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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1936年 11月，张文彬由中共豫东特委书记沈东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图②地下党员在张文彬家中开展组织活动。
图③张文彬与地下联络员接头。

本版绘画：作者为周口师范学院孙立业
淮阳区党史办李晓飞提供

张文彬烈士 （画像）。

������位于淮阳吉庆街的中共淮阳县党组织抗日地下联络点遗址。这段墙体，曾建有夹层，可
供藏身或转移，现为淮阳党史教育基地的一部分。 （李晓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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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战士”点燃淮阳抗日烽火
———抗战时期淮阳县委书记张文彬的故事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侯俊豫

革命者只求生命之花美丽绽放！
他是抗战时期中共淮阳县委书记，生命历

程仅仅 21年。
他出身富贵，却毁家纾难。 家中多人为抗

日救国捐躯。
他身体羸弱 ，却成为坚定的抗日 “钢铁

战士 ”。
在张文彬烈士牺牲 85 年之际 ， 让我们

回顾他生命中的最后 4 年 ， 聆听他的信仰
之歌。

1936年 18 岁
投身革命 宣誓入党

张文彬，1918 年出生于淮阳吉庆街一个富
裕的家庭。 17 岁那年， 张文彬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北平的一所大学，有了更开阔的视野了解
中国、了解世界。

1936 年，日寇加快蚕食中国的步伐，中华
民族处于生死危亡的关头。

没有国，哪有家？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怀
有一腔报国之志的张文彬毅然放弃学业，回到
家乡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揭露日寇的暴
行，鼓舞群众的抗日信心。

早在 1922 年， 淮阳就有共产党员播下的
革命火种，1925 年就有了党组织。 淮阳这片红
色土地， 为张文彬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在张文彬的不懈努力下，淮阳各地中学纷纷组
织起了读书会，抗日救亡高潮一浪高过一浪。

1936年秋天，中共豫东特委决定来淮阳恢
复、壮大党组织。 特委书记沈东平多次到淮阳
指导工作，找到进步青年张文彬，秘密领导学
生抗日运动。 经沈东平介绍，18 岁的张文彬光
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张文彬把自己的家作为共产党员活动的

阵地、党组织抗日地下联络点。 大家经常来到
张文彬家，接受任务、汇报工作，筹划多种形式
的群众抗日宣传活动。

1937 年 19岁
抗日火种 燎原古城

1936年 12 月 12 日的西安事变震惊中外，
成为中国由长期内战走向全民族抗战的转折

点，促成国共两党再次合作。 淮阳的抗日斗争
形势也随之发生变化，共产党有了更大的活动
空间。

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豫东特委书记沈
东平等人多次来到淮阳，指定张文彬为淮阳党
组织负责人。 淮阳一些学校经过“一二·九”运
动的洗礼，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热情普遍
高涨。小学教员薛朴若等人经常找张文彬汇报
学校和学生的情况，学习党的文件精神，接受
党指派的各种任务。

1937 年 6月，张文彬召开多所学校读书会
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宣布成立淮阳学生抗日联
合会。 不久，他和同乡好友李克弱等人又发起
成立 50 多人参加的淮阳抗敌后援会， 组建报
刊组、歌咏队、话剧团、墙报组，通过多种形式
痛斥汉奸、卖国贼，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张文彬的革命热情就像一团火，他把全部
精力投入到革命文艺工作中去， 既是组织者，
又是创作者、演员和歌手。 他参加排演《张家
店》《我的故乡》《打回老家去》《林中口哨》等文

艺节目，将剧中角色演绎得栩栩如生，感染着
每一个人，激发起民众极大的抗日热情。

“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
“誓死不做亡国奴！ ”“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
是我们的出路！ ”

1937 年七七事变， 国土山河风雨飘摇、全
线告急。在日寇的疯狂进攻和民族生死存亡之
际，国共两党开始携手共御外敌。

张文彬利用一切机会，发展党员、建立基
层党组织。 金秋十月，沈东平来到淮阳布置工
作。张文彬把淮阳抗日形势及各校的抗日骨干
情况向沈东平作了详细汇报。

在自己结婚的新房里， 他同沈东平一起，
介绍河南省立第三中学（淮阳中学）进步学生
入党，宣布成立中共三中支部。 党组织先后发
展 20 多名党员， 筹划了多种形式的群众抗日
宣传活动。

在张文彬等人努力下， 成达中学党支部、
省立第二师范党支部相继成立，革命的火种越
燃越旺。

1938 年 20 岁
担任书记 领导抗战

救亡图存呼唤中流砥柱。 1938 年初，群众
性抗日高潮在淮阳全县形成， 张文彬遵照豫
东特委指示， 到国民党淮阳专署搞抗日统战
工作。

淮阳专署专员刘莪青对多才多艺的张文

彬十分器重，任命他为民运科长。交往中，深受
张文彬等共产党员的影响，刘莪青在淮阳任职
期间，与共产党合作，支持抗日运动。

国共两党合作期间，淮阳的抗日运动如火
如荼。为培养抗日骨干、壮大抗日力量，国共两
党在淮阳举办抗日训练班，教员大部分由豫东
特委委派。 张文彬直接参加学生班的领导、组
织工作，培养了 300 多名抗日骨干。

1938 年夏，日寇占领华北，徐州吃紧，淮阳
危在旦夕，淮阳机关、学校纷纷南迁，一时间人
心惶惶。

如果不抓紧时间把进步学生组织起来，就
会使我党失去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危急时刻，
豫东特委派特委委员刘作孚来到淮阳， 同张文
彬一起领导学校抗日运动，筹建抗日武装。

受党的委托， 张文彬积极做刘莪青的工
作，坚持在当地打游击。 5 月 31日，刘作孚、张
文彬等人组织召开全城各中学进步师生会议，
宣布成立淮阳抗日学生军，建立起淮阳第一支
抗日武装。

按照豫东特委指示，淮阳抗日学生军不久
来到豫东特委所在地西华县，与抗日训练班合
并，一部分成员赴延安继续学习，一部分成员
充实到部队。 在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他们为
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奉献了青春和热血。

中华大地遭受日寇铁蹄践踏，1938 年 9 月
5 日，日寇撞开淮阳城门，淮阳沦陷，淮阳专署
被迫南迁。

面对凶残的日寇，豫东特委指示，趁日寇
立足未稳之际，开展武装斗争。很快，在党的领
导下，薛孟庄一带成立了抗日游击队。

为给游击队争取到合法地位，张文彬专程
找到刘莪青，详细说明游击队成立的条件和重
要作用。 大敌当前，刘莪青答应了张文彬的请
求，任命薛朴若为游击队司令。

为了安全，张文彬把那张珍贵的委任状用
油纸一层层包装好，返回游击队所在地。 当张
文彬把委任状交给薛朴若时，两位热血青年的
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1938 年 10 月，由共产党
领导的淮阳抗日游击队正式成立。

张文彬是薛朴若一生都感激的人。正如薛
朴若晚年所说的那样：“是张文彬把我领上革
命道路，又不遗余力地鼓励我、帮助我。 ”两人
的友谊， 是经得起血与火考验的战斗的友谊、
革命的友谊。

“要把抗日游击战争进行到底……”“要加
强对游击队的领导……” 遵照豫东特委的指
示，张文彬和薛朴若来到游击队，在附近村庄
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扩大游击
队的影响，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游击队的力量一步步壮大，取得丰硕的成
果。11月 22 日，豫东特委宣布成立中共淮阳县
委，张文彬任县委书记，薛朴若等人为委员。游
击队在淮阳县委的领导下迅速展开对敌斗争。
此时，游击队也由开始的 26 名队员 22 条枪壮
大到 100 多人 100 多条枪。 在对敌斗争中，胜
利的火花闪耀着一簇簇红光。

为使战士们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张文彬
根据毛主席《论持久战》中的战略思想，将自己
的名字改为张持久，鼓舞大家。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
敌人……”后来 ，游击队编为三个分队 、一个
手枪班，游击区不断扩大。 在淮阳、太康、西华
三县交界地带，他们出没于青纱帐 ，打鬼子 、
除汉奸。

在广袤的豫东平原，薛孟庄成为一个由共
产党领导、令日寇闻风丧胆、让群众满怀希望
的“红色堡垒”。

1939年 21岁
亲人被害 英年早逝

1939年 2月 24日，北风呼啸、天寒地冻。这
天正是农历正月初六，年味尚未消散，张文彬
带领 8 名游击队员在淮阳临蔡伏击日寇骑兵。
30 多名猖狂的日寇骑兵勒马而回，狼狈逃窜。

游击队犹如一把尖刀，引起日寇极大的恐
惧。 他们对张文彬又恨又怕，便将魔爪伸向张
文彬的家庭。

张文彬的家庭富甲一方，又是一个革命的
家庭。当时游击队非常困难，缺吃少穿，少枪无
弹。 张文彬就派人向家里要。 家里一时没有现
成的，他家人就到街上买，并用小车推着送到
游击队驻地。 张文彬的父亲张润生思想进步，
革命需要什么，只要儿子一张字条、一句话，他
都会全力支持。

由于汉奸告密，1939年 6月，日寇、伪军把
张润生及其大女儿抓到宪兵队。在对张润生严
刑拷打后，敌人对张润生说：“你儿子是共军长
官，只要能把你儿子叫回来，让他放弃抗日，就
放你一条生路。 ”

在遭到严词拒绝后，日寇让伪县长等人作
人质担保，放出张润生，限期找到张文彬。

张润生深知以后会凶多吉少，他几经周折
找到了儿子。 让人没想到的是，张润生对儿子
进行一番安排和 “劝说”———“反正我年纪大
了，不回去也不行。 家里还有你奶奶、妈妈、二
姐，敌人会向我们下毒手的。 你是游击队的领
导，那里离不开你。你走的是正道，要牢记这笔
血债，坚持抗战到底！ ”

那段时间， 张文彬正因拖累老父而自责，
父亲的一席话，给他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他“扑
通”一声跪下，一言未出而泪成行。

父子俩含泪分别，想不到这是两人的最后
一面。

回到淮阳不久， 张润生就被敌人抓到宪
兵队。 在凶残的敌人面前，想起儿子干的“大
事”，张润生挺直了腰板 ，与日寇汉奸进行一
场对话：

“你找到儿子啦？ ”
“找到了！ ”
“回来了吗？ ”
“他忙于抗日，要讨还血债，回不来！ ”
见威逼利诱没有任何效果，日寇露出狰狞

的面目。 他们将张润生毒打后投入监狱，第二
天拉到淮阳城北夏庄，惨无人道地用刺刀将其
大卸八块；又将张文彬的大姐拉出去，用“蜡灌
七窍”的残忍方式，活活折磨致死。亲人的鲜血
在流淌喷溅，亲人的惨叫声撕心裂肺……见到
如此凶残血腥的场面， 张文彬的二姐连惊带
悲，气断身亡。

为躲避日寇迫害，张文彬的妻子带着幼儿
逃往他乡，逃脱魔爪……

张文彬得知亲人被害的消息后， 心如刀
绞、悲痛欲绝。 但是，日寇的暴行没有动摇张
文彬坚定的意志和抗战的决心。 他发誓，一定
要为亲人报仇，一定要血债血还！

抗战前线，张文彬是一名“钢铁战士”。 其
实，他有严重的肺病，长年拖着羸弱之身。

他带队到乡下进行抗日宣传时， 病情突
然加重，喘个不停，高烧烧得满脸通红。 同志
们都担心他的身体。 他说：“这是老毛病，睡一
觉就好了。 ”

他带领游击队战斗时， 肺病已非常严重，
有时连走路都很困难，可他仍与战士们一起行
军打仗，一刻也不分开。

过度劳累，加上缺医少药，张文彬的肺病
越来越严重。豫东特委领导多次通知张文彬到
西华治疗，他都婉言谢绝。他常常痛恨自己，因
为身体原因，不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

无奈之下， 豫东特委领导只得下命令，让
他到河南的“小延安”竹沟参加学习，希望他能
在学习中调养身体、康复痊愈。在竹沟，张文彬
感觉一切都是新鲜的、火热的。他是班里的“老
大哥”，文化知识多、组织能力强，有很强的号

召力。多年后，一些同班同学提起他时，还称被
他真挚的感情所感染：“每次班里开思想斗争
会， 张文彬同志总是采取正面引导的方式，诚
恳地帮助大家、引导大家。 他做思想工作善于
循序渐进……”

美好的时光如此短暂。 学习 3 个月后，张
文彬身体有所恢复，结业后就被分配到中共周
口市委，负责民运工作。

为了组织抗日武装，张文彬和其他同志一
起以教书为掩护从事抗日宣传工作。 他编墙
报、写文章、教唱歌、上党课，宣传党的方针政
策，开办农民夜校、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发动群
众支持抗日，使这里的面貌焕然一新。

在很短的时间内，张文彬就在周口东的苑
寨建立了抗日联络点。 由于极度劳累，他肺病
复发，身体日渐消瘦。

豫东特委很快将他送到项城杨营村治疗。
然而，带着抗战事业壮志未酬的遗憾，他走了，
走得如此匆忙。 张文彬于 11 月 25 日去世，年
仅 21岁。

85 年来英名长存
红色基因 代代相传

如今，位于淮阳吉庆街的中共淮阳县党组
织抗日地下联络点遗址尚存。这处见证了张文
彬秘密进行抗日活动的遗址，已是淮阳开展红
色教育的基地。

近日，记者来到淮阳，采访张文彬的孙子
张树贞、 原淮阳县委党史办副主任王兴明，揭
开了张文彬更多催人泪下的斗争往事。

“飒飒英姿翩翩年，德才兼优负重担。功高
名显遭敌忌，全家被害重于山。 编纂党史追往
事，怀念故友思万千。继往开来壮先烈，刻石流
芳代代传。 ” 这首诗歌颂的是张文彬，诗的作
者是他的战友薛朴若。

“因为丰富淮阳党史的需要 ， 上世纪 80
年代初， 我曾多次到薛朴若在武汉的家中走
访。 后来，薛朴若从武汉离休返回淮阳定居，

他和我一起寻找张文彬的后人……”王兴明告
诉记者。

炎炎夏日，薛朴若不顾年老体弱，曾经和
王兴明两次到淮阳大连乡张文彬的祖籍地

探寻，最终找到张文彬的墓地。 烈日下、田野
里 ，庄稼和树木显得如此安静 ，空气好像凝
固了。 站在张文彬的墓前，薛朴若垂下头，默
默地说：“老战友，我来看你了。 放心吧，咱们
胜利了！ 孩子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你可以安
息了！ ”

在长期的交往中，薛朴若对待张文彬的孙
子张树贞，比自己的亲孙子还亲，给他讲革命
道理、讲张文彬的战斗故事，希望他能像爷爷
张文彬一样，初心如磐、坚韧不拔，建设好前辈
用血肉之躯守卫的红色土地……

“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我始终向爷爷学习，
无愧于爷爷。 从小到大，我都盼望着我们伟大
的祖国变得越来越强大， 永远不再受外敌的
欺辱……”每当想起几位亲人的惨死，张树贞
都肝肠寸断，不愿触及这份伤痛，也不想提起
这段回忆， 他将家仇国恨永远藏在了心灵的
最深处。

传承，是对前辈最好的告慰。 张文彬的儿
子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孙子张树贞服役 6
年。他们参军入伍、保家卫国，表达对先辈的敬
仰和对祖国的热爱，让坚定的信仰和红色基因
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85 个春秋转眼即逝。 如今的吉庆街，人来
人往、熙熙攘攘，烟火气浓。记者来到位于吉庆
街智慧胡同的中共淮阳县党组织抗日地下联

络点遗址，见到青灰色的院墙古色古香，它似
在无声地诉说着那段峥嵘岁月。

胡同院墙上的大型绘画格外醒目：红旗映
红半边天，党徽闪闪天地间，张文彬等热血青
年昂首挺胸、庄严宣誓……

人们从张文彬瘦弱的身上，看到了钢铁般
的信仰、钢铁般的意志。

张文彬离世 85 年了， 但他的革命精神作
为红色基因，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 ②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