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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吕梁山革命博物馆文物背后的故事——

特等民兵英雄崔三娃
崔三娃，1912年生于山西交城县石沙庄村的一个贫穷家庭，13岁就给地主放羊，捎带打

猎，练就一手好枪法。他当过长工，学过木匠，可就是吃不饱肚子。新政权成立后，他们家
分到了土地，日子一天天好起来。1938年 2月，日寇侵占交城县中西川地区，崔三娃一家祖
宗三代居住的石沙庄被烧成一片废墟。家仇国恨，使崔三娃毅然扛起长枪，加入了抗日民兵
武装。不久就担任自然村民兵分队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此他带领民兵在交城山川勇敢地与敌伪展开了顽强不屈的斗争。

崔 三 娃 的 民 兵 队 不 断 发 展 壮
大，青壮年纷纷加入到他的“移民中
队”。三娃不但带领民兵打击敌人，
而且发动民兵劳武结合，成立抢耕
队，耕田种地。在组织变工生产时，
三娃组里只有 25个劳力，种地就达
到 500亩。村民们都竖起大拇指说:

“三娃的民兵了不起”。
1945年崔三娃还发动建立起联

防警戒哨，把情报与爆炸相结合，把
防奸、锄奸和缉私、缉毒相结合，保
卫后方，维护秩序，稳定群众，发展
生产。

三娃不仅有出色的军事素质和
劳动本领，而且积极领导和参加减
租减息斗争，富有吃苦耐劳、舍己为
人的团结友爱精神。

他经常对人讲：“咱受过地主剥

削，拆房卖地，当长工，是毛主席才
让咱过上好日子”。日子好起来的
崔三娃依旧穿着朴素的衣服，背着
他心爱的步枪，不停地为群众利益
而奔忙。为了表彰崔三娃的先进
事迹，1944年 12月，在晋绥边区第
四届群英会上，崔三娃被授予“特等
民兵英雄”称号。

日本侵略者投降后，为了解放
全中国，崔三娃又参加了解放战争，
率领民兵激战平川。在解放太原的
战役中，他为了给部队铺平进攻的
道路，竟俯身趴在铁丝网上，让战士
们踏着他的身体前进，为后人树立
了光辉的典范。新中国成立后，他
一直在村里担任村干部，带领乡亲
们建设新家乡。1982 年 6 月，崔三
娃病逝，终年 70岁。

我的一个小盒子里，珍藏
着一百多粒雨花石，这些五彩
斑斓流光溢彩的小精灵确实招
人喜爱，闲来无事打开盒子浏
览把玩一番，心情顿时大好，即
使有满腹的烦心事此刻也都忘
在了脑后。尤其是当将它们浸
于水盆中时，粒粒色彩绚丽纹
理分明，光怪陆离璀璨灵动，甚
是好看，让人赏心悦目爱不释
手。唯一遗憾的是这些雨花石
都是在旅游景点买来的，均有
人工打磨加工的痕迹，美固然
美，只是缺少收藏的意义和价
值。

稍稍细心些就会发现，在
这一堆美不胜收的雨花石中，
有两粒外表粗糙花纹模糊的一
黑一白看似一般的石头，混杂
在美丽中着实丑陋得扎眼，一
朋友见了不屑地说：“这一大堆
珍珠中掺上两块丑石做啥？干
脆扔了算了。”说着就要动手，
我赶忙制止并说：“不，这一大
堆美轮美奂之物恐怕也抵不住
这两粒丑石在我心中的份量。”
接着我就告诉朋友，你只要听
听它们的来历，就不会有这种
想法了，一定会对它俩刮目相
看的。

1969年深秋我出差上海，途径南京时特意下车
去瞻仰革命圣地雨花台。我对雨花台的兴趣和向往
源于天津著名作家石英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上的
一篇文章，石英在文章里详细记述描绘了他受朋友
之托去雨花台寻找一位殷姓烈士墓的经历。我沿着
石英先生笔下的路线在丛林中踽踽独行。当时正值
深秋时节，天气渐凉，游人很少，我走在散落于荒野
的烈士墓群中，好在有作家文章的导引，没走多少冤
枉路就十分顺畅地找到了殷烈士的墓地。

我虔诚地站在烈士墓前默哀，过后环顾左右前
后，眼看一个个长满草的坟头，我心中好生酸楚。回
到山下只有几间平房的烈士纪念馆参观，但见不多
的烈士文物在橱柜里静静地躺着，其间有一雨花石
展柜，看后记起了石英文章里关于描写雨花石的细
节，因为南京雨花台遍洒革命烈士的鲜血，每一块石
头上都染有血迹，历经风吹日晒天工造化，结晶成朵
朵雨花，晶莹璀璨惟妙惟肖，格外珍贵。我于是产生
了收藏雨花石的强烈愿望，买上几粒带回去也不枉
来过一回雨花台呀，让人沮丧的是那时没有卖的，眼
看着近在咫尺的橱柜里的稀罕之物，我实在不甘于
空手而归，于是就当机立断再次返回山野。

这一次是轻车熟路，很快就回到了刚才来过的
烈士墓群间。我在墓地中来来回回一遍又一遍地苦
苦搜寻。我用手挖开沙土，耐心地不厌其烦地进行
挑拣筛选，最后还是在殷烈士墓旁的沙砾中选中了
两粒，一黑一白，其上既不见血花，更看不到雨花，也
没有展柜中的那样玲珑剔透色泽鲜艳，但它俩毕竟
是在原产地所采集，也就心满意足地装进包中带了
回来，一直保存到现在，并且还将久长的保存下去。
虽然后来在不同的旅游景点我又买了许许多多精致
好玩的雨花石，但我始终认为还是我亲手从雨花台
采集的两粒才是真正的雨花石呢。朋友听了我的回
忆，似乎也被带入庄严肃穆之中，沉浸在对往事的追
忆里，忽地他抬起头来，连连地对我说：“还是这两粒
宝贵，值得珍藏，永远地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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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贵的雨花石

抗日战场上，崔三娃打山时练下的本事有了用
武之地。几场战斗下来，崔三娃“神枪手”的名气就
越叫越响。

1942年春，崔三娃带着他的民兵队伍配合正规
军作战，把疯狂一时的日军精锐“佐佐木轻装突击
队”100多人包围在了木沟口。天蒙蒙亮时鬼子沿着
河川开始进攻。只见三娃不慌不忙端起枪，很远就瞄
准了日军指挥官，只听“砰！”的一声，指挥官便应声倒
地。敌人顿时群龙无首，慌作一团，民兵与正规军一
齐趁势发起进攻，猛打猛冲，鬼子被消灭殆尽。

1942年 6月，崔三娃被提拔为区民兵大队长，带
领 120 名民兵在中西川一带打击敌人。一天，他们
得到情报，日军要纠集晋中平川各县日伪军进犯中
西川。当时，八分区正规部队正在外地作战。面对
严峻形势，崔三娃镇定地说：“部队不在，我们来抵
挡。决不能让鬼子横冲直闯！”于是发动大家在敌人
必经之处的路边、石头旁、田地里，分别埋下了踏雷、
拉雷、自发雷、拔不倒雷。然后带领民兵埋伏在坡上
丛林中。待大道上的地雷一被踏响，崔三娃便一声
令下，打! 手起枪响，日军军官先被击毙。此时埋在
路两旁的地雷也被一一踏响，敌人顿时乱了阵脚。
埋伏的民兵抓住时机，乘势用机关枪猛烈扫射，敌人
狼狈撤退。

1942 年夏季，日军扫荡八分区，县长张清源用
望远镜发现，日军正从沟东南的翟家庄方向朝他们
步步逼近。他对身边的崔三娃说:“三娃，人人都说
你是神枪手，你能不能把骑洋马的敌人敲掉?”崔三
娃冷静地说:“我试试看。”说着，他迅速选择一个有
利地形埋伏起来。只见三个骑洋马的日军军官大摇
大摆前后相随，间隔不过三米。当他们进入射程内
后，崔三娃果断射击，“砰！”一声枪响，走在最前面的
军官应声落马，后面第二个正在惊慌失措当中，也被
击毙。第三个军官见势不妙，翻身下马，崔三娃的第
三颗子弹也到了，顿时被打个四脚朝天。随后，我军
发动猛烈攻击，几乎全歼该股日军。

1943 年 10 月，日寇惨绝人寰的毁灭性扫荡开
始。崔三娃跟随部队一起作战，在康家沟反扫荡时，
又是一枪击倒一名指挥官。神枪手崔三娃的威名风
一样在交西和晋绥边区传了开来，得到了广大群众
的传颂和爱戴。展开春季反扫荡后，崔三娃向各村
的民兵中队发出杀敌比赛挑战。三娃冲锋在前，撤
退在后，领导着他的民兵中队昼夜不停地打击敌人，
创造了一个人打死 35名敌兵的奇迹。

崔三娃

神枪专打指挥官

崔三娃不仅自己枪法好，而且
重视传授经验、培养训练民兵。为
了提高射击技术，在生产打猎中每
遇山猪，他都让民兵先打，练习射
击。为了不断提高战斗能力，他还
带领民兵学习摸据点、抓舌头、造雷
埋雷、投手榴弹。在他的培养和带
动下，全县涌现出了王秀成、崔玉
儿、张志彪等许多射击能手和民兵
英雄。1943年，毛主席发出“把敌人
挤出去”的号召，三娃领导民兵积极
开展了“挤敌人”斗争。

1943 年 8 月，日军在连续多次
扫荡之后，将其据点扎在进了我根
据地区域的岔口村，200 多名伪军
驻扎在葫芦川和中西川咽喉要道，
修 炮 楼 ，筑 工 事 。 崔 三 娃 接 受 任
务，每天带领民兵，到岔口村袭击
敌人，迫使敌人的炮楼 3 个月都没
有修起。后来他和民兵英雄段祥
玉、韩凤珠等商议并经请示批准，
将敌人据点周围近 20 个村的群众
发动起来，一夜之间全部空室清野

转移到了根据地，使敌人陷入无粮
食、无民夫的孤立困境。随后崔三
娃根据县委对敌斗争委员会和武
工队的部署，组织民兵基干队，在
敌人必经之路埋上地雷，从四面八
方封锁围困岔口日军，日夜监视和
打击出扰之敌。有一次敌人清早
出发，刚出碉堡，就遭到“榆木炮”
的猛轰。崔三娃和民兵一起上了
刺刀，身上装满手榴弹，多次冲入
岔口据点，吓得日伪军钻入碉堡一
枪都不敢发。

为了断绝岔口敌据点水源，三
娃派民兵隐蔽在敌人平时饮用水处
对面的山坡上，一遇日伪军出来担
水，就开枪射击，先后有好几个伪军
被打死。敌人白天不敢出来，只好
深夜偷偷行动。崔三娃又发动群
众，让那里的水无法饮用。敌人没
有水喝，没有饭吃，再加上冷枪冷弹
的袭击，整天被困在据点里，只好于
同年 7 月狼狈撤离。部队和民兵取
得了“挤敌人”斗争的胜利。

壮大民兵“挤敌人”

（本稿件文、图均由山西吕梁山革命博物馆高宇峰提供）

保护群众搞生产

馆
藏
文
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