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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达生：铁骨忠魂多壮志

������1939 年秋，韩达生受党组织派遣，到豫
皖苏根据地工作，受到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
枫、参谋长张震和政治部主任吴芝圃的热烈
欢迎。 在政治部工作学习一个月后，韩达生
任睢杞太特（地）委书记。 此时，睢杞太抗日
根据地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原来，8 月初， 睢杞太特委书记马庆华
与日寇作战中壮烈牺牲， 对那里的抗日军
民情绪影响很大，党、政、军失去统一领导。
我抗日部队不能和敌人正面交锋， 只得昼
伏夜出， 进行游击活动。 而日伪军乘机扫
荡，妄图消灭抗日武装。 国民党反动派也越
过新黄河，向抗日军民进攻，企图把我军挤
走。 根据地军民热切盼望上级派来一位坚
强的领导者。

1939 年 11 月，豫东平原，千里萧疏，白
骨露野。 一位头戴毡帽、身穿短袄、腰缠束
带，商贩模样的人，推着一辆独轮车，冒着寒
风，踏着冰雪，行走在乡村田野。 他，就是肩
负重任的韩达生。

韩达生来到睢杞太根据地， 在极其恶
劣的斗争环境下， 一个县一个县地恢复党
组织和交通站， 一个县一个县地组建抗日
武装。 韩达生把各县的抗日队伍统一组建
为独立团并兼任政委， 领导部队狠狠地打
击敌人的嚣张气焰， 发展和巩固抗日根据
地。 经过深入工作，群众抗日情绪高涨，青
年农民纷纷报名参军 ， 独立团发展到近
2000 人。

1941 年 1 月 28 日，新四军《拂晓报》发
表《坚持豫东敌后抗战的睢杞太独立团》。此
文指出，“由于党的领导正确”，独立团“从成
立到现在为止，平均每三天战斗一次……在
豫东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当独立团主力调往豫皖苏边区时，尽管
睢杞太抗战局面很困难， 但韩达生顾全大
局，坚决服从党的决定。

������一天，韩达生突然接到口信：母亲病故。噩耗传来，
他强忍悲痛，安排好工作，迅速往家里赶。 一路上 ，想
起这么多年，自己没能照顾母亲，倒是母亲深明大义，
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 斗争正处在艰难时刻， 母亲还
没看到胜利就去世了……想起母亲， 韩达生更增添了
坚定革命的决心。

回到家，他痛心地哭了好长时间。几位本家叔叔围上
来劝他说：“你母亲去世，你父亲患病顾不住自己，孟维新
领着你小妹妹和三个孩子，咋过哩？ 你不要出去了，照顾
照顾家吧！ ”韩达生只“嗯”了一声，什么也没说。叔叔们看

他没有留在家里的意思，就叫家里人看着，不许他外出。
第二天早上，韩达生背着妻子写了一张纸条：这些

年来，你随我颠沛流离，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我永
远不会忘记你的功德。 我何不想在家夫妻朝夕相伴，儿
女绕膝，享天伦之乐，早晚孝敬高堂，尽人子之责。 但是，
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任务……

在桌子上放好纸条，他趁爱人做早饭的机会，从后
院跳墙走了。

为了告慰母亲，为了天下更多的母亲，韩达生又投
身抗日洪流中。

�����1941 年 2 月 23 日 ，韩达生在睢县 、太康县交界的
葛庄一带 ，正动员群众抗日时 ，日寇和睢县伪警备队
500 多人，突然把葛庄包围。 战斗中，韩达生被俘。 当
时，他把身边的文件全部销毁。 面对敌人，他自称是做
小生意的。 无论怎么解释，敌人还是把他关进了监狱。
后经地下党组织营救 ，妻子孟维新又托人作保 ，韩达
生才被释放。

从被捕到出狱才十多天，韩达生就被折磨得面容
憔悴、虚弱不堪。组织上安排韩达生回家休息养伤。回
到家，他向久病在床的老父亲请安，把妻子、儿女叫到
一起询问一番。 这时，大儿子十多岁了。 从记事起，这
是他第二次见到父亲韩达生。

韩达生此次脱险回家，一家老小都希望他能多住

些日子，好好恢复身体。 但第二天，韩达生非走不可。
一家人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分别竟是诀别。

1941 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 。 这
一年 4 月，盘踞在新黄河西岸的国民党军对我抗日根
据地发动袭击。 4 月 17 日夜，韩达生在组织突围中又
被捕了 。 敌人将韩达生等被俘人员送到新黄河西漯
河关押 ，后又送到郾城监狱 。 这时 ，他已被折磨得不
像样了 。 在狱中 ，他组织战友进行斗争 ，设法使战友
获得释放。 敌人百般拷打，但始终得不到他的任何口
供。 5 月的一天，韩达生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敌
人将他的尸体装入麻袋 ，坠上石头 ，投入扶沟一带的
黄河水中。

牺牲时，韩达生年仅 36 岁，至今忠骨难寻。

������韩达生牺牲了，敌人仍不罢休。 他们要对韩家斩草
除根，四处追杀抓捕韩达生的妻子、儿女。

1942年初夏，时任新四军四师参谋长的张震及政治
部主任吴芝圃指示， 一定设法营救韩达生烈士的家属。
组织上派了一位王姓交通员全程负责此事。 然而，从包
围重重的敌占区救出一家老小，再送到泗洪县半城镇新
四军四师师部驻地，路途遥远，关卡重重，谈何容易？

2018年“七一”前夕，韩达生的大儿子、年届九旬的韩
远道在回忆录中，透露了一家人虎口脱险的经历。

交通员与地下党组织配合， 悄悄把他们一家人从敌占
区接出来，乘坐一辆马车去火车站时，半路被敌人截住。敌人检
查一番，虽没有发现破绽，但不准前行。 他们只能原路返回。

第二天，交通员想了个办法，将马车装上篷子，两头
用棉被封得严严实实，每个人都打扮一番，一副新媳妇
回娘家的样子。交通员特意安排他们兄妹几个怎么对付
敌人的盘问。 一家人终于穿越几个哨卡到达火车站，搭
上了去徐州的火车。到徐州刚下火车，不知道因为什么，
一家人就被几个日本鬼子用枪逼着押向一个大房间里。
大家以为这次凶多吉少了。

孟维新心里已经盘算好， 一定要让孩子们脱身，哪
怕自己死了，也要给烈士留条根。

交通员沉着冷静，安排说跟着他走，见机行事。 进到
房间，日寇盘问、搜查几遍，还单独恫吓几个孩子。 大家
用早已安排好的理由应付。 日寇折腾半天，最终将他们
放行。 大家辗转一番，又乘上开往宿州的火车。

从宿州到泗洪县半城镇新四军四师师部驻地，要经
过一段敌人把守很严的区域。 如何顺利过去，又一次成
了大家的难题。

韩远道回忆说，母亲也有丰富的斗争经验。 与交通
员反复研究后，母亲果断决定，不走僻静小道，直接从
城内通过，以免被小路上巡逻的敌人堵住引起怀疑。 于
是，一行人大摇大摆地出入城门，遇到找麻烦的哨兵打
点一下就过去了。 几天后，大家来到一个渡口，河对岸
就是新四军驻地了。 每个人都很兴奋，但不敢大意。 这
里的敌人把守很严， 敌船在河面上来回巡逻。 趁着夜
色，一家人偷偷穿过很少有人经过的偏僻小路，来到一
个只有几户人家居住的小村子。 当地地下党员为他们
找到了一只小船。 大家拼命划船到了河对岸，看到了穿
着灰色军装、和蔼可亲的新四军战士，如同见到了久别
重逢的亲人。

在新四军四师师部，师首长接见了大家。 直到这时，
一路护送的交通员才松了一口气。

������韩达生的牺牲，睢杞太地区广大军民无不为失去一
位好领导而悲痛。 为了纪念他，1944 年 8 月，在杞县、通
许、陈留三县接合部，建立以达生命名的“达生县抗日民
主政府”。 1948年年底，豫东地区全部解放，达生县建制
撤销，所辖地区归属原县建制管理。

韩达生一家人虎口脱险后，党组织将韩达生的子女
送到部队。他们穿上军装，像父亲一样成为新四军战士，
继续着革命事业。

韩达生的爱人孟维新， 从一个识字不多的家庭妇
女，成为革命的支持者、追随者、参与者，是与丈夫的启
发、教育分不开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没有因为
自己的革命经历和贡献向组织要求过任何特殊待遇，只

是默默地享受国家发给烈士家属的抚恤金。 当国家经济
遭受困难时，她还提出这微薄的烈士家属抚恤金也不要。

1987年， 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复建水东烈士陵园。
1990 年以来，张震上将、张爱萍上将为纪念韩达生烈士
相继题词。1997年 6月，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并拨专款，
在杞县水东烈士陵园，为韩达生烈士修墓、立碑、建亭。
当地政府举行了隆重的揭碑和纪念仪式。

2009年，韩达生烈士成为河南 60 名“为新中国成立
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韩达生为人民的利益而死，虽死犹荣，永垂不朽。
英雄虽逝， 但他铁骨忠魂的战斗故事令人肃然起

敬，他忠诚为党的革命精神激励着后来人……②22

临危受命 发展壮大

������为了壮大抗日武装力量，韩达生等地委
机关干部化整为零分散活动，发动群众参军
参战。

在残酷的斗争中，地委书记韩达生经常
变换身份。 他有时是小商贩，推着独轮车或
挑着货郎担，走乡串户；有时是教书先生，身
着长袍，头戴礼帽，往来于城乡之间，组织群
众的抗日活动。他没有固定的住处，天当房，
地当床，走到哪里，就和当地群众一起吃住。
寒冬腊月，他在地上撒把麦秸就睡觉。 没有
粮食吃，他就嚼红薯片、花生饼充饥。

一天，他顶着北风，踏着冰雪，从杞县到
睢县，突然发现前面村里有鬼子、汉奸驻扎，
无法通过。 他坐在地上想办法，抬头看见地
上有遗弃的空点心盒，便急忙拾起装些土坷
垃封好，拎在手里装作走亲戚的样子骗过了
敌人，绕道祁楼村来到妹妹家。

好久不见哥哥了，妹妹非常惊喜。 妹妹
见他人瘦了，脸冻得发青，手也冻烂了，就烧
水给他洗脚。 当他脱下烂袜子时，妹妹发现
他脚上冻裂有一扁指宽的口子，难过得哭了
起来，非留他住下歇几天不可。 他却坦然地
说：“ 把日本鬼子打跑了， 我们就不会受罪
了。 ”

吃过饭，韩达生婉言谢绝妹妹一家人的
盛情挽留，拎起点心盒，迅速消失在漫天风
雪中。 望着哥哥模糊的身影，妹妹只好默默
地为他祈求平安。

艰苦岁月 信仰铮铮

革命不歇 告慰母亲

两次被捕 赤子忠魂

虎口营救 家人脱险

血沃中原 英名长存

（上接 A3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