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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游击队的铁道游击队的““芳林嫂芳林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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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映林海战旗红——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
□ 钱国宏

《铁道游击队》是作家刘知侠创作的一

部发生在山东西部铁道边反映抗日军民英

勇斗争的享誉中外、国人几乎妇孺皆知的革

命历史题材小说，书里的芳林嫂，是作家塑

造的典型人物，有人物原型且不止一个。在

谈到这部文学创作时，刘知侠曾说：“芳林嫂

这个人物是在抗日战争中，帮助过铁道游击

队的对敌斗争的，她是为此而吃过苦的；并

在战斗中做出贡献的妇女典型。你有这样

的经历，那样做了，你就是芳林嫂，刘二嫂、

老尹同样也为铁道游击队的战斗受苦，做过

贡献，他俩也是芳林嫂。”这三位芳林嫂原型

人物名叫刘桂清、郝贞、黄学英。“帮助铁道

游击队斗争，为此而吃苦，并在战斗中做出

贡献的妇女典型”还有张华德、苗隆卿、袁洁

茹、王脉凤……她们巾帼不让须眉，投身血

与火的抗战中，谱写了壮丽的篇章。

郝贞：宁死不屈的“时大脚”

郝贞，1916年出生在山东临城（今薛城）

常庄镇六炉店村，家无垅地，靠捕鱼过着贫

苦的生活。郝贞自幼常跟父母和姐妹去微

山湖上捕鱼捉虾，未得裹脚。18岁同临城的

铁路工人时福友结为夫妻，人见她脚大便叫

她时大脚。1940年为日寇抓去兵营做饭的

丈夫，无故被日军抓捕杀害。郝贞满怀仇

恨，参加了“临城抗日情报站”，成为一名交

通员。家变成了铁道游击队的秘密联络站，

她负责为游击队站岗、放哨、洗衣、做饭、侦

察敌情、递送情报和掩护伤病员。大队长洪

振海和队员们十分同情她的悲惨遭遇，经常

给予赈济，并教育她为抗日多做贡献。1941
年12月的一天下午，洪振海带领5名铁道队

员来到六炉店村，与化装到六炉店侦察的日

军特务队长松尾等 4名特务遭遇。洪大队

长发现敌情后，刚要冲过去，敌人却先朝他

开了枪，他躲过子弹，迅急带领队员隐蔽在

胡同里，施以分散包围战术，活捉苏克辛等2
名特务，其余特务弃枪夺命而逃，快到村头

时，正遇上放哨的郝贞。敌人从她身边穿

过，郝贞一时束手无策。“时大嫂，快扔手榴

弹！”郝贞听到洪振海的高喊，便急急忙忙掏

出手榴弹甩了出去，却忘了拦弦儿，手榴弹

没有爆炸，让松尾等特务当了漏网之鱼。《铁

道游击队》电影里的芳林嫂(秦怡饰)，扔手榴

弹没响就是用的这个情节。

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郝贞与日伪军

巧妙周旋，为铁道游击队当了 7年多的交

通员，其间虽因叛徒出卖，两次被敌人抓

捕，受尽了百般折磨，但她始终不向日寇

屈服，表现了一位中国妇女宁死不屈的坚

贞气节。

黄学英：英勇不屈的“大老殷”

黄学英，山东临城古井村人，生于1906
年。日军侵占临城时她已 40多岁，丈夫姓

殷，大家即叫她大老殷，是铁道游击队的情

报员。普通的长相，常挎油条篮子，衣衫油

腻，邋里邋遢，走街串巷，日寇和汉奸都不注

意她。古井村的伪军小队长宋芳亭倾向抗

日，熟悉敌情，她做通工作，使宋于敌人内部

为铁道游击队提供情报。她还常常掩护其

他交通员出色完成党的秘密工作任务。后

来，因汉奸告密，怀疑她暗通铁道游击队，把

她抓起来交给日军小队长松尾，在黑暗潮湿

的屋子里，受尽了日寇的侮辱和毒打，但她

坚不屈服，整整被关了 13天。日寇不给饭

吃，她硬是把一件破棉祆的棉花全吃光了。

后来日寇用尽各种酷刑也无法让她供出情

报，便把她拉出临城东门，捆到一棵槐树上，

牵来日本狼狗。狼狗张着血盆大嘴疯狂扑

来，但到了近前，闻一闻却又退回去了。狼

狗接连扑了 5次都没下口。围观的人都说

大老殷命大，狗不吃她。哪知她是受尽酷刑

又在牢房关得太久，身上散发出了难闻的气

味，连狼狗也不愿下口。日寇看着皮包骨

头、奄奄一息的大老殷，觉得再也活不成了，

就牵着狼狗走了。好心的乡亲把昏迷的大

老殷解救下来，经悉心治疗和照料，她竟奇

迹般地活了下来，后继续为铁道游击队做

事。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她妥善安置，给予生

活补贴，黄学英得以安度晚年，71岁逝世。

苗隆卿：智护“图囊”

苗隆卿，又名苗龙青，1908年出生于江

苏省赣榆。抗日战争时期，苗隆卿与丈夫陈

东林一起参加对敌斗争，成为一名忠诚的交

通员和战士，人称机智勇敢的“陈二嫂”。

苗隆卿家住微山县微山岛，当时是地下

交通站，接待各级党组织和铁道游击队等抗

日武装领导人，为党组织传递情报。同志们

在屋里开会，苗隆卿在门外放哨，多次机智

地掩护同志们脱险。1939年春的一天，中共

沛滕边县委书记王洪磊等人正在苗隆卿家

开会。突然，听到村西湖面上传来日军汽艇

的马达声，陈东林迅即引导王洪磊等人到村

外隐蔽。

谁知他们从村里撤离得太急，王洪磊所

带的装有中共沛滕边县地下党员和铁道游

击队党员名册、联络地点图和党内机密文件

的提包（当时称“图囊”）及部分枪支未能带

出。“图囊”一旦落入敌手，后果将不堪设

想。王洪磊心急如焚，命令通信员小刘火速

赶回陈家去取。小刘急速潜回到陈家门口，

可是已经晚了。小刘躲在草垛后，看到陈家

院内一群日本兵正在到处搜查，小刘急得团

团转，意欲冲进去与敌人拼命。这时，他看

到一个日本兵把鸡追进窝里，正要伸手到鸡

窝里抓。苗隆卿忙对日本兵说：“太君，鸡窝

里脏，我来给你抓。”说完伸手把鸡抓出来，

交给日本兵。

日本兵和同伙很快去往别处搜查了。

小刘赶紧进入陈家，急切地问：“‘图囊’呢，

二嫂？”苗隆卿到大门口向外边看了看，见四

周无人便领着小刘到鸡窝里取出手枪，又到

茅厕内的灰堆里扒出了“图囊”。看到完好

无损的“图囊”和枪支，小刘提到嗓子眼儿的

心才放了下来。原来，苗隆卿发现“图囊”和

枪支没带走，没容多想，就赶紧把它们藏了

起来。

王洪磊等人回到了苗隆清家中，捧着完

好的“图囊”，心中激动万分，哽咽着说：“二

嫂，您可立了大功了！”

刘桂清：意志坚强的“刘二嫂”

刘桂清，1899年生于沛县大屯镇徐楼

村。18岁与临城常庄镇刘庙村青年刘应奎

结为夫妻。1939年秋，她在临城铁道队的

引导下从事党的地下交通工作，为铁道队

搜集传递情报。1940 年 7 月经孙茂生介

绍，刘桂清与铁道游击队政委杜季伟、大队

长洪振海取得了联系。于是，刘桂清的家

就成了铁道游击队的地下联络交通站。

1942年，沛滕边县办事处主任王墨山遭敌

追捕时，跑到刘桂清家，危急时刻，刘桂清

机智勇敢地将他扣在一口缸里，躲过了敌

人的搜查。刘桂清时常冒着生命危险，奔

波于铁道游击队各部之间，传递机密信息

和军事情报。同时利用各种关系为铁道游

击队筹集钱款，购买枪支弹药和药品等。

她积极从事抗日活动，搜集传递情报和站

岗放哨，教育鼓励 3个儿子参加铁道游击

队。铁道游击队的领导在她家集合开会和

休息，伤病员在她家救护、养伤，都被她照

顾得无微不至。

1941 年 5 月和 1942 年 7 月，刘桂清曾

两次被敌人逮捕，受到惨无人道的折磨，皮

鞭、老虎凳、烙铁、灌辣椒水等酷刑都没能

让她屈服，始终保守着党的机密，表现出坚

强的革命意志。新中国建立后，刘桂清曾

任为济南槐荫区政协委员，经常为青少年

学生作革命传统报告，讲铁道游击队英勇

打鬼子的故事，深受欢迎。刘桂清晚年与

刘知侠、王志胜等保持着长期的革命战斗

友谊，刘知侠曾专写一部中篇纪实小说《芳

林嫂》，献给这位意志坚强的刘二嫂。

抗日战争时期，在东北广袤的大

平原和白雪皑皑的林海中，活跃着一

支令日本侵略者胆寒的抗日队伍

——“东北抗联”。这支由中国共产

党创建并领导的抗日队伍，在日本侵

略者的大后方，以14年的艰苦斗争牵

制了数十万日伪正规军，有力地支援

了全国的抗日战争，谱写了可歌可泣

的英雄壮歌。

“东北抗联”全称为“东北抗日联

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英

雄部队。“九·一八”日本侵占中国东

北以后，由部分原东北军、中共抗日

游击队、农民暴动武装、义勇军等组

成。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

日本侵略者的大后方，同日本侵略者

进行了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牵

制了 76万日军，消灭了 18万日伪军，

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英勇不屈

的精神，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

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谱写了可歌

可泣的英雄壮歌。

位于辽宁本溪的东北抗联史实

陈列馆于 2007年 5月建成，总占地面

积6.9公顷，陈列面积3000平方米，展

览区分序厅、主展厅、英烈厅三个部

分，系统反映了东北抗日联军14年艰

苦卓绝的斗争历史，生动再现了东北

抗联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英雄壮举。

馆内陈列内容共分四个部分：第

一部分为“抗联概况”。包括抗联情

况综述、历史背景介绍、组织建制系

统、重点活动区域等。第二部分为

“抗联斗争史实”。包括东北及辽宁

抗日烽火、各地主要义勇军兴起、抗

日统一战线形成、抗联主要战役等。

第三部分为“抗联英烈形象展馆”。

包括抗联在东北特别是辽宁地区的

主要将领、知名人物画像、塑像、蜡像

等。第四部分为“纪念性展厅”。主

要是领袖题词题字、知名书画、抗联

遗址纪念碑、东北抗联书籍、影视作

品及纪念活动等。

陈列馆展厅共有12个展区，陈列

布展以“林海雪原，抗联英雄”为主

题，以东北抗联重要历史事件、历史

人物、历史战役为线索，通过大量的

史料、照片、图表、文物、实物，以及抗

联浮雕、场景复原等陈列形式，全面、

真实、准确、系统地反映了东北抗日

联军14年的艰苦斗争历史，再现了东

北抗联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热

情讴歌了抗联将士强烈的爱国主义

思想和宁死不屈、百折不挠的民族气

节。展厅内的抗联密营复原场景气

势恢宏，人物形象逼真，是国内陈列

馆中再现东北抗联密营场面规模最

大的一个场景。

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是目前全

国抗联史实陈列馆中规模最大、史料

最全的陈列馆。在馆中珍藏展示一

系列的珍贵文物：抗联一军在本溪县

洋湖沟缴获的日本九二式重机枪，东

北民众自卫军总司令邓铁梅使用过

的药壶、算盘，东北抗日义勇军战士

使用的小型火药枪、弹药葫芦和老式

单发手枪，杨靖宇将军使用过的马

刀，南芬庙沟森林武工队队长吴久山

缴获的日本关东军用饭盒、军用保温

水壶，抗联战士装粮食用的木桶，抗

联战士使用的唢呐、笛子、弦弓、快

板、墨盒、钢笔等文化用品，以及抗联

战士穿的羊皮袄、靰鞡鞋，密营时使

用的各类生活用品等。那一件件文

物，不仅讲述着那段难忘而伟大的历

史，更向世人昭示着一则真理：伟大

的中国人民不屈服于任何压迫和奴

役，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宁县革命烈士陵园位于县城庙嘴坪

南麓，背北面南，依山傍水。该陵园是为

纪念解放战争中“五·八惨案”殉难革命烈

士于1956年初建，1978年首次扩建，2003
年二次改建扩建的。陵园呈阶梯形中轴

对称结构，占地 26700 米，总建筑面积

1250平面。建有“宁县烈士纪念碑”、宁

县“五·八惨案殉难烈士纪念碑”“五·八惨

案殉难烈士公墓”、石碑坊、展览馆等。该

陵园主题突出，具备教育、学习、旅游、观

光、休闲、宣传等社会功能，已成为宁县旅

游、观光、休闲的重点红色景区之一，也成

为宁县乃至甘肃省红色文化建设的主要

阵地之一。1997年被省政府命名为全省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5年被庆阳市政

府公布为全市红色旅游线路上的重要景

观点。近年来年均接待省内外参观游客

5万多人次。

宁县革命烈士陵园是座无声的丰碑，

倾述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先

烈，特别是“五·八惨案”殉难烈士为人民

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英勇斗争，

不怕牺牲的千秋伟绩。

1932年，在陕甘苏维埃政府领导下，

宁县人民发动了游击革命战争。1933
年，宁县第一支革命武装，即陕甘工农红

军第三游击队宁县第三支队诞生。

1934年，新宁县苏维埃政府正式成

立，领导全县人民投身如火如荼的革命斗

争。1949年，宁县全境解放。在此期间，

先后为革命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难以计

数。其中，于县城牺牲者众多，献身之慷

慨壮烈，尤以 1948年 5月 8日“五·八惨

案”为最。

1948年4月中旬，彭德怀率领的中国

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主力 4个纵队向

西府挺进，直取国民党军后方物资供应基

地宝鸡。4月25日至27日，在彬县、长武

一带与国民党马继援部激烈战斗中，西野

六纵1000余名战士被俘，其中700余人于

4月29日被敌押解宁县县城看管。

当时，宁县城驻防有国民党马继援部

共1300余人。马继援专门指派其师部高

参张彦到县，与工兵营长谭腾蛟共同负责

宁县城防务。解放军被俘战俘初解县城，

交由宁县政府集中于文庙大院看管。后

形势日紧，交谭腾蛟工兵营部看管。谭部

将被俘解放军指战员接管后，按干部、战

士不同情况，分别关押于西坡农民高吉祥

家、昔秉玉家、朱黎明家等 7家地坑土窑

院内，布岗设哨，严密看管，还搜括城内居

民家的风箱、柜子、席囤等，装上沙土，将

关押解放军战俘的地坑院子通道全部压

死，严加看管。

彭德怀大军从宝鸡东撤回师，5月初

抵镇原县屯字镇一带，其先遣部队第四纵

队警三旅七团，为夺取宁县东部塬头和扫

清主力撤退道路障碍，于当日晚猛攻县城

至翌日晨不克，复奉令弃攻。在警三旅七

团猛攻县城之时，关押在县城内高吉祥

家、昔秉玉等几家地坑院里的被俘解放军

指战员，立即行动起来，组织越狱暴动。

被俘解放军指战员高呼“毛主席万岁”“中

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背门板为掩体，踩

肩膀搭人梯，前赴后继，冲上地坑庄崖，与

国民党马家军展开肉搏。谭腾蛟即率所

部赶来，用机关枪、手榴弹和大刀疯狂屠

杀，不少解放军指战员当即光荣牺牲。5
月 8日早上，谭腾蛟又率部搜查城内，散

藏于地坑院外的被俘解放军指战员悉数

被搜杀，参加暴动的地坑院里被俘解放军

指战员无一幸免，吉、昔两家地坑院里被

俘解放军指战员全部被杀害，遇难者400
余人。谭腾蚊后将被杀解放军战俘分别

投入东门内南侧的枯井和西坡的枯井及

麟坑院的渗窖等处。

解放后，宁县革命人民分别在东城门

内、西坡子和庙咀坪南麓修建烈士纪念

碑、纪念塔，纪念“五·八惨案”遇难革命烈

士。1979年和 1985年，两次发掘整理了

“烧鸡坑”渗窖“五八惨案”遇难烈士骸骨

156具、东门内枯井“五八惨案”遇难烈士

骸骨64具，迁葬于庙咀坪南坡，并改建了

纪念塔和烈士陵园。

改革开放以来至今，宁县烈士陵园已

成为向广大群众和青少年进行热爱党、热

爱人民、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四爱”

教育的基地，成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革

命英雄主义教育的阵地。

《唐摅言》:唐代“高考遗闻轶事”
□ 赵柒斤

打开王定保《唐摭言》（上海古籍出

版社）一书，一股久远的气息扑面而来，

书中充斥着 1000多年前“高考”古旧氛

围，令今人顿有穿越的感觉。

该书详细记载唐代科举制度及与此

相关的遗闻轶事、文士风俗等，是后世研

究唐代科举与文学的重要参考书，极具

资料价值，也被后人广泛引用。作者王

定保是洪州（今南昌）人，唐光华三年

（900年）进士及第，唐末避中原之乱入湖

南再至岭南，官至南汉同平章事（宰

相）。《唐摭言》约成书于后梁末帝贞明二

年（916年），全书 15卷，前 3卷主要讲述

科举源流、举子来源、各地州府试、乡贡

考试科目及相关礼仪；卷四、五、六主讲

座主（考官）与门生、门生之间的交往、文

人间的交流；卷八至卷十四主述科举对

文人生活和人品的重大影响，最后一卷

为杂记。全书每卷有条目、卷后有评论，

结构完整，基本囊括了唐代科举方方面

面。

科举制度虽滥觞于隋，于唐成型，是

当时读书人最关注的热点和精神支柱，

更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唐代

科举主要包括常科、制科两大类。常科

一般每年定期举行（有时也停贡举），科

目有明经、明法、明书、明礼、三史、道举、

童子举等，其中进士、明经科最为士人所

重。“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实在

其中”，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

观、永徽之际”。当时有一种说法，即做

到位极人臣的一品大员，没有进士身份，

“终不为美”。故而，与屡次扩招宋代进

士科比，唐代进士科竞争显得更加激烈，

正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制

科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不定期考试，科

目往往临时设置，经常考试科目有贤良

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军谋宏远等，

主要招录国家急需的人才。平民和官吏

皆可参加考试，被皇帝“相中”，官吏直接

升迁，平民由吏部授官。不过，录取名额

非常有限，多则五六人，少则一两个。王

定保的记忆力惊人，过往的事情被一一

重现，历历在目。其中对人物的描述，通

过一些特定细节的加入，诸如卷八关于

四川阆中70多岁的考生尹枢“状元非老

夫不可”的“自认”、江东人包谊因得罪主

考官（中书舍人）被记恨而高中状元、洛

阳寒门学子颜标因姓被主考官（礼部侍

郎）郑薰“点”为状元等描写，极为传神。

此外，书中还涉及大量“敕赐及第”“恶得

及第”“表荐及第”等给他带来的特殊记

忆。

推动唐代科举考试迈上新台阶的是

武则天，为打压以隋唐皇室为代表的关

陇贵族集团，她大开制科，“崇尚进士文

词之科，破格用人”，使得科考不仅成为

寒门学子逆袭的主要途径，也给业已衰

落的世家子弟创造了从头再来的机

会。不过，“法禁益烦，奸伪滋炽”，唐代

75名有名有姓的状元中，寒门子弟仅 5
人，宰辅重臣及四品以上高官的子弟或

亲属达 45人，其公平性、公正性也饱受

诟病。“要想考中，先成网红”也肇始于

唐，考生进考场前先都费尽心思自我包

装、行卷干谒。“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的李白初至京城并不出名，“因以所业

贽谒贺知章”；“一览众山小”的杜甫先

后干谒鲜于、王崟；白居易初举“名未

振”，便以“诗歌谒顾况”，唐代许多大咖

也走此路，也反映了时人追求功名的强

烈愿望。

到晚唐，科举制度已被贵族官僚全

面把持，中第者“皆以门阀取之”，读书人

尤其寒门子弟的出路渐渐被堵死，这种

有违打击士族门阀权势初衷的科举制度

自然选不出人才，弥漫悲观情绪的科举

诗也由此应运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