花峰頂西側縱身跳下
山崖。之後，6位戰士英勇殉國，只有班長馬占東
幸運地掛在了樹枝上，被當地農民救了下來。
這一壯烈情節被當時在遠處手持望遠鏡的包森

副司令員看得一清二楚，他感嘆道：「燕趙自古
多慷慨悲歌之士，而今如此可歌可泣的英雄人
物，卻也出現在盤山！」

轉戰南北 採訪報道擱置
事後，包森指示當年只有16歲的宣傳幹事劉大為

（後成為著名軍旅作家）先將此英雄事跡材料上報
冀東特委，然後再找到馬占東，詳細深入地採寫報
道。但由於當時戰爭環境惡劣，在群眾家養傷的馬
占東後又轉移到外地治療，使得採訪一事被擱置。
不久，劉大為調離了13團，馬占東傷癒後轉戰南
北，兩人徹底失去聯繫，這段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因此被「埋沒」了半個多世紀。

1941年秋天發生在河北易縣的「狼牙山五壯士」的故事，家喻戶曉，廣為流

傳。而在1940年的夏天，在天津薊縣盤山的蓮花峰，同樣的英雄故事已經上演。

由於種種原因，幾近相同的「蓮花峰七勇士」的故事被「埋沒」了半個多世紀，甚

至到今天依然鮮為人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欣、達明 天津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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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花峰七勇士蓮花峰七勇士」」唯一的倖唯一的倖
存者馬占東存者馬占東。。 本報天津傳真本報天津傳真

■■在薊縣抗日根據地遺址在薊縣抗日根據地遺址
上建起的盤山烈士陵園上建起的盤山烈士陵園。。
圖為其中陳列的群雕圖為其中陳列的群雕《《浴浴
血奮戰血奮戰》。》。 記者達明記者達明攝攝

■■當年的七勇士就是從這座蓮花峰的西側縱身跳下懸崖當年的七勇士就是從這座蓮花峰的西側縱身跳下懸崖。。 本報天津傳真本報天津傳真

■楊銀華向記者講述
「蓮花峰七勇士」的事
跡。 記者李欣攝

■■豎立在盤山上的豎立在盤山上的
抗日英雄紀念碑抗日英雄紀念碑。。

本報天津傳真本報天津傳真

■冀東軍分
區副司令員
包森。
本報天津

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