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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后
拾遗

1949 年 8 月，解放军三野第十
兵团在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率领
下挥师南下，肃清闽南漳、泉、沿海
诸岛的国民党军残部，迅速向厦门推
进。要夺取厦门，必先攻克嶝岛群
岛。其中，大嶝岛是嶝岛群岛中最大
的一个岛屿，也是厦门最大的卫星
岛，位于东南海面，面积约13平方
公里。十兵团首长决定由二十八军二
五一团、二五九团于 10月 9日发起
攻击，争取在10日占领大嶝全岛。

据情报显示，国民党军在大嶝岛
的守军是第二十五军第四十师（欠一
团）及国民党“水上突击队”2个中
队，美械装备，火力较强，并可以得
到驻金门、台湾的海空军和炮兵的火
力支援。如果乘坐木船渡海强攻，必
然会暴露在守敌面前，受到各种火力
的压制，遭受较大伤亡；而如果采取
隐蔽涉渡的战法，就可以出敌不意，
攻其不备，从而达到以少胜多，消灭
岛上守敌的目的。

解放军参战部队在当地群众的帮
助下，经过实地勘察，找到了一条在
退潮时可以徒步涉水前往大嶝岛的

“通道”。随后，参战部队多次派人利
用夜间落潮时涉海前往大嶝岛，侦察
守敌的兵力部署、工事设置等情况，
还从岛上抓回了俘虏。

参战部队随即根据涉海登岛的作
战特点和岛上守敌的工事情况，组织
部队开展战前练兵，反复研练登陆的
战术技巧。侦察员还秘密在“通道”
海水较深区域和危险区域打好木桩，

拉上电话线和麻绳，让战士们能扶着绳
子涉渡。经过精心备战，10月 9日19
时 30分，参战部队在海水退潮后发起
涉水奇袭，一举登岛成功，仅15分钟
就夺取了滩头阵地，并乘胜扩大战果，
向纵深发展。

激战至第二天天明，登岛部队一面
巩固现有阵地，一面逐步向敌师指挥部
推进。由于部分爆破筒和炸药包在涉渡
海湾时被海水浸湿受损，致使攻坚速度
放缓。就在此时，国民党第十八军十一
师三十一团陆续抵达大嶝岛，岛上敌我
兵力对比骤变。守敌见援兵到来，开始
疯狂反扑。多架国民党军战机飞临大嶝
岛上空，不时俯冲轰炸扫射。解放军登
岛部队指战员坚守阵地，浴血抗击，英
勇顽强地打退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进
攻。

战至10月10日下午，解放军登岛
部队弹药告急，但敌人也被毙伤1200
余人，双方出现对峙。这时，解放军登
岛部队认识到：我们困难，敌人更困
难，最后的胜利就在于谁能再坚持“最
后五分钟”！在指挥员的部署下，登岛
部队集中最后几发迫击炮炮弹，向敌人
指挥部猛轰，各战斗小组也纷纷出现在
敌人前沿。早已精疲力竭的敌人本就无
力再战，见到解放军准备发起“全线反
击”，又看见解放军阵地上升起信号
弹，听到了冲锋号声，顿时全线崩溃，
纷纷放弃阵地，争先恐后地上船逃命。
解放军乘胜追击，向敌师部发起总攻，
又经半小时激战，攻占了阳塘，解放大
嶝全岛。

夺取大嶝岛：解放军“智勇并举”
吴小龙

1912年 1月，中华民国南京临
时政府成立，黄兴任陆军总长。袁
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任
黄兴为参谋总长，黄兴坚辞不就。
袁世凯随后又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
府留守，办理政府机关的结束事项
和接收管理驻南京的军队。

黄兴于 6 月请辞留守职务，表
示“避政界而趋实业界”，并表示要
回湖南家乡探亲。后因袁世凯一再
电邀其北上一直未能成行。10月11
日，黄兴回到上海，随即决定动身
回乡。黎元洪得知消息，特派人赴
上海迎接。

10 月 26 日上午 10 时，黄兴乘
船抵达武昌，受到国民党湖北支部
石瑛及各政团 1000 多人的热情迎
接。当黄兴乘坐马车到达都督府
时，受到黎元洪的迎接。在都督府
举行的宴会上，黄兴回忆了一年前
的汉口汉阳保卫战，指出：正是无
数先烈的英勇牺牲，方才换来“五

色旗之飞扬”，并告诫大家要“以国利
民福为前提，勿争权夺利，勿侵人利
己”。下午，黄兴出席了江汉大学的欢
迎会，鼓励学生们“诸君求学务以远
大自相期许”。接着，黄兴前往武昌烈
士祠祭吊，又出席了国民党湖北支部
在汉口大汉舞台举办的欢迎大会和汉
口各团体联合举办的欢迎活动。28日
夜，黄兴登船向湖南长沙进发。

湖南长沙各界人士得知黄兴即将
到来的消息后群情振奋，特别将德润
门改为黄兴门，坡子街改名黄兴街。
10 月 31 日下午 1 时 30 分，黄兴到达
码头时，鸣礼炮21响，湖南都督谭延
闿、国民党湖南支部负责人上前迎
接。其间，长沙第一女师附小学生齐
唱欢迎歌：

凉秋时节黄花黄，
大好英雄返故乡；
一手缔造共和国，
洞庭衡岳生荣光。

由于长沙市民要求一睹黄兴风
采，谭延闿请黄兴骑马进城。黄兴有
足伤不便骑马，因盛情难却，于是在
人们的帮扶下上马，和谭延阎并辔同

行，一路上不断向群众挥手致意。随
后，黄兴参加了盛大的欢迎会。

11 月 1 日，黄兴亲往大汉烈士
祠，向革命先烈致祭，随后又出席湖
南烈士遗属欢迎会。在会上，他盛赞
革命烈士“以铸造共和而死，虽死犹
生”，并提出应对烈士家属展开救济工
作，与会者报以热烈的掌声。

黄兴在长沙停留期间，多次提出
要“大力发展农工商业以开风气，而
致富强”。他认为：湖南矿产丰富，应
先通盘筹划，积极开发，为此，他发
布 《湖南五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招股
广告》，拟集合股本 50 万元，开发湖
南地方金属矿藏；又与湖南都督谭延
闿等联合发起组建洞庭制革股份有限
公司，并希望以此带动各行各业的发
展。为了发展湖南近代交通，黄兴也
提出了不少建议，并与龙璋等发起组
建中华汽船有限公司，“拟招股二百万
元，订造大小轮船六艘，广辟码头，
分途载运”，借以“收回外溢之利权，
扩张自由之营业”。

11 月 15 日，黄兴前往湘潭、醴
陵、萍乡、安源考察矿务。每到一
地，均受到热烈欢迎。考察期间，黄
兴发表演说，强调湖北、湖南、江西

等省联合发展矿业的重要性，指出：
“首宜破除省界，牺牲个人，合湖南、
（湖）北、江西及全国资本家共谋发达
此矿，不可企图私利而破坏公益。要
使此矿为东南一大富源，并促进国防
上武器之发达。”

黄兴由安源到达萍乡时，特别会
见了曾经的战友、辛亥革命烈士黄载
生的家属，为他们题写了“光照吴
楚”匾额予以表彰，并指示萍乡国民
党党部拨专款 400 元，建造烈士纪念
碑。

值得一提的是，在考察途中，黄
兴看到老猎人有一群猎犬。由于喜欢
打猎，他顿时来了兴趣，竟然跟着老
猎人回家，在老猎人家中攀谈良久，
并向老猎人买了一条矫捷的猎犬。

21 日傍晚，黄兴经株洲返回长
沙。回长沙后，黄兴正和各界人士频
繁接触，讨论关于兴办教育与发展实
业等事宜，却接到袁世凯任命他为汉
粤川铁路督办的电报，黄兴复电拒
绝，但此后袁世凯又多次来电坚持，
无奈之下，黄兴只得同意“暂为接
管”。

12月初，黄兴终于回到自己的出
生地凉塘，亲友乡邻赶到 15 里外迎
接，黄兴十分感动，立即下车和他们
共同步行回家。在家乡期间，黄兴住
在自己的旧居和家人团聚，并热情接
待来访的亲友，一有时间，还外出慰
问邻居，心情非常舒畅。他在老家住
了几天，因公务在身，于 12 月 16 日
向家乡父老告辞，返回长沙，接着转
赴武汉接办汉粤川铁路。

黄兴回乡
贾晓明

抗日名将冯治安生于1896年12
月16日，出生时名叫冯治台，字仰
之，河北故城县东辛庄人。冯治台幼
年家道中落，生活艰苦，直到10岁
左右才上了私塾。

冯治台幼年聪慧，平时寡言少
语，在私塾读书时成绩优异，深受老
师喜爱。由于家中经济拮据，冯治台
仅上了四年私塾便回家务农，后来又
到故城县县城的一家油盐店当学徒。
初到这家油盐店时，他只负责给老板
娘看孩子，做些家务杂活，后来才上
柜台售货。当时，冯治台因营养不
良，身材瘦小无力，有一次挑酱油上
台阶，由于体力不支，将几只坛子碰
破，遭到老板打骂，冯治台不堪凌
辱，当即跑回了家。

1912年，冯玉祥带人到河北省
景县招兵，路过东辛庄村口时，见到
冯治台和几个青年，便下马和他们交
谈，号召他们参军。冯治台看到冯玉
祥和士兵们个个“高大威猛、背刀挎
枪”，便觉得当兵是个“威武神气的
事儿”，于是马上前往报名，结果因
身材瘦小未被录取，冯治台说“是冯
玉祥让他来报名的”，募兵官听后，
又看他也姓冯，就给他写了一个凭
证，发给他两块银圆，让他去北京找

冯玉祥的部队投军。不满16岁的冯治
台怕家人不同意，便瞒着家人只身前往
北京。步行数日，才找到冯玉祥部在北
苑的营房，再次说“是冯玉祥让他来报
名的”，结果投军成功，开始了军旅生
涯。

进入冯玉祥的部队后，冯治台因身
体瘦弱，被分配到备补军前营当伙夫。
但冯治台向往的是成为一名“高大威
猛、背刀挎枪”的军人，因此在军事训
练中非常刻苦，更在做饭之余，一有时
间就拿烧火棍当刀枪进行练习。连长见
他如此勤奋，颇为满意，一个月后便破
格将他补为列兵。

冯治台当上列兵，被分配到棚长
(班长)宋哲元麾下。一天，营长冯玉祥
前来，亲自指导出操，在点名时，念到

“冯治台”三个字时说：你的名字不好，
因为“治台”与被推翻的封建王朝官位

“制台大人”有同称之嫌，又说：“我给你
改一改，《诗经》中有句话，叫‘玉治而祥
安’，我叫冯玉祥，你就叫冯治安吧。”冯
治台听后大喜，从此改名为治安。有了
这段改名经历，冯治安也出了名——部
队官兵常称冯玉祥为“大冯”，也就顺口
称冯治安为“小冯”，外面的人听后不明
所以，后来以讹传讹，竟以此“推论”出

“冯治安是冯玉祥的兄弟”。

冯治安名字的由来
冯 强

1943 年 7 月，八路军山东滨海
区部队击败伪军张步云部，成立了诸
城县抗日民主政府，随后不久，又建
立了诸莒边抗日根据地。刘家庄位于
诸莒边抗日根据地东端边沿区，分
东、西两个庄，居民500余人。为抗
击伪军张步云部的不断骚扰，保卫胜
利果实，在中共诸莒边县荆山区委的
领导下，刘家庄成立了护村队和自卫
团，全村凑集了140余支鸟枪、土炮
和抬枪，又自制了大量土炸药和石
雷，加固围墙，并和附近十几个村成
立了联防队，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
斗争。此后，伪军虽多次进犯，均被
刘家庄群众击退。

张步云屡战屡败，只好向日军乞
援。1945年 3月16日夜，日军出动
200多人，配以伪军1500多人，携带
五七炮2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10
挺，偷偷包围了刘家庄及其附近的7
个村庄，占领了周围的制高点。

17日拂晓，刘家庄围墙上的护
村队游动哨发现了敌人，联防大队长
刘校亭立即和自卫团长刘德洪、护村
队长孙洪奎等组织队员作好战斗准
备。日伪军发起攻击后，在炮火掩护
下，向刘家庄冲来。刘校亭率领队员
沉着应战。当日军进至离村不远的乱
石堆时，队员们拉响石雷，消灭了不
少敌人。接着，队员们用土炮、抬枪
向敌人猛烈射击，打得敌人惊慌败
退。日军指挥官见状，命令架起重炮

轰击，围墙上的3处工事均被炸毁，围
墙也被炸开了缺口，日伪军在轻重机枪
掩护下，第二次发起冲锋。因东庄防御
工事薄弱，刘校亭指挥队员掩护妇女老
幼全部撤到西庄。

日军以为“胜券在握”，就命反动
会道门对西庄发起进攻。几百个会道门
会众念着“咒语”冲到离围墙不远处，
被队员们用土炮一阵猛打，五六个家伙
当场丧命，剩下的竟一哄而散。随后，
日伪军又轮番向西庄发起进攻。队员们
越战越勇，全庄的老人、妇女也投入了
战斗，誓与敌人血战到底。战斗直至中
午，刘家庄群众共打退敌人的 7 次进
攻。

日军多次强攻未果，便顺风放火烧
南围墙外的房屋，借浓烟掩护扒开围
墙，冲进庄内。全庄群众用土枪、大
刀、农具、石块英勇抵抗，前赴后继，
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又击毙了不
少敌人。

八路军诸莒独立营的3个连闻讯后
火速增援刘家庄。指挥员命令一连突入
刘家庄，因敌人人数众多且火力太强，不
宜强攻，转而配合二、三连打击敌人侧
翼，以减轻刘家庄的压力，很快撕开了伪
军的防线。在诸莒独立营的猛烈反击和
刘家庄等村群众的英勇抵抗下，日伪军
不敢恋战，下午4时左右仓皇溃退。此次
战斗共持续 7 个多小时，击毙日军 38
人、伪军 102 人。战斗中，抗日军民有
106人壮烈牺牲（刘家庄86人）。

刘家庄自卫战
徐 轶

梅子明：55岁投身抗日洪流

梅子明，安徽泗县人，幼年随
父逃荒到凤阳县红心铺落户。由于
全家人的勤劳，生活逐渐好转起
来，成了当地一个富裕人家。梅子
明不忘幼年时期的艰辛，经常教育
家人“讨饭人到门上要客气对待，
要给一碗饭或一个馒头，有热的给
热的，没热的就给冷的”。由于他经
常乐善好施、周济四邻，在当地有
着很好的声望。梅子明没念过书，
但性情豪爽，善交朋友，在壮年时
加入了帮会组织，并在帮会中取得
了很高的地位，结交了大批社会各
阶层人士，徒子徒孙一度达到数千
人之众，被人们称为“子爷”。

1939 年，新四军第四支队挺进
纵队开赴定远、凤阳、嘉山一带进行
抗日游击战，同时发动群众，宣传抗
日，开展统战工作。团长成钧得知梅
子明在当地的威望，于是亲自到梅子
明家拜访，希望他参加抗日工作。梅
子明虽然当年已经55岁，但完全接
受共产党、新四军的主张，不仅支持
儿子梅竹樵继续革命，自己也毅然加
入抗日洪流。他利用帮会长老的身份
出面，积极展开联络工作，广泛联系
各阶层人士，动员他们为新四军和共
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捐献枪支弹药和活
动经费，并动员了不少青壮年加入了
新四军。

为了给新四军提供情报，梅子明
在得到中共党组织的批准后，把一批
具有爱国心的徒子徒孙安插到淮南津
浦铁路线上的多个日伪军据点里。中
共地方组织和新四军部队很快摸清了
津浦路沿线日伪军碉堡和据点的人
数、枪支弹药及其变化情况，只要日
军一有军事行动，新四军就能马上采
取对策，让日军疲于奔命、处处挨
打。

此外，梅子明还亲自出面，进
行伪军中下级军官和各地伪保长的
策反工作。在他的劝说下，不少伪
军弃暗投明，各地伪保长也纷纷改
为“白皮红心”，为抗日出力。梅子
明曾委托凤阳县开明士绅梅铨民，
去石门山做两个绿林头领的工作。
通过梅铨民劝说，两人不久就走上
了抗日道路。伪军大队长金旭东，
率部驻守凤阳县红心铺据点。梅子
明派红心铺商人任书樵和徒弟张承
德两人去做金旭东的工作，向他宣
传抗日的道理。后金旭东带着大队

人员和109支长短枪、2挺机关枪投向
新四军。

1939年12月初，刘少奇路过定远
县，曾特别接见了梅子明，赞扬他的革
命热忱和不辞劳苦的工作精神。刘少奇
离开皖东去苏北之前，特地将自己的坐
骑送给梅子明，以感谢他为抗日所作的
贡献。

当时，新四军往来于从津浦路东、
路西地区。日伪发现后，就在津浦路沿
线加强了封锁。梅子明得到消息后立即
出面，和其他开明士绅共同出面，成功
地说服了一些据点的伪军，再次疏通了
津浦路东西间的道路，并开辟出一条

“安全走廊”。此后，路东、路西新四军
部队和干部不仅夜间可以通行，就是白
天也能通行，连新四军过路的足迹以及
军马、骡子的粪便，伪军都帮助打扫得
干干净净，以免被日军发现。1940年4
月1日，刘少奇率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
干部从津浦路西返回路东时，也是从这
条“走廊”通过。

1941年，梅子明加入共产党，但
未公开党员身份，由当地党的领导人
单线联系，成为“路西地区唯一的一
名中共特别党员”。1941 年 9 月，津
浦路西抗日根据地召开临时参议会，
梅子明当选为副参议长。新四军第二
师师长罗炳辉和政治委员谭震林曾专
门给梅子明写了信，信中深情地说：

“子明副参议长，你这次当选为路西参
议会副参议长，我们非常赞同。你同
各阶层有联系，在群众中颇负声望。
在你领导下，参议会工作将来定有很
大收获。像你如此高龄，尚能为国家
民族尽力，真是难得，诚所谓老当益
壮也……”

解放战争期间，梅子明担任苏皖边
区参议会驻会常委和华中分局驻鲁办事
处党委委员。他不顾高龄，继续四处奔
走，为革命出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梅子明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华东
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委员。合肥解放
后，组织上调他负责民政工作，但梅子
明考虑自己已 66 岁，于是主动请辞。
1950年 8月因积劳成疾病逝，享年 66
岁。

梅竹樵：“革命的‘樵夫’”

梅竹樵是梅子明之子，学名兆芹，
安徽凤阳县红心铺人。梅子明非常喜欢
竹子，也希望儿子梅竹樵像竹子一样，
有一身正气，一副洁骨，故给儿子取名

“竹樵”。梅竹樵参加革命后，曾多次
说：“我甘愿做一个革命的‘樵夫’。”

梅竹樵在凤阳第七高小读书时，学
习成绩优良，尤其是练得一手好字，深
得老师的喜欢。梅子明精通武艺，经常
教授梅竹樵拳法。梅竹樵经勤学苦练，
掌握一手好拳路，身体矫健，动作敏
捷。初小毕业后，梅竹樵，升入省立第
四中学。

1929 年，梅竹樵走上了革命的道
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红心铺支部
宣传委员，并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32年 8月，由于叛徒出卖，致使凤阳
党组织遭到了惨重的破坏。梅竹樵辗转
到南京等地，寻找党的组织。1936年10
月，梅竹樵回到红心铺，以做生意为掩
护，进行地下交通联络工作。

抗战全面爆发后，1938年冬，安
徽省抗日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第四工作团
到凤阳，在凤阳棋盘路一带建立了抗日
游击队，设 4 个大队，梅竹樵任大队
长，活动于红心铺一带。同年，谭希林
带领部队来到红心铺，与梅竹樵联系，
很快建立了党组织和武装。此时梅竹樵
的游击大队发展到200余人，并建立了
区乡政府以及群众团体。梅竹樵率部镇
压土顽、打击日伪，取得了不少胜利。
1939年冬，梅竹樵领导的游击大队编
为新四军四支队14团的一个营，梅竹
樵任营长。1940年，梅竹樵任中共定
凤嘉县县长兼县独立团团长。1941
年，凤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恢复，梅竹樵
改任中共凤阳县县长兼独立营长，后调
任中共定远县县长兼支队司令员，其
间，曾多次率部英勇作战，击退了日伪
的多次进犯，歼敌众多，受到罗炳辉、
谭震林等新四军首长的表扬。

1942年，梅竹樵任中共定凤嘉县
县长兼独立团团长。1945年，梅竹樵
改任定远县县长、县总队队长。抗战胜

利后，梅竹樵被组织上送到华东局党校
学习，学习结业后任苏皖干部大队大队
长兼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期间，梅竹樵率干部大队
进入豫皖苏解放区，任第三分区支队司
令员。7月20日，梅竹樵在赴任途中，
在河南永城县官塘、李集一带与国民党
军遭遇，梅竹樵率战士沉着应战，连续
打退敌人三次进攻。但敌人援军赶到，
很快形成合围之势。危急中，梅竹樵下
令让伤病员和马夫先撤，自己带一部分
战士阻击，还把心爱的战马让给马夫
骑。伤病员和马夫脱离了险境，梅竹樵
却陷入了敌人重围。他身负重伤仍英勇
战斗，最后英勇捐躯，时年44岁。

梅福星：牺牲时年仅15岁

在梅竹樵的帮助下，其家庭成员先
后参加了革命。梅竹樵的妻子周梅也加
入了共产党，任凤定嘉县妇联主任。他
们的子女也被送到革命队伍接受锻炼。
梅竹樵带领全家干革命，受到许多首长
和同志的称赞。对此，罗炳辉等新四军
首长曾称赞说：“都像梅竹樵一样，革
命会早些成功。”

梅福星是梅竹樵长子，幼年时深受
祖父和父亲的影响，爱憎分明，向往成
为一名革命战士。1938年冬，梅竹樵
将年仅13岁的梅福星送到新四军四支
队八团，在教导队小鬼班里学习。在庐
江东汤池学习毕业后，梅福星被分配到
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任青年干事。
梅福星年龄虽小，但“能说会写，能歌
善舞，又善于团结教育青年战士”，所
以，很快就成为一名出色的政工干部。
数月后，梅福星被调往新四军江北指挥
部参谋部工作。梅福星长得很像父亲，
聪明好学，十分勤奋，战友们都很喜欢
他。

1940年9月，江北指挥部参谋长赖
传珠前往淮北视察部队，梅福星随同前
往，视察后从洪泽湖东南沿的蒋坝经三
河南下时，与“扫荡”的日军遭遇，战
斗中，梅福星不幸中弹，壮烈牺牲，牺
牲时年仅15岁。

（作者系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会理事）

梅氏一门三英烈
徐 涛

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
的革命历程中，涌现出无
数可歌可泣的英烈，在安
徽省凤阳县，梅子明、梅
竹樵、梅福星一门三英烈
的名字被后人永远铭记，
他们的革命事迹，被后人
代代相传。

梅子明 梅竹樵 梅福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