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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西柏

坡纪念馆里，收藏着一组珍贵的烈士家

书。烈士名叫何文超（曾用名王超），于

1947 年 12 月牺牲在攻打元氏城的战斗

中，年仅 15 岁。这些家书是何文超烈士

生前写给父母和兄妹的。70 多年过去

了，虽然信纸已经泛黄磨损，但字里行间

流露出的对家人的思念和对革命的坚定

信念，依然深深地感动着人们。

一

1933 年 1 月，何文超出生在河北正

定县南高营村。他的父亲王雅波和母

亲何味琴很早就参加了革命，长期战斗

在晋察冀边区。受父母的影响，何文超

小小年纪就心向革命，积极要求参军。

1945 年，刚满 12 岁的何文超来到

冀中六分区敌工部当警卫员。1946 年

秋冬，13 岁的何文超参加了解放军，成

为冀中军区独 8 旅第 22 团第 3 营第 8 连

的一名战士。入伍后，何文超先后担任

宣传员、文化教员，参加了正太、清风

店、石家庄、元氏等战役。

由于解放战争形势发展迅速，战斗

生活十分紧张，何文超母亲与他约定：

抽空多写书信，向家人报平安。何文超

从参军到牺牲近一年的时间里，从来没

有回过家。这些书信是他战斗经历和

革命心声的珍贵见证。

1946 年 12 月 27 日，刚刚入伍的何

文超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我们在这

里生活很好，每天上政治课、军事课，借

此我可以在军事上懂得一些，我想在这

比在学校里学习的东西还多呢！”“今年

的旧历年又快到了，我们今年虽然不能

在一块过年，可是我想要比在一块过年

还要热闹得多。因为我们在前方过着

紧张而又快乐的生活，使我没有一刻不

在快乐着！学习着！进步着！”

空 闲 时 间 ，何 文 超 把 父 母 寄 来 的

《苏联红军英勇故事》一书看了好多遍，

制订了为人民立功的计划：英勇作战不

怕牺牲；对敌人开展政治攻势；帮助战

友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自己也要学习

提高；要学会打重机枪和迫击炮……

战斗锻炼了何文超的胆量和军事

技 术 。 石 家 庄 战 役 中 ，他 冲 到 战 斗 前

沿，以柴堆为掩护向敌人喊话。任凭敌

人的子弹打得柴堆沙沙作响，他仍镇定

自若地坚持对敌人开展政治攻势。战

斗间歇，领导给何文超放了几天假，让

他回家看看。当时部队驻地距离他的

家乡南高营村只有 9 公里，但何文超毫

不犹豫地拒绝了。他把对父母兄妹的

思念悄悄埋在心底，仍然坚守在部队，

时刻为战斗准备着。

二

参军后不久，何文超笔下的一封封

家书引起了部队领导的关注。1947 年 2

月 9日，《冀中导报》特意刊发了他写给父

亲的一封信，以激发部队官兵战斗士气。

何文超在信中这样写道：“我们部

队最近转战到最前线。现在我们前方

的情况是处在向敌人反击的时期，我们

要配合平汉战役，来大量歼灭敌人。”他

还向父亲讲述了他参加过的三次战斗

的情况：“在这三次战斗中，锻炼了我的

胆量和军事技术。以后看吧，我要经常

来 参 加 战 斗 ，并 且 要 把 每 次 战 斗 的 经

过，报告您老人家的。”

何文超在信中没有流露出行军的

艰难，也没有描述战斗的惨烈，只是充

满 信 心 地 汇 报 着 一 个 个 胜 利 的 消 息 。

这封信被母亲何味琴小心翼翼地从报

纸上剪下，并精心珍藏起来。

1947 年 11 月 12 日，我军解放了石

家庄。何文超写信向父母报告了这一

喜讯：“这次我们配合晋察冀野战军把

石门（即石家庄）解放了，我们家也随着

解放了，你们一定早就听见胜利的消息

了吧！”“这一连串的战斗，实在是把我

锻炼得不轻，使我胆量增大了好些，我

挨过飞机打又挨过炮打，把我在思想上

怕飞机的事又忘了。”“我们部队现在正

休息，估计近几天又要执行新的战斗任

务——攻打元氏城。”从信中看来，随着

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何文超与家人团

聚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不料，这竟是他

写给亲人的最后一封信。

攻打元氏城是石家庄战役的一部

分。元氏城是石家庄以南约 70 里的一

个城镇。城墙由大方石头垒起，异常坚

固。敌人在城墙上凿出密集的枪眼，架

上 机 枪 随 时 准 备 射 击 。 元 氏 城 守 敌

4000 多人，多是流氓、特务、地主。他们

无恶不作，极其反动顽固。

正太战役中，解放军两次强攻元氏

城未果。为了不影响整个战役的进行，

我军暂时撤出了战斗。当石家庄战役

进行时，解放军对元氏城采取了围而不

打 的 作 战 方 针 。 此 时 ，石 家 庄 获 得 解

放，元氏城守敌便失去了“靠山”。

17 日，冀中军区独 7 旅、独 8 旅乘胜

对元氏城发动了进攻。面对坚固的城

墙，作战部队没有强攻，而是从城墙外

一直将地道挖到墙根下，然后把炸药放

到棺材里，通过坑道运到城墙下面。

战士们风趣地说：“让敌人也坐坐

咱 的 土 飞 机 ”。 随 着 城 墙 下 几 个 炸 点

的 炸 药 一 起 被 引 爆 ，四 面 的 城 墙 都 被

炸开了二三十米的大口子。浓烟还未

散 去 ，战 士 们 就 从 这 些 炸 开 的 口 子 冲

杀进去。

12 月 3 日，是攻打元氏城的最后一

天。当何文超端着枪，跃过元氏城南门城

墙的缺口时，被敌人打伤腰部。敌人趁机

扫射，何文超全身多处受伤，壮烈牺牲。

何 文 超 牺 牲 后 ，人 民 政 府 将 其 安

葬。1952 年，母亲何味琴将他的灵柩接

回正定县南高营村。后因世事变迁，烈士

尸骨无从找到。2007 年清明节前，亲人

们将何文超的灵位安放在北京八宝山烈

士堂。墓碑上铭刻着：“这里长眠的是在

解放战争中 12岁参加革命、13岁参军、14

岁入党、15岁牺牲的何文超烈士。”墓碑上

的照片是何文超周岁时的留影，墓里埋葬

的则是他所写家书的复印件。2018年 12

月，何文超烈士的妹妹王新生将这些珍贵

的书信捐赠给西柏坡纪念馆。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何文超

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尚且稚嫩的青春，但

他勇敢、乐观、一往无前的精神，永远在

这片土地上熠熠生辉。

一组珍贵的烈士家书
■卢润彩 周艳芝

辽沈战役配水池战斗遗址位于辽

宁锦州城北的 82.6 高地，是日伪时期的

城市供水设施。配水池地势较高，可俯

瞰全城，与东北方向的亮甲山和西侧的

十二亩地形成火力交叉覆盖，控制着一

条入城公路。

国民党军进驻锦州后，将配水池作

为城北防御要点，在周围设置雷场、铁

丝网、堑壕，并修筑了大量的明碉暗堡，

构筑了完整的环形防御体系。国民党

军自认为配水池的工事坚不可摧，可以

媲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凡尔登要塞，故

将配水池称为“第二凡尔登”，并自诩

“守配水池的都是铁打的汉”。

1948年10月9日，东北野战军开始向

锦州外围据点发起攻击，而夺取配水池是

攻打锦州城北的关键。东北野战军第3纵

队第7师第20团第1营受领攻打配水池任

务后，营长赵兴元带领全营骨干对敌情、

地形进行了反复侦察，决心组成两个梯

队，从西北、东北两个方向向配水池突击。

12 日 8 时，第 2、第 3 连在火力掩护

下分别向敌发起冲击。担任主攻任务

的第 3 连迅速越过外壕，消灭了西北侧

地堡群的敌人，占领了配水池西北角；

担任助攻任务的第 2 连趁我炮兵火力急

袭 ，在 敌 铁 丝 网 中 迅 速 开 辟 出 一 条 通

路，夺取了配水池东北侧的 4 座房屋，巩

固了突破口。

为迅速攻占配水池，14 时，第 20 团

决定，第 3 营第 7 连由配水池西南侧投

入 战 斗 。 随 后 ，我 军 迅 速 形 成 了 对 敌

核 心 工 事 配 水 池 楼 房 的 三 面 围 攻 ，以

爆破、机枪和手榴弹猛烈打击敌人，同

时 开 展 了 强 有 力 的 政 治 攻 势 。 至 18

时，第 20 团全歼配水池守敌，胜利完成

任务。

配水池战斗的胜利，为主攻部队打

开了锦州城北的大门，为攻克锦州奠定

了坚实基础。战后，第 1 营荣立集体大

功一次，营长赵兴元被授予“文武双全

的全面英雄”称号，并出席了 1950 年在

北 京 召 开 的 全 国 战 斗 英 雄 代 表 大 会 。

第 2 连荣获“攻克凡尔登，战场建奇功”

锦旗一面。第 3 营第 7 连荣获“锦州连”

光荣称号。

2003 年 3 月，配水池战斗遗址被辽

宁省人民政府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 。 如 今 ，作 为 辽 沈 战 役 锦 州 外 围 战

的 重 要 历 史 遗 存 ，配 水 池 战 斗 遗 址 被

建 设 成 为 遗 址 公 园 ，静 静 地 向 人 们 讲

述 着 人 民 军 队 敢 打 硬 拼 、不 怕 牺 牲 的

历史。

勇夺配水池
■李梦璐 王 宁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厅

内 ，静 置 着 一 门“41 式 75mm”山 炮 。

该炮最大射程 6500 米，重量仅 539 千

克，具备小巧灵活、火力迅猛的特点。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这门山炮歼敌众

多、屡获奇功，被志愿军官兵亲切地称

为“功臣炮”。

1952 年 10 月，“联合国军”集中兵

力，向志愿军发动了以上甘岭地区为

主要进攻目标的“金化攻势”。志愿军

炮兵第 9 团奉命参与了上甘岭战役。

根据战场态势，该团炮兵第 8 连命令

第 7 班 将 山 炮 配 置 在 易 守 难 攻 的

597.9 高地，以达到最佳的火力打击效

果。

不出所料，这门山炮在之后的战

斗中对敌造成了巨大威胁，因此也被

敌人视作“眼中钉”。据资料记载，直

至战役结束，仅在该炮周围 30 平方米

的土地上，就落下多达 2000 发左右的

炮弹。面对敌军近乎疯狂的轰炸，第

7 班战士靠着防御工事灵活转移，山

炮才得以完整保存。

15 日，是敌我双方战斗最为激烈

的一天。敌人两个营依次向我军发起

猛烈攻势，第 8 连官兵奋力迎击，愈战

愈勇。在第 7 班阵地上，战士们被硝

烟熏得眼泪直流，耳朵被震得嗡嗡作

响。在“既看不清、也听不见”的情况

下，班长王祥文用手电代替口令指挥

射击，炮手则根据灯光操作山炮。

在操作过程中，炮手李忠弟的右

手被闭锁机挤掉一块肉，右腿被弹壳

划出一道深深的口子，但他毫不畏惧，

坚持战斗。战友们发现他的右手和右

腿全部被血染红，劝他休息一会儿。

李忠弟坚决地摇着头：“这是为毛主席、

为祖国争光的时候，我不能下去！”在

用纱布包住伤口后，李忠弟再次抱起

炮弹连续装填。

随着炮弹的密集发射，炮管高热

膨胀，导致弹筒无法退出。炮手任其

贤就把衣袖套在手上，将烫得发红的

弹筒一个个从炮膛里抠出来。纵然双

手被烫出了水泡，他仍然咬紧牙关坚

持战斗。

战斗中，瞄准手李顺谦被浓烟熏

倒，战友将他抬到通风口，由王祥文接

替他瞄准作业。当他醒来后，第一时

间奔向战位，一把推开王祥文：“班长，

你指挥全班，瞄准交给我！”全班 6 名

战士就这样顽强地坚守着战位，配合

步兵把敌人的加强连全部歼灭。

19 日夜间，敌人一个加强排向志

愿军坑道进行偷袭。第 7 班战士用这

门山炮打出 6 发炮弹将敌全歼，保住

了坑道安全。之后，坑道内的步兵在

步话机中夸奖说：“你们的炮弹还能给

我们站岗放哨，打得真妙、真巧！”于

是，这门山炮又获得了一个美称——

“站岗的炮”。

经过 43 天的鏖战，上甘岭战役以

志愿军的胜利宣告结束。此次战役

中，第 7 班共打出炮弹 3600 余发，歼敌

1000 余人，全班无一人阵亡。战后，

该班被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政治

部授予“二级杀敌英雄班”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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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纪念

馆，陈列着一把红 5 军团曾使用过的

大刀。这把锈迹斑斑的大刀长 60 厘

米、重 2 公斤，刀柄末端有个圆环，又

叫环首大刀。

在战场搏杀中，由于大刀的刀刃

部分仅 40 厘米长，杀伤力较弱，因此

在敌人的刺刀面前处于劣势。此外，

携带大刀还会增加战士的武器负重，

加剧体能消耗。

当时，红军战士选择装备大刀，更

多是无奈之举。刺刀制造工艺精密，

红军当时无法生产，而大刀只需铁匠

打制即可。即便是如此简陋的大刀，

还是参加过宁都起义的部队带来的

“优势装备”，当时很多红军战士所用

大刀不过是一层薄薄的铁皮。

在艰苦卓绝的战斗中，红军战士

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他们将传统的

刀术与战场搏击技术相融合，不断改

进，创造出更加精炼有效的杀敌术。

赣州战役中，红 5 军团的战士挥舞大

刀 冲 进 敌 阵 ，把 受 困 的 部 队 解 救 出

来；水口恶战中，红 5 军团的战士用大

刀撕开了敌防线的一道口子，一举击

溃敌人。

红色大刀见精神
■夏邦鑫

记 史

何文超烈士生前写给父母和兄妹的书信，右下为《冀中导报》刊登的何文超家

信。 资料图片

这是烈士何文超在短暂一生中，留

下的唯一一张照片，摄于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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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的“功臣炮”。 缪炳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