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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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克威画像（资料图片）。

唐克威，1943 年 2 月 1 日牺牲，时任中共水东地
委书记兼水东独立团政委。

他是抗战中我党在水东地区牺牲的职务最高的

领导干部之一。
他来水东 20多天就壮烈殉国。
为什么村民伸出大拇指称赞他是真正的英雄？
为什么村民为他守墓，过节把他“请”回家，为他

立牌位，向他叩拜？
为什么他牺牲后，设立“克威县”？
为什么他女儿最大的心愿是 “想知道爸爸的模

样”？
为什么他牺牲在太康县、葬于太康县，后来又迁

葬杞县？
……
一串串问号的背后， 是革命英烈一个个感人的

红色故事。3年来，记者多次深入唐克威战斗、工作过
的太康县、杞县，采访党史专家、知情人，翻开催人泪
下的一幕幕……

“当年唐克威烈士的守墓人就是俺爷爷……”
64岁的太康县郑寨村村民郑鸿福说。

“唐克威才是真正的英雄……”86 岁的郑寨村村
民郑本然说。

“唐克威为水东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巩固和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 杞县县委原党史办主任孙继
书说。

步履坚定、 血染征程……唐克威的足迹越来越
清晰。

抗日先锋 奔赴延安

唐克威，原名徐德乾，1913 年 6 月出生于湖北省
枣阳县罗岗乡徐桥村。 1934年夏，考入北平大学经济
系（法商学院）。 1935 年 10 月入党，被推选为北平大
学法商学院学生会会长、北平学联秘书长。

“一二·九”运动中，唐克威是积极分子，率领学
生上街游行、演讲，高呼抗战口号……虽然因积极宣
传抗日坐过牢，但是他并没有屈服。 1937 年 2 月，在
党领导下，北平成立“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唐克威
就是该联合会党团组织中的领导成员之一。

七七事变后，唐克威根据党的指示，组织北平的
学生南下进行抗日斗争， 负责流亡学生的接待、转
运、疏散工作，并任学生南下宣传团团长。

1937年冬，在党领导下，全国各地抗日救亡工作
开展得轰轰烈烈。 组织北平等地的学生转运工作结
束后，唐克威经山西临汾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延安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给唐克威留下深

刻印象。他积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运动中，凭借出色的
才能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到中央组织部工作。

雪中除夕 一碗热汤

“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要到抗日战争的最前线
去！ ”1938 年 6 月，唐克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请求到
华北敌后抗日最前线工作， 被组织上任命为一所党
校的负责人。 为了工作需要，他将自己的姓名徐德乾
改为唐克威。

这年冬天，敌人“扫荡”频繁，唐克威所在的党校
不断转移。

除夕之夜，寒风刺骨，天上大雪纷飞，地上冰雪
没膝。 唐克威率部雪中行军几十里，来到一个村子。
村里过年的鞭炮声响个不停。 为了不影响老乡过年，
部队在村里的背风处就地休息。 唐克威想办法把伤
病员安排到老乡家的草棚里， 几位女战士坐在老乡
家的门洞里。 八路军的这支队伍，漫天大雪中在老乡
家的外面整整守了一夜，迎来了新年。

大年初一早晨，老乡推开房门，看到战士，很是
吃惊，热情地邀请他们进家吃饺子。 战士们都知道，
老乡能吃上一顿饺子非常不容易， 只同意一人喝几
口饺子汤暖暖身子。 唐克威端了一碗饺子汤，一口没
有舍得喝，直接送给了一个伤员。

战斗婚礼 革命佳话

革命者以四海为家。 1938 年 12 月， 组织上派
唐克威到条件更艰苦的河南濮阳一带工作。

怀揣着青春梦想，唐克威来到河南，先后担任中
共豫北地委宣传部长、 统战部长兼八路军东进纵队
驻濮阳办事处主任、冀鲁豫区五地委副书记。

唐克威聪明好学、性格开朗，很受大家喜欢。 这
期间，他收获了甜蜜的爱情，女方是一同出生入死的
战友李毅。

1939年春天的一个晚上，经上级批准，组织上在
驻地为唐克威和李毅举行简单的婚礼。 十几个人参
加的婚礼仪式上，大家喝碗茶水、吸口土烟，以示庆
贺。 主婚人简单地讲了几句话：“祝新郎、新娘互敬互
爱、白头到老……”话音未落，警卫员来报告，发现敌
情。 婚礼现场瞬间变为战斗指挥部，主持人命令大家
各负其责、分散行动。

新郎、新娘二话没说，深情地对看了一眼，匆匆
分手。 新婚仪式竟成出征仪式，直到八九天后，两人
才再见面。 唐克威对李毅说：“我们的婚礼是特殊的
婚礼、战斗的婚礼，千万不能忘记。 ”

忍痛割爱 泪别女儿

1942 年， 组织上调唐克威任冀鲁豫区八地委书
记兼军分区政委。

戎马倥偬，唐克威夫妻聚少离多，没时间照顾女
儿。 女儿出生不到 20天，他们就忍痛割爱，将其寄养
在老乡家中。

夫妻俩深感对女儿照顾不周，很自责。 唐克威调
动工作前，和妻子决定去看看女儿。

这时，女儿已经 2 岁。 好长时间未见，女儿会是
什么模样？ 来到老乡家，他们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
女儿。 女儿和老乡家的孩子吃的一样， 瘦得皮包骨
头，看了叫人心酸。 慈祥的母亲心疼得掉下眼泪，坚
强的父亲硬是把泪水咽进肚里。

唐克威拿出怀表，逗女儿玩。 女儿被逗得呵呵直
笑，唐克威也高兴得像个孩子。

幸福时刻如此短暂。 夫妻俩陪女儿玩了一会儿，
最终还是狠心地抛下了她。

2 岁的女儿追到村头 ， 用稚嫩的童音哭喊着 ：
“爸爸妈妈……”不忍回望女儿的模样，不敢听女儿
的哭声，夫妻俩大步向前，泪洒返程路。

可怜天下父母心。哪个做父母的不疼爱儿女？革
命者，为让更多孩子享受到父母之爱，他们无怨无悔
地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开荒干部” 挺进水东
在冀鲁豫区工作的几年间， 唐克威善于克服困

难，善于打开新局面，深受群众称赞，被誉为“开荒干
部”。

1942 年 12 月底，唐克威受命于危难之际，被派
到水东来“开荒”。 临行前，他对妻子和女儿说：“等
到麦苗长高时 ， 我就派人来接你们……” 哪里料
到，这是他与妻女的最后一面。

水东，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区域名称。 1938 年 6
月初，蒋介石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造成黄河泛
滥改道， 给豫皖苏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以新黄河为
界，有了河东、河西之分。新黄河以东黄河泛滥区，共
产党称之为“水东”。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八路军
和抗战群众将这块共同开辟的抗日根据地称为水东

抗日根据地，区域大致以睢（县）杞（县）太（康）为中
心，逐渐发展为辖太康、西华 、淮阳 、开封 、杞县 、通
许、商丘、睢县等十余县的大部或部分地区。

“皖南事变” 后， 新四军损失严重。 危急情况
下 ，豫皖苏区党政机关随主力转移到津浦路东 ，水
东抗日根据地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水东地区抗日军民一边坚持抗战， 一边积极寻
找上级党组织， 几经周折联系上冀鲁豫区党委、军
区。

不久，中央决定，水东地区可归冀鲁豫区领导。
1941 年 12 月 ， 水东地区由冀鲁豫区代管 ，1942 年
12 月正式划归冀鲁豫区建制。 冀鲁豫区党委和军
区决定，派唐克威任水东地委书记兼水东独立团政
委。

水东地区斗争形势严峻、环境恶劣、条件艰苦，
在唐克威到来之前 ， 这里已先后有沈东平 、 马庆
华、韩达生 3 位特（地）委书记牺牲。 党派唐克威到
水东，希望他能扭转被动局势，打开斗争新局面。

党叫干啥就干啥。 唐克威毅然奉命向水东进发，
甘洒热血写春秋。

白水面条 孝敬老人

1943 年 1 月 7 日晨， 唐克威率领几十名八路军
干部、战士，经一夜急行军到达水东地区的一个小村
庄。

稀薄晨雾中，隐约可见沙丘纵横、房舍坍塌。
这时，唐克威忍着脚伤、疾病，和指战员们已徒

步行军多日，十分疲劳。
把大家安顿好后 ，按照惯例 ，当地党政军负责

同志为迎接新任地委书记 、独立团政委 ，要请大家
吃顿好饭，也就是“请客”表示欢迎。

“请什么客呀！今年不是大灾之年吗？ ”唐克威截
住大家的话头说。

“很简单，就是请大家吃碗面条。 ”
唐克威听说只是吃碗面条就点头同意了。 当地

负责同志想尽办法， 为大家做了一顿没有菜、 没有
油，甚至缺少盐的白水面条。

部队开始吃饭了。 这时，数十名群众陆续走进了
大院。 为欢迎自己的队伍，他们从家里端来刚做好的
饭。

唐克威迎上去， 看到这些送饭的男女老少个个
面黄肌瘦，碗里盛放的是糠窝窝、红薯叶稀汤、清水
煮胡萝卜……而这些， 还是老乡们饿着肚子省下来
的。

唐克威鼻子一酸，眼睛湿润了。 他紧紧拉住一位
老大爷的手，哽咽着说：“大伯，你们这么困难还给我
们送饭，太麻烦您啦……”

唐克威说罢，将自己那碗白水面条送到老人手
中，接过老人那碗清水煮红薯叶汤一口气喝下去 。
老人端着那碗白水面条，失声痛哭……

唐克威劝慰说：“老人家，我们到这里，就是水东
人民的儿子，孝敬老人是应该的！ ”

重要会议 扭转局面

如今， 杞县谷熟岗村谷熟岗小学原址已是村委
的一处办公用地。 记者来到这里采访，一进入大门，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院内的一块石碑。 石碑由中共杞
县县委、杞县人民政府 2016 年 12月敬立，上书：水东
抗日根据地“列宁格勒”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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