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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年轻时的王扶之。

图②：王扶之近照。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夏日大连，生机盎然。

前不久，在联勤保障部队某医院，记者见到

了 102岁的王扶之将军。

从放羊娃到开国少将，在这位百岁老人讲

述往事的沙哑嗓音中，那段峥嵘岁月仿佛重现

记者眼前。

王扶之原名“王福治”，1923 年出生的他，自

小便跟随父亲在地主家打长工。老人回忆说，

那时候经常听人讲红军队伍给穷人分田地的故

事。

1935 年，红军长征时来到了王扶之所在村

庄。12 岁的王扶之挺直了一米六的身板，站在

了红军招兵处的门口。虚报自己 17岁的王扶之

经过再三请求，终于如愿参了军。当时谁都不

曾想到，这个连枪都扛不稳的“红小鬼”，日后会

成为叱咤疆场的铁血战将。

登记花名册时，文书听到“王福治”的读音，

不由念起“大厦倾危，国人扶之”的句子。文书

对王扶之说：“我看你不如叫王扶之吧！”从此，

“王福治”成为了“王扶之”，放羊娃成为了小红

军。

“那会就想着能吃上白面馍，谁知道一扛枪

就是一辈子。”老将军回忆起自己的参军经历

时，忍不住地咧嘴笑。

入伍动机简单质朴的王扶之，还不能完全

理解什么叫“革命”，直到那堂特殊的党课。

1937 年 8 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

路军。当头顶的“红星”要换成“青天白日”，

王扶之难以接受，甚至产生了离开队伍的念

头。

组织科长听闻此事后，对王扶之等几名战

士进行了严肃教育：“国难当头，改编又不改心，

红旗还在我们心里！我们是抗日救国的先锋

军，我们为了全民族而战！”从此，一心跟党走，

一心为中国，成了王扶之一生的志向。

14 岁那年，刚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王扶

之就亲历了那场彪炳史册的平型关战斗。此次

与记者一同前来探访老将军的，还有“平型关大

战突击连”第 47任指导员栗新朝。

栗新朝带着全连官兵的崇高敬意，也带来

了荣誉室里珍藏的“传家宝”——一把布满暗红

锈迹的大刀。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看到大

刀，王扶之的目光瞬间变得锐利起来，口中不自

觉地哼唱起《大刀进行曲》，随后便向记者讲述

起当年的故事。

“那条沟太险了，最窄的地方只能通过一辆

汽车，两侧是几十米的断壁，就像老天特意为咱

们挖出来的伏击地。”老人用布满老茧的手指在

空气中划出一道弧线。

王扶之清楚地记得，当天夜里暴雨如注，战

士们用油布包裹着武器弹药，踩着没过小腿的

泥泞向阵地进发。“雨太大了，我们只能摸着黑

往前走。”老人回忆道，“不少战士滑倒了，但没

一人吭声，都怕暴露目标。”

1937 年 9 月 25 日清晨，王扶之和战友们经

过一夜风雨侵袭，忍受着饥饿和寒冷，隐蔽在潮

湿的阵地上，终于等来了敌人的辎重和后卫部

队。7 时许，敌军已全部进入伏击圈，随着指挥

员一声令下，全线开火，炮弹爆炸声和冲杀呐喊

声，在山谷里回荡。

战斗在清晨打响，一直持续到午后。回忆

起当时的战果，老将军眼中满是自豪：“我们缴

获了敌人 1000 多支步枪、20 余挺机枪还有一门

大炮呢！”而作为测绘员的王扶之，因想给部队

缴获一个日式望远镜，被弹片击中左脸，留下了

无法抹去的伤疤。

在之后的烽火岁月里，王扶之越战越勇。

从手持梭镖的小战士，到运筹帷幄的指挥员，他

身上那股不惧生死、冲锋在前的劲儿，没有丝毫

改变。

1949 年 1 月，时任 39 军 115 师 343 团团长

的王扶之主动请缨，带全团受领解放天津城

的主攻任务。为摧毁敌人碉堡，顾不上横飞

的子弹，王扶之拎起炸药包就往前冲。警卫

员拼死拽着他：“团长，您不能去！”得到的回

应却是王扶之眼睛一瞪：“怕啥？我死了，你

来当团长！”

这一冲，王扶之接连端掉了 3 座碉堡，而代

价是腿上多了个血窟窿。“只要我还在，就是对

战士们的鼓舞！”最终那面象征着胜利的红旗，

高高飘扬在天津城头。

记者问老人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是什么，老

将军摸着胸前的勋章，沉思良久说：“没给红军

丢人，没给国家丢人。”

采访接近尾声，王扶之殷切嘱托官兵们要

赓续“猛打猛攻，首冲敌阵”的突击精神，并饱含

深情地为连队题写光辉的连魂——“首战平型

关，威名天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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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兵 见 证
我的抗战故事

跨 越
来自英雄部队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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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 九 连 ，嘿 ，红 在 哪 ，红 在 最 听 党 的

话 ……”初 夏 时 节 ，第 79 集 团 军 某 旅 三 营

九连官兵刚刚完成实弹射击训练，穿行于

山林间。

队伍最前方 ，“平型关大战突击连”的

红色战旗正在风中猎猎作响。在刚结束的

训练中，该连官兵成功检验了多型新列装

装 备 的 训 法 战 法 ，表 现 优 异 ，得 到 上 级 肯

定。

“为了让新装备尽快形成战斗力，我们

必须拿出‘突击连’应有的速度，向着胜利

不 断 突 击 。”该 连 连 长 告 诉 记 者 ，近 年 来 ，

他们坚持把战斗力建设作为首要任务，努

力探索新域新质作战力量的发展运用。

“猛打猛攻、首冲敌阵 ”——80 多年前

平型关那场战斗孕育的突击精神，越过烽

火岁月传承至今，始终根植于连队官兵的

内心深处。

“一旦强虏寇边疆 ，慷慨悲歌奔战场 。

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1937 年，全

面抗战爆发，日军的铁蹄迅速踏破华北平

原 ，剑锋直指中原 。9 月 25 日 ，该连前身八

路 军 115 师 685 团 2 营 5 连 作 为 突 击 部 队 ，

奉命于乔沟伏击日军先头部队。

那天清晨，乔沟的峡谷里杀声震天，遭

袭的日军以车辆为掩体负隅顽抗。随着弹

药耗尽，时任连长曾贤生带领全连冲入敌

阵 ，在 悬 崖 峭 壁 间 以 白 刃 接 敌 。刺 刀 卷 刃

了就抡枪托 ，枪托断裂了便徒手相搏……

在倒下之前，这位号称“猛子”的连长用最

后一丝力气拉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

尽。

那场战斗中，该连歼敌 100 余人，炸毁

汽 车 20 多 辆 ，圆 满 完 成 伏 击 任 务 。但 战 斗

结束后，原本 160 人的连队仅剩下 30 多人。

这支从南昌起义中走来的队伍，用生命与

信 念 击 碎 了 日 军“ 不 可 战 胜 的 神 话 ”。战

后，该连被授予“平型关大战突击连”荣誉

称号。

该 连 荣 誉 室 的 玻 璃 展 柜 内 ，一 封 泛 黄

的血书吸引了记者的目光：“血战平型关，

誓 叫 鬼 子 有 来 无 还 ！”这 是 时 任 连 长 曾 贤

生咬破手指写下的铮铮誓言。指导员栗新

朝告诉记者，每年新兵报到、老兵退伍，他

们都会来到这间荣誉室，重新回顾连队一

路走来的足迹——

1998 年 ，该 连 参 加 嫩 江 抗 洪 任 务 ，奉

命 坚 守 月 亮 泡 水 库 最 艰 险 的 3 号 坝 。为 保

大 堤 不 失 ，官 兵 们 连 续 奋 战 41 小 时 ，连 队

也因此被评为“抗洪抢险先进单位”，荣立

集体一等功。

2017 年 ，该 连 经 历 转 隶 移 防 ，由 传 统

步 兵 向 装 甲 步 兵 转 型 。面 对 陌 生 的 装 备 、

陌 生 的 地 域 、陌 生 的 战 法 ，官 兵 们 迎 难 而

上，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突击”的精

神内涵。

那 年 寒 冬 ，某 新 型 步 战 车 实 弹 射 击 现

场，被誉为“神枪手”的周午阳竟脱靶 3 发。

看 着 显 示 屏 上 刺 眼 的“ 不 合 格 ”3 个 大 字 ，

这 名 连 队 射 击 纪 录 保 持 者 不 禁 握 紧 了 拳

头。

“老装备闭着眼睛都能拆装，新火控系

统 学 起 来 却 难 上 加 难 。”为 了 尽 快 熟 悉 新

装备，周午阳在冬夜里裹着军大衣蜷在战

车 底 盘 下 ，对 照 操 作 手 册 逐 个 零 件 摸 索 。

每次射击训练后，他都主动和战友一起总

结要领、分享心得。

3 个 月 后 ，周 午 阳 终 于 将 这 块“ 铁 疙

瘩 ”的 性 能 摸 清 楚 。接 下 来 的 一 场 实 兵 训

练 中 ，该 连 凭 借 装 备“ 零 故 障 ”、目 标 毁 伤

率 达 到 80%的 优 异 表 现 ，成 功 赢 得 了 全 旅

第一名。

“ 作 为‘ 突 击 连 ’的 战 士 ，我 们 每 个 人

心中都有一股冲劲，决不能给光荣的连旗

抹黑！”回忆此事，周午阳坦言。

今 时 今 日 ，该 连 营 门 前 那 座 屹 立 的 雕

塑，仍然铭刻着当年的血色黎明：战士们保

持着冲锋姿态，身旁的战旗迎风鼓荡。那面

旗帜弹痕斑驳，却始终指向前方。

不 久 前 ，该 连 官 兵 接 到 命 令 ，即 将 启

程 奔 赴 任 务 地 域 。飘 扬 的 连 旗 下 ，指 导 员

栗新朝面对全连官兵，进行铿锵有力的动

员——

“英雄传人，突击向前，永不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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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型关大战突击连”诞生于

南昌起义，现为第 79 集团军某旅

三营九连。该连历经井冈山斗争、

两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和抗美援朝，参加战斗 3000余

次，6 次被授予荣誉称号。进入新

时代，连队赓续红色基因，聚力备

战打仗，被表彰为全军先进基层单

位等，荣立集体一等功 2 次、二等

功 2次、三等功 4次。

神州大地，关山重重，重重关山。

然而，有这样一座关隘，并非因其险峻或

恢弘而闻名，而是因一场胜利，被赋予了超越

地理坐标的永恒光辉——这，便是平型关。

回望 1937 年那个高粱泛红的季节，出师

抗日的首战大捷，使八路军威震敌胆，功载史

册。

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这里打破，全民

族抗战的信心从这里冉冉升起，毛泽东同志这

样评价这一战：“平型关的意义正是一场最好

的政治动员……”

从此，伟大的抗日战争攻克了一个又一个

险关，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从此，一个饱

经患难的民族，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充满了必

胜的希望……

仲夏时节，记者踏访平型关，胜利的回响

仍在激荡。回望千年古长城，怆然、慨然、凛

然 的 心 境 交 织—— 精 心 垒 筑 的 砖 石 ，未 必 能

成为护佑民族安宁的绝对倚靠 ；当自信自强

的精神挺立如峰峦，当万众一心的意志汇聚

成洪流，血肉与信念必将熔铸中华民族威武

不屈、敢于胜利的精神锋刃。

采 访 途 中 ，记 者 一 路 登 山 过 隘 。 习 主 席

2025 年新年贺词中的谆谆嘱托不时在耳边回

响：“我们从来都是在风雨洗礼中成长、在历经

考验中壮大，大家要充满信心。”

一颗名为“信心”的种子，
在这片土地上悄然发芽

从平型关向东北驱车 10 公里，车子在一处

高坡停下。眼前，一座石碑上，镌刻着“平型关

大捷主战场乔沟”10 个大字。

乔沟，一条长约 4 公里的沟壑，地势险要、

回旋曲折，最窄处仅容一辆车驶过。沟壑两

边，是高达 20 多米的陡崖。

“其实很难想象，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会

选择从这一险途长驱直入。”与记者一同到此

的平型关大捷纪念馆文史研究部主任毛春桃

感叹，由此可见，当年的日军已嚣张到何等地

步！

嚣张有因。在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内，记者

看到了一张以师为单位的抗战时期日军与八

路军的兵力装备对比表，详细列出了两者差

距：

马匹——日本：5849 匹；八路军：0。

坦克——日本：24 辆；八路军：0。

车辆——日本：262 辆；八路军：0。

“还 不 仅 是 装 备 上 的 差 距 ，当 时 的 中 国 ，

‘恐日病’的哀嚎、‘不抵抗’的论调，像瘟疫一

样蔓延。山河色变，政府和军队却无所作为的

现实，沉重打击了国人的抵抗意志，更在无形

中助长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毛春桃向

记者展示了几张抗战初期的战局形势图，代表

日军的蓝色箭头长驱直入，代表中国军队的红

色箭头节节败退。

平津沦陷、张家口沦陷、淞沪危急、南京危

急……回望 1937 年，无论南北都是一连串失

利，国土被不断侵占，似乎“亡国”即在眼前。

8 月 26 日，南口沦陷，山西彻底暴露在日军

面前；

9 月 13 日，阎锡山下令弃守，大同沦陷；

9 月 20 日，日军占领灵丘县城……

5 天后，距灵丘县城西南 35.5 公里的平型

关，日军遇到了真正的对手！

“初战即是血战！”毛春桃引述了时任 115

师 686 团团长李天佑的回忆，“战士们勇猛地向

公路冲去，然而敌人终究凶狠至极，冲上去的

战士一个又一个地倒下来。那一刻，战士们无

畏生死，前仆后继地向前挺进。”

当八路军战士将刺刀捅进敌人的身体，拉

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时，一个“不可战胜”

的神话，在血肉飞溅中消散！

“先辈们用血与火铸就的必胜信念，我们

应矢志不渝地继承。”这是陆军某旅战士王峰

在纪念馆留言簿上写下的感言。前不久，他随

部队组织的“寻根行”活动来到这里，追寻当年

老部队的胜战基因。

参观中，两件展品令王峰记忆深刻——

一 把 残 破 的 刺 刀 ，见 证 着 当 时 战 斗 的 惨

烈 景 象 ：子 弹 打 光 了 用 刺 刀 ，刺 刀 弯 了 用 枪

托 ，枪 托 断 了 就 和 敌 人 扭 打 在 一 起 ；连 长 牺

牲 了 排 长 上 ，排 长 牺 牲 了 班 长 上 ，直 至 战 斗

至 最 后 一 人 ——685 团 一 名 战 士 牺 牲 时 ，双

手仍死死掐住日军士兵的喉咙。

一段铿锵的话语，映照着八路军将士们必胜

的决心：八路军 115师在灵丘县上寨村召开了连

以上干部动员会议。会议强调，中华民族正在经

历着巨大的考验！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担当起，

也一定能够担当起这救国救民的重任！

“怀揣为祖国和人民而战的必胜信心，逢

敌亮剑，不怕牺牲，没有什么神话不可打破。”

王峰说。

据 记 载 ，平 型 关 战 斗 前 夕 ，下 了 一 场 暴

雨。这场大雨过后，中华民族很快迎来了一

场期盼已久的胜利，人们心头的阴霾逐渐褪

去，一颗名为“信心”的种子，在这片土地上悄

然发芽。

1937 年，信心比金子还
要宝贵

“白崖台村到了。”进村路上，平型关大捷

纪念馆副馆长白卫疆向记者介绍道。

在这座土坡围绕的村落里，一间不起眼的

砖房静立在初夏的阳光里。砖房外侧白墙上

的红字引起记者的注意——“平型关大捷胜利

的消息从这里向全世界发出！”

这 里 是 八 路 军 115 师 机 要 处 旧 址 。 1937

年 9 月 25 日，一串急促的电波从这间不足 10

平方米的砖房中发出，划破了晋北阴沉的天

空，也划破了笼罩在一个民族上空近百年的

失败阴霾。

老 同 盟 会 会 员 、时 任 第 二 战 区 战 地 动 员

会主任范续亭得知平型关大捷的消息后说：

“八 路 军 的 大 捷 …… 使 日 寇 知 道 中 国 大 有 人

在 ，锐 气 挫 折 ，不 敢 如 以 前 那 样 的 长 驱 直

进。”

“1937 年，信心比金子还要宝贵。平型关

的胜利，给了很多人信心。”白卫疆说，“信心虽

然看不到、摸不着，但它的价值难以估量。那

些坚定抗日的人看到我军胜利后会更加坚定，

那些摇摆的人也会多一层顾虑……”

这场胜利，让全国人民看到了哪个政党是

民族的脊梁，哪支军队是胜利的希望。

“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白

卫疆告诉记者，这句民间口号在捷报传出后广

为流传，通过平型关大捷，共产党和八路军在

人民心中树起了形象，立起了威望。

据灵丘县志记载，1937 年 10 月初至 11 月

底，这个仅 10 万余人的山区小县，就有 2000 余

名青年参加了八路军。这不仅是兵员的突破，

更是人民的选择——广大青年用脚步回应了

“谁能救中国”的追问。

不 仅 如 此 ，正 面 战 场 的 国 民 党 爱 国 官 兵

在大捷的鼓舞下，也斗志倍增；国际上，东南

亚各国的爱国华侨，也纷纷捐钱捐物支援祖

国 抗 战 。“ 潇 潇 夜 雨 洗 兵 马 ，殷 殷 热 血 固 金

瓯。”正如聂荣臻同志在诗中所感叹，青年之

血与战士之血，共同灌溉着全民族抗战的信

心种子。

当时，法国《人道报》有过这样的评论：“英

勇的中国同志的民族精神，突然像一道新的万

里长城耸立起来。”

当胜利刻进民族记忆，自信的根须便扎进

了神州大地。至 1938 年年底，八路军在华北敌

后已经基本完成了战略展开，依托根据地的游

击战不时奏捷，日本“3 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

完全落空。

平型关大捷后，白崖台村一户村民像过节

一样贴上新对联——

上联：万众一心保障国家独立；下联：百折

不回争取民族解放；横批：抗战到底。

和平来之不易，幸福来之不易。如今，行

走在白崖台村，不再有紧张的战斗氛围，不再

有枪炮声：白崖台村村民们一如既往地忙碌

着、欢笑着，在他们的眼睛里，看到的是更加美

好的生活。

用胜利重塑民族自信，以
自信走向伟大复兴

今 年 高 考 ，全 国 二 卷 的 作 文 题 别 出 机

杼 ——《如 果 有 一 天 ，我 们 能 够 将 梦 赠 予 他

人 ……》。

白崖台村驻村第一书记施天驰第一时间

得知了这个消息，因为有村里参加高考的考

生，将他写进了作文里。

几年前，施天驰怀揣着梦想来到这里，帮

扶村民走上致富之路，村里的年轻人也因此种

下了“梦”的种子。

“实际上我们共同怀揣的，都是中国梦。”

施天驰来到白崖台村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参观

平型关大捷纪念馆，看到八路军将士在抗日出

征誓师大会上，振臂高呼“为了民族，为了国

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的情景，他特别感慨。

“ 我 们 要 胜 利 ，国 家 要 强 大 ，民 族 要 复

兴 ，就 要 勇 敢 去 打 破 神 话 。”在 施 天 驰 看 来 ，

一 部 党 史 军 史 ，就 是 不 断 打 破 神 话 的 历 史 。

两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

援 朝 …… 革 命 战 争 中 ，打 破 神 话 就 是 打 败 看

似 强 大 的 侵 略 者 和 反 动 派 ；“ 两 弹 一 星 ”，神

舟 飞 天 ，北 斗 导 航 ，航 母 下 水 …… 和 平 建 设

时期，打破神话就是打破一些西方国家的技

术垄断和封锁遏制。

“习主席曾说，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

也 是 未 来 的 。”如 今 施 天 驰 对 这 句 话 的 理 解

也 越 发 深 刻 ，当 初 他 来 到 白 崖 台 村 驻 村 时 ，

也没有多少人相信，这里会发生如此巨大的

变化。

如今，这里凭借红色旅游资源，每年吸引

三四十万游客前来参观。村里许多人家开起

了农家乐，吃上了“红色旅游饭”。在施天驰的

引导下，记者看到村里还建起了箱包加工厂，

带动不少村民就业。

沿着太行山脉的走向一路向北，路边的千

里沃野记录着当地人民创收的历程。记者查

阅资料时发现，灵丘苦荞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凭借其独特品质与创新工艺，多次成为全

国农博会的明星展品。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

灵丘，也凭借这些当地农产品的广泛外销，在

2019 年实现脱贫。

2024 年，灵丘县迎来了一群来自古巴、洪

都拉斯、委内瑞拉等国家的青年外交官。在

洪 都 拉 斯 外 交 官 费 乔 纳 的 观 念 里 ，乡 村 和

“ 便 利 ”“ 发 达 ”“ 科 技 ”这 些 词 通 常 都 不 沾

边。可当他走进灵丘后却发现，村里大部分

地 区 通 了 网 络 ，村 民 们 住 进 了 二 层 小 楼 ，还

因地制宜打造起了乡村旅游。这次活动让拉

美地区的外交官们更全面地了解了中国，并

表示要把中国乡村振兴的成功经验带回自己

的国家。

“百年沧桑奋斗，正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

人 民 用 奋 斗 实 践 把‘ 不 可 能 ’变 成 了‘ 一 定

能’。”施天驰感慨，“坚持独立自主、开拓创新，

开辟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我们

有足够的自信。”

“ 我 们 是 工 农 的 子 弟 ，我 们 是 人 民 的 武

装……”前不久，在平型关大捷遗址上，一场跨

越时空的文化对话上演，大型实景剧《首战平

型 关》通 过 沉 浸 式 演 绎 ，让 红 色 遗 址 焕 发 新

生。当演员再现“子弹打光拼刺刀”的场景，台

下观众眼含热泪——人们记住的不仅是一场

战斗，更是共产党人如何用胜利重塑民族自

信。

百 年 潮 ，中 国 梦 。 习 主 席 强 调 ，我 们 党

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

续 奋 斗 的 历 史 过 程 ，是 一 项 救 国 、兴 国 、强

国 ，进 而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完 整 事

业。

这 样 的“大 历 史 观 ”，勾 勒 出 中 国 共 产 党

的时间线。站在这样的时间线上，更能理解

这样的豪迈：“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

国 家 、哪 个 民 族 能 够 自 信 的 话 ，那 中 国 共 产

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

信的。”

踏 访 平 型 关 ：聆 听 胜 利 的 回 响
■本报记者 范恩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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