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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驱车从离石出发，到小东川的小神头向

南，经康家岭，马岭社、上丰村、下丰村、驿沟到
吴城，再由吴城回到崖窑湾、千年里、阳坡，越
庞泉沟，从骨脊山下到北武当山、庙地、鸦儿湾

（新民），两天来七沟八梁翻山越岭，穿来穿去，
就是为了寻找这片抗日热土的领导机关——
离东县抗日政府。

史料载，离东县抗日政府成立于 1940年，
按照分区分别在鸦崖湾、千年里，阳坡、崖窑湾
居住。这年 7月，隶属晋西北行署第四分区专
员公署管辖的离石县抗日民主政府内设离东
办事处。9 月，改为离东县佐公署，设办事机
构。11月成立离东县工委，为县一级政权，管
辖离石县大小东川河地区，县佐公署陆续设立
了民政、司法、建设、财政、粮食、教育六个科和
公安、交通、贸易等股室。

站在这片红色热土前，总有一种从未有过
的历史感和沧桑感缠绕着我，我知道，这是一
种定格在心灵深处的一幅幅激情燃烧的岁月
风景。可以想象，在这里，总是笼罩着一片紧
迫快速的氛围，那急促的马蹄声骤雨般地逼
近，又旋风般地远去，即使在土窑洞前停留的
片刻，也不敢有丝毫懈怠，送信的交通员匆匆
交过急件，不待首长验过信件，签名急件到达
的时间，那边的交通员已经备上快马，跃跃欲
试地望着骨脊山下的山道，交通员、武工队员
的神色永远是严峻而焦灼的，那充满动感的扬
鞭策马的形象，已经成为一幅终结的定格画
面。此刻，在田间劳作的百姓会拉下羊肚白色
毛巾，利用擦汗的机会，望一眼那远去的快马
或者是八路军武工队伍，心头不免一阵猜测，
那急匆匆的送信的或是队伍出发的方向，究竟
是什么呢？是延安的指令，还是前线的讯报，
或者会不会是离石、汾阳城里又要来扫荡的鬼
子，那么，也许过不了几天，从相反的方向会传
来胜利的消息，胜利归来的队伍中也自然少不
了许多战利品，农夫在欣慰中叹息一声，什么
时候把狗日的鬼子赶出去，过上安稳日子，西
斜的日头变得沉重而辉煌。

二
我一直认为，如果一定要在小说《吕梁英雄

传》中找出几个具体的英雄人物和对应的地域
村庄来，那是既困难又容易的事。这不仅源于
文学创作所谓典型的特殊性，更是在吕梁这片
热土上，到处都可见当年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
故事和烈士壮举，几乎每一个村落都可以找到
抗日英雄的身影，有如天空灿烂的繁星一般。

崖窑湾村距千年景区不远，村干部指着那
几孔土窑洞说，1942年，驻扎在离石县城的日
伪军突袭崖窑湾，抓走了离东县抗日民主政府
杜凤英等 6名县区干部，敌人对他们进行了惨
无人道的严刑拷打，把杜凤英绑在毛驴上游
街，污蔑杜凤英就是八路军的“花姑娘”。杜凤
英大义凛然，坚贞不屈，高喊：“乡亲们，八路军
从来没有花姑娘。我是离东县抗日政府妇救
会的干部。大家要团结一致，消灭日本侵略
者，绝不当亡国奴!”日军恼羞成怒，残忍地用
刺刀戳开杜凤英赤裸的胸脯……日寇兽行，残
忍至极，看到这些资料中血淋淋的文字，我都
不忍再重复诉诸。

杜凤英是吕梁英雄儿女的楷模，她是在日
寇的屠刀下倒下的。可以想象，这是一场信
仰、意志、勇气的较量，一个女人以自己视死如

归的气概，调动起那么多武装到牙齿的敌伪军
的关注，让他们为之惊诧、慌乱、恼羞成怒（但
绝对不会有鄙夷），她以为信仰献身的姿态英
勇就义，那屠刀下的身影，那些敌人惊诧的神
色，那些百姓敬仰的目光，统统成了八路军女
英雄的浩浩仪仗，屠刀锋利，热血如注，那英雄
的遗骸也是相当卓越的，她也许要长啸一声，
那长啸的浩然正气也应当归入史诗的范畴吧，
在这样的诗句面前，就连那些强悍的刽子手们
也禁不住要为之喝彩！

山河破碎，民族危亡！黄河西岸的延安成
了事实上的全国抗战中心，吕梁山作为延安的
大屏障，起到了阻止日寇西渡黄河的前线和八
路军后勤保障的重要作用。日寇调动的精锐部
队，做梦也想西渡黄河，除在省城太原驻有派遣
军令部外，在太原、汾阳、东村还驻有日军的 3
个旅团部，兵力达到 4000余人，此外还有 2000
多伪军，这些日伪军不但分布在铁路、公路沿
线，还在平川、边山及山区主要城镇和村庄都建
立了据点碉堡，对吕梁山区形成了包围、分割和
封锁局面。日寇在晋中平川占领区疯狂推行所
谓“强化治安”，对我山区根据地和边山游击区
残酷地“扫荡”、疯狂地“蚕食”，仅在我八分区辖
内就建立据点 8处，犹如 8把铁锁，牢牢锁住了
汾阳、文水、交城、清源、太原一线的整个边山，
控制着山区通往平川的交通要道。

由此，吕梁山一带成了艰苦卓绝的抗日前
线，吕梁军民上下同仇敌忾，涌现出一大批抗
日英雄儿女，他们的事迹荡气回肠、可歌可泣，
成为马峰、西戎那部著名小说中取之不竭的活
生生的创作源泉。杜凤英在回答日本鬼子的
威胁利诱时，有一句地道的大白话：“你们侵占
中国领土，欺压中国百姓，你们这些畜生滚出
中国去”！杜凤英是个农家妇女，她不会故作
惊人之语，这句大白话说出了一个民族英雄的
大义凛然和铮铮铁骨，老百姓认死理，脑袋可
以不要，但膝盖是不能弯的，在敌人面前硬是
挺立不跪，被活生生地用刺刀划破肚皮，身子
是倒下了，但她的膝盖却终究没有弯。

杜凤英于 1919年出生于离石县枣林乡一
个贫苦农民家庭，长大后嫁到小东川新三湾，
从小受苦受难，亲眼目睹地主老财对农民的残
酷剥削和日寇残暴的烧杀抢掠行径，决心靠奋
斗改变劳苦大众的命运。1939年离东县委成
立后，开展了领导穷人闹革命，打击日本侵略
者、求解放的道路。杜凤英在与妇救会组织部
长、共产党员李秀珍的教育帮助下，很快明白
了抗日救国的道理，明白了只有打败日本侵略
者，推翻反动统治，才能彻底翻身求得全民族
的自由和解放。杜凤英在李秀珍的带领下参
加抗日工作，夜以继日地走乡串村做群众工
作，常常忙得顾不上吃饭，顾不上回家。发动
妇女纺花织布，做军鞋，支援抗日前线，带领妇
女们站岗放哨，侦察敌情，传递情报，遇到敌人
出发扫荡，她就组织群众转移，埋藏东西，实行
坚壁清野，弄得日军既抓不到人，又抢不到东
西，每每空手而归，日军恨透了她和她的妇女
姐妹们。

晋西事变后，形势异常险恶，个别党组织
遭到破坏，有的干部被捕。在极其艰苦的情势
下，杜凤英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坚持斗争，毫不
动摇，为完成“四大动员”任务，她经常深入敌
后，发动群众献金、献银，做军鞋，送军粮，成为
离东县抗日根据地大、小东川远近闻名的抗日
英雄人物。

杜凤英本来可以走向安稳之乡，但她没
有，她怀揣着一份爱国抗日的血性，走向了血
与火的抗日前线，冒着硝烟弥漫和刀光剑影、
在枪林弹雨、马蹄飞溅中，毅然决然地跟着共
产党“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

三
1942 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年头。

一年前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海军偷袭珍珠
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
覆没，到 1942 年中国南部几乎都落入了日寇
之手。缅甸陷落后中国南方陆路补给线被掐
断，只能依靠危险的驼峰航线进行补给，无法
满足前线需要。这年夏季河南又发生大饥荒，
在敌后地区，日军对八路军大扫荡，实行“三光
政策”，敌后根据地遭受严重损失，全中国抗战
军民的士气也跌到了低谷。山西从 1939年冬
以来日军推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
锁”的“囚笼政策”，日军在铁路沿线大小城镇、
车站和桥梁、隧道附近，均筑有坚固据点，用正
太铁路沿线隔绝八路军总部、129师活动的太
行抗日根据地与晋察冀边区的联系，并以它为
依托进攻抗日根据地。

险恶的形势像一片乌云笼罩在骨脊山周
围的吕梁山区大、小东川一带。日军在交城草
庄头、交离交界的岔口、芝兰、榆林山、归化
等 5地扎下新据点，有如插入我根据地心脏的
5把“尖刀”，日军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山区
群众被杀害、牲畜被抢光、房屋被烧毁，整个离
东县抗日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日军到处修
工事、筑碉堡、搞维持、组织皇协军，建立伪政
权；维持会则是每天来要粮、要草、要款、要民
夫。

在史料血迹斑斑的记载中，我们在 1942
年冬季的“扫荡”里，看到一组触目惊心的数
字：双家寨多户群众被杀而绝后，翟家庄一次
就被刺死几十个男、女村民，百草庄被刺刀捅
死几个妇女，苍儿会被杀剩下的还数不到 10
人，中庄被刺刀穿死的妇女就有 20 多个……
到 1942 年 底 ，八 分 区 根 据 地 的 面 积 缩 小 了
90%以上。全区仅剩下距敌据点较远的 17 个
行政村和没有建立“维持会”的 100 多个自然
村。敌人的经济封锁，使我抗日军民人力、物
力的来源十分困难，干部、战士穿不上棉衣，吃
不到油盐、蔬菜，营养严重不良，体质愈来愈
弱，许多人患了夜盲症，非战斗减员日益增多，
部队的活动被局限于关帝山周围狭小地区，延
安通往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的通道受到严
重威胁。

在这最困难的时刻，延安的毛泽东发电给
晋绥分局：“要迅速检查根据地缩小的原因，制
定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向敌人挤地盘的具体
方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迅速调整了各
县委领导班子，选调能文能武的干部担任县委
书记。县委统一领导全县党政军民的对敌斗
争，精兵简政，充实连队，加强基层，组织正规
部队、当地干部、游击队、武工队、民兵共同对
敌。

离东县组建了离东县武工队，就是在这样
恶劣的环境下，在大、小东川分两路开展工
作。首先是镇压汉奸。吴城伪村长“三尺鬼”
当面答应八路军做事，背后继续干亲日反共勾
当，被我军在李家湾河滩处决。李家山日军据
点有个汉奸叫“鬼不挨”，带领日军抢走老百姓
的牛、驴、羊，要老百姓拿出银元来赎，被武工
队拉到北寒沟用刺刀捅死。其次是破坏敌人
的交通运输线。武工队配合正规部队在薛公
岭伏击了日军运输队，半个钟头结束战斗，击
毙日军二三十人，缴获步枪 20多支，大车 50多
辆，骡马百余头以及酒、罐头、豆浆、大米、布匹
等大量物资。第三是消灭汉奸武装，建立我们
的新政权，派可靠人员担任各村村长，发展了
地下党员和地下民兵，组成了我们自己的情报

网。
在骨脊山下的这片土地上，来自延安、武

汉的电报会经常通过收发报机在根据地的土
窑洞里传达，然后转到各部队、各政权领导人
手里，在这里的山沟里，形成了三条秘密交通
线，一些来自延安或者是敌占区的中共高级领
导人会通过这里秘密转送，在整个抗日战争期
间，离东县军民经受了非常严峻的考验，面对
日军的野蛮侵略、骚扰，整个根据地各区、各县
团结在共产党八路军的旗帜下，奋起反抗，谱
写了一曲曲壮丽的诗篇，创造了《吕梁英雄传》
中如火如荼的民族英雄历史画面。

四
位于大东川的吴城驿站是一条通往平川

的交通要道，而黄芦岭正是离石、汾阳的交界
处，是一个重要的关隘所在。清朝末年以后，
随着时局动乱、日寇入侵和商道功能的衰败，
黄芦岭不仅消失了其关隘、寨堡、候馆、巡检司
的多种功能，但与之相连的村庄如吴城驿、岭
底铺、向阳铺、金锁关，因其山高水险的地势和
羊肠小道的隐蔽功能依旧存在，除了一般意义
上的关隘和商贾之道以外，又多了一条重要的
秘密通道的功能。

1941 年到 1945 年四年的时间里，在离东
县委领导下，带领一区（阳坡村）、二区（千年里
村）、三区（鸦儿崖村）军民团结一致总动员，与
敌人进行了大大小小的几百次袭击战、伏击
战、阻击战、反击战。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同
时，离东县委还担负着护送往返延安到各抗日
根据地的我军高级领导指战员出境的安全保
卫任务，也担负着运送伤员、粮食、弹药、物资
和文件等艰巨任务。从八分区驻地古交关头
村开始——交城——鸦崖——峪口——花家
坡——临县——延安，形成一条秘密的抗日中
转生命线，被延安党中央誉为“钢铁走廊”。

1943 年 11 月，陈毅元帅当时的职务是新
四军军长，遵照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赴延安
参加党的七大。一路上突破重重封锁，历尽千
难万险，于 1944 年 2 月抵达吕梁境内骨脊山
下，面对雄伟壮丽的吕梁山、骨脊岭，共产党内
著名的儒将陈毅诗意大发，写下了《过吕梁》等
三首诗作，至今在吕梁流传，我们来看其中的

《过骨脊岭》：
我过骨脊岭，于此见吕梁。
林深木亦茂，到处风雪扬。
雪积量腰短，冰坚铺路长。
同行屡颠仆，我亦倒地忙。
山行四十里，遍体湿衣裳。
村舍生新火，煮酒暖心房。
嗟嗟吕梁路，一片白茫茫。
居民为我言：君等多吉祥。
顷间有骡夫，载重心惶惶。
烈风卷地来，牲口倒路旁。
风推雪覆盖，人骡须臾亡。
仅得抱尸归，至今哀满堂。
我闻居民言，惊悸逾非常。
回忆晨间事，风雪何猖狂！
狰狞逞万态，其势如虎狼。
失足判生死，稳步慎勿忘。

我是在离石区的一次文旅开发研讨会上读
到这几首诗作的，也很喜欢《过骨脊岭》这首诗，
诗人选择了一个表现吕梁的最佳视角，这就是

“到处风雪扬”，山的幽深冷冽加上雪的空 ，渲
染了抗日战场上“创业艰难百战多”的氛围感，
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夜色风雪中骨脊山高大的身
影，还有百姓“君等多吉祥”的深情祝福。

在新民村，一位老人告诉我，政府旧址的
大门就是当年留下的，我用步子量了一下，院
落的距离是 50 米。在这个破旧的院子里，当
年的情景可以想见，那些背着枪的武工队员、
干部们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这里送出去的电
报、情报，华北到延安的高级干部们穿梭于骨
脊山下，延安的指示，胜利的喜悦，以及土炕上
的油灯、村边哨兵的警惕眼光仿佛就在眼前闪
现着。

离开离东县遗址，那个维系了多少革命志
士高尚情怀的土窑洞里，随着时光的渐渐逝
去，早已消融在大山之中并和它融为一体，我
相信，它的恢复重建肯定为时不远，重温这些
红色文化遗址，不仅会引起后人无尽的凭吊和
感慨，还会留下一连串关于文化的思考。

遥寄离东县
□ 高迎新

我居住的这座城市古代属西河郡，称离石、石州、永宁州，但州不辖县，类似于今天的县级市。明万历年后属汾
州府，以后隶属多有变化，撤地设市后又称离石区，是吕梁市府所在地。从地理位置上看这里是吕梁的中心区域，
东北面山高林密，顶峰孝文山海拔2530米，这里险峰耸峙，沟壑纵横，方圆上百公里的青山绿水围绕着孝文山、骨
脊山、北武当山和庞泉沟。

七十多年前，在那个硝烟弥漫、艰苦卓绝的抗击日本法西斯的烽火岁月里，骨脊山地区山高林密，地势偏僻，交
通不便，这里通过晋商古道和山间羊肠小道，西连小东川与离石城区遥相呼应、东邻庞泉沟出交城直达晋中平原，
南毗大东川与吴城晋商古道接壤、北靠骨脊山遮天盖日曲径通幽，日伪军在这里可谓是步履维艰，而我们的离东县
抗日政府就隐秘在这一片大山里。

上世纪七十年代插队，从川南回到老家的这片土地，一路走来，父辈们的抗日故事时时感染着我，吕梁英雄们
的呐喊声仿佛一直在耳边回荡，一种无以名状的感知、倾诉欲时时催促着我到骨脊山下走一趟。

吕梁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