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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年，是以山西为中心的敌
后山区各抗日根据地“主动向敌进攻
的一年，是胜利的一年”。晋绥边区
抗日军民共“挤”掉敌据点 106处，收
复村庄 3108个，解放人口 40余万，扩
大解放区面积两万五千平方公里。
1945年 2月，晋绥边区部队又向日军
发起攻势作战，首先向离岚公路沿线
日伪军据点进攻，至 5月 5日，先后收
复方山、岚县及沿线据点七、八余处，
长达 110 公里的离岚公路除大武至
离石外，全部为我控制。

在我军对敌斗争势如破竹、节节
胜利的形势下，国际形势也发生着根
本变化：日军偷袭珍珠港后，爆发了
太平洋战争，日本国内，政界不稳，政
局混乱，人民厌战反战情绪高涨，人
力财力物力都极度空虚。在欧洲战
场，盟军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8月
8日，苏联政府正式对日本宣战。

侵华日军，已是强弩之末，穷途
末路，但还进行着最后的垂死挣扎。
10 月 21 日，日伪军从忻州、汾阳、静
乐、离石调集三千余人，分东、西、中
三路，以闪电式的战术进犯兴县。东
路从岚县赤坚岭出发，经白文镇奔袭
罗峪口。然后沿黄河北上，经桑湾、
巡检司窜入县川赵家川口、高家村、
蔡家崖等地，最后沿旭谷沟到了杨家
坡、魏家滩一带袭扰；西路于 22日从
方山圪洞镇出发，经白文直奔兴县贺
家会、张家坪、桑湾、石家吉、赵家川
口；中路从岚县东村出发，经白文翻
山走吴家 头、吴儿申，26 日经小善
畔、西吉，直取高家村。

八路军 120 师、兴岚游击队、武
工队，早已布下天罗地网，等待鬼子
进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这最
后一次对日战斗中，兴县人民展现最
为壮观的便是“地雷战”。

早在 1943 年 9 月 10 日，中共晋
绥分局召开群众工作会议，提出“劳
武结合”方针，林枫书记讲话号召学
习冀中军民斗争经验，开展群众性的
爆破运动。二十里铺民兵中队长李
有年，就组织民兵在曲家沟建起了军
火合作社，有两座铸铁炉，制造地雷
壳，派出民兵到白家沟、黄辉头挖硫
黄矿、扫硝土，上山烧木炭，造出了一
颗颗地雷。兴县武委会、抗联在全县
推广二十里铺民兵中队长、“地雷大
王”李有年的经验，发动民兵土法造
雷，创造了“连环雷”“拉雷”“母子
雷”“滚雷”，还试制成功了石雷。民
兵们曾编唱了这样一首歌谣：

铁蛋蛋，石蛋蛋，中间有个圆眼眼，
装上土炸药，安上爆火管，
黄土封好口，拉线留外边，
鬼子来扫荡，送他上西天。
伴随着造雷运动的歌声，广大民

兵和群众在敌人扫荡线上，无论是大
道、小路，还是河滩、门口，到处布满
了地雷，这一次又给鬼了以沉重打
击。从 1944 年 10 月 22 日起历时半
月内，八路军、游击队截击日军 400
余次，引爆地雷 350 多颗，死伤日军
1500余人。日军残部个个如同惊弓
之鸟，一打就退，而且不敢走大路，也

不敢走小路，专走山坡河道。11 月
17 日，只得向岚县、忻州方向撤退。
当溃退到二十里铺、阳会崖一带，又
遭遇李有年的连环雷，炸得鬼子人仰
马翻。卧牛山上 望哨的民兵高兴
地说：“李有年，实在威，村口埋下连
环雷，炸得鬼子满天飞”。至此，兴县
军民反“扫荡”、反“蚕食”战斗宣告结
束，到 1945 年 8 月，经过八年浴血奋
战的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但同时，兴县人民也作出了令人
悲痛的巨大牺牲。

日本鬼子从 1940 年至 1944 年，
六次“扫荡”兴县，实行惨无人道人的
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制造
了无数的人间惨案，给全县人民造成
无法挽救的灾难和损失。根据县政
府 1945年 8月统计，全县被日军烧毁
房屋 68580 间，烧掉门窗 5200 多副，
破坏明、清时期的寺院、庙宇、庵观、
祠堂等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建筑 30多
处，抢走和烧毁粮食 2000余万公斤，
抢走牲畜 2500 多头，宰杀猪、羊、牛
5000 多 头 ，鸡 鸭 上 万 只 ，抢 走 银 圆
13000多块，金银首饰、珠宝玉器、衣
物绸缎无数，毁坏家具无法统计。更
令人发指的是，全县有 2393 名无辜
群众惨遭杀害，700多名男女青年被
日军抓走，下落不明。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兴县这片红色土
地上，宣传文化事业不断发展和壮大，文学创
作也迎来蓬勃向上的新生力量，诞生了“山药
蛋派”五战友——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
正等人组成的青年作家群，他们扎根兴县，俯
首大地、以笔为犁，耕耘出许多脍炙人口的文
学作品。其中的代表作品就有人们熟悉的《吕
梁英雄传》。

1942 年冬天，部队精兵简政后，马烽、西
戎、孙谦等人从 120师“战斗剧社”来到兴县，转
到晋绥地方工作。马烽先后在晋绥边区文艺
工作团、文联工作，1944 年秋天，调到《晋绥大
众报》当编辑、记者，后来升为主编。为了把报
刊办得通俗易懂，马烽结合采访工作，经常下
乡搜集民间传说、故事，陆续整理发表一些民
间故事。1944 年 12 月，晋绥边区召开第四届
群英大会，表彰抗日战争期间涌现出的 124 位
民兵英雄。其中有兴县的“神枪手”张候油、

“地雷大王”李有年等。大会结束后，《晋绥大
众报》准备介绍这些英雄人物，但限于版面，耗
时又太长。当时负责报道工作的马烽和西戎
经过一番冥思苦想后，建议把这些民兵英雄们
的典型材料揉和在一起，写成通俗小说在报上
连载。他们的想法得到了编委会的肯定，社长
周文建议他们使用传统的章回体来写。于是，
他俩从 1945年春开始多方搜集材料，讨论写作
大纲，然后分头写作。

由于残酷的战争环境，日寇和国民党的双
重封锁，整个根据地缺吃少穿，报社人员每人

每天七两喂马的黑豆。冬天，每人发一身粗布
棉衣，到了春暖花开时，需要把棉花掏出来，改
成夹衣，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夏天在蔚汾河夏天在蔚汾河
洗完衣服洗完衣服，，常常赤身守在河边树林中常常赤身守在河边树林中，，等晒干等晒干
了才能穿起来了才能穿起来。。编辑部没有办公室编辑部没有办公室，，马烽马烽、、西西
戎就在北坡村老乡家炕沿戎就在北坡村老乡家炕沿、、锅台上写小说锅台上写小说。。稿稿
纸是用麦秆和马兰草制造的土纸印刷的纸是用麦秆和马兰草制造的土纸印刷的，，红蓝红蓝
墨水是用染布颜料配成的墨水是用染布颜料配成的。。每到夜深人静每到夜深人静，，村村
民们都休息了民们都休息了，，他俩还在昏暗的麻油灯下他俩还在昏暗的麻油灯下，，认认
真地写稿真地写稿。。烟瘾上来了烟瘾上来了，，便用废纸卷些烟叶掺便用废纸卷些烟叶掺
杂着树叶抽上几口杂着树叶抽上几口。。由于缺少煤炭由于缺少煤炭，，住的是冷住的是冷
房房，，睡的是冷炕睡的是冷炕，，加上吃不饱加上吃不饱，，穿不暖穿不暖，，许多许多人
染上了疾病，《抗战日报》第一任总编辑赵石宾
得了支气管炎并发败血症，因为缺医少药，不
幸病逝，年仅 28 岁。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
中，马烽、西戎写出了章回体小说《吕梁英雄
传》，1945 年 6 月 5 日，开始在《晋绥大众报》上
连载面世，每周一回，每期连载三千字，到 1946
年 8月 20日全部刊登完，共 95回。这部小说以
晋西北抗日战争的真实历史为素材，以吕梁山
区的一个普通山村康家寨为叙事切入点，讲述
了康家寨村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打击日本
侵略者的精彩故事，塑造了以雷石柱、吴秀英、
孟二楞、康明理等民兵为代表的一组身怀绝
技、英勇善战的英雄群像，唱响了一曲晋绥儿
女以热血和生命抵御外寇侵略，捍卫民族尊严
的英雄赞歌。

小说完全以口语化创作，用传统方式开
篇。起头就是四句诗：“抗日卫国保家乡，民兵
英雄本领强，配合八路杀敌寇，铁桶江山放光
芒。”然后是“四句闲言道罢，引出一件敌后人
民杀敌保家的故事，听我从头讲来。”说书味道
极浓。小说一面世，马上受到广大民众干部的
欢迎。许多识字的人把阅读《吕梁英雄传》作
为重要的事情，不识字的人就围坐在一起请识
字的人朗读。马烽、西戎也因此声名大振，成
为晋绥边区众所周知的人物。马烽后来回忆
说，有一次他到兴县恶虎滩村采访，村公所文
书看了介绍信，知道他就是《吕梁英雄传》的作
者之一时，立即将此消息转告村民。当晚，许
多男女老少涌到村公所，再三要求马烽讲报纸
上还没有连载完的故事。他被群众的热切愿
望所感动，只好现编现讲，讲了一段不行，再讲
一段还不行，一直讲到鸡叫天亮，故事里的敌
人被“挤”走，大家才满意地散去了。《吕梁英雄
传》的影响远不止此。1946年，周恩来、董必武
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与国民党政府谈判时，将
该小说单行本上册带到重庆，在重庆《新华日
报》上连载，引起国民党统治区广大读者的强
烈反响。2005年 8月，在纪念抗战胜利 60周年
之际，由中央电视台、中共吕梁市委、市人民政
府和山西广播电视总台，根据长篇小说《吕梁
英雄传》联合摄制的同名电视连续剧，在中央
电视台播出后，再次掀起了人们重温这部红色
经典小说的热潮。

除马烽、西戎外，当时还有孙谦、胡正、李
束为等一批山药蛋派作家，也在兴县进行文学
创作，写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在新
中国的文学版图上，从晋绥革命根据地一路走
来的山西文学，出现了以赵树理为旗手，马烽、
西戎、李束为、胡正、孙谦为主将的“山药蛋”文
学流派，最后到“晋军崛起”的惊艳亮相，不但
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并且
奠定了山西文学的现实主义文学底色。我们
家乡作家田东照受他们的影响，在写出长篇小
说《长虹》之后，又与罗贤保合作写出《龙山游
击队》，这部小说描写的是 1943 年吕梁山区一
支抗日游击队龙山游击队，在敌人蚕食的龙山
地区，紧密依靠人民群众，进行艰苦卓绝的游
击战争，终于将敌人挤了出去，使龙山地区重
新回到人民怀抱。田东照也成为二十世纪八
十年代山西“晋军崛起”的代表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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