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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山高蒙山高，，沂水长沂水长，，军民心向共产党军民心向共产党。。
地处齐鲁腹地的沂蒙山区地处齐鲁腹地的沂蒙山区，，是著名的革命老区是著名的革命老区。。这里的每一寸土这里的每一寸土

地都浸润着红色记忆地都浸润着红色记忆，，每一块岩石都诉说着英雄故事每一块岩石都诉说着英雄故事。《。《沂蒙山小调沂蒙山小调》》
在时光的长河中回响不息在时光的长河中回响不息。。

习主席曾深情地说习主席曾深情地说，，在沂蒙这片红色土地上在沂蒙这片红色土地上，，诞生了无数可歌可诞生了无数可歌可
泣的英雄儿女泣的英雄儿女，，沂蒙六姐妹沂蒙六姐妹、、沂蒙母亲沂蒙母亲、、沂蒙红嫂的事迹十分感人沂蒙红嫂的事迹十分感人。。沂沂

蒙精神与延安精神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是党和国家的宝贵
精神财富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

春风里春风里，，沂蒙大地欣欣向荣沂蒙大地欣欣向荣。。行进在充满希望和光明的大道上行进在充满希望和光明的大道上，，
让我们再次回望这片红色土地让我们再次回望这片红色土地，，致敬沂蒙英雄儿女致敬沂蒙英雄儿女，，感悟军民团结如感悟军民团结如
一人的精神伟力一人的精神伟力。。

——编编 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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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沂蒙

那个山上哎，好风光。”

作为山东人，我是听着唱着这首歌

长大的。歌声里的沂蒙，有青山绿水，

有飘香的豆花，有堆满仓的谷子高粱，

还有我一直向往的诞生在大山皱褶里

的红色故事。然而，真正走进沂蒙山，

还是在这个惊蛰来临前的早春。陪同

采访的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工作人

员马斌国谙熟沂蒙人文地理，让我的采

访也多了几分从容。

沂蒙山并不是一座山，也不是一条

山脉，而是一方以蒙山山系和沂河流域

为地质坐标的地理区域。八百里沂蒙，

包括今天的临沂及周边的日照、潍坊、淄

博、泰安、济宁五市部分地区在内的 18个

县（市区），有“三十六峰七十二崮”之

说。海拔 1156 米的蒙山主峰龟蒙顶，为

山东第二高峰，高度仅低于东岳泰山，又

有“亚岱”之称；纵贯沂蒙山区的沂河，则

是发源于山东境内的第一大河，全长 574

公里，至苏北汇入新沂河，转头往东流向

黄海。这就是“蒙山高、沂水长”的来历。

沂蒙山，山东最早远古人类沂源猿

人的生存区域，中华民族古文化起源之

一的东夷文化核心分布区。春秋时期，

这里是齐鲁两国交界地带，也就有了

《孟子》中关于孔子天下观的一段记载：

“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此

处东山，即蒙山。

1938 年 5 月，受中共中央委派，郭

洪涛从延安来到山东担任省委书记。

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是党中央的重要

战略部署。郭洪涛到山东后，即主持制

定了《发展和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战略

计划》，提出创建以鲁中沂蒙山区为中

心的根据地，报请中央。这是“沂蒙”

这一称谓首次出现。毛泽东同志批准

了这一计划。沂蒙，由此成为一方红色

热土的代名词。

大地母亲

沂蒙山的晨雾带着一丝铁锈气味，

仿佛是十万英烈渗进岩石中的血迹，在

岁月深处悄然呼吸。

1941 年的第一场雪，裹着刺刀寒光

降临。侵华日军第 12集团军司令官土桥

一次，纠集 3个师团、4个旅团的日军主力

和伪军，对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中心地

带“铁壁合围”。这是抗战时期日军在山

东敌后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

11 月 4 日，日军突然包围了沂南县

西北部的马牧池乡，企图偷袭八路军山

东纵队司令部。八路军指战员浴血迎

战，掩护首长机关突围转移。

炮声震动大地。明德英脚下一晃，

正要抱着孩子躲进屋内，忽然，一个身

负重伤的八路军小战士跌跌撞撞地向

这边跑来。明德英冲到院外，一把将小

战士拽进屋，藏进铺底下的菜窖。铺盖

刚刚盖好，两个日本兵闯了进来。低矮

的茅草房里，只有一张简陋的床铺和一

个灶台。就在刺刀即将挑开被褥的刹

那，明德英狠狠掐了一把怀中的孩子。

孩子嚎啕大哭，吸引了日本兵的注意

力。发现明德英是个聋哑人，日本兵打

着手势问她是否看见受伤的八路。明

德英沉着地朝西山方向指了指。日本

兵信以为真，转身追了出去。

待到日本兵走远，明德英悬着的心

才放了下来。她急忙钻进菜窖。小战

士已经昏迷，脸色苍白，嘴唇干裂，额头

烫人。她想给小战士喂点热水，可现烧

已来不及。就在这时，哭闹的孩子提醒

了她。尚在哺乳期的明德英毫不犹豫

地解开衣襟，将乳汁一滴一滴滴进了小

战士的嘴里……小战士渐渐苏醒，隐约

明白眼前这位大嫂为他做了什么时，泪

水涌出了眼眶。

天色渐暗，丈夫李开田回到家中。

村子附近仍有敌人活动，伤员留在家随

时可能暴露。趁着茫茫夜色，他将小战

士隐藏进后山墓地。每当夜深人静，明

德英便悄悄来到墓地，帮小战士清洗伤

口。她还杀掉了家中两只下蛋的老母

鸡，为伤员补充营养。盐水刺痛夜晚，鸡

汤温热了黎明……一天，两天，一个月

后，伤员终于痊愈。当雪花又一次飘落，

小战士扑通一声跪在李开田和明德英面

前，带着无尽的感激，踏上了归队路程。

小战士姓徐，是山东纵队司令部机

关的炊事员。回到部队后，他将被救经

过详细汇报给首长。明德英乳汁救伤

员的事迹，很快在根据地传为佳话。

李开田、明德英的墓碑上，刻着一

位异姓子嗣的名字：庄新民。那是夫妻

俩 1943 年营救的另一位年仅 13 岁的八

路军卫生员。整整 3 个月，在李家养伤

的庄新民对李开田、明德英以父母相

称，躲过了鬼子汉奸一次次盘查……

1961 年，著名作家刘知侠根据明德

英 的 故 事 ，创 作 了 短 篇 小 说《红 嫂》。

1964 年 8 月 12 日晚，毛泽东在北戴河观

看由小说改编的京剧现代戏《红嫂》后，

对“红嫂”扮演者张春秋说，这出戏是反

映军民鱼水情的，演得很好，要拍成电

影，教育更多的人。

现 代 京 剧《红 云 岗》、舞 剧《沂 蒙

颂》相继诞生。“沂蒙红嫂”成为战争年

代舍生忘死、无私付出的沂蒙妇女共

同的名字。

春夜的麻油灯，在石墙上剪出一位

老人佝偻的投影。接过襁褓中的烈士遗

孤时，家中粮食已几近罄尽，可王换于还

是义无反顾地把孩子搂在了怀中……将

写有生辰的红布条缝进蓝布襟，又在婴

儿心口系上石榴花汁染的平安符——这

是王换于收养的第 42个孩子。

王换于，沂南县马牧池乡东辛庄村

人，最初连自己的名字也没有。加入党

组织的那一天，山东分局妇委委员陈若

克说：“你姓王，又是于家用两斗谷子换

来的媳妇，就叫王换于吧。”于是，年过

半百的“于王氏”成了“王换于”，成了沂

蒙山最早一批女共产党员。

1939 年 6 月，八路军第 1 纵队机关

进驻东辛庄，随之而来的还有八路军将

领的孩子。部队行军打仗，孩子东躲西

藏，一个个面黄肌瘦。王换于找到司令

员徐向前：“得给孩子们找奶娘分散喂

养。平时能够照看，打起仗来也好掩

护。”徐向前一听是个好主意。创办战

地托儿所的重任，落到了王换于肩上。

第一批转移来的 27个孩子，大的五

六岁，最小的才出生三天。王换于把稍

大的孩子送到可靠的“堡垒户”中寄养，

襁褓中的婴儿放在身边自己照料。得

知十里八乡哪家媳妇生产，她抱上孩子

便一路打听着前去寻一口奶水。山坳

里的茅草屋稀稀落落，她那一双小脚肿

得像发面馒头，每走一步都如同踩在刀

刃上。几个儿媳先后临盆，王换于说出

的几乎是同样一番话：“把奶留给烈士

的孩子吧，你们年轻，咱的血脉可以续，

烈士的孩子饿死了，可就断根了……”

冬去春来，42 个八路军后代和烈士

遗孤全部长大，王换于的 4 个孙子孙女

却因营养不良不幸夭折。

1947 年 2 月，代表解放区妇女参加

国际民主妇联第一次理事会议的蔡畅，

把王换于的事迹带到了捷克斯洛伐克首

都布拉格，深深感动了各国与会代表。

1989 年 1 月 31 日，101 岁的王换于

去世了。一栋石头屋，留下了老人平凡

的一生；一块青石板，记录下一种伟大

的精神——

“沂蒙母亲，至仁至义，至慈至善。

百年老屋，谁言低陋，谁言狭窄？”

2003 年 9 月 19 日，“沂蒙母亲王换

于纪念馆”正式开馆。揭开老人铜像上

红绸缎的那一刻，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战

地托儿所的“孩子们”长跪不起：“娘，我

们看您来啦！”

当年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 1支队司

令员胡奇才之子胡鲁克说，我们出生在

沂蒙，没有以王换于妈妈为代表的沂蒙

母亲的养育呵护，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最后一把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

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

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战场。”临

沂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李明耀介绍，

据不完全统计，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

沂蒙妇女做军鞋 315万双、缝军衣 122万

件，碾米碾面 11716 万斤，救护伤病员 6

万多人，掩护革命同志 9.4万人……

走遍沂蒙的山山岭岭，我仿佛看到，

破土而出的第一拨苦苦菜，花瓣上还带

着血色的脉络。我仿佛听到，穿过海棠

林的春风，依然夹带着一个个如同明德

英一样的沂蒙红嫂，经夜纺线织布的机

杼声；仿佛听到一个个如同王换于一样

的沂蒙母亲，哼着《拾婴谣》哄怀中的孩

子入睡的颤音：“红布裹，青石藏，沂水养

大的娃儿哟，踩着枣花儿回家乡……”

凝固的脊梁

沂蒙山区有一种称之为“崮”的独特

地貌，顶部平展开阔，四周陡峭如削。远

远望去，犹如一面面青铜盾牌，列阵苍茫

天地之间。地质学家称这些形成于 5亿

年前的山体为“岱崮地貌”，沂蒙人却更

愿意相信这是大地凝固的脊梁：既有磐

石般的坚守，又有擎天柱似的担当。

刚到沂蒙，马背上的陈毅便被突兀于

群山之上的岱崮景色所吸引，遂成一首

《如梦令・临沂蒙阴道中》：“临沂蒙阴新

泰，路转峰回石怪。一片好风光，七十二

崮堪爱。堪爱，堪爱，蒋军进攻必败。”

陈毅的预言，很快变成了现实——孟

良崮战役大获全胜，也把这句“蒋军进攻

必败”刻进了历史的丰碑。

1947 年春天，遭遇全面进攻挫败的

蒋介石，对山东和陕北发动所谓的“重点

进攻”，以“迫使华东野战军决战或北渡

黄河”。进攻山东解放区的国民党重兵

多达 45万，而此时的华东野战军，兵力只

有 27万。

“诱敌深入，寻机歼敌。”根据中央军

委指示，华东野战军主力集结于沂蒙山腹

地的莱芜、新泰、蒙阴以东地区隐蔽待机。

战机，说来就来了。

在两翼和后续强大兵团掩护下，国民

党以整编第 74师为主要突击力量，矛头

直指华野前线指挥部所在地，图谋“中央

突破、两翼包围”，将华野分割，聚而歼之。

发现第 74师位置稍显突出，且与左

右邻之间空隙较大，粟裕一改先打弱敌、

再打强敌的惯例，提议反其道而行之：大

胆楔入敌方中央，切断第 74师与其他国

民党军联系，直接将其从敌人重兵集团

中“剜”出来，对这支号称“五大主力”之

首的国民党军精锐来一个“猛虎掏心”。

陈毅首肯这一设想，“好！我们就

是 要 有 从 百 万 军 中 取 上 将 首 级 的 气

概！”毛泽东高度放权：由你们当机决

策，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

5 月 13 日黄昏，就在第 4、第 9 纵队

从正面发起攻击的同时，第 1、第 8 纵队

从两侧迂回穿插，第 6 纵队迅即北上断

敌后路，2纵、3纵、7纵、10纵分别阻击敌

人援军。仅仅一个晚上，华野主力便对

敌第 74师形成合围。

这是智慧与胆略的较量，更是执行

力与纪律性的比拼。

粟 裕 战 后 总 结 指 出 ，我 们 的 队 伍

“真正做到了上下一致、万众一心，几十

万大军如同一个人一样，捏成一个铁

拳，锤到预定歼击敌人的头上”。

不到 4 天时间，敌整编第 74 师及整

编第 83师 1个团 3.2万余人被全歼，第 74

师中将师长张灵甫被击毙，全部美械装

备成了华东野战军的战利品。

战斗结束的那个黄昏，电闪雷鸣。

披一身硝烟和雨水的陈毅诗情迸发：

“孟良崮上鬼神号，七十四师无地逃。

信号飞飞星乱眼，照明处处火如潮。刀

丛扑去争山顶，血雨飘来湿战袍。喜见

贼师精锐尽，我军个个是英豪。”

孟良崮，这方据传因北宋名将孟良

屯兵而得名的古战场，因为这场一举扭

转华东战局的战役名垂青史。新华社

评论称：“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第一，

这是打击了蒋介石今天最强大的和几

乎唯一的进攻方向；第二，这是打击了

蒋介石的最精锐部队；第三，这个打击

是出现于全解放区全面反攻的前夜。

国民党“重点进攻”再度以失败告

终。蒋介石无奈哀叹：“国势岌岌可危，

胜败存亡，皆由天命。”至此他仍不明

白，人心向背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美

国记者西奥多・怀特写道：“孟良崮的

岩石上，刻着国民党失败的真正原因。”

海拔 500多米的孟良崮主峰，3块状

如枪刺的花岗石紧紧相拥，组成直指云

天的纪念碑，寓意为“军民团结必胜，人民

战争必胜”。孟良崮之战，50万沂蒙百姓

运送了 900万吨弹药和粮食。战役最后

时刻，沂南县副县长徐敏山带领 300人的

民兵冒死穿越生死火线，将 20车手榴弹

送抵主攻阵地；蒙阴县“沂蒙六姐妹”之一

的杨桂英背着孩子转移伤员，一颗炮弹

在身边爆炸，4岁的儿子从此失聪……

沂蒙革命纪念馆副馆长王琳向我

讲述了一个感人的故事——

5 月 12 日，战役打响前一天，沂南

县艾山乡妇救会会长李桂芳接到紧急

通知：汶河上的桥被敌机炸毁，必须在 5

小时内架起一座桥，确保华野一支部队

顺利通过。

村里的青壮男子大都上了前线，时

间紧迫，怎么办？几个妇女一商量，决

定卸下自家门板架一座“人桥”。

23 岁的李桂芳、19 岁的刘曰梅……

32 名妇女冒着敌人炮火，跳入冰冷的河

水，用双肩作桥墩，扛起通向胜利的桥

梁——一个团的解放军眼含热泪冲向

前线，32 名又冻又累的妇女瘫坐在了河

滩上……

孟良崮上的桃花开了又谢，年轮在

硝烟与春风中悄然更迭。1984 年 4 月 6

日，一代战将粟裕“重返”当年战场。根

据将军生前的意愿，他的部分骨灰安葬

在了孟良崮烈士陵园，陪伴长眠在这里

的 平 均 年 龄 只 有 23 岁 的 2000 多 名 战

友，陪伴可亲可敬的沂蒙山父老乡亲。

那一天，正是沂蒙山桃花雨纷飞的

时节。

无言的奉献

蒙阴县桃墟镇野老峪村，支前模范董

长松活到了 104岁高龄。三儿子董付君

回忆，进入晚年，父亲对眼下的事情有些

模糊，对年轻时的往事却记得清清楚楚。

1948年11月，村头石碾旁，31岁的董

长松往独轮车两侧的荆条筐里装上 300

斤白面，又带上 20斤煎饼和煮熟的地瓜

干，带领 40人和 20辆小推车出发了。白

面是送给决战淮海的解放军的公粮，煎饼

和地瓜干则是自己这一路的给养。妻子

追出村外，把两个馍塞进丈夫的羊皮袄，

那是连3岁的女儿都舍不得给吃的细粮。

枯枝在寒风中簌簌作响，车轮在雪

地里吱呀转动。车把式们将襻带勒进肩

胛，前倾的身体就像一张张紧绷的弓。

1944 年入党的董长松，就这样把小推车

车辙从抗日战争延展到解放战争战场。

董付君说：“父亲生前多次讲到，敌机

不断地狂轰，他们就推着公粮边跑边躲。

鞋子跑掉了，也顾不上回头找，脚上磨出

血泡也没心思坐下来歇一歇，只想着让子

弟兵早点吃上咱沂蒙山的白面馒头。”

苏北平原的冻土被炮火犁成焦黑

色。围歼黄百韬兵团的碾庄阵地上，董

长松带来的 20 辆小推车铺上被子盖上

土，冷水一浇，麻绳一连，成了流动的

“冰甲掩体”。

2015 年 9 月 3 日，98 岁的董长松登

上了阅兵观礼台。老人说，“俺是替俺那

些兄弟们来的。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

山。沂蒙山人，都懂得这个理！”

淮海战役纪念馆，陈列着一辆“功劳

车”——那是泗水县运输团运粮使用过

的独轮车。一次，这个支前民工团接受

了 6天运粮 9万斤的任务，结果只用 3天

就运送了 11 万斤。天寒地冻，呵气成

霜。2800人的莒南县运输团，43%的民工

没有棉裤，50%的民工没有鞋穿，可就是

他们汇入了 88万辆小推车的滚滚洪流，

组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支前大军……

西默・托平，一位淮海战役期间到过

国共两军阵营的西方记者。他在《在新旧

中国间穿行》中写道，“国民党士兵饥肠辘

辘，一日仅以两餐稀粥果腹”，而解放军

“粮食供应十分有保障，不仅一日三餐，且

米饭、面条和猪肉也能得到保障”。

2021 年，莒南县最后一位支前模范

李乃祥病逝，终年 94 岁。

淮海战役硝烟未散，刚刚在战场上

入党的李乃祥又推着独轮车参加了渡

江战役，接着换成了担架，跟随第 10 兵

团一路南下，直到解放厦门，历时 13 个

月才回到家中。“天气一天天变热，棉袄

里的棉花被抽出来成了夹袄，夹袄的衬

布又拆下来成了单衣，最后剪下袖子变

成了短褂。”李乃祥生前回忆这段经历

时，总忍不住摩挲肩膀上的疤痕。

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支援淮海

战场，以沂蒙根据地为代表的山东解放

区出动民工 218余万名，大小车 33万辆，

担架 5 万余副，挑子 19 万副，调运粮食

4.52亿斤。陈毅深情地说，“我就是躺在

棺材里也忘不了沂蒙山人。他们用小米

供养了革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

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

死与共。

临沂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彭军

介绍说，从 1938 年到 1949 年，当时 420

万人口的沂蒙根据地，有 120 多万人拥

军支前，20 多万人参军参战，10 万多先

烈牺牲在这片土地上。

怀山之水，必有其源。沂蒙精神的

源头在哪里？就在告别沂蒙山的时候，

我从诞生于沂南县孙祖镇东高庄村的

一首歌曲中找到了答案——

歌曲名字：《跟着共产党走》；创作

时间：1940 年 6 月。

沂 蒙 颂 歌
■贾 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