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奖章”获得者、特级爆破英雄李广正。
（资料照片）

李广正荣获的“毛泽东
奖章”。（资料照片）

1947年 5月，东北民主联军在取得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胜利后，迅速扩
大对敌优势，伴随着强大的夏季攻势，
吹响东北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号角。
经过夏季攻势第一阶段作战，我军歼灭
当面防御薄弱分散孤立之国民党军，胜
利实现南、北满部队会师。遭到东北民
主联军沉重打击的国民党军，收缩分散
孤立的据点，集中兵力转入重点防御，
坚守中长路之长春、吉林、四平、沈阳
及北宁路沿线之锦州等战略要点，以待
援兵。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为扩大战果，
继续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进一步孤
立长春、吉林，决心集中主力部队围攻
四平。

四平是中长路上的重要交通枢
纽，也是国民党军长期设防的重要据
点。国民党军第 71军军长统一指挥第
71 军第 87 师、第 88 师和第 13 军第 54
师及特种兵、保安团等共 3.5 万人据守
于此。经过近 1 年经营，敌军在四平
建成永久与半永久工事，在市内和市
郊修筑大量碉堡，设置各种复杂的障
碍物，并由纵横交错的交通壕连接。
在这些工事之中，有一种以钢筋混凝
土框架为基础，外表使用当地红砖砌
筑的大红楼十分坚固，主要用于指挥
或防御。

我军在侦悉敌军部署和城内外工
事等情况后，制订相应作战计划，以
第 1 纵队、辽吉纵队和第 6 纵队第 17
师，东总直属炮兵 5 个营，组成攻城集
团。另 4 个纵队（欠 2 个师）、5 个独立
师和 2 个骑兵师共计 17 个师的兵力，
配置于四平以南、东南及以北地区，
准备阻击由沈阳北援和由长春南援
之敌军。

攻城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后，立即勘
察地形，进一步了解敌情，并进行攻坚
战技术与战术训练，抓紧器材和弹药的
准备。

6月 14日 20时许，东北民主联军向
四平发起总攻。由于我攻城部队兵力
没有形成绝对优势，且敌军工事坚固，
攻击进展缓慢。17日，攻城部队第 6纵
队第 17 师第 47 团投入市区作战，进城
后采取 1个营打 1条街的办法，收到明
显效果。

同日，辽吉纵队独立第 1师也成功
突破敌军外围防线，向既定目标推进。
独立第 1师第 1团率先进入城内，但敌
军依靠强大火力支援，多次对我军进行
阻击。第 1团官兵奋勇突击，顽强防守，
牢牢巩固了突破口，为师主力顺利进入

市区提供保障。
当第 1 团冲入法院大街时，被一

座长 200 余米、3 层高的大红楼挡住了
前进道路。这座大红楼里盘踞着国
民党军第 71 军第 263 团 1 个整团的兵
力。楼前布满碉堡、铁丝网、暗沟等
障碍物。敌军凭借这座坚固的大楼
和居高临下的地形，妄图阻止我军向
纵深推进，固守待援。在此形势下，上
级命令第 1团尽快攻克这座大楼，扫清
障碍。

18日，第 1团在切断大红楼守军退
路后，决定采取先包围、后进攻的策略，
歼敌于大楼之中。伴随着一轮又一轮
冲锋，大红楼前倒下了许多战士。关键
时刻，1连 8班副班长李广正主动请缨，
担负攻坚任务。在强大火力掩护下，他

带领爆破组，扛起炸药包，迅速向大红
楼逼近。在炸毁两道铁丝网和 1座碉堡
后，李广正利用浓烟掩护向前跃进，冲
到暗沟前，掏出 1枚手榴弹投了出去，又
迅速跑到大楼前放好炸药包，点燃导火
索。一声巨响后，大楼只被炸了一个小
窟窿。

面对不利局面，李广正和战友们
没有放弃。在敌人密集火力下，他又
连续实施爆破，但效果仍不明显。他
意识到，零敲碎打既炸不掉眼前的大
楼 ，又 会 延 误 大 部 队 的 进 攻时间 。
李广正和战友们总结了刚才爆破大红
楼的经验教训，很快想出新办法：集中
兵力和大量炸药搞大爆破，让敌军没
办法迅速组织防御。上级同意了这一
方案。

李广正带领战士们，每人背负装满
炸药的麻袋，借着夜幕向大红楼冲
去。在堆好炸药后，李广正迅速点燃
导火索。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团团
火焰直冲云霄，大红楼被炸塌一半，守
敌大部分被震死或震昏，完全丧失了抵
抗能力。

嘹亮的冲锋号吹响了，部队如潮水
般对大红楼发起冲击。李广正率领班
里的战士，率先冲进大楼，生擒敌第 263
团副团长。最终，我军全歼驻守大红楼
的敌军 1000余人，为后续部队打通了前
进之路。

在攻克大红楼之战中，李广正带领
爆破组在敌军炮火封锁下往返 24 次，
运送并使用 2000 余斤炸药，连续爆破
12 次。战后，第 1 团 1 连获得“战斗模
范连”光荣称号，李广正荣立特等功一
次，获得东北民主联军最高荣誉——
毛泽东奖章，被纵队授予“特级爆破英
雄”称号。 （据《中国国防报》）

四平攻坚战中的爆破战

红色记忆

海 新 报
SHI HAI XIN BAO 072025年4月25日 星期五 值班编委 郑 桉 编辑/美编 张锦倩 校对 孙丽君

这是发生在 80 多年前的一个真
实故事。五块石村位于海龙县（今梅
河口市）康大营乡与磐石县交界处，距
离红石砬子抗日联军根据地很近。村
里有位 30多岁的妇女，名叫赵玉仙。
她为人心地善良，性格开朗，跟邻里处
得非常和睦。

这个时期，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
海龙游击队经常在这一带活动，赵玉仙
也常听地下党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日久天长，她的觉悟逐渐有了提高。
后来，她参加了革命，当了五块石村反
日妇女会的会长。

她一边积极学习革命理论，一边
向群众宣传抗日道理，组织妇女给抗
日游击队缝补洗涮，纳鞋做袜等。由
于赵玉仙忠诚可靠，党组织就把她家
作为游击队的联络站，她当了一名交

通员。
她经常骑着一匹青鬃花马，为游

击队投书送信，传递情报。离远望
去，她骑的那匹马宛如密林中的一只
梅花鹿，于是，十里八村的乡亲们都
称她为“梅花鹿”。时间长了，“梅花
鹿”代替了她的真名。

海龙抗日游击队在人民群众的
支援和配合下，接连打了几场漂亮
仗。两次进攻二道岗，严惩了地主
恶霸；放火烧了伪自卫团的营房；
夜袭了康大营伪警察署，击毙了伪
署长、伪警长等。赵玉仙为自己能
在这些战斗中尽到交通员的责任
而高兴。

游击队频繁地战斗，伤员也不断
增多，又加上当时环境艰苦，缺医少
药，伤员康复得很慢。赵玉仙心急如
焚，主动提出在她家设个护理点，她的
家人也都成了义务护理员。为了使伤
员早日痊愈，赵玉仙不辞辛苦，四处奔
波，常常用自家的钱为伤员购买药物、
食品。

有一次，地下党组织指示“海龙区
委想方设法，搞些武器弹药”，赵玉仙
接受了这项任务，带着地下党李青山
的亲笔信（李青山公开身份是二道岗
的自卫团长），只身深入虎穴。

赵玉仙找到县城的日本翻译官
刘仁珠，一见面就说：“这是李团长给
翻译官您的信，上面都写清楚了。乡
里最近不太平，李团长在几个村新建
了自治联防，需要些枪支弹药。李团长
常说，刘翻译官重朋友讲义气。我
看，就凭刘翻译官的能耐，帮这个忙
是不会太难的。刘翻译官一定能赏这
个脸。”

刘翻译官认识李青山，听了赵玉仙
的一番话，又看看桌上放的一沓钞票
和一枚金戒指。这家伙便连声说：“这
事儿好办，就包在我身上吧。不过，目
前手头没货，容我筹措几天。那样吧，
你半个月后再来。”

半个月后，赵玉仙又找到刘仁珠，
一切事情都已安排妥当。一天下午，
李青山身着团总的装束，游击队员
乔 装 成 团 兵 ，到 约 定 地 点 顺 利 地
取走了这批武器。 1936 年秋的一
个傍晚，天下着大雨。海龙区委书
记老杜急急忙忙地来找赵玉仙，一
进门就说：“磐石县宪兵队在新京
（今长春）宪兵队的指挥下，纠集了 3
个县的日本守备队和地方伪军几千
人，对我游击队进行‘围剿’。中心
县委指示，火速通知红石砬子游击
队，带足吃的，往长白山转移，与杨靖宇
部队会合。”说罢，老杜掏出一封中心县
委的指示信。“这次送信，事关我军生
死存亡的大事，派谁去好呢？”老杜
问赵玉仙。

赵玉仙毫不迟疑地说：“我是交
通员，把信给我，保证完成任务。”
老杜担心赵玉仙是个女同志，又天黑
路滑。

赵玉仙斩钉截铁地说：“任务紧
急，不要耽误时间，快把信给我。”
赵玉仙接过信藏好，便连夜直奔红
石砬子。

风雨交加，山路崎岖泥泞。青鬃
花马不知几次失蹄，赵玉仙也不知几
次落马，终于在拂晓前将信件交给了
游击队的负责同志。1936 年 11 月 1
日，磐石县草庙子村出了叛徒，磐石
县伪警务统治委员会特别搜查班晚

上把错草沟包围了。区委书记老杜
在突围中壮烈牺牲。

次日下午，磐石县日本宪兵队派
日伪特务“李秃子”带着便衣特务来
到了五块石村，抓走了赵玉仙等人。
海龙区委下辖的马崇岭、草庙子、三
十一户、大亮子河、葡萄贝 5 个党支
部，全部遭到破坏。4 名支部书记和
许多党员、团员、反日会员、赤卫队员
全都被捕。

赵玉仙等人被关押在磐石县日
本宪兵队，天天遭受坐老虎凳、灌辣
椒水、火烙肉、刺竹签等严刑拷打。

一天，日本宪兵小队长冈村一郎
带一群汉奸特务来到刑讯室。赵玉仙
面对敌人从容不迫。

特务把赵玉仙的双手绑在墙壁的
铁环上。特务“李秃子”拿起烧红的炉
钩子，逼问她：“你说，你们区委在哪
儿？有几个支部？谁是共产党员？”

赵玉仙一声不应。“李秃子”烙她
的大腿，只听“嘶”的一声，大腿被烙
成一道沟，鲜血直流，赵玉仙还是一句
话不说。敌人又在她身体上肆意烫
烙，她宁死不屈。

残暴的日本小队长拿起一个竹签
嚎叫：“你说不说？不说，就叫你尝尝
这个。”

赵玉仙一声惨叫昏死过去。敌
人用凉水把她浇醒以后继续逼问，可
是什么信息也没有得到。1937年 1月
20日，敌人恼羞成怒，把赵玉仙等 41
人拉到磐石县靠山屯西头杀害了。
抗联女交通员“梅花鹿”的美名永世
流传着。

（据中共通化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磐石市委党校研究室）

赵玉仙。（资料图片）

女交通员“梅花鹿”
老舍和齐白石相处和睦，经常在一起切磋技艺。一

天，老舍找到齐白石，别出心裁地要他根据苏曼殊的诗
句“芭蕉叶卷抱秋花”，创作一幅与众不同的画：画出卷
心的芭蕉。

齐白石听后犯了难：芭蕉他经常看见，卷心的芭蕉
他之前也观察过，但现在，他却一时想不起来芭蕉的
心到底是左旋转还是右旋转。如果在不明真相的情
况下盲目创作，不仅是对艺术的不尊重，弄不好还会
贻笑大方。

踌躇了许久，齐白石一本正经地对老舍说：“非常
抱歉，这次我不能满足你的要求，说实话，我创作不出
你要求的这幅画。”老舍听后不明所以，他疑惑地望着
齐白石，还以为对方在和自己开玩笑。作为名声在外
的大画家，还有什么能难住齐白石的呢？

齐白石先是轻轻地摇了摇头，最后坦诚地将真相告
诉老舍：“并非我不想帮你创作这幅画，而是我实在想
不起来，芭蕉的心到底是往左旋转还是往右旋转，所以
我现在不能动笔。只有等我将这件事的真相了解清楚
之后，才能动手作画。”看着齐白石一脸严肃的神情，老
舍被他的敬业精神打动。

很快，这件事在圈子中流传开来，大家除了对齐白石
坦率而谦逊的性格所折服外，更对他对艺术的精益求
精而赞叹不已。面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不要为了自
尊而盲目动手，而应保持学习和寻求真相的态度，这种
严谨和求实，才不愧为大家风范。 （据《联谊报》）

齐白石的敬业精神

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山西有一位著名的地理学
家，名叫张穆。他是继祁韵士之后，从事我国西北地志
学研究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学者。

张穆的著作很多，刊行于世的主要有《顾亭林先生
年谱》《阎若璩年谱》《靖阳亭札记》《魏延昌地形志》和
《蒙古游牧记》等。其中《蒙古游牧记》学术价值最高，
是他的代表作。

张穆编著《蒙古游牧记》与祁韵士的《皇朝藩部要
略》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当初祁韵士的儿子祁寯藻在
刻印《皇朝藩部要略》时，请张穆校订。张穆在校
对、审核的过程中，很受启发。他认为，自古以来的
地理书，有按年代顺序编排和按地区编排两种体例，
就像表和里一样，能互相衬托和弥补不足。祁韵士
的《要略》是编年体，需要再写一部纪事体的西北地
理书。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张穆以《大清会典》和
《大清一统志》为蓝本，参考其他有关著作，以清代蒙
古各旗为单位，依次对其地理位置、山川河流、城镇
沿革、名特产等方面加以叙述，并作了详细的考证和
注释。

但当张穆即将完成这部著作的时候，他的妻子和
儿子先后染上了疫病去世，他自己也未能幸免，于道
光二十九年（公元 1849年）去世。张穆去世后，他的好
友何秋涛对《蒙古游牧记》的文稿加以整理，并补辑最
后四卷，终于完成了这部著作的编纂，实现了张穆生
前的夙愿。

作为学者的祁寯藻详细阅读了《蒙古游牧记》，并
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过去的地志书中只是虚有蒙
古（包含内外蒙古地区）这个名称，对于蒙古的山川、要
塞、都会、形势等都缺乏系统的记载，张穆的《蒙古游牧
记》弥补了这一空缺。它和前代的地理名著相比，可与
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和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
并驾齐驱。

张穆一生致力于研究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历史、地
理，他和祁韵士共同开辟了研究西北地志学的途径，从
而引发了清晚期研究元史的高潮。他们对学术界的这
一贡献，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赞许。（据《联合日报》）

张穆与《蒙古游牧记》

李思训，字建睍，一作建景，陇西狄道（今甘肃临
洮县）人，出身唐宗室，唐代杰出画家，生于唐高宗李治
永徽四年（公元 653 年），卒于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六
年（公元 718 年），时年 66岁，陪葬于陕西蒲城县唐睿
宗李旦的桥陵。

李思训起家常州参军，以战功闻名于当世。唐高宗
李治时期为江都（今江苏扬州市）令，武则天执政时期杀
戮唐宗室，便弃官隐居；唐中宗李显时期出任宗正卿、
岐州（今陕西宝鸡市凤翔区）刺史、转益州（今四川成都
市）都督府长史，封陇西郡开国公；唐玄宗李隆基开元
初年，任左羽林大将军，封彭国公。因唐玄宗时官至右
武卫大将军，画史上称他为“大李将军”，其子李昭道也是
唐代著名画家，秉承家学，亦擅青绿山水，风格工巧繁
缛，官至太子中舍人，人称“小李将军”。1993年，李思训
衣冠冢在甘肃武山县发现，出土了一幅青绿绢帛山水
画和一枚双面象牙质印章，阳面刻有“右武卫大将军”
字样。

李思训自少便以才艺著称于当时，工于书法，善丹
青，书画称一时之绝。他擅长画山水、楼阁、佛道、花
木、鸟兽，尤以金碧山水著称。其山水画主要师承隋代
画家展子虔的青绿山水画风，并加以发展，形成意境隽
永奇伟、用笔遒劲、风骨峻峭、法度谨严、意境高超，色
彩繁复的金碧山水画风格，是后代“金碧山水”或“青绿
山水”的创始人，时人有“国朝山水第一”之评，明代书
法家、画家董其昌尊其为“北宗”画派之祖，对中国山水
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云麾将军碑》，也称《李思训碑》，全称《唐故云
麾将军右武卫大将军赠秦州都督彭国公谥曰昭公
李府君神道碑并序》，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八年立于陕
西蒲城县桥陵镇北刘村李思训墓道，是我国书法艺
术名碑之一。1956 年被列入陕西省名胜古迹第一批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9 年被列为全国第一批书法
艺术名碑。

《云麾将军碑》记述了李思训系出唐代宗室，并及
一生功名仕宦的重要事迹，由唐代书法家、人称“书
中仙手”的李邕撰文并书写，碑高 2.8 米，宽 1.3 米，共
30 行，每行 70 字，碑石下半段文字在宋代被凿，残缺
已甚。 （据《民主协商报》）

李思训与《云麾将军碑》

九一八事变后，李延禄受中共党组
织委派前往东北吉东地区，任义勇军

“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总部参谋长兼
补充第一团团长。到任后，他积极团结
各方力量，并领导部队进行了反“讨伐”
作战，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1933 年 1 月，李延禄按照中共绥
宁中心县委的指示，将补充一团和补
充二团三营改编为抗日游击总队。1月
中旬，党组织派共青团宁安县委书记
李光林与李延禄取得了联系，并传达
了成立东北抗日救国军游击军的决
定。 1 月下旬，李延禄等在宁安南部
孟寡妇屯召开了东北抗日救国军游击
军成立大会，部队下辖 3 个团，两个独
立营和 1 个游击支队，共有 800 余人，

由李延禄任司令员。成立大会后，
李延禄立即率游击军在宁安、汪清、密
山等地开展游击战，取得了一系列胜
利。2 月 10 日，部队在团山子屯打击
日军后，进入宁安县南部山区八道河
子整训。

3 月 1 日晨，日伪军四五百人进犯
八道河子。李延禄指挥部队分头迎
敌。游击军占据有利地势，和敌人展
开激战，打退了敌军的多次冲锋，并给
日伪军造成很大伤亡。敌人发现游击
军没有重武器后，便用 6 门大炮向游
击军据守的各山头轰击，给游击军指
战员造成一定伤亡。敌人在炮火的掩
护下再次发动进攻，游击军指战员冒
着敌人的炮火反击，很快弹药也消耗

殆尽。面对冲上来的敌人，游击军指
战员用刺刀和石块与日军展开激战，
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

随着阻击阵地被逐步突破，日军冲
进了八道河子屯。李延禄见状，率领部
队一面展开阻击，一面掩护群众迅速向
后山转移。

日军进屯后，竟以为游击军已被击
溃，并没有向后山追击，部分敌人在屯
中到处放火、抢掠，其他敌人则把枪架
在一起，准备生火做饭。

李延禄在后山经过观察，发现敌
人警备松懈，于是下令战士们“准备
杀一个回马枪”。由于弹药所剩无
几，李延禄便命令将弹药集中起来，
交给神枪手。天色转暗后，游击军战

士手持大刀、木棒和斧子等武器，隐
蔽接近屯子。随着李延禄一声令下，
神枪手迅速击毙屯外站岗的敌人。
其他游击军则手持冷兵器，呐喊着冲
进屯中。

大多数敌人正在吃饭，被突如其来
的喊杀声吓得惊慌失措，来不及抵抗便
仓皇逃走，逃得慢的，尽数被游击军战士
打倒。慌乱中，日军指挥官失足坠马，被
从后追来的游击军战士用刺刀击毙。

这次战斗，游击军共击毙敌军 200
余人，缴获了步枪、山炮等大量武器、弹
药以及大批军需物资。

战后，宁安人民向李延禄赠送上绣
“抗日游击万岁”的锦旗一面。

（据中国军网）

李延禄以“回马枪”战术破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