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阎子诚（1906—1963），离石县歧则沟村人，
晋绥边区第四届群英会“特等战斗英雄”。曾任
离石一区区委书记，武工队队长、政委，离石县副
县长等职。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2
月，日军侵占离石，他积极发展党员，开展游击战
争，利用各种关系把自己的同志和亲人安插进日
伪机关，为我们党刺探情报。新中国成立初期，
他随部队南下，后来因病回到山西省公安厅工
作，后又回离石县疗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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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大老阎”
□ 闫瑛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人用100年的汗水和鲜血谱写的篇章。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今天，我讲讲我的爷爷阎子诚在抗日战争时的故事，缅怀老前辈为解放新中国做出的牺牲和贡献。

我是爷爷最疼爱的长孙女，从小坐在爷爷的膝盖上听爷爷和他的战友们（他们常常到我家找爷爷）讲他
们抗日的故事。记得爷爷最爱唱的歌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等我上学后，学校让写家史，我的父亲就详细地给我讲述了家史和爷爷的抗日故事。父亲说，离石是一方具
有光荣传统的热土。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离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
的斗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你的爷爷就是抗战时期，在离石一带，使日寇、特务、汉奸闻风
丧胆的家喻户晓的人物。我的奶奶、老老姑、老姑和叔伯爷爷们也给我讲过他们当年跟着爷爷干革命的经
历。王永泰先生写作《浴血吕梁》时，我陪同他采访了爷爷的老部下们。还曾经翻阅过《离石县志》等历史资
料。因此，爷爷在抗日战争中的英雄故事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激励着我热爱中国共产党，工作上、生活中
一直积极向上。现在退而不休，仍然工作在一线，寻求内心的丰盈，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我的爷爷叫阎子诚，抗日战争时期，离
石人民尊称他为“大老阎”。他生于 1906年 4
月，是离石县岐则沟村人。爷爷小时候，家里
穷，十几口人靠着几亩瘠薄的山坡地和租种
别人的土地生活。有一年，盖房子借下了高
利贷，为了还债，他十几岁就进了染房当徒
工。成年后又去卖炭，起早贪黑，沿街串巷，
驴驮一百，人背八十，养家糊口，挣扎在饥寒
交迫中，苦难生活的煎熬让他对旧社会的压
迫、剥削和欺诈的愤恨油然而生。

爷爷是如何参加共产党闹革命的呢？
需要介绍一下我爷爷的表叔——韩昌泰。
韩昌泰 1904 年出生在离石（现属柳林县）
韩家坡村。从小生性刚毅，聪颖好学。1924
年离开家乡到汾阳县河汾中学读书，期间
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1925年考入太
原政法专科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是吕梁地区早期入党的同志之一，与贺昌、
张叔平等成为离石最早的革命活动家。

1927 年 3 月，韩昌泰受党组织派遣从
太原回离石搞农运工作。1927年秋至 1929
年春，韩昌泰担任中共离石县委第一任书
记。他按照党章要求进行组织整顿，巩固和
发展党员，在发展党员的同时，还秘密开展
农运宣传、组织工作，我爷爷和张申武等一
批青年在他的影响下成为农运工作的骨干
力量。1929年春，全县革命形势日益恶化，
一天，韩昌泰被密探发现，不幸被捕。被国
民党离石党部押送到太原监狱。因缺乏证
据，加之多方营救，于翌年清明节后获释。
出狱后，韩昌泰继续就读于太原政法专科
学校，并坚持党的秘密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了东三省。
国难当头，韩昌泰再次回离石搞农运，重新
组织农民协会。不久，他就在离石城内天主
教堂召开离石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并作了
热情洋溢、鼓舞人心的讲话，还散发了《告
农民书》。韩昌泰的革命行动，引起阎锡山
当局的注意。1931 年 7 月，韩昌泰再次被
捕，被关押在山西省反省院，以所谓的“煽
动共产思想，扰乱社会治安罪”判刑 14年。
韩昌泰在狱中发动难友与反动派进行了坚
决的斗争，向当局提出释放政治犯、参加抗
日的要求。为达此目的，曾三次组织绝食抗
争。“七七事变”前夕，迫于国内抗日形势的
压力，在党组织的积极营救下，韩昌泰于
1937 年 5 月 23 日出狱。获释后，韩昌泰星
夜赶回离石与牺盟会特派员阎景纯取得联
系，和阎景纯一起共同领导离石地区的抗
日斗争。他秘密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力量。
我爷爷在表叔的教育、培育下，坚定了抗日
救国的志向，毅然参加了革命工作。1937
年 10月爷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 年 2 月，日军侵占离石城后，
不断疯狂扫荡。飞机投弹、扫射，炸毁了
好多房屋，死了不少老百姓。当时爷爷
担任一区区委副书记，积极组织群众抗
日。在这场异常复杂的斗争中，爷爷不
畏艰险，积极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
开展游击战争，长期与日军周旋。他白
天隐藏在山庄窝铺宣传抗日主张，扩大
革命势力；夜间出动，带领队伍深入敌
占区切电线、断交通、打碉堡，袭扰得敌
人胆战心惊，坐卧不安。有时他化装成
卖油或卖炭的农民，进城侦察敌情，建
立地下联络点。

爷爷在他活动区域内的岐则沟、石
盘、枣架、乔家塔、王家塔、渠家山等 7村
发展了很多党员。在 13 个村的伪村长
中，经过他细致工作，有 8人暗中与共产
党保持亲密联系。经过周密部署，他通

过各种社会关系把自己的同志安插到
敌人内部，王恩贤等同志在日伪警备
所，崔均其等同志在伪警备队，阎其元

（闫二奴）、阎光均等同志在剿共委员
会，冯宝山同志在日军宪兵队，任成连
等同志在日军特务机关“晋西公馆”。他
们就像孙悟空钻进白骨精的肚子里，成
为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把尖刀。同时又
派弓祥熙、倪尚有在南关以开饭店、李
贵良开客栈为名建立了秘密联络站、交
通站。这些内线和秘密联络站、交通站，
对于掌握敌人行踪、有力打击敌人起到
了重要作用。同时，这些地下党员们冒
着生命危险护送秦晋两省过往革命干
部，利用深夜，在莲花池三级台，内外呼
应，密切配合，转运八路军的军需物资
和打劫的敌人的物资送往延安革命根
据地。

日本鬼子占领离石后，离石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城里住着谷口茂部队
的四个中队、一个山炮队、一个重机枪
队。还有司令部（红部）、宪兵队、以及汉
奸维持会、警备队等汉奸武装。1942年，
日军又推行强化治安，到处烧杀抢掠，
离石城附近经过日军的几次强化治安
成了“巩固治安区”。三天两头就戒严、
动不动就全城大搜查。城门口上荷枪实
弹的鬼子兵，老百姓出来进去都得向他
们弯腰鞠躬，大白天走在街上，看见你
不顺眼，说不准就抓到宪兵队去严刑拷
打，老百姓整天提心吊胆，就像生活在
火山口上。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党派
时任一区区委书记的爷爷从碛口根据
地到敌占区工作，爷爷带着两颗手榴
弹、一把放羊铲回到离石附近。白天他
穿一件破皮袄，手握一把放羊铲，装扮
成牧羊人，与羊群为伴，避开便衣特务
的侦察，并利用敌人巡逻交替的短暂间
隙，了解敌伪内情。晚上，他到村里和一
些“关系”接头。爷爷说他晚上睡觉，一
夜要换几个地方，破窑、庙宇、“天桥”

（洪水在山上冲开的山洞）是他经常睡
觉的地方。有一天早晨，“天桥”深处钻
出一只狼，他赶紧闭上眼睛装睡，爷爷
幽默地说，狼大概不饿，舔了舔他的脚
后跟离开了。我听的毛骨悚然!

1942 年爷爷在原武装工作组的基
础上，奉县委指示在杜家山一带扩建了
武装工作队，亲任队长。全队分五个组，
分片进行活动。第一组由穆桂崇带队，
在西崖底、赵家庄、马茂庄一带活动；第
二组由刘寿春带队，在交口、田家会一

带活动；第三组由马济明带队，在
柳林一带活动；第四组由杜学才带
队，在薛村、穆村一带活动；第五组
由李岗带队，在大武、石门焉一带
活动。武工队同时与晋绥军区和第
三军分区抽调的一批工作队并肩
战斗。他们在仅有五颗手榴弹的武
器装备条件下，依靠广大群众，掀
起闻名全县的“七月攻势”，先后拔
掉了张家山、南梁、上白霜、应雨神
等日军碉堡，毙敌数十人，俘虏 2

人。日军从太原派特务头子高乐忠到离
石搜集陕北、晋绥抗日根据地的情报，
对抗日根据地威胁很大。爷爷接到铲除
高乐忠的任务后，利用内线与高乐忠交

“朋友”，又摸清了其抽大烟的习性，抓
住高乐忠到马茂庄抽大烟的机会，将其
拉到马茂庄坪上杀死，从这个特务头子
身上搜出晋西北特务组织名单。武工队
的行动吓得日伪军钻在城里不敢轻举
妄动。七月的数次行动，重创了日军的
嚣张气焰，从而改变了离石东部敌我斗
争的形势，在我军强大攻势到来之时，
显出了巨大的威力，呈现出一幕幕轰轰
烈烈的抗日场面。

1942年 11月 13日,爷爷带领武工队
在马茂庄一举铲除了阎锡山的特务组织
督导处。这个督导处由武装特务 30余人
组成,驻扎在城西马茂庄村,其目的就是
配合日军消灭武工队、游击队、民兵及地
下工作人员。这些特务曾多次骚扰石盘、
岐则沟、枣林沟、阳山上一带，给武工队、
游击队等造成很大威胁。为了铲除这一
特务组织，县委书记胡克实，武工队长阎
子诚和侦察排长张明等多次研究拔掉这
个钉子的办法。他们通过“交朋友”“拜把
子”等方式，摸清了督导处的底细。11月
13 日，400 多名武装人员在胡克实和爷
爷的指挥下，组成两个突击队、一个预备
队投入战斗，其余兵力分别警戒张家山
据点等处的敌人。游击队采用包围、偷
袭、白刃格斗等办法,毙敌 13人，打死罪
大恶极、武功深厚，号称“草上飞”的汉奸
特务班存贵，俘虏了副官等 15人;缴获白
洋 7 箱、机枪 3 挺、步枪 80 支、冲锋枪 2
支、战马 6匹及其他军用物资。阎军督导
处被全部歼灭。冬季,武工队刘寿春等 6
人在圪 上活捉了离石警备队队长刘玉
廷。1944年，日军濒临败局，阎、日互相勾
结。一次，爷爷的内线报告，阎军某部要
经过离石境内，爷爷就指派阎其元伪装
成农民将阎军引诱到贺家山一带。他亲
自率领游击队居高临下，以少胜多，全歼
溃军，缴获机枪 3挺，小钢炮 2门，步枪 20
余支，还有其他军火弹药等物资，充实了
地方武装力量。

在对敌斗争中，爷爷遵循党的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
政策。一面分化瓦解敌人，对在敌伪军中混饭吃的，不是
诚心作汉奸的，没有血债的，争取他们投诚起义。一面对
那些罪恶昭著、死心塌地为日军卖命的民族败类，坚决镇
压，毫不手软。马茂庄伪村长横行县里，作恶多端，群众
恨之入骨，爷爷带领游击队夜入虎穴，就地缉拿处决。

爷爷的抗日行为，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威信
越来越高，人们尊敬的称他为“大老阎”。爷爷神出鬼
没的袭击，搞得鬼子汉奸草木皆兵，对他恨之入骨，把
他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骂他是“阎王爷”，贴出悬赏
捉拿他的布告。并派出汉奸、特务，专门侦察爷爷的行
踪，企图暗杀他。敌人抓不到他，便疯狂扫荡他活动的
区域。一次夜袭石盘村，把村民赶到娘娘庙，让指认共
产党人和家属。敌人威胁、利诱没有一个人供出。姓
贺的汉奸认出了石盘村村副闫侯元，闫侯元宁死不屈，
被日本人大刀砍了脑袋。不几天，敌人又扫荡了岐则
沟，向他的亲人们伸出了毒手。把他的二叔抓去，打得
遍体鳞伤，打落一口牙齿，手掌用一把香头烫得像馍馍
一样肿胀，营救出来时已奄奄一息。他的弟弟被日寇
拉去灌辣椒面水，他的妻儿由党组织安排，转移到陕西
绥德。部队首长口口声声称赞爷爷是抗战英雄，决定
给他的家属特殊待遇。爷爷谢绝了部队首长的好心好
意。说他是地方干部，不能给部队增加负担。让奶奶
自力更生。背井离乡，离开爷爷的奶奶挺着大肚子，靠
纺花织布维持母子三人的生活。不久，我的三姑出生
在陕西绥德。爷爷的弟弟为了躲避迫害，到安国寺当
了和尚。爷爷的内线报告爷爷说伪警备队队长刘克勋
家的妻子快生孩子了，要一个保姆。爷爷想这是个安
插自己人的好机会。他就给他做得一手好饭菜的守寡
二姑做思想工作，二姑为了他的侄儿，爽快地答应了到
伪警备队队长刘克勋家当保姆，为党组织侦探、传递情
报。爷爷又让他十岁的妹妹冒着生命危险，借着看二
姑的理由，往返于敌人的封锁线“城门”。爷爷教她把
情报叠成“钱钱”形状（黄豆砸扁状），握在手心里，一旦
被敌人发现，要塞进口里，咬烂咽进肚里。爷爷为了拉
拢伪村长为共产党工作，把自己年仅 14 虚岁的大女儿
许配人家，当了童养媳。把二女儿送到延安参加了八
路军，后来随军南下，解放大西北，定居甘肃省天水市
为革命工作。爷爷仗义疏财，奶奶给他捎去的鞋、袜，
他总是送给最需要的战友。

爷爷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巨大成绩，多次被评为杀
敌英雄。1944 年他出席了晋绥边区群英大会，荣获“特
等战斗英雄”称号，并被授予骡子一头，锦旗一面，勋章一
枚。 （下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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