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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故事

廖 冰 ，1917 年 出 生 于 广 东 大 埔 。
1930 年夏，为了摆脱国民党反动派的屠
杀、迫害，她跟随父亲逃难南洋。1938年
夏，她告别亲人和战友，只身一人回国参
加 抗 日 。 于 7 月 下 旬 到 达 陕 北 公 学 分
校。 1938 年 10 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
党。毕业后，又于 1939年 5月，进入延安
中国女子大学学习。1941 年春，分配到
延安《新中华报》工作。

1942 年 5 月，廖冰的丈夫郁文调任
新华社晋西北分社社长，她随夫来到山
西，在《抗战日报》编辑部工作。临行前，
贺龙司令员找她谈话，鼓励她勇敢地到
晋西北这样艰苦的地方去接受锻炼。贺
龙同志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你不要光看
到你前面骑马的，还要看到你后面挑担
子的。”廖冰一直将贺龙同志这番话铭刻
在心中，时刻告诫自己，鞭策自己。

晋西北是敌后重要的抗日民主根据
地，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和复杂。根据地军
民一方面要粉碎敌人残酷的“扫荡”、蚕

食；另一方面要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
手，解决根据地军民的衣、食问题。经过
党组织的教育和革命斗争的考验，她已经
由一个脆弱的“南洋小姐”，变成一个坚强
的革命战士。有一个时期，廖冰和另一位
同志“变工”，共同担任驻地高家村的支部
书记，组织群众做军鞋、送公粮、成立担架
队、转移伤病员……任务十分艰巨，但她
们完成得很出色，《晋绥日报》还专门作过
介绍，给予表扬。敌人“扫荡”时，他们组
织群众转移上山。有一次她带着孩子东
奔西跑，饿得浑身乏力，实在走不动了。
两位老乡连忙扶着她走到老乡家，冲了一
碗鸡蛋汤让她喝，便又继续上路。

抗战胜利后，廖冰立即投身解放战
争。1948 年夏，她和战友奉命赴临汾创
办《晋南日报》。他们离开兴县一路急行
军往晋南进发，途中曾遭匪徒袭击，幸亏
死里逃生。抵达临汾后，他们立刻着手
创办《晋南日报》。为了解决因敌人封锁
带来的纸张供应困难，他们自办造纸厂，

廖冰担任工厂的指导员。为了激发工人
的生产热情，她写了几首《加紧造纸》的
歌词，用《二月里来》的曲调，教工人演
唱，工人唱起来干劲倍增。他们还在临
汾举办“新闻干部训练班”，就地招生、培
训，为新解放区培养了一支年轻的新闻
工作队伍。1949 年夏，廖冰接受新的任
务，离开山西奔赴大西北。

参考文献：《战斗在山西抗日前线的
归国华侨》

李林原名李秀若，出身于贫苦农民家
庭，3 岁时被侨眷领养，迁居印度尼西亚。
上学后，亲眼看到荷兰殖民者把中国地图
从黑板上扯下来，用脚踩，处处侮辱中国
人，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的刺激，同时激发
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

1929 年 回 国 后 ，进 厦 门 集 美 学 校 读
书。在陈嘉庚爱国精神的感染下，逐渐产
生了投身革命的决心。1933年冬，她就读
于上海爱国女中，积极参加学生抗日救亡
运动，并立下“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
誓不休”的铮铮誓言。1936年春，李林加入
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抗日救亡青年团”。
同年来到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北平，考入
民国大学政治经济系。她如饥似渴地阅读
马列主义著作，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
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中华民
族解放先锋队”。同年 12 月 12 日，北平学
联为抗议国民党政府在上海逮捕救国会

“七君子”，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
行。李林担任民国大学游行队伍的旗手。
面对警察的暴力阻拦，她告诉护旗的男同
学：“如果我倒下了，你们要接过去，红旗绝
不能倒!”不久，李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随后，响应中共北平市委的号召，奔
赴太原，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举办的
国民师范学校军政训练班，任特委宣传委
员兼女子第十一连党支部书记。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林先后担任了中
共雁北工委宣委、雁北抗日游击队第八支
队队长兼政治主任、八路军骑兵营教导员
等职务。经过不断锤炼，李林迅速提高了

组织能力和军事才干，练就了一身骑马打
枪的硬本领。她带领骑兵，转战长城内外，
驰骋雁北，横扫敌寇，贺龙将军称赞她“了
不起，我们的女英雄”。而日寇则对她恨之
入骨，扬言以 5000大洋悬赏她的首级。

1938 年，骑兵营奉命护送工作团北上
绥南恢复工作，并要确保工作团完成任务后
返回右玉县。李林向营长王零余讲了自己
声东击西的作战方案：把工作团护送到绥南
的二十边村后，利用骑兵速度快的特点，人
不离鞍，马不停蹄，立刻奔袭 50公里外的长
流水敌据点，转移敌人的视线，牵制鬼子的
兵力，让工作团大胆放手开展工作。工作团
到达目的地后，他们连夜东进长流水。当
时，鬼子们还在饮酒作乐，骑兵营战士神不
知鬼不觉地向据点内的鬼子开火。由于骑
兵营的英勇作战，牵制转移了敌人的兵力，
绥南的工作很快恢复发展起来。不久，骑兵
营护送工作团胜利返回右玉县。在返回的
途中，李林和王零余率骑兵营顺便袭击了平
绥线的一个车站，把鬼子打得落花流水。

1939 年 3 月，李林参加阎锡山在陕西
宜川秋林镇召开的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
议，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
争，以铁的事实和亲身经历，讲述八路军和
山西新军深入敌后，出生入死，打击日伪军
的英勇壮举。阎锡山曾亲自派人向她施以
威逼和利诱，她不为所动，表现了共产党人
的凛然正气。

1940年 4月 25日，日伪军集中 1.2万兵
力，对晋绥边区进行“扫荡”。晋绥边区特
委、第十一行政专员公署机关和群众团体

等 500余人被包围。为了掩护机关和群众
突围，她不顾怀有 3个月的身孕，率骑兵连
勇猛冲杀，将日伪军引开，自己却被围困于
小郭家村荫凉山顶。26日，在腿部和胸部
多处负伤后，她挣扎着爬到一个地坎，躺着
不动，待敌人上来时才连连射击，先后击毙
6 名敌人。此时，敌人的重重包围逐渐逼
近，为了不落入敌手，她用最后一颗子弹结
束了自己年仅 25岁的生命。

李林壮烈牺牲后，中共中央妇委发出
唁电，高度评价她的英雄业绩，称她：“不仅

是我们女共产党员的光辉模范，而且是全
国同胞所敬爱的女英雄。”延安《新中华报》
也刊登了唁电：李林同志，性情刚毅，行动
敏捷，每当临阵杀敌时，骁勇异常，贺龙将
军及晋绥各地抗日军民，均甚钦佩，咸赞之
为民族女英雄。1990年，也就是在李林烈
士殉国 50周年之际，集美中学的李林园和
李林馆建成开馆。如今，李林园和李林馆
已成为厦门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福建省
德育教育基地。

参考文献：《民族的脊梁祖国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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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廖冰在陕北公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