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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的故事

技术支持：李连杰、王 江

第 6435期

这是一座以“盐”命名的城市。

抗战时期，盐城因其特殊而重要的地理位置，成为新四军的涅

槃重生之地、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枢。

有诗人曾充满激情地想象，英烈就如一粒穿灰色军装的盐，融

化在中国革命的血管里。

盐城，见证了许许多多这样的“盐”。他们融入中国革命的血

管，化作摧毁黑暗的勇气、不屈抗争的血性，不断弥合着古老中国的

风雨创伤。

春风里，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庄严耸立，历史深处传来的“铁血

交响”撼人心魄，伟大的新四军精神历久弥新。 ——编 者

这是一方神奇的土地。江河海洋

的慷慨馈赠，带给它“煮海兴利”的发

达盐业；英雄铁军在这里浴火重生，成

就了一曲风与雷的交响。

江苏盐城，一座金戈铁马的滨海城

市，一个气吞山河的抗战坐标。

一

百万年前，长江携带巨量泥沙滔滔

东流，展开气势磅礴的造陆运动。历

史上，黄河多次改道南泛。两大母亲河

持续发力、堆沙垒土，造就了广袤肥沃

的苏北平原。

站在纵横如织的盐田埂上，我在吮

吸猎猎海风吹来的远古气息。

从战国时期的“煮海为盐”，到秦汉

时代的“煮海兴利，穿渠通运”，再到汉武

帝元狩四年（前 119年）设盐渎县……自

然馈赠，造就了这座以“盐”为名的城市。

“烟火三百里，灶煎满天星”。坐落

于盐城的中国海盐博物馆，8 组雕塑生

动还原了隋唐时代盐丁灶民们“淋卤煎

盐”的宏大场景——当年，这里年产盐

量达百余万石。李白曾写下“吴盐如花

皎白雪”的诗句。

站在逶迤如虹的范公堤上，我在聆

听时光深处传来的古老歌谣。

1024 年 ，时 任 西 溪（今 属 盐 城 东

台）盐仓监的范仲淹，为抵御洪水和海

潮侵扰，率领 4 万余民众，筑成北起阜

宁 、南 抵 吕 四 港 的 捍 海 堰 ，当 地 人 称

“范公堤”。

范 公 堤 长 百 余 公 里 ，历 经 千 年 沧

桑，巍然如昔。堤东屯田脊卤、盐场无

垠；堤西稻菽飘香、桑麻遍野。170 多个

烟墩、潮墩，俨如士卒威风凛凛；筑堤取

土而成的“串场河”碧波荡漾，仿佛回响

着“熙来攘往，以河为枕”的岁月吟唱。

站在战火炙烤的古城墙遗址上，我

在仰望耸立天地间的精神丰碑。

当年，侵华日军进犯盐阜大地，盐

城人民不惜拆毁屹立千年的雄伟城墙，

给日军留下一片断垣残壁……据有关

部门统计，抗战期间，盐城民众伤亡达

57.6 万余人，用生命与热血筑起不屈的

精神丰碑。

1940 年冬天，盐阜大地笼罩在暴雪

纷飞与日寇压境的双重严寒中。16岁的

上海姑娘王海纹来到盐城。这个曾出演

《日出》《阿 Q 正传》的戏剧新秀，脱下旗

袍穿上军装，成为鲁艺华中分院戏剧系

的副班长。她在《皖南一家》《重庆二十

四小时》等剧中的出色表演，给冰天雪地

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带来一缕明媚春风。

然而，不到一年，美丽花季戛然而

止。1941 年 7 月，日伪军向盐城发动猛

烈进攻。24 日凌晨，鲁艺二队师生与敌

突然遭遇。激战中，丘东平、许晴等带

队干部相继牺牲，女兵班被堵在沁河南

岸。王海纹、李锐、叶玲等 9 个女战士

高呼“宁死不做俘虏”，手挽手，纵身跳

入滚滚河流。

长眠于盐阜大地的王海纹不知道，

姐姐为等候她的归来，坚守老屋 45 年

不肯搬家。直到 1986 年，得知海纹已

于抗战烽火中牺牲，姐姐才带着王海纹

参军前最爱穿的一件旗袍，赶到盐城。

盐 城“ 九 女 投 河 ”，东 北“ 八 女 投

江”，一南一北的壮举仿佛飞架起一道

辉耀抗战历史天空的彩虹。王海纹的

那件旗袍，现为盐城新四军纪念馆馆藏

珍贵文物。看着这件文物，我的脑海中

浮现一连串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名字：陆

秀夫、关天培、梁红玉……这些沾染盐

阜大地咸涩气息的名字，都闪烁着崇德

重义、不屈不挠的精神光芒。

二

“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狼 烟 骤 燃 ，铁 军 突 起 。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主力开拔长征后，留下部

分力量保卫苏区，同时策应中央红军战

略转移。在艰苦卓绝的 3 年南方游击

战争期间，红军游击队付出巨大牺牲，

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1937 年 10 月，全国性抗战开始后 3

个月，我党领导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

（琼崖红军游击队除外），正式改编为

“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

“ 新 四 军 ”，叶 挺 任 军 长 ，项 英 任 副 军

长。第二年春天，新四军 1 万余将士在

皖南岩寺等地完成集结整编。随后，4

个支队主力便挺进苏南或北上皖中，亮

剑敌后战场。

一 道 抗 日 的 洪 流 ，呼 啸 在 江 淮 大

地。1938 年 6 月，先遣支队在镇江韦岗

设 伏 ，歼 灭 日 军 20 余 人 ，击 毁 汽 车 4

辆。韦岗战斗的胜利，鼓舞了苏南军民

的抗日斗志，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陈

毅欣然赋诗：“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

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

小楼兰。”

1939 年 2 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赴

皖南云岭，与新四军将领研究贯彻中央

军委“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

的战略方针。时任新四军第 1 支队司

令员的陈毅返回苏南后，雷厉风行地收

编民主抗日武装，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

部，当年底成立中共苏皖区党委，任命

14 个县民主政府县长。苏南抗日根据

地得以创建完成。

新 四 军 在 苏 南 刚 立 稳 脚 跟 ，远 在

延安的毛泽东，目光即已越过千山万

水，投向历来被兵家视作战略要地的

苏北平原。1940 年 4 月，毛泽东指出：

“惟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

地……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

根据地。”

在我理解，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在日军兵力雄厚的苏南地区建立敌后

抗 日 根 据 地 ，这 充 分 体 现 了 党 中 央 、

毛泽东对华中抗战战略布局的深谋远

虑：我党要以苏南根据地为“桥头堡”，

进而实现立足苏中、最终经略苏北的战

略擘画。

1940 年 7 月，陈毅、粟裕率 7000 余

兵力北渡长江，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遂告

成立。金秋时节，新四军第 1 支队与八

路 军 第 5 纵 队 在 盐 城 东 台 狮 子 口 会

师。苏北抗日根据地完成了南北贯通，

苏北指挥部随即迁驻盐城。此后，盐城

成为华中敌后抗战的军事、政治、文化、

经济中心，时有“陕北有个延安，苏北有

个盐城”之美誉。

三

1941 年 1 月 25 日，盐城西门外游艺

园红旗猎猎，千余名新四军指战员和各

界群众代表，在这里举行新四军军部重

建大会。

“ 与 日 寇 汉 奸 反 共 投 降 派 奋 斗 到

底！”陈毅代军长慷慨激昂的宣告，振奋

人心。

重建，是因为一场血色事变。

1941 年 1 月上旬，新四军军部及所

属皖南部队 9000 余人，在遵照国民党

军事当局的命令向北转移途中，遭到国

民党军 8 万余人的围攻。血战数昼夜，

新四军官兵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

除约 2000 人分散突围外，大部壮烈牺

牲或被俘，军长叶挺被扣押，政治部主

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

周子昆遇害。

这就是皖南事变。大地为之颤栗，

山河为之泣血。

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还诬称新四军

“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

针对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中国

共产党采取军事上严守自卫、政治上坚

决 反 击 的 方 针 。 1 月 18 日 ，周 恩 来 在

《新华日报》头版题诗声讨：“千古奇冤，

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20

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发言人的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

指出：此次皖南事变，酝酿已久。同日，

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

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

军部重建，是新四军发展史上的一

个重要转折。它对于坚持华中敌后抗

战、粉碎国民党的反共高潮有着非常重

要的意义。

盐城，见证了新四军的涅槃重生。

1941 年 3 月，新四军军部移驻城西泰山

庙。这座四进两厢的古老建筑，始建于

明代、曾经香火缭绕，后改为学堂、一度

书声琅琅。此次，这里成为华中敌后抗

日根据地的指挥中枢。伴随着昼夜不

息的“滴答”电键声，一道道命令飞向大

江南北。

从重建军部，到 1945 年 10 月北上

山东，新四军军部在盐城及周边共驻扎

4 年零 9 个月的时间。其间，新四军军

部组织完成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

整体创建，指挥了反“扫荡”、反“清乡”、

反“蚕食”、反摩擦和战略反攻等。到抗

战后期，新四军发展到主力部队 31 万

余人，成为华中抗日战场的中流砥柱。

时光记下了新四军立下的不朽功

勋：共作战 2.46 万余次，毙伤日军 29.37

万余人、伪军 17.5 万余人，8 万多英雄将

士献出了生命。

1944 年，毛泽东在修改审定《解放

日 报》10 月 1 日 社 论 时 ，指 出 ：新 四 军

“已经成了华中人民的长城，成了华中

人民血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四

盐城东临黄海，处在苏北盆地的最

底端，地势低洼，域内河道纵横，水网密

布。对于日寇的机械化部队，这不啻死

亡之地；对擅长游击战的新四军而言，

却是得天独厚的好战场。

1941 年夏季，新四军迎来了军部进

驻盐城后的第一场恶战。日伪军出动

1.7 万余兵力、百余艘汽艇加飞机大炮，

对我苏北抗日根据地盐阜地区发动空

前规模的大“扫荡”。

新四军军部及华中局领导机关主

动撤出盐城，转入河汊水网密布的乡村

野外与之周旋。装备精良的日寇看似

长驱直入，实际上对新四军避其锋芒、

“旁敲侧击”的打法，却是左支右绌、无

计可施，很快陷入新四军南北夹击。新

四军第 3 师主力果断转入全面反击，至

8 月下旬，共歼敌 3800 余人，击沉汽艇

30 余艘，连续收复阜宁、东沟、益林等城

镇，使日军的“扫荡”以惨败告终。

几个月后，不甘失败的日寇转而对

苏中抗日根据地故伎重演，兵锋直指东

台三仓镇。新四军第 1 师师长兼苏中

军区司令员粟裕一眼识破日寇企图：夺

取战略要点，妄图对我根据地分而击

之。他敲着地图上的三仓镇定下计划：

这里，就是钉死日寇的第一颗钉子！

我 查 阅 相 关 史 料 时 ，发 现 一 个 情

况——1941 年的第四季度，苏中抗日根

据地的新四军，战事频繁，战果颇丰。

尤为著名的便是“三仓七捷”。

10 月上旬开始，日军向三仓镇连续

发起 2次进犯，粟裕指挥第 1师主力连续

采用伏击战术，打退了敌人的猖狂进攻。

此后，日军又接连展开 3 次进攻，

新四军以主动进攻方式，给予敌人迎头

痛击——11 月初，针对日军重兵突进，

以“分散渗透”战术拖疲拖垮敌人；中

旬，针对日军兵力翻番、协调性差，以

“围点打援”战术令敌再遭惨败；下旬，

针对日军推出“蚕食”策略，以“弹性防

御”战术让日军疲于奔命，铩羽而归。

12 月 9 日，又有日伪军 1000 余人扑

向三仓，新四军率领百姓主动撤离。当

日军掉入“陷阱”后，新四军第 1 师立即

展开铁壁合围，同时动员百姓毁桥破

路，将“空城”变成断粮断路的“孤岛”。

就这样，日军的 7 次“扫荡”，被全

部粉碎。

“三仓七捷”共歼敌 1000 余人，新

四军的游击战术让日军吃尽苦头。在

第 3 次进攻中丧命的日军督战官小野

大山，被击毙前在日记中写下了内心的

极度恐惧：“这里的每一片田地都可能

射出子弹。”

1945 年 8 月 15 日，艰苦卓绝的中国

抗战终于迎来胜利。日本宣布无条件

投降 4 个月后，刚由苏中新四军改编的

新四军华中野战军，又在盐城周边的高

邮、邵伯地区展开了著名的高邮战役。

这一战，被称为中国抗战的最后一役。

高邮城地处京杭大运河东岸，四周

为湖泊河流所环绕，城墙高厚，工事坚

固。城内日寇仗着城坚炮利，拒绝向我

军缴械投降。

1945 年 12 月 19 日，粟裕、谭震林指

挥 15 个团兵力，对敌发起进攻，并以日

本“反战同盟”人员喊话、投放劝降传单

等方式实施“攻心”。26 日，新四军攻克

高邮城，共歼日军 1200 余人、伪军 8000

余 人 ，缴 获 各 种 炮 80 余 门 、枪 6000 余

支。这一役，新四军彻底打败了拒降之

敌，消灭了日寇在我国国土上的最后一

个据点。

五

2023 年 12 月 3 日，习主席在盐城新

四军纪念馆考察时强调：“新四军的历

史充分说明，民心向背决定着历史的选

择，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英雄铁军浴血抗敌，人民群众倾力

支援，奏响了盐阜大地的“铁血交响”。

“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

当时盐城广为传唱的一首歌谣反映出

民众对英雄铁军的尊崇。盐阜大地上，

父送子、妻送夫参军的情景比比皆是。

行 走 在 盐 阜 大 地 ，一 处 处 红 色 旧

址，仿佛是这曲抗日军民一家亲赞歌的

一个个音符，拨动人们的心弦。

1943 年 3 月，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

淮海区进行“扫荡”。新四军第 3 师第 7

旅第 19 团第 4 连 82 名勇士，为掩护淮

海区党政领导机关和百姓安全转移，在

刘老庄一带，与 1000 余日军展开殊死

搏斗。他们凭借简陋武器，阻敌 10 余

小时，最终全部壮烈牺牲。战后，乡亲

们冒险收殓烈士遗骸、修建烈士陵园，

并挑选 82 名优秀子弟补入该连……

历史上盐城水患频发，仅 1939 年的

海啸就造成阜宁 1.3 万余人罹难。1941

年 2 月，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宋乃

德组织民工筑堤抗灾，新四军第 3 师出

兵出粮。军民同力筑起长 45 公里、高

7.8 米的捍海大堤。当地民众将海堤取

名“宋公堤”，并编成民谣传诵这段佳话：

“由南到北一条龙，不让咸潮到阜东；从

此无有冲家祸，每闻潮声思宋公。”

1943 年 6 月，为纪念盐阜区在 1940

年 10 月 至 1943 年 4 月 牺 牲 的 抗 战 烈

士，新四军第 3 师与盐阜地委行署决定

在阜宁县芦蒲村修建抗日阵亡将士纪

念塔。参加建塔的新四军官兵和义务

劳动群众，有近万人之多。

当时没有窑可以烧砖，也无法从外

地购买运输，就地拆了 3 座废弃的庵堂

仍然不够。周围县区的百姓们纷纷自发

筹集，有的拆掉自家老屋，有的捐出新屋

备料，车拉人扛将砖块送到工地。历时

3个多月，占地 40亩的烈士陵园落成。

如今，高达 27.7 米的雄伟纪念塔巍

然屹立，气势如虹。那是近 2000 名烈

士的忠骨垒成，是 300 万盐阜百姓的情

意与心血筑成！

穿越岁月风云的红色印记，标注着

一方水土的历史根脉，诠释着一座城市

的精神图谱。如今，遍布盐城境内的

240 多处革命遗址，以烈士命名的 120

多个乡镇、街道、学校，勾勒出盐阜大地

红色文化的“天际线”。

两位优秀共产党人跨越半个多世

纪的“八滩之约”，成为军民同心、血肉

相连的生动见证。

抗战时期，滨海县八滩镇享有“金

东坎、银八滩”的盛誉，是新四军重要的

后勤基地之一。1943 年春，日寇对盐阜

根据地大“扫荡”期间，就企图占领八滩

镇并建立据点。新四军第 3 师师长黄

克诚指示八滩区区长韩培信，发动群众

拆掉店铺，展开坚壁清野。他承诺：现

在拆掉一个“银八滩”，等将来革命胜利

了，还你一个“金八滩”！

这是真正的毁家纾难。八滩镇 300

多户商家闻令而动，仅 3 天就把八滩街

拆个精光。等日军山本中队扑进八滩

镇，看到的是遍地瓦砾，只得躲进通济

河北岸的王家大院。第二日，第 3 师第

24 团官兵就将立足未稳的日军团团包

围，歼敌近 300 人，夺回了八滩镇。

时光倏忽 40 年。1983 年，时任中

纪委常务书记的黄克诚因病住院，已担

任江苏省委书记的韩培信正巧到北京

开会，特地赶到医院看望。战友重逢，

感慨万千，重提“八滩之约”。而此时的

滨海县面貌，从那段“滨阜涟灌响，穷得

叮当响”的顺口溜，就能窥见一斑。

当年的“八滩之约”，何尝不是对老

区人民的一份庄严承诺。

回到南京后，韩培信立即带队前往

苏北调研。第二年，江苏省委提出加快

苏北发展战略。之后，韩培信又动员长

子主动申请到滨海任职，接力推进“八

滩之约”落实。

2016 年，八滩镇跻身“全国综合实

力千强镇”之列，“银八滩”变成了真正

的“金八滩”。进入新时代，处在长三角

一体化、淮河生态经济带等多重国家战

略交汇点上的盐城，迎来了发展腾飞的

新机遇。盐城市入选全国“千强镇”的

数 字 不 断 递 增 ，去 年 已 上 升 到 17 个 。

黄克诚、韩培信“还老区人民一百个、一

千个‘金八滩’”的殷殷心愿，正变成振

兴苏北征程上的一声声美丽回响。

盐城市中心，那座被百姓亲切称为

“大铜马”的巨型雕塑，已是这座城市的

著名地标——战马昂首奋蹄、骑在马上

的新四军战士目光如炬，威风凛凛。它

的“大名”，是新四军重建军部纪念塔。

仰望高耸的精神图腾，这一刻，凝

固的雕塑仿佛被注入强烈动感，蹄声阵

阵，怒吼如雷。在我看来，那何尝不正

昭示英雄热土不凡的过往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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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入伍。作品曾获首届“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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