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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吕梁山革命博物馆文物背后的故事——

送子送郎上战场的抗战情怀
吕梁故事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面对血
与火的斗争，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送儿
打 东 洋 ，把 一 个 家 庭 的 顶 梁 柱 都 送 上 了
生死对决的战场，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和
妻子就等于把家庭的全部责任和重担都
用 自 己 一 个 肩 膀 扛 了 起 来 ，顶 天 立 地 的
撑 起 了 整 个 家 庭 ，乃 至 几 世 同 堂 的 大 家
族 。 她 们 的 这 一“ 送 ”也 意 味 着 丈 夫 、儿
子 随 时 可 能 牺 牲 在 战 场 ，意 味 着 撕 心 裂
肺的痛苦也可能随时会重压和摧残她们
的心灵。

在妇救会的组织领导下，妇女不但积
极支持解放区的参军热潮，而且自觉追寻
自 身 解 放 ，积 极 投 身 到 抗 日 救 国 的 洪 流
中。不但积极参加纺线织布做军鞋等大
生产运动，而且还组织了妇女自卫队、担
架队、通讯队等各种组织。特别是边区的
妇女出力更大。妇女这种支援前线的运
动，随着妇女抗日积极性的提高而不断走
向深入。

日夜辛苦赶制军鞋

1940年，临县、岢岚、太原、雁北 4 个分
区下达军鞋任务 8 万双，时不过 3 月，当地
妇女就高质量完成军鞋 12 万双。1940 年
反“扫荡”两个月时间，仅临县妇女就赶做
军鞋 2万多双。

倾尽所有慰劳军队

1940 年，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妇女
们一批一批地带着鸡蛋、饼子、手巾等去
慰劳军队。许多地方的妇女亲自赶做棉
衣、棉背心、（上面绣着“民族英雄”）送往
军队。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仅晋绥妇女献
出的慰劳品就有 : 白面 7526 斤，猪 724 头，
羊 1076 只 ，鸡 11963 只 ，粮 食 7 石 ，鞋 子
58799双，背心 4334件。仅两个分区统计，
妇女自动为军队做军鞋 18.1 万双，衣服 1
万多套，子弹袋 3 万多条，洗衣服 53.7 万多
件。

细致周到护理伤员

1941 年正月间，在五寨大子沟战斗中
有 7个重伤战士要转送后方，中间须经过边
区某村，该村干部群众主动腾出窑洞，铺设
好被褥，安置伤员。妇女们送白面、炒猪肉
护理伤病员。其中有一个战士受伤很重，
不能张口吃饭，妇女英雄陈引儿和邻村乳
妇挤来奶喂他。伤员为此感动地说:“你们
比我的母亲都好啊，我归队以后，一定好好
打鬼子。”

掩护亲人除奸送信

边区妇女在掩护部队和地方干部安

全脱险方面也有不少动人的例子。边区
有个老太太叫梁思，游击队路过她们所在
的村时被敌人包围，她夫妇俩为掩护游击
队撤退，被敌人抓获，打得死去活来，但她
们始终没有透露任何信息；临县林家坪村
有一个老太太，敌人进村后，她为掩护住
在她家的一个妇女干部，脱下自己的衣服
给这个干部穿上，她去推磨引开敌人。敌
人对她百般拷问，她始终没有说出任何实
情。

妇女自卫队在站岗放哨、锄奸送信方
面 也 表 现 不 俗 。 兴 县 三 区 张 桂 花 等 ，曾
查 获 并 抓 捕 几 名 汉 奸 送 交 政 府 ，还 有 很
多妇女把情报藏在头发里穿梭于敌人封
锁线。

送夫参军成为热潮

1943 年，晋绥各地掀起广泛的参军参
战热潮。临南县妇女分队长李富民，积极
劝导自己丈夫参加了人民军队，被群众选
为模范抗属。妇女英雄武俊香，说服全家
支持丈夫去参军，并立誓“打走日本人，夫
妻再团圆”；兴县蔡家崖温承银参军时，妻
子 刘 香 儿 恋 恋 不 舍 ，一 路 把 丈 夫 送 到 兵
营；离石县韩国林，结婚不久就把丈夫送
进了部队，她自己则参加了妇纺运动。柳
林镇张秋林送丈夫参加地方抗日游击队
……

劳武结合成后方主力

留 在 家 中 的 妇 女 ，为 了 做 好 参 战 工
作，很多人学会了熬硝、埋地雷。离石县
纺织英雄张秋林，成为妇女自卫队队长，
在 8 个自然村发展女民兵 126 人，敌来就
参战，敌退就种地。还有不少人学会了爆
破，经常与男民兵一起作战，一起守雷、埋
雷。地雷爆炸模范村的模范妇女马巧英
学会七种埋雷方法，组织了五个妇女爆炸
组，炸得敌人鬼哭狼嚎。类似例子整个边
区还有不少。

主动帮扶烈属军属

当村里那些男人参军或者牺牲之后，
妇女变工组便积极行动起来帮助烈属军
属，锄地、割禾、打柴、担水。在妇女变工组
优待军属的推动下，许多烈属军属家的妇
女，也积极行动起来，扶家立业壮大实力，
积极参加支前劳动。

广大妇女不但成为了从事纺线织布做
军鞋和农副业生产的主力军，还毫无怨言
地承担起了浆洗伤员衣服、抬担架、慰问伤
病员等繁重任务，有的甚至还赶赴前线参
加战地救护工作队，融入到解放全中国的
滚滚洪流中，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

弱肩扛起家国重任

这方面烈士王云祥妻子车还汝的故事
最为典型。

王云祥，1937 年参加革命，1945 年壮
烈牺牲，年仅 31 岁。生前系离石县游击大

队队长、武工队副政委、中共离石县委委
员。王云祥妻子车还汝，只是一个普普通
通的农村妇女，但她却是王云祥背后的坚
强支柱。

1937年，国难当头，就在王云祥要去参
加革命时，车还汝鼓励说：“你去吧！共产
党来了才有了咱们的今天，有了解放区才
有好日子！”从此，她用瘦弱的肩膀勇敢地
扛起了全家重担，含辛茹苦把 4个儿女养大
成人，为公公婆婆养老送终。

在抗日救亡的艰苦岁月里，车还汝积
极响应边区号召，纺线织布做军鞋。她是
当地有名的做针线的好把式，两天就能做
完一双千层底布鞋，她不仅自己超额完成
任务，还帮助其她妇女按时完成，为此曾多
次受到上级表彰。王云祥儿子王银富回忆
起母亲时说：“自我记事起，父亲在家住的
时间很少，家里家外几乎都是母亲在支撑，
她是一个刚强的女人！”

（本稿件文、图均由山西吕梁山革命博
物馆高宇峰提供）

“五星红旗 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 多么响亮！”

这是我们心中的歌

响彻在世界的东方

七十三年前的十月一日

毛泽东的声音长空激荡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惊天地 泣鬼神

天翻地覆慨而慷

从那一刻起

鲜血染红的国旗

五星生辉的国旗

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

高高飘扬 胜利飘扬

七十三年的风吹雨打

七十三年的寒流冰霜

七十三年的鲜花盛开

七十三年的凯歌高唱

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白纸上写出精美华章

拨乱反正 改革开放

中华展开腾飞的翅膀

国旗在前 指引着我们战胜重重困难

坚定不移地走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

跟着国旗 我们豪情奔涌斗志昂扬

义无反顾地奔向现代化 披肝沥胆红心向党

跟着国旗 我们开拓进取拼搏奉献

一往无前地构建和谐社会 同心同德添彩争光

国旗 飘扬着我们的理想

国旗 辉映着我们的向往

每天的清晨

我们聆听着

来自北京的声音

我们瞩望着

升自天安门前的霞光

那里是伟大祖国的心脏

那里是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

这些 怎不让我们心潮澎湃

怎不让我们头颅高昂

今天 当我们又一次升起五星红旗

我们怎能不纵情欢呼

欢呼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我们怎能不放声歌唱

歌唱一个炎黄子孙的荣光

我们升起的

不仅仅是五星红旗

我们同时也升起了

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

古老中华的灿烂辉煌

五星红旗
高高飘扬

□ 韩长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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