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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一段历史“复活”一群英雄
———访“红色记忆”研究传承者唐贵知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姬慧洋 文/图

������黄泛区腹地扶沟县，历史悠久、文化厚重，人
才辈出、英雄辈出。 在这里，最能触及人们心灵
深处红色记忆的，除了吉鸿昌烈士，还有姜鸿起
烈士。 这两位烈士，是扶沟县人民永远的骄傲。
吉鸿昌将军，早已闻名天下。 人们了解姜鸿起烈
士，是从了解小何庄战斗开始的。

对于这场战斗详情，县志、党史、文史资料的
记述中出现失实现象，甚至差异很大。 扶沟县原
文联主席唐贵知自觉甘愿担责， 利用两年多时
间，不辞辛苦，冒寒迎暑，四处奔波，严肃认真地
调查清楚了小何庄战斗始末。 又利用 6 年时间
写出并出版了《小何庄壮烈战歌》一书，还原一
段历史、“复活”一群英雄，引起社会强烈震撼。
并在以后 6 年时间里， 唐贵知积极参与修建姜
鸿起烈士纪念碑、纪念馆。

2022 年 2 月 25 日，春和景明，惠风和畅 ，
周口报业传媒集团《周口红色记忆》采访组一行
驱车来到扶沟县这片热土，采访《小何庄壮烈战
歌》作者唐贵知，追寻英雄闪光的足迹。

������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春天是真的来了！一踏入
扶沟，便感觉到这座城市充满了时代气息。 乡间草木葱
茏，生机盎然；城内街道整洁，高楼林立。 然而，谁会想
到，1938 年，这里是多灾多难的黄泛区腹地；1948 年，这
里仍处于炮火硝烟之中；扶沟全境解放前夕，这里进行
了一场悲壮而惨烈的小何庄战斗……

有战斗就有牺牲， 有战斗就有英雄。 70 多年过去
了，提起那场悲壮而惨烈的战斗，扶沟人都会忆起战斗
中那些英雄及英雄背后的故事……

小何庄战斗是解放战争时期发生在扶沟县的一场

极其有名的战斗。 1948 年 6 月 5 日凌晨，时任城关区委
书记、政治委员的姜鸿起剿匪后，率区中队一部 50 余人
借宿于扶沟县城附近的小何庄，被国民党太康县保安团
300 余人包围。 姜鸿起率领战士们顽强抵抗、奋勇突围。
终因敌众我寡，姜鸿起等 19 人壮烈牺牲。

对于战斗详情，几十年来，当地群众大都是口头相
传，没能形成系统准确的文字，以致造成对这场战斗的
记述缺乏完整性，出现失实现象，广大群众殷切期望有
人能对这场战斗进行详尽调查。

在一片期望中，唐贵知挺身而出。 2003 年秋至 2005
年冬，从扶沟县文联主席岗位上退休的唐贵知怀着强烈
的责任心，克服各种困难，自费对小何庄战斗进行深入
细致的了解。 凭着对读者和后人负责的态度，他的文稿
经反复核实修改，最后定名为《小何庄壮烈战歌》，2011
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 月 25 日一大早， 记者一行如约来到扶沟县唐贵
知“古色古香”的家中。客厅墙上贴满他和家人各个时期
的照片。

出生于 1937 年的唐贵知，如今已到耄耋之年，但他
思路敏捷，对采写《小何庄壮烈战歌》一书的过程历历在
目。正是通过这本书，在小何庄战斗中宁死不屈、壮烈牺
牲的姜鸿起等英雄群体形象清晰而完整地展现在人们

面前，“复活”在人们心中。
一曲战歌诉说英雄传奇， 一段故事传承英雄精神。

《小何庄壮烈战歌》的出版，激发起人们对姜鸿起烈士的
无限敬仰之情。 之后，在姜鸿起后人及其家乡群众的努
力下，才有了为英雄修筑纪念碑、建设纪念馆的设想并
付诸实施……

������往事充满血泪和辛酸，不堪回首。
说起自己的经历， 唐贵知首先提起他

的家乡———位于黄泛区重灾区的柴岗乡唐

庄村。 黄泛区，并不是一个行政区，而是指
黄河水泛滥成灾的区域。 1938 年 6 月，蒋介
石下令炸开花园口大堤， 汹涌的黄河水淹
没豫皖苏三省 5000 多个村庄， 造成 1200
多万人受灾，近 90 万人丧生，造成历史上
人为的一次大灾难。

扶沟县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当
时，唐庄村除了深受黄水之祸，随着生态环
境破坏，这里孳生了许多害虫，尤以蝗虫为
多，危害最大，庄稼产量因此年年减少。

黄水下去后，贻害无穷。 在唐贵知记忆
中，1942 年夏，家乡发生严重蝗灾。 他家院
子里的杏树，不仅叶子被吃光，连较细的树
条也被“一扫光”。 整个村庄的群众实在没
有可吃的了，有时就吃青青的麦苗。 麦苗吃
光了， 饿极了的唐贵知就和小孩子去地里
拾大雁粪吃。 再后来，陆陆续续就有人被饿
死，一开始主要是老年人和婴幼儿，后来就
连年轻力壮的青年人也体力不支， 慢慢倒
下。

唐贵知的家史， 就是一部血泪史。 至
今， 提起这些往事他仍然十分悲伤：“我们
村较小， 那时大约 300 多口人， 竟饿死 60
多口人，有的一家人被饿死。 吃不到食物，
只有靠喝清水维持生命。 我三爷去井里打
水时， 无力把水罐提出井口， 水罐摔进井
底，再也没有捞出来；三爷瘫倒井沿，再也
没有站起来……其实， 那时我三爷也是年
轻人啊！ ”

更让人伤心的是， 唐贵知原先是弟兄
三个，他 6 岁时，二弟 4 岁，三弟不到 1 岁。

唐贵知年龄稍大些，对饥饿抵抗力强。 爹妈
弄点吃的，会先嚼嚼喂他三弟，没想到“顾
此失彼”，他二弟却被活活饿死。 作为父母
该是多么无奈！ 可是，那时是真的没有食物
啊！

苍天有眼，唐贵知总算保住了性命，没
有被饿死。 悲惨的记忆中，他从小就对炸花
园口大堤造成黄河泛滥、 祸害群众的历史
罪人恨之入骨。 黄泛区，更像是中国大地上
流血的伤疤。

随着年龄增长， 唐贵知渐渐了解了共
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真正懂得
了共产党才是人民真正的“保护神”，共产
党的军队才能让自己“得解放”。 正因为小
时候悲惨的遭遇， 唐贵知对共产党充满了
感恩。

小何庄战斗与唐贵知有着特殊的缘

分。他说：“我家离小何庄十多里地。1948 年
发生小何庄战斗时， 我 11 岁。 6 月 5 日清
早， 我和群众都听到了激烈的枪炮声。 当
时，周围全是低矮的草庵，既无大树也无高
房。 我们一群小孩子，都跑到村后的高岗上
向枪响处观望，看见了似雾的硝烟。 后来听
大人说，打仗的地点是小何庄，听说死了很
多人……” 这是唐贵知最早知道的有关小
何庄战斗的情节。

1950 年，唐贵知到县城的小学上学时，
经常听到老师讲述小何庄战斗的情景 。
1952 年，他在扶沟一中上学时，班主任更是
带着感情讲述了小何庄战斗。

这些战斗情节， 勾起唐贵知对烈士的
崇敬之情。 从小， 唐贵知就有了朴素的愿
望，想把战斗故事记录下来，让大家认识英
雄、了解英雄，激励更多人。 （下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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