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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事 要 从 临 县 青 年 刘 卫
军 给 吕 梁 山 革 命 博 物 馆 捐 赠
的这个马鞑子说起。2016 年 5
月 2 日，一个叫刘卫军的临县
青年打来电话，说他的叔爷爷
早年参加八路军，在执行任务
中被日军抓获，英勇不屈，被
残害致死，到如今，在当地烈
士 陵 园 和 民 政 机 关 却 找 不 到
姓 名 。 询 问 馆 长 能 不 能 帮 忙
查 找 一 下 有 关 他 叔 爷 爷 的 史
料记载。接到电话后，高宇峰
馆长很兴奋，他立即意识到这
或 许 就 是 一 位 在 吕 梁 革 命 战
争 中 英 勇 牺 牲 的 无 名 英 雄 。
于 是 立 刻 带 领 工 作 人 员 前 往
临 县 曲 峪 镇 大 刘 家 洼 村 。 一
见面，刘卫军就拿出他整理的
文字材料，讲述了他叔爷爷的
故 事 。 随 后 我 们 又 走 访 了 当
年了解此事始末的高瑞英、刘
奇恩、刘国银等几位老人。

他的叔爷爷名叫刘志宏，
小名贵宝，兄弟四人，排行老
二，自幼习武，有一身家传的好
功夫。1937年 9月，贺龙、关向
应、周士第率一二○师东渡黄
河，开赴抗日前线，三五八旅张
化平部留驻临县。刘志宏就是
在这段时间报名参军的，当时
他约十六七岁。据村里老人说
刘 志 宏 每 天 早 晚 在 碾 盘 上 练
武，一个凌空翻落地，能连打空
翻几十个。因他生性机灵，又
有武功，到部队后被选拔成了
侦察兵，没过多久就升任了连
长。牺牲时年仅 20岁。

牺牲前夕，刘志宏正在家
里 养 伤 。 没 想 到 伤 未 养 好 就
接到命令，要他深夜从临县赶
到 几 十 里 外 的 日 军 据 点 进 行
侦 察 。 当 时 一 共 去 了 三 名 战
士，不料刚刚翻墙进入就被岗
哨发现。刘志宏迅速撤离，但
两位战友因滞后一步，发出呼

救 。 刘 志 宏 立 即 翻 墙 回 救 两
个战友脱险，但他却在撤离时
因天色过晚，不幸跌入石灰窑
中被俘。

刘志宏被五花大绑，捆在
了柱子上。为了防止逃脱，日
寇挑断了他的脚筋，然后用尽
刑法对他进行拷打折磨，威逼
他说出侦查意图和八路军驻防
情况。刘志宏宁死不屈，拒不
回答。日寇恼羞成怒，企图再
用摧残身体的办法逼他就范。
但刘志宏依旧守口如瓶。日寇
绝望了，随着一声叫喊，几把刺
刀同时捅进了刘志宏的身躯。
一个英雄侦查连长就这样被鬼
子杀害了。

刘 志 宏 牺 牲 的 消 息 传 出
后，驻扎在临县城的八路军部
队迅速展开营救，找到刘志宏
的尸首后，刘志宏的惨状震惊
和激怒了所有人，双眼和身上
的血窟窿只好用白布和棉花一
点一点的填补起来，身躯也早
已不成人形。只好用白布一层
一层包裹起来，并专门打制了
一副厚厚的棺材。兵站战士和
沿村百姓硬是用肩扛手抬的办
法，一村接一村，一手倒一手地
将棺木抬回到了几十里外刘志
宏的家乡大刘家洼村。刘志宏
母亲听闻噩耗后踉跄着赶到现
场，周围人拦也拦不住她，硬是
一把推开了棺盖，要看儿子最
后一眼。只听到一声撕心裂肺
的“贵宝……”便昏死了过去。
后来气虽然缓过来了，但从此
留下了长一声短一声地打嗝的
毛 病 ，直 到 她 去 世 都 没 有 治
好。从此刘志宏母亲无论是在
家里还是到地头，是在做军鞋
还是纺棉线，人们都能远远就
听到她那长一声短一声的打嗝
声。

从此，每当刘志宏母亲打
着嗝，从村里走过时，男人女人
们便纷纷让到两边。每到这个
时候总有一些还不懂事的小孩
子就要问大人，老奶奶怎么了，
为什么一直不停地打嗝？大人
便会含着泪开始讲好后生刘志
宏抗日牺牲的故事，讲老奶奶
是怎么得上这个病的故事。就
这样一次又一次，一人又一人，
一代又一代，讲述着刘志宏和
他母亲的故事。刘志宏成了村
子里顶天立地的传奇英雄，他
母亲成为天底下最刚强、最让
人起敬的母亲。再到后来当村
里人知道全吕梁为了中国革命
胜利，曾牺牲儿女 3 万余人时，
便又有孩子吃惊地问，妈妈，吕
梁有 3 万个妈妈都跟老奶奶一
样在不停地打嗝吗？于是便有
女人哭了开来，男人流出了眼
泪。

刘志宏的侄孙刘卫军也是
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在他很
小时候第一次听这个故事时很
震惊，没想到一个像小说和电
影中一样传奇的大英雄就是自
己的叔爷爷。从此叔爷爷的身
影便住进了他的心里、他的梦
里。

青山有幸埋忠骨、英烈无
名亦流芳。经过深入走访后我
们进一步了解到，解放后，人民
政府并没有忘记为国捐躯的烈
士刘志宏。上世纪 60 年代，民
政 部 门 认 定 刘 志 宏 为 革 命 烈
士，曲峪乡政府人员将一块写
有“革命军属”的金字大匾挂在
了英雄母亲的门前，他的母亲
也按烈士家属待遇每月领取抚
恤养老金。高宇峰馆长了解到
这个故事后，深受震撼，于是将
刘卫军捐赠的刘志宏的遗物马
鞑子展出在博物馆里，我们也
开始一遍又一遍，一人又一人
地讲述着刘志宏和他母亲的故
事……

驴背架也叫驴驮架，就是
在马、骡、驴身上架设的一种
安放货物的木架子，专用来稳
定 和 增 加 驴 马 骡 背 上 驮 运 的
货物，多用于在山区道路上运
送 货 物 。 晋 陕 一 带 因 毛 驴 喂
养 成 本 低 ，又 温 顺 灵 活 耐 力
强，所以习惯使用毛驴从事运
输 。 历 史 上 很 著 名 的 蜀 道 和
云贵高原上的“马帮”，其往来
贸 易 也 是 借 助 这 种 工 具 进 行
的。这种装载方式，因装卸方
便，不怕路途颠簸，所以为山
道 畜 力 运 输 所 普 遍 采 用 。 这
也 是 古 代 军 队 军 需 物 资 运 输
的一种重要模式。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从
某种意义上来说，战争打的就
是后勤。它直接关系到军队的
生存，战役的成败，关系着沙场
将士的生死存亡。晋绥边区的
驴背架，尤其是赶驴民工，曾在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支
前行动中，做出过不可磨灭的
贡献。

驴驮架的每组人驴组合，
相当于今天的一辆农运车，但
在驮货量上不及农运车的十分
之一，因此每一次战役运输，对
畜力和人力的需求和动员量是
非常巨大的，为此解放区群众
不惜献出了自己赖以生存的驴
马 骡 牛 等 牲 口 乃 至 自 己 的 生
命。

在那个经济落后、物资匮
乏的年代，对于贫困落后的吕
梁山区农村家庭来说，养一头
驴是不容易的，它是一个家庭
春耕秋收的重要依靠力量，一
旦捐出去，就等于春耕秋收指
望不上畜力了，巨大的劳动量
全部都要压到家里的老人妇女
身上。所以解放区民众的牺牲
奉献是全方位的。

毛驴运输队行走的大多是
崎岖山路，到了冬天雪后，更是
险情不断。尤其是在解放战争
初期的保卫延安战役期间，敌
人为了切断交通运输线，飞机
轰炸，枪炮阻击，山高路险，驴
马运输队更是付出了巨大的牺
牲。

1947 年 3 月，胡宗南奉蒋
介石命令，指挥 23万大军，疯狂
向陕北进攻，侵占了革命圣地
延安。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战
略部署，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
后勤机关主动撤离延安，转移
到山西临县。彭德怀则率领西
北野战军，以运动战转战陕北，
灵活机动歼灭进犯之敌。

陕北地区自然条件差，粮
食产量低，我军吃粮成了大问
题，有的连队开始挖野菜剥树
皮 来 充 饥 。 在 这 种 危 急 情 况
下，一河（黄河）之隔的晋绥边
区所筹公粮，急需运送到陕北，
以解燃眉之急。

为了解决陕北和晋绥军民
吃粮问题，限令必须在一个月
之内，将吕梁山区两个地方兵
站的 100 多万斤公粮，全部集
中运送到黄河对岸的陕北佳县
和晋绥边区的临县碛口。再到
后来运粮范围更是跨越到了太
行山区的沁源、安泽等县。由
于时间紧，任务重，必须发动群
众、依靠群众才能按时完成任
务。参加运送军粮的民工，经
常一天只能吃一顿饭。民工们
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敌机扔炸
弹，白天黑夜战斗在吕梁山、太
行山区和黄河岸边。此次运输
由于数量巨大，路线又绵延千
里，所以临县、离石、方山等县
民工和牲口调用数量是非常惊
人的，其中临县参加的民工人
数和毛驴头数更是超出其它县
两倍之多。据记载，仅 1947 年
的榆林作战，临县一个县就动
员人畜力达到了 69 万人次，其

中妇女占到 32万人次。据廖汉
生后来回忆：“为了运这些粮
食，晋西北的毛驴都不知累死
了多少”！

这年冬天天气奇寒，又接
连下了两场鹅毛大雪，许多民
工手足都起了冻疮。再加山道
崎岖，雪大路滑，运输非常艰
难。可是再大的困难，也难不
倒英雄好汉，民工们一路行进
一 路 还 编 唱 秧 歌 小 调 鼓 舞 士
气：

十冬腊月下大雪，
天气寒冷心里热。
为了前方打胜仗，
哪怕冻得掉了脚……

（绣荷包）小调：
妇女们做军鞋，
男人们来支前。
离别了亲人，
运粮呀在“三川”。
此 次 运 粮 必 经 一 座 大 山

——方山县赤坚岭，因山高坡
陡，积雪很深，人畜上到山顶再
累都不敢歇息，如若一停歇，就
有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临县民
工中队的林队长赶着土改时给
他分到的一头毛驴，从静乐娄
烦粮库装粮起运，别人的毛驴
只驮 100多斤，他的要驮 200斤
以上，他说：“翻身不忘共产党，
运粮多装感谢党”。由于驮量
过重，山高路滑，在翻越赤坚岭
时，他连人带驴跌下山崖，毛驴
被摔死，他也头部受伤。但他
只在附近农家将伤口养好后，
便又拿起一根柳木扁担继续挑
运军粮。

这次为时 9个月，运送粮食
100万斤的调运，不但解决了转
战陕北的十几万野战大军的燃
眉之急，而且确保了移驻临县
的中央后委及党中央和军委机
关、后勤部队、通讯部队、兵工
厂职工、军政人员家属以及马
匹用粮（料），对保卫延安，收复
失地，巩固革命成果，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

抗 日 战 争 和 解 放 战 争 时
期，晋绥人民为革命胜利做出
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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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卫军和他的父母亲讲述刘志宏烈士的故事

刘卫军捐赠刘志宏遗物马鞑子

采访刘国银老人

讲解员给师生讲述刘志宏的故事

吕梁故事
（本版文、图
均由吕梁山
革命博物馆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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