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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的京城，骄阳似火。在纪念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 80周年的浓厚氛围里，我想起了一位

老前辈——抗战时期战斗在冀中平原的

县妇救会主任、中共县妇委书记刘毅。

刘毅原名叫刘玺珉。七七事变爆发

后，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中国，烧杀抢

掠，无恶不作，华北大地顿时放不下一张

平静的书桌。就读于河北晋县简易师范

学校的刘玺珉，被迫中断了学业。

1938 年，刚满 16 岁的刘玺珉毅然

决然地脱下学生装，穿上灰布军装参加

革命，投身到冀中平原的抗日烽火中。

为了表达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意志和信

念，刘玺珉把名字改为刘毅。

一

第一次见到刘毅，是 1995 年，时逢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 50 周年。当时，70 多岁的刘毅，

依然腰板直挺，风骨凛然，透着当年抗

日女八路的豪气。

作为 1938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的抗战老前辈，刘毅对年轻人的成长颇

为关心。虽初次见面，当听说我已有十

几年的党龄、军龄时，她叮嘱说：要对党

忠诚、忠于职守、勤奋工作、淡泊名利、

廉洁奉公，始终保持和发扬我党我军艰

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言语交谈间，我能真切感受到，在刘

毅心中，共产党员这 4个字有着沉甸甸的

分量。这种分量是在战火中千锤百炼铸

就的。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冀中平原狼烟

四起。时任冀中区深泽县、安平县（中

心县）妇救会主任、中共县妇委书记的

刘毅，亲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当时，日军为了消灭抗日军民的有

生力量，在冀中修筑了 7500 多公里长

的公路、挖掘了 4000 多公里的深 3 米宽

5 米的封锁沟，在 8000 多个村庄建立了

1700 多个据点，形成“点线面”结合的封

锁体系，妄图彻底阻断抗日力量的集结

和生存。冀中平原一时间变成了“抬头

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戴孝，到处

是狼烟”的恐怖世界。

为了打破日伪军的封锁，发展壮大

抗日力量，冀中区党委广泛发动群众，

组织抗日武装队伍，在滹沱河两岸建立

了抗日游击根据地。在反“扫荡”、反蚕

食、反封锁的武装斗争中，冀中广大妇

女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

在党的领导下，刘毅率领妇救会同

志们深入滹沱河两岸的农村，广泛动员

妇女们走出家门，参加妇救会组织的识

字班和妇女训练班。当年，在冀中抗日

根据地，村村建立了妇女组织，并陆续

发展了妇女党员。在妇救会的动员组

织下，广大妇女积极参加了支前、募捐、

慰劳、做军鞋、送子送郎参军等活动。

“滹沱河水啊长又长，河北岸有个

李大娘，照顾伤员比娘亲啊，子弟兵的

母亲美名扬。”这是当时流传在冀中抗

日根据地的一首民谣，这段歌词记录在

了刘毅的回忆录里。民谣中所说的李

大娘，指的是安平县报子营村的一位妇

女——李杏阁。抗战烽烟中，她掩护和

护理 70 多个伤病员，被授予“冀中子弟

兵的母亲”的光荣称号。她不仅入了

党，还在晋察冀边区的群英大会上受到

隆重表彰。这是对李杏阁老大娘的表

彰，也是对妇救会工作的肯定。

作为妇救会主任的刘毅，常常是腰

里别着一支毛瑟手枪，冒险穿梭在滹沱

河两岸的农村，秘密动员群众，培养发

展妇女党员。她们建立隐蔽掩护抗日

干部、救护抗战伤员、传递情报信件的

“堡垒户”，参与打造抗击日伪军的“铜

墙铁壁”。在刘毅联系发展的“堡垒户”

中，安平县南长堤村“堡垒户”张子荣一

家，主要就是由党员和妇女组成的。

张子荣于 1939 年初加入中国共产

党，家中 5 人有 3 人是妇女、4 人是党员：

张子荣的父亲张老准是党员，他白天挖

地洞，晚上负责放哨送信；两个年龄较

小的妹妹在妇救会的帮助下，也光荣加

入党组织，专门负责为过往的抗日干部

和伤病员烧水做饭。家中唯一不是党

员的是双目接近失明的母亲。即便如

此，她老人家也分担着接应过往同志，

照顾留宿伤病员的工作。

这个被刘毅和战友们亲切地称为

“干部大店”的“堡垒户”，在抗日斗争最

为严酷的阶段，冒着生命危险，先后护送

掩护了时任中共冀中区党委常务委员兼

宣传部长周小舟、冀中军区第 7军分区司

令员于权伸、地委书记兼第 7军分区政治

委员张达等党政军领导干部，机智勇敢

地解救了不少被敌人追杀的抗日指战

员，留宿照顾了一大批伤病员。

自 古 燕 赵 多 壮 士 ，慷 慨 悲 歌 抗 日

寇。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总是无所

畏惧地冲在前，大义凛然地牺牲在先。

其中，妇女党员们同样付出了常人难以

想象的代价。在冀中抗日根据地，有两

位不满 20 岁就牺牲的女党员，在刘毅

的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一位是藳无县四区妇救会主任李

剑飞。1941 年 2 月的一天，李剑飞腰里

掖着两枚手榴弹，到刘家庄召集群众大

会，宣传抗日道理。不料，由于汉奸告

密，100 多个日伪军气势汹汹地包围了

会场。紧急关头，李剑飞掩护群众先撤

离，自己拿着两枚手榴弹断后。当敌人

喊着要活捉她的时候，李剑飞下定决

心：宁愿千刀死，决不当俘虏。她拉响

手榴弹投向敌人，最终因寡不敌众，牺

牲在敌人的刺刀下，时年还是一个年仅

19 岁的姑娘。

另一位是新乐县三区妇救会主任

梁振英。1940 年春，她来到木刀沟一带

村庄宣传动员群众，开展对敌斗争，把

抗战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由此，她也

成了日伪军悬赏捉拿的“眼中钉、肉中

刺”。在一次执行任务时，梁振英遇到

日本鬼子的“扫荡”队，不幸被捕。敌人

用尽了杠子压、火钳烙、刀子割等酷刑，

对她进行审讯，甚至用刺刀刺她的大

腿、腹部……梁振英这位年轻的共产党

员没有屈服，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每当回忆起这些舍生忘死的共产

党员，刘毅都会神情凝重。她曾深沉地

对我们说：“在抗日战争年代，践行‘随

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誓言，

绝不是在口头上说说而已，而是真的要

用自己的生命去践行。”

1945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在抗

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

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

冀中抗日根据地离延安杨家岭不远，刘

毅的心离延安更近。

1945 年年底，从北方分局学习归来

的丈夫顾稀，给刘毅带回了一本盼望已

久 的 红 色 小 册 子 ——《中 国 共 产 党 党

章》。这本由新华书店发行的红色小册

子，一时间成为她爱不释手的读物。也

正是从那时起，珍藏并研读每届党代会

闭幕后出版发行的新党章，成为她人生

中最执着的喜好。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无论走到哪

里，刘毅始终小心翼翼地珍藏那些党章

小册子，时不时拿出来认真研读，一字

一句顺着目光淌进心里。熟悉她的人

感觉，她在工作中迈出的每一步、作出

的每一次选择，都如同从这些字句里生

长出来的枝叶，自然而然地舒展着。

二

滹沱河畔的麦子青了又黄、黄了又

青。河两岸的芦苇荡中，时不时闪现着游

击队员的身影，上演着抗击日寇的好戏。

在血与火、生与死的抗战中，刘毅

在短短 3 年时间内，身体变得强壮了，

能力也变得出色了，先后在晋县、深泽

县、安平县等县委机关担任宣传部长、

妇救会主任。1941 年，她又走上了冀中

军区第 7 军分区妇救会常委、青年妇女

部部长岗位。虽然她负责的是妇女和

青年工作，但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没有前线和后方的界限。当敌人来袭，

刘毅等众多妇女同样会上阵杀敌，与日

寇进行殊死搏杀。

在冀中抗日根据地，我军的主力部

队是八路军第 3纵队兼冀中军区。与主

力部队相比，刘毅所在的第 7军分区所辖

的地方武装力量，只能算得上是“土八

路”。地方武装虽然是“土”了一点，但在

平原游击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人民

战争史上留下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

等许多堪称经典的作战样式。

刘毅是冀中平原抗日游击战的亲

历者和见证者。除了那些机智勇敢、富

有创造性的游击战法之外，最令她感慨

且念念不忘的，是“土八路”因地制宜制

造的许多“土武器”。

在一次日军大“扫荡”之后，安平县

游击大队准备拔掉敌人的辛营岗楼。

县游击大队手上只有轻武器，没有能攻

打敌人岗楼的重武器。于是，刘毅就和

县游击大队以及村里的能工巧匠们一

道，共同打造了一个“土坦克”。

他们把榆树锯成一块块厚木板，钉成

一个比棺材还要大一点的大木架子，并在

下面安上铁轴，装上四个小车轱辘就可以

推着走，并在大木架子上留了向敌人开火

的枪眼。为了抵挡敌人的扫射，他们用白

铁皮把大木架子包裹起来，在上面盖上打

湿的厚棉被，极力做到万无一失。

战斗打响，“土坦克”一马当先，直

抵日本鬼子的岗楼前开火，打得敌人措

手不及，为拔掉日寇的岗楼立下了头

功。刘毅在向我回忆那段岁月时，声音

陡然高亢起来，眼里泛起了光。

在冀中平原抗战中，1942 年应对日

军的“五一大扫荡”，是一场极为惨烈的战

斗。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在中国共产

党冀中区委员会和冀中军区指挥下，采取

以主力一部同地方部队、民兵在内线坚持

斗争，主力大部适时转移至外线寻机歼敌

的作战方针，展开了反“扫荡”作战。

在激烈的作战之初，刘毅与另外 4

名县机关同志，凭着仅有的一把手枪和

几枚手榴弹，在滹沱河南岸一个名叫宋

庄的村庄，利用地道与日伪军周旋了 5

个昼夜，直至敌军撤离。

数天后，第 7 军分区 22 团两个连和

晋深极县游击大队，在宋庄打了一个漂

亮的伏击战。其时，日伪军从宋庄撤离

后，我军悄悄杀了一个“回马枪”，在村

庄的街道和房顶构筑了工事。敌军再

次返回宋庄时，迎接他们的是愤怒的子

弹、手榴弹和地雷。这一仗，我军毙伤

大量日伪军，日寇指挥官被打伤了头

部，差点没了命。

在这次战斗中，刘毅组织青年妇女

冒着枪林弹雨、不顾飞机轰炸，把烙饼、

鸡蛋等食物送到官兵手中；出现伤员就

赶紧为他们包扎伤口，并小心翼翼地护

着伤员往安全地带转移，为他们洗血

衣、缠绷带、喂水、喂饭……

战火烧红了蔚蓝的天空，也映照着

刘毅等青年妇女抗日救国的心。抗战

岁月里，她们组成“妇女自卫队”和“青

年抗战先锋队”，昼伏夜出，挖地道、钻

地道，积极配合部队，一次次重挫日伪

军的“扫荡”与蚕食，壮大了抗日队伍和

力量。

以物证史，睹物励志。在抗日战场

上，冀中军民缴获了大量日军战利品。随

着岁月流逝，很多战利品早已遗失或丢

弃，其中有一件刘毅一直用心保管着——

一本日本印制出版的中国地图册。

地图上，那些从日本列岛延伸出的

红线，像道道淬了毒的蛛丝，攀附在中国

沿海的各个城市。那些线条不是地理的

标注，而是侵略者在纸上演练的铁蹄轨

迹。它们红得刺眼，像未干的血痕……

刘毅曾对儿子顾辰说：“这本地图

册，把日本军国主义妄图侵占中国的狼

子野心暴露无遗。保管好这本地图册，

就是要提醒我们，不忘国恨家仇，时刻

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

2015 年秋天，我到上海一家医院看

望因病住院治疗的刘毅。老人家再次谈

起那本地图册：“你们年轻一代军人，千万

不能忘记那段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

如果忘记了，就好好看看这本地图册。”

说完，刘毅用右手比划了一个持手

枪的射击动作，并信心满满地说：“我当

年手枪打得可准呢，如果还有侵略者胆

敢侵犯中国，我这个老八路还能上战场

与他们殊死一战！”

我高兴地对老前辈说：“全军正扎

实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实战能力在不

断提高，我们这一代军人决不允许那段

耻辱历史重演，请抗战老八路们放心！”

三

2005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

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纪念章，送到了刘毅的手中。老

人家高兴不已，抚摸着金色的纪念章，

深情地对家人说：“60 年了，党和人民没

有忘记我们这些抗战老兵。”

纪念章静静躺在掌心，像是承接了

她无声的思念，把往昔的战友们带回这

宁静时刻。

刘毅第二次获得纪念章，是在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 70 周年的 2015 年。

这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此时，

已 是 93 岁 高 龄 的 她 ，因 病 住 进 了 医

院。当组织派人把纪念章送到病房时，

刘毅非常激动，原本暗淡的眼神倏地亮

了几分，整个人看着年轻了许多。

满头白发的老人家，非常认真地梳

理打扮了一番，在胸前戴上写有“光荣”

二字的大红花，并挂上了那枚金灿灿的

纪念章。她让儿子给她拍照留念，庄重

地定格了这一珍贵瞬间。

时隔 10 年再次获得纪念章，这一

次，刘毅又多了一个遗憾。她挂着纪念

章与丈夫顾稀的遗像合影后，含着泪水

对孩子们说：“你们的父亲如果能和我

一起拿到这枚纪念章该多好啊！”

刘毅与顾稀同年参加革命、同年入

党。在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烽火岁

月中，俩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

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 1945 年，俩人结

为伉俪。

2015 年 9 月，刘毅曾情真意切地对

身边人说：“抗日战争胜利已经有 70 年

了 ，我 今 年 93 岁 ，迟 早 要 离 开 这 个 世

界。我不能把这段历史带进坟墓，希望

你们一定要牢记这段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刘毅先后在北平铁

路管理学院、唐山铁道学院等多所高校

担任教育管理工作。讲台上，她时常会

给学生们讲述值得铭记的抗战历史。

离休后，刘毅还担任了中共晋县和

安平县党史编写小组顾问、冀中区人民

抗日斗争史资料选编顾问，先后写下了

《抗日游击战争中妇女工作见闻》《滹沱

河畔的战火》《过铁路封锁线》《晋察冀

边区人民的好议长》《我终生难忘的日

子》等记录抗战硝烟的文章，给后人留

下了厚重的革命传统教育教材。

2017 年 10 月 22 日，95 岁高龄的抗

战老兵刘毅走了。她是看完当年中国

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阅兵以及党的

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新闻后

走的。儿子顾辰说：“母亲走的时候很

欣慰，也很安详。”

四

在整理刘毅的遗物时，有 3 样遗物

像一团团火，直叩我们的心灵：一摞红

色的党的七大、八大等党章小册子、一

本从日军手中缴获的中国地图册、两枚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章。

这些镌刻着历史记忆的遗物不会

说话，但分明在传递着刘毅的心声。

以“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为主

题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80周年主题展览，于今年

7 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

馆内展出 1525 张照片、3237 件文物，仿

佛把我带到 80多年前，中华儿女在中国

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

下，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

为人类正义而战的烽火岁月。

在一张张记录着那段历史的影像

中，我虽然没能看到刘毅的身影，但冀

中平原抗日军民奋勇杀敌的无畏身影，

不断地在我眼前闪过。抗战老前辈一

次又一次对我们的郑重叮嘱，在耳畔回

响，挥之不去，永驻心间……

以自强祭英灵，以复兴慰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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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抗战期间，冀中军区第 7 军

分区部分抗日队伍行军在滹沱河畔。

图②：1943 年 1 月，晋察冀边区第

一届参议会在河北阜平县温塘召开，刘

毅受委托代表冀中区 400万妇女发言。

图③：1940 年，妇女们为前线战士

做鞋子。

图④：抗战期间，妇救会组织青年

妇女和民兵学习时事。

图⑤：抗战期间，“冀中子弟兵的母

亲”李杏阁往地道里给伤员送饭。

图⑥：抗战胜利前夕，刘毅和丈夫

顾稀在阜平县合影留念。

以上图片均由《解放军画报》资料

室提供

一名妇救会主任的抗战记忆
■江 怀

★她叫刘毅，是冀中平原抗日游击战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在抗战烽火中入党，始终珍
藏着一摞泛黄的党章册子

★她还一直珍藏着一本当年缴获的日本印制出版的中国地图册，时刻警醒自己和后
人们，勿忘国耻、自立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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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刘毅留下的遗物，分别是党的七大、八大党章和从日军手中缴

获的中国地图册内页地图。 刘毅家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