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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省淄博市淄川东南部的群

山之中，有一座山因其主峰东西相连、

状如马鞍而得名马鞍山。它山势峻峭，

四周悬崖如削，只有一条贴着石壁开凿

的石阶通往峰顶，有“一夫当关，万夫莫

开”之险。山下淄水环绕处，曾是春秋

战国时期齐国的兵营，扼守通往都城临

淄的要道。马鞍山西侧的山顶，坐落着

著名的齐长城遗址。这里自古就是兵

家必争之地。抗战时期，它更是沂蒙抗

日根据地通向渤海区、胶东区的交通要

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942 年 11 月 9

日，气壮山河的“马鞍山保卫战”在这里

打响。

1942 年秋，日伪军纠集重兵，对鲁

中区发动大“扫荡”。此前敌人多次围

攻 马 鞍 山 均 告 失 败 。 这 一 次 ，日 军 根

据 汉 奸 提 供 的 情 报 ，认 为 马 鞍 山 上 藏

有 重 要 物 资 、八 路 军 兵 工 厂 及 指 挥 机

关 ，企 图 借 机 摧 毁 此 地 八 路 军 的 生 存

基础。

为开展游击作战，马鞍山地区的我

军主力部队遵照上级指示撤离。一些

跟 随 部 队 转 移 行 动 不 便 的 伤 病 员 、抗

属，被安排在山势险要、易守难攻的马

鞍山隐蔽下来。当时隐蔽在马鞍山的

抗属包括益（都）临（朐）淄（川）博（山）

四县联合办事处主任冯毅之的父亲冯

旭臣、妹妹冯文秀、妻子孙玉兰及 3 个未

成年的女儿。因战斗负伤而锯掉右腿

的八路军山东纵队 1 旅 2 团副团长王凤

麟，为不拖累部队转移，也主动请求来

到马鞍山暂住疗伤。

面对来势汹汹的攻山敌人，王凤麟

担负起了作战指挥任务。山上原有一个

班的战士，鲁中区党委组织科长李成式、

鲁中区行署民政处副处长谭克平、“爆破

英雄”刘厥兰等也相继上山。加上原有

的伤病员、抗属和修械工人等，此时马鞍

山上的战斗员共有 30多人。

11 月 9 日清晨，日伪军在飞机、大

炮 、重 机 枪 的 掩 护 下 ，向 山 上 发 起 攻

击。王凤麟利用山上的险要地形，巧妙

部署，形成立体交叉火力网，指挥人员

英勇作战。他带领部分抗属和伤员守

卫东峰；刘厥兰带领几个修械工人守卫

西峰；参加过南昌起义、战斗经验丰富

的谭克平，带领部分战士守卫南天门。

战斗打响，日伪军沿南天门天梯向

上发起猛烈进攻。山上的我军民密切

配合，密集的子弹、手榴弹和石块像雨

点般倾泻而下。敌军死伤惨重，被迫仓

皇后撤，第一次进攻以失败告终。但日

伪军并未放弃攻山，紧接着又发起了第

二次、第三次进攻……危急时刻，王凤

麟的警卫员赵希林挺身而出，用力将胸

墙掀翻，成堆石头飞滚而下，多名敌人

被当场砸死或重伤。然而，由于胸墙被

毁，赵希林失去了掩体的保护，不幸中

弹牺牲。就这样，在山上全体军民的英

勇 抗 击 下 ，日 伪 军 的 多 次 进 攻 均 被 击

退。直到傍晚时分，敌军见久攻不下，

撤回山下驻地。

夜里，四县联合办事处的董恒德和

李绪臣摸黑爬上山。他们向王凤麟报

告：敌军已将山下各村严密控制，道路

被封锁得水泄不通。听到这个消息，王

凤麟等人彻底打消趁夜色转移的想法，

更加坚定了在山上与敌人血战到底的

决心。

翌日，日伪军加强了进攻马鞍山的

力量，从博山、莱芜、张店等地调集了大

量兵力和弹药。与此同时，敌军在周边

山头增设了多门大炮和多挺重机枪，增

派飞机实施轰炸。大炮与飞机的轰炸

声 交 织 在 一 起 ，马 鞍 山 上 顿 时 硝 烟 弥

漫，弹片如雨，工事被炸毁，房屋坍塌起

火。

面对敌人疯狂的进攻，抗属们也毫

不退缩，主动加入战斗。冯文秀在阵地

上来回传递消息、救护伤员。冯旭臣不

顾年事已高，冒着炮火搬石头、运弹药，

他还以“宁可死在炮火中也不当俘虏”

的铿锵誓言，鼓舞大家的士气。

战斗中，后山崖下一小队敌军架起

云梯，预谋登山偷袭我军阵地。坚守在

西峰的刘厥兰等人举起石块狠狠地将

偷袭之敌砸了下去。中午时分，一名日

军指挥官爬上山腰督战。王凤麟发现

后，一枪将其击毙。气急败坏的敌人开

始更加疯狂攻山。坚守在南天门的谭

克平、李成式等人壮烈牺牲，此时南天

门防守出现空虚。刘厥兰迅速从西峰

赶来增援，硬是顶住了敌人的又一次进

攻。

时近黄昏，山上的弹药、石头已经

用完，人员伤亡也很严重。王凤麟多处

负伤，浑身是血，仍坚持指挥战斗。眼

见形势愈来愈危急，他命令通信员下山

找部队报告情况。同时，王凤麟组织人

手，打算将抗属和孩子们送下山。他们

把做军衣的布匹拧成绳子接起来，一头

拴在树上，另一头垂到崖下。冯毅之的

妻子孙玉兰背起 5 岁的二女儿、怀抱周

岁的小女儿，抓着布绳下山。然而不幸

的是，在敌人猛烈炮火轰击中，绳子断

裂，大人和孩子同时坠崖。

在敌人一轮又一轮狂轰滥炸下，南

天门最终失守，敌人攻入我东峰阵地。

王凤麟头部中弹，倒在了血泊中。为了

不当俘虏，他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

己。冯旭臣老人将最后一块石头砸向

敌人后，跳崖牺牲。战斗中腿部负重伤

的冯文秀见此情形，将打光子弹的枪支

摔坏，也毅然跳崖，壮烈牺牲。东峰失

守后，敌人随后攻向西峰。守卫在西峰

的刘厥兰，面对穷凶极恶、蜂拥而至的

敌人，将最后一枚手榴弹投出后，毅然

决然地从山崖上跳了下去。其他战士

在砸坏武器后，也英勇跳崖。刘厥兰和

王得善等 4 人跳崖后，被山腰树枝挂住，

幸免于难。他们沿着陡峭的石壁、抠着

石缝下山，在夜色和密林的掩护下躲过

了敌人的追捕。这场战斗持续了两天

一夜，我指战员和抗属共有 27 人壮烈牺

牲。

敌人付出被击毙百余人的惨重代

价后，才艰难地占领了山峰。然而，他

们不仅没有找到所谓的兵工厂和重要

物资，更没有抓到我军指挥员，最终发

现这只是一座空山。

马 鞍 山 保 卫 战 中 ，守 山 战 士 面 对

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英勇战斗，无一

人投降。抗属冯旭臣一家老幼 6 口人

壮 烈 牺 牲 ，书 写 了 山 东 抗 战 篇 章 中 悲

壮 的 一 页 。 1944 年 12 月 6 日 ，我 鲁 中

区 一 分 区 重 新 夺 回 马 鞍 山 ，这 座 洒 满

烈士鲜血的山峰又回到了人民手中。

马鞍山，这座见证军民不屈不挠、

英勇抗战、承载着光辉历史记忆的抗战

名山，如同一座不朽的丰碑，巍然屹立

于鲁中大地。八路军指战员、地方干部

与抗属用热血与生命铸就的壮举，为这

座 山 增 添 了 英 雄 气 概 。 2020 年 ，这 座

浸润着革命先烈热血的抗战遗址，被正

式列入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

址名录，成为中华儿女英勇抗战的重要

见证。

马鞍山丰碑
■唐加福

我从小随家人在南疆的部队家属院

中长大。军营里的一草一木，以及边关

军人的言行举止，很早就深深烙印在我

的脑海。

70 年 前 ，外 公 从 甘 肃 天 水 参 军 入

伍。那时，他换上崭新的军装，挺括的立

领衬得他身姿格外挺拔。出发的前一

晚，他摸着黑围着老家的村子走了 3 圈，

在村口的老槐树上刻下“保家卫国”4 个

字。

记忆中，外公总爱穿那套褪色的旧

军装，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手里捧着一

个掉漆的搪瓷杯。外公说，搪瓷杯是参

加边防斗争那年，中央慰问团赠送的。

上面写有“不愧为伟大的人民，不愧为伟

大的军队”字样，杯身早已斑驳，杯口也

卷着参差不齐的锈边，可外公总说这杯

子比啥都金贵。

外公总是会在闲暇时光，给我讲起

那些戍边军人的故事。1962 年，阿拉山

口边防站首任站长吴光胜奉命带领 17

名官兵，到荒无人烟的这里驻防。狂风

肆虐，环境恶劣，可他们凭借“三峰骆驼

一口锅、爬冰卧雪住地窝”的战斗精神，

建起哨所，扎根戍边。

在外公的讲述中，那些戍边军人仿

佛是一座座巍峨的界碑，静静地伫立在

冰峰雪岭，扎根于人迹罕至的大漠荒原，

用平凡之躯铸就崇高的精神。

外公是一位与死亡多次擦肩而过的

老 兵 。 上 世 纪 60 年 代 初 ，他 曾 在 海 拔

5380 米的神仙湾边防站当军医。那时

交通不便、物资匮乏，他背着药箱巡诊。

有一年冬天，大雪连降数日，通往哨卡的

道路被积雪阻断。在高寒缺氧、补给中

断的困境中，多名战士出现冻伤和严重

高原反应。作为边防站唯一的军医，外

公已记不得用自己的体温焐热了多少双

手脚，多少次冒着危险为官兵送医送药。

一次，外公因劳累过度、体力透支，

引发严重高原反应症状。当时情况危

急，战友们用制作的简易担架，抬着外公

后送。风雪交加的山路上，官兵轮流抬

着担架，在齐膝深的积雪中艰难跋涉。

天黑前，外公被送到了兵站。兵站迅速

安排汽车将外公转运下山治疗。

外公退休后，那个搪瓷杯更是不离

身。搪瓷杯补了又补，杯底的铁锈有时

会在桌布上留下褐色的印迹。外婆和妈

妈几次劝他换个新的，都被拒绝了：“这

是打仗时拿命换来的念想！”

2013 年，外公身体渐渐衰弱。临终

前，他躺在病床上，身上穿着熨烫平整的

旧军装，枯瘦的手摩挲着搪瓷杯。爸爸俯

在床边，听他用微弱的声音说：“军装要穿

端正，杯子留给你，保卫边疆不能忘……”

外公颤巍巍地将那个杯子递给爸爸。爸

爸紧紧握住杯子，泪水模糊了双眼。

爸爸在部队工作 30 多年了，长期从

事部队政治工作和党史军史研究。上世

纪 90 年 代 初 ，他 在 参 与 筹 建 部 队 史 馆

时，时常睡在工地上，经常是一块大纸

板、几张旧报纸就能对付一晚。有一次，

他半夜突然感受到手指钻心地疼痛。起

身开灯，看到一只乱窜的老鼠，才知道自

己被老鼠咬伤了。

外公去世那年，爸爸正参与筹建新

疆军区的喀喇昆仑精神主题馆。天山南

北、雪域昆仑、藏北阿里……他带着团队

人员风餐露宿，实地走访、采集历史照

片、拍摄视频。一次临行前，他突发感

冒，咳嗽得撕心裂肺，医生劝他不要冒险

上山。可他知道展馆工作进度不等人。

出发时，他的行李箱塞满了各种药品，每

到一个单位，刚放下采访本就急忙找卫

生员给自己打针。高原的风又干又冷，

吹得他喉咙像塞了团火。一路走下来，

他的感冒不仅没好，还咳出了肺大疱，引

发哮喘。爸爸常说：“高原是精神的沃

土，在这里，才能真正理解军人的使命。”

后来，爸爸在征得外婆和妈妈的同意后，

将外公留下的那个搪瓷杯，捐献给了新

疆军区的喀喇昆仑精神主题馆。

我生长在边疆，听着英雄的故事长

大。那些故事也在我的心中种下了一颗

种子，一颗成为边疆卫士的种子。高考

前，爸爸带着我到展馆看外公的搪瓷杯。

灯光下，杯身锈迹斑驳。“这是外公的嘱

托。”爸爸的声音有些沙哑，“当年你外公

把它交给我时，我就在想，虽然自己在喀

喇昆仑的雪地里摔倒过，在展馆建设的工

地上流过汗，但只要看到这杯子，就知道

往哪走。”

后来，我如愿考入军校。每次在战术

训练中爬过泥泞陡坡，在深夜哨位上熬过

湿冷寒风时，我总会想起那些前辈的故

事。一次外训中，衣服被暴雨打湿，回到

宿舍我久久难以入睡，突然懂了吴光胜前

辈经历的“爬冰卧雪住地窝”是什么滋

味。我们现在的条件已好太多，可那份在

困境里顽强扎根的韧劲，不正是课堂上反

复讲的“战斗精神”吗？

今年 6 月中旬，英雄团长祁发宝应

邀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新时代奋斗

观”大讨论课，详细讲述了“卫国戍边英

雄群体”的事迹。每次手握钢枪，我的脑

海里都会映现他张开双臂的场景；每次

战场救护训练，当我背着“伤员”在障碍

场上奔跑，眼前都会闪过王焯冉把战友

推向岸边的瞬间。

一个周末，我和爸爸视频通话，他说

我晒黑了，也结实了。我笑着说：“您不

是说‘高原是精神的沃土’吗？我们训练

场就是我的‘小边关’。”挂了电话，我在

作训服内侧写上陈祥榕那句话——“清

澈的爱，只为中国”。这不仅仅是一句誓

言，更是一份传承，一种使命。

我从边疆来，那里也是我要去的地

方。边防的风，吹过外公的岁月、爸爸的

青春，还要继续拂过我前行的道路。

我
从
边
疆
来

■
范
宇
轩

刘汉林临终前握着儿子的手，浑浊

的目光穿过老屋斑驳的窗棂，投向屋后

的伍家仑山头。那里，300 多名烈士静

静长眠。

1949 年 8 月 3 日清晨，马迹塘阻击

战的枪炮声打破了山林的寂静。31 岁

的刘汉林作为向导，引导解放军某部第

440 团尖刀连向伍家仑山腰进发。突

然，敌军的炮火袭来，炮弹呼啸着划破

长空。千钧一发之际，炊事班战士李茂

才猛地冲出，将刘汉林扑倒在地。弹片

横飞，李茂才的后背瞬间血肉模糊，但

他严严实实地护住刘汉林，直至炮火停

歇。

战斗结束后，尖刀连张连长紧紧握

住刘汉林的手，将半袋蚕豆送给他。蚕

豆带着体温，沉甸甸地压在刘汉林的手

上。“老乡，这是李茂才攒下的十来斤蚕

豆，本想留着给伤员熬粥。可眼下我们

要追击敌军，这山里还躺着 300 多个兄

弟……求你帮忙照看他们的坟头，别让

英雄成了孤魂！”刘汉林接过布袋，看到

上面缝着“炊事班李”4 个字。那一刻，

布袋仿佛装着一份沉甸甸的重托，压在

他心头。

这段历史，是刘汉林的儿子刘炳贤

讲述给我的。刘炳贤从小就听父亲讲

述马迹塘阻击战的故事，家乡那片浸染

着英雄鲜血的土地，始终占据着他心中

的一片天地。父亲临终前的嘱托，如同

刻在他心灵深处的印记，让他“为英雄

立传，为烈士立言”的信念愈发坚定。

2006年，刘炳贤开始断断续续地收

集整理马迹塘阻击战的史料。2014 年

退休后，他全身心投入追寻、守护英雄的

事业中。他北上东北，南下福建和云南，

寻访烈士的生前行迹，收集散落的文物，

只为让那段被尘封的历史重见天日。

在福建省三明市档案馆，刘炳贤小

心翼翼地翻开一本牛皮封面的战地日

志。日志封面斑驳，内页记录着“8 月 4

日拂晓总攻”的战斗部署，字迹虽已模

糊，却清晰勾勒出当年战斗的轮廓。他

仔细辨认每一个字迹，透过泛黄的纸

页，仿佛看到了当年战士们浴血奋战的

身影。

在云南腾冲旧货市场的角落，一台

步话机静静躺在那里。摊主不知这是

当 年 解 放 军 第 440 团 通 信 连 的 遗 物 。

刘炳贤毫不犹豫地将它买来，收藏下那

段历史的见证。

在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一户

农家，刘炳贤发现一本泛黄的烈士证

书：“狄连举，1949 年 8 月在湖南益阳牺

牲。”这是他为长眠马迹塘的烈士找到

的第一个姓名。为了核实信息，他连续

3 天泡在图书馆，翻遍《吉林省解放战

争烈士名录》，最终确认狄连举正是当

年坚守在伍家仑山头的机枪手。那一

刻，他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喜悦，

仿佛为烈士找到了回家的路。

刘炳贤像一位执着的追光者，一点

一滴地拼凑起那段烽火岁月。每找到

一个烈士的姓名，他仿佛是完成了一项

神圣的使命；每收集一件文物，仿佛又

真切触摸到那段历史的脉搏。

2014 年底，刘炳贤历经多年艰辛，

走过漫长的寻访行程，写就一部 40万字

的纪实文学作品《血战马迹塘》（人民文

学出版社）。写书的同时，刘炳贤耗尽积

蓄，捐出祖宅，将 7 间老屋改建成“马迹

塘战史陈列馆”。馆内陈列着战士的干

粮袋、染血的军帽、战地家书、锈蚀的子

弹等，还有那只当年装蚕豆的布袋。每

一件展品都承载着一段故事，每一件文

物都见证着英雄的壮举。

如今，一位站在展柜前的小女孩，

有模有样地学着爷爷刘炳贤的样子，向

参观者介绍道：“这是第 440 团通信连

用过的步话机……”声音稚嫩而坚定。

暮色漫上伍家仑山坡时，刘炳贤喜

欢带着孙女去山脚转转。青山依旧静

默，而那些烈士的英名和事迹因一场接

力守护，鲜活于越来越多的人们心中。

马迹塘的思念
■杨海斌

山东淄博马鞍山山东淄博马鞍山 作者供图作者供图

感 念

在太行山褶皱里的档案室

在军事地图褪色的等高线间

一把铜质军号

冶炼它的炉火记得

硝烟也记得

号身未褪的掌纹，凝固的呐喊

都记得，那个吹响军号的战士

每当冲锋的时刻

他鼓起腮帮

直把嘹亮的音符

锻造成闪亮的刺刀

抚摸博物馆中的展柜

这把沉默了八十年的军号

突然震颤着发出回声

所有远去的声音

都在这金属里列队

看啊！它坑洼的喇叭口

依然保持着呐喊的姿势

像永不闭合的嘴唇

在时光的五线谱上

永远嘹亮

冲锋号永远嘹亮
■火箭云

炮火撕裂了土地

硝烟撞进了学堂

热血儿女

从书桌前，田垄上，工场里

决绝地，奔赴烽烟战场

故乡的风中，飘着儿时的笑语

乡亲们再也望不见熟悉的儿郎

双亲的声声呼唤

如落叶，在天地间飘荡

期盼的目光穿越重峦

不屈的脊梁
■张仁锋

等待，守望

雨，淅淅沥沥

风，呜咽低回

英雄的姓名滚烫

功勋，铭刻在无垠的大地上

中华民族何以挺立

一座座烈士墓碑——

便是不屈的脊梁

每一天疾驰，急行军闪过树影

那时，许多叫不出名字的战友

只听到山间高低不平的脚步声

和攀登巉岩时无声地伸给你的手

连名字都被粗壮的喘气声代替

你只有前行，跟随一个个脚步

登上你要到达的峰顶

流水和鸟儿都落在了身后

行军的队伍多么雄壮

超越了山的巍峨

胜过了寒风和雪的凛冽

枪时刻在胸前

还要走更远的路

才能淬炼成为真正的战士

那些走过的路

石头一样坚毅的面容

那些传承的大爱和忠诚

激励我，永远做一名听从召唤的士兵

急行军
■郭宗忠

涂妆的南迦巴瓦峰（油画） 韩光新作

人在军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