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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克威：人民心中的丰碑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通讯员 轩人杰

（上接 4版）
谷熟岗小学原址院子不大、屋子破旧，但水东地

委几次重要会议曾在此召开，小院因此与众不同。
“唐克威抵达谷熟岗村后，与水东地委各机关

会合，驻扎于此……”当地村委会负责人介绍。
1943 年 1 月中旬， 唐克威在谷熟岗村召开水

东地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上级党委的指示，贯彻加
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精神，统一认识、布置任务，稳
定了形势。 大家坚定了坚持水东地区抗日斗争的
信心和决心。

唐克威主持召开的谷熟岗会议非常重要 ，它
使水东抗日根据地各项工作都出现新的转机 ，对
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为快速熟悉当地情况，唐克威上任后，化装成
普通百姓深入太康、杞县等地了解群众疾苦、宣讲
革命道理。

铁底河畔 为国尽忠

水东地区是一片演绎英雄传奇的红色土地。
1943 年 1 月底的一天，部队得到情报，日寇近

期将对根据地“扫荡”。 为适应斗争形势，唐克威决
定分散活动， 他带一部分人宿营在太康和杞县交
界处。

2 月 1 日凌晨，唐克威率部来到太康龙曲郑寨
村北部的杞县常营村。 8 时许，日寇有汽车队向常
营村驶来。 实际上，日寇早已注意到水东地委召开
的谷熟岗会议，开始采取“扫荡”行动。

唐克威当即决定转移。 10 时许，日寇一辆武装
侦察汽车首先抵达常营村西头，战斗很快打响。

日寇数百人乘 20 多辆汽车对唐克威率领的部
队进行包围。 当时，唐克威脚部旧伤未愈，行动不
便，只得骑马指挥战斗。 由于敌众我寡，部队难以
组织有效抵抗，不久被打散。

唐克威催马南撤，敌人尾追不舍。 12时许，唐克
威骑马撤至郑寨村南的铁底河北岸。 他本想骑马跨
过河，摆脱日寇汽车队的追击。 当他跃马过河时，马
失前蹄，不幸坠入河中。

“捉活的，捉活的！ ”在敌人一片叫喊声中，唐
克威一边还击，一边撕毁文件。 当只剩最后一颗子
弹时，他宁死不当俘虏，选择自尽，为国尽忠。

年仅 30 岁的青春之花，凋零在铁底河畔。
唐克威倒下了 ，但一座抗战丰碑树立起来 。

克威牺牲 设县纪念

唐克威牺牲，军民大恸。 当时部队、机关分散
活动，很难聚拢在一起。 尽管如此，水东地委还是
在太康县境内的李寨举行追悼会， 找到群众掩埋
烈士的地方后，为唐克威换木棺安葬。

唐克威到水东的时间很短， 但他以出众的才
华、坚定的意志，以对党和人民的赤诚，为水东地
区抗日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了后人的尊重。

1944 年，水东地委报请上级批准，将杞县北部
与陈留、兰封、民权等几个县的接合部根据地，命
名为“克威县”，并召开大会宣布建立“克威县抗日
民主政府”，号召根据地军民向唐克威学习 ，完成
他未竟的事业（1948 年 10 月，克威县建制撤销，县
内各地归回原建制）。

唐克威的战友杨得志在回忆中写下对唐克威

的思念：“1943 年 1 月，我们找他来开会。 会刚开一
半，得到敌人要大‘扫荡’的情报，他又急急赶了回
去。 谁知这一去再也见不到这位坚定、无畏又十分
乐观的好同志了……他牺牲那天，风雪交加，漫天
的飞雪像是把人们的心搅碎了似的。 我一闭上眼
睛，唐克威的形象就出现在我面前。 ”

村民守墓 多年相伴

“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知道你为了谁……”
唐克威牺牲时，郑寨村许多村民都看到了。
郑广安，郑寨村村民，平时思想进步。 那天，他

和一些村民站在寨墙上看到一群日本兵追杀一名

八路军，目睹了整个战斗过程。
“我小时候就听奶奶讲过这件事。 当年， 我爷

爷郑广安来到唐克威牺牲的地方， 也不知道他是
谁，就回家和我奶奶商议埋葬一事。 爷爷、奶奶虽
然穷，但通情达理，懂得共产党对老百姓好。 爷爷
拿着一张圈床席、一条棉被，来到铁底河坡 ，就地
埋葬了唐书记……”2024 年 1 月 24 日，64 岁的村
民郑鸿福动情地告诉记者。

一张圈床席、一条棉被，在当时是郑广安家中
比较值钱的家当了。

从此，郑广安常年为唐克威守墓，定期清除墓
上的杂草；雨水冲走墓上的土，他便去添土 ；教育
小孩子不要到墓周围玩耍，以免惊动英雄……

每到中秋节，郑广安到唐克威墓前，“请”他回
家团圆、吃月饼。

每年除夕，他“请”唐克威回家过年，将唐克威
的牌位和自家亲人的牌位摆放在一起，供奉大馍、
饺子、酒、菜，和家人一起叩拜。

唐克威烈士，若有在天之灵，当会欣慰吧！
时光匆匆。 1959 年， 郑广安在生命的最后一

刻，向儿子交代后事———一定要记住唐克威的好。
郑广安去世后，他的儿子继续为烈士守墓……

如今， 郑广安的孙子郑鸿福经常向大家讲述唐克
威的红色故事。

从郑广安，到他的儿子、孙子，三代普通农民，
80 多年来将一个素不相识的他乡烈士， 尊为自家
的长者、亲人。 这种崇尚英雄的民间表达，生动诠
释了人民群众感党恩的朴素情感， 成为后人读懂
中国革命苦难辉煌的精神密码。

上世纪 80年代，太康县政府为去世多年的郑广
安补发奖状，表彰他“敬仰烈士、风格高尚”。

这张早已不见踪影的奖状， 今天依然高悬在
郑家后人的心头，成为一枚永远不会消失的勋章，
也成为郑寨村民的自豪与骄傲。

父亲模样 女儿常念

“啊，摇篮。 我是多么希望能在父母的摇篮中度
过美好的童年……”然而，唐克威的女儿硝河没有
这么幸运，这是她永远实现不了的奢望。

出生不到 20 天，硝河就被父亲寄养在老乡家。
在她 3 岁时，父亲又永远地离开了她。

硝河，是父亲给她起的名字。 这个名字寄托了
唐克威对女儿深沉的爱和殷切的期望。

“1940 年 ，我出生在河南濮阳硝河边上的一
个小村庄 。 当时 ，日寇非常猖狂 。 老百姓被日寇
整村地屠杀 、活埋 ，真是白骨成山 、血流成河 。 抗
日将士前仆后继 、英勇奋战 ，鲜血染红了祖国的
山河大地 ，也染红了村前的硝河水 。 为此 ，父亲
为我起名硝河 ，希望我不要忘记祖国被践踏 、民
族被蹂躏的年代 ， 不要忘记被鲜血染红的硝河
水 。 ”硝河在怀念父亲的文章中 ，揭开了自己名
字的由来 。

被寄养时，硝河还面临着被追杀的危险。 为躲
避日寇的搜查，老乡就把硝河藏在挖空的墓穴里。
墓穴里阴暗潮湿，硝河因此长了一头黄水疮，成年
以后还留有疤痕。

唐克威牺牲后，妻子李毅带着 3 岁的硝河一步
一步奔到延安。在这里，李毅进入“抗大”学习，硝河
被送进中央保育院。 从小，硝河就在心中埋下爱与
恨的种子———爱那值得自豪的父亲，恨那使她失去
父亲的日寇。

随着年龄增长，硝河越来越想念父亲，一直想
知道父亲的模样。 她给父亲写了一封永远寄不出
去的信：“爸爸， 您怎么连一张照片也不给女儿留
下啊？ 要是有您的照片，我一定把它贴在日记本的
第一页，天天能看到您，天天陪您说话……”

女儿对父亲深深的思念， 终于抑制不住爆发
了。 她躲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大声喊着：“爸爸、
爸爸，您在哪里啊！ 您牺牲得那么早，女儿我不知
道您的模样，能到您的墓上看一眼也行啊……”

上世纪 80 年代， 杞县党史部门的同志一路寻
访，找到了唐克威的爱人与女儿，还带来一个准确
消息，唐克威牺牲后，安葬在太康龙曲郑寨村铁底
河畔。 几十年来，群众一直没有忘记他。 每年清明
节，当地政府和群众都去给他上坟扫墓。

硝河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她带领家人来
到父亲唐克威战斗过的太康县、杞县等水东老区。

1983 年 2 月 1 日， 恰逢唐克威牺牲 40 周年纪
念日，漫天飞雪，硝河和家人泪洒铁底河畔。 来到
父亲的墓前，她长跪不起，轻抚墓碑，进行一场期
待已久的父女“对话”。 她依稀听到父亲对女儿的
期盼，激动地回应道： “爸爸，40 多年了，我终于见
到您了……”

硝河来到郑寨村， 村民们像迎接亲人一样，围
着硝河问长问短，争相讲述唐克威的故事。 硝河再
次涕泪不止，感谢父老乡亲对唐克威的惦念。 她特
意来到守墓人郑广安家里， 向郑家人深深鞠躬，感
谢他们对唐克威的“照顾”。

后来，硝河请人比照自己的模样，为父亲唐克
威画了一幅肖像。 她了却一桩心愿，可以天天“看
到”父亲了。

硝河心中终于有了父亲清晰的 “模样”：“爸爸
永远是年轻的，威武又慈祥。 他为了大家，舍弃了
小家。 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
红色记忆里……”

两次迁葬 处处青山

“唐克威的故事从小我就听说过。 我们郑寨村
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谁英雄、谁好汉 ，与唐克威
比比看。 人家才是真正的英雄。 ”郑寨村 86 岁的村
民郑本然对记者说。

郑寨有幸埋忠骨， 精神自有传承人。 在郑寨
村，唐克威的故事早已生根发芽。

铁底河水蜿蜒东逝，说不尽思念；青青麦苗风
中摇曳，道不完哀怨。 来到郑寨村铁底河南岸，记
者看到唐克威烈士纪念碑伫立在一望无垠的田野

里。
说起那段历史， 郑寨村党支部书记郑士强指

着纪念碑说：“唐克威牺牲后葬在铁底河南坡。 上
世纪 60 年代，整治铁底河时，太康县政府将烈士迁
葬至铁底河南岸，1982 年 3 月 1 日又在此立碑纪
念。 ”

遗憾的是，纪念碑所在位置已无坟头———唐克

威烈士已于 1987 年迁葬至杞县水东烈士陵园。
如今， 太康县烈士陵园为唐克威立有纪念碑

亭。 郑寨村也准备在村里修建唐克威烈士纪念碑
亭等。

当年， 为什么要将唐克威烈士从太康迁葬杞
县呢？ 杞县县委原党史办主任孙继书给出了答案。

唐克威烈士牺牲后， 一直葬在太康县。 1987
年，杞县县委、县政府报请上级批准，在县城西关
新建水东烈士陵园。 1987 年 9 月 3 日，在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 42 周年之际， 唐克威烈士迁葬至新
的水东烈士陵园。

水东地委书记牺牲后葬于水东烈士陵园也在

情理之中。 但是，英雄要迁葬他乡，太康郑寨村一
带群众开始有些不理解。 最终，当地人民还是怀着
无限尊敬之情，以最高礼仪为烈士送行。

英雄儿女浩气长存。 2014 年，唐克威入选全国
第一批 3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水东烈士陵园内，高耸入云的水东革命烈士纪
念碑旁，建有一座高近 4 米、金黄色琉璃瓦覆顶、斗
拱红柱支撑的唐克威烈士纪念碑亭。 纪念碑亭里
的石碑上刻有杨得志等老同志的题词。 不远处的
苍松翠柏间，就是唐克威烈士墓。

青山无语，红旗猎猎。 为夺取抗战胜利，水东
人民坚持抗战红旗不倒，付出了巨大牺牲，先后有
沈东平、马庆华、韩达生、唐克威 4 位特（地）委书
记和 5266 名指战员牺牲。 他们用生命和忠诚，树
起了中国抗战史上不朽的丰碑。 ②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