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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德 山 （1918—1945）， 夏 县
庙前镇史家村人，1937 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1941 年组建抗日游击
队第十支队并担任支队长，1945
年 10月病逝，年仅 27岁。

1941 年 至 1945 年 ， 在 夏 县 、
安邑、平陆一带，活跃着一支抗日
游击队。这支队伍在共产党的领导
下，依靠群众，铲除汉奸，消灭日
匪，英勇善战，屡建奇功，深受群
众的爱戴和拥护。这支抗日游击队
就是由夏县三区牺盟会秘书杨德山
和区委书记刘邦杰等人创建的中条
山抗日游击队第十支队，也称杨德
山支队。

这支抗日队伍的创建，是靠一
把手枪起家的。

1939 年 10 月，夏县郭村党员李
水柏在夏县牺盟会时，曾经自掏腰
包购买了两把手枪。由于他和杨德
山关系较好，又是革命同志，便将其
中一把手枪赠送给了杨德山。

1941 年 夏 天 ， 中 共 条 西 地 委
作出指示，要求组织武装，壮大革
命力量，建立抗日根据地。共产党
员杨德山、刘邦杰召集三区的张学
斌、杨玉田、黄吉元等人，采取

“ 合 法 斗 争 ， 长 期 隐 蔽 ， 灰 色 面
目，短小精悍”的方针，组建起一
支抗日游击队。

游击队成立初期，只有七、八

个人，仅有杨德山的一把手枪作为
武器，以裴介村作为活动据点，开
展秘密活动。

人少枪少，如何开展革命？杨
德山带领杨玉田、杨廷贵去中条山
腹地的中共条西地委，请求党组织
支援。

三人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终
于见到了条西地委书记柴泽民。杨
德山开门见山地说道：“抗日游击
队的旗帜已经插起来了，目前面临
的最大问题是缺乏武器，希望地委
能够帮助解决。”柴泽民同志笑着
说：“咱们一无兵工厂，二无弹药
库，三无军费来源。有的只是一本
本血泪账、一桩桩民族恨，要把血
泪和仇恨化作力量，变为枪弹。我
们的兵工厂就设在敌人的大本营。
咱们得想方设法向敌人要，如果硬
攻 不 行 ， 就 用 智 取 。” 尽 管 这 样
说，分别前，柴泽民同志还是送给
他们一支短枪、两支长枪，杨德山
等人非常高兴。

没过几天，杨德山得到情报，
有一辆马车要从运城去夏县运粮，
途经裴介。当天一早，杨德山带领
游击队队员埋伏在裴介附近的高埝
旁，准备袭击敌人、截获武器。谁
知从早上等到中午，仍然不见敌人
踪影。大家饥渴难耐，却又担心错
过这个难得的机会，不敢撤离。就

在游击队队员焦急之际，不远处传
来铃铛的响声，有辆马车从运城方
向驰来。马车上搭着围篷，车辕上
坐着一个赶车的日军，车里躺着一
个烫发女人，车后跟着一个骑马的
日军，手里还掂着一把盒子枪。

当马车走到游击队队员埋伏的
高埝下时，杨德山大喝一声：“不
准动，缴枪不杀！”紧接着，一个
箭步飞跃上车，把车辕上的日军按
倒在地，用膝盖死死顶住。杨玉田
等人直接向骑马的日军奔去，一个
拽脚，一个按手，一个夺枪，配合
默契。日军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
事，就被游击队队员俘获，枪支被
缴。就这样，杨德山带领同志们在
安邑、夏县一带活动，收缴敌人的
枪支。

根据形势的发展，游击队积极
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争取一切可以
争取的力量，打击顽固反共分子，
消灭了盘踞在前山沿一带的吴吉林
土匪武装，赶跑了王风山。接着，
又与太宽河张保文的部队取得联
系，与平陆的吴仲六部队建立友军
关系。与此同时，他们还积极开展
瓦解敌伪的工作，先后从安邑警察
局、安邑宪兵队、运城日军司令部
工作队、夏县警察局、夏县警备
队、夏县政府民警队，以及阎锡山
的“三九部”等队伍中争取了相当

一部分敌伪人员。他们与打入敌人
内部的共产党员默契配合，在武装
斗争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42 年 春 节 期 间 ， 日 军 进 行
大“扫荡”。此时，游击队早已拿
到敌人出发时间、路线及兵力部署
的相关情报，顺利取得反“扫荡”的
胜利，没有受到损失。反“扫荡”胜
利后，游击队又攻打堡尔村日伪警
备队的一个小队，缴获不少武器。

1942 年 夏 ， 随 着 县 南 游 击 区
的不断扩大，为适应抗日斗争新形
势，中共条西地委、夏县县委把杨
德山的游击队与刘伦涛的保安队进
行整编，共同组成抗日游击第十支
队，杨德山任十支队队长，王守义
任副支队长，李座敏任参谋长，张
学斌任副官处主任，金岩任副主
任，卫振职、中永亮任副官。支队
下辖 5 个大队，500 余人，300 余支
枪。一大队主要活动于祁夏公路、
太宽河一带；二大队主要活动于史
家、前山一带；三大队主要活动于
泗交附近；四大队主要以汤里为中
心开展活动；五大队主要活动于平
陆三区一带。

从抗日游击第十支队成立到抗
日战争胜利，这支英勇善战的队伍
在夏县、平陆、安邑一带多次战胜
日伪军，战果累累，成为威震河
东、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抗日力量。

一把手枪起家战果累累 多次战胜敌伪威震河东

抗日游击队十支队创建人杨德山
解文奎（1916—1942），平陆县张村镇三湾村人，中国共产党早

期党员。1937 年加入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 年任平陆抗日游
击队五大队政治指导员、山西新军二一三旅五十九团五连指导员
和中共支部书记。1940 年冬创办平陆党的地下交通站，任站长。
1942 年因汉奸告密被日军抓捕，牺牲时年仅 26岁。

解文奎出身富裕家庭，家境殷实。9 岁时，他的父亲因病去世，
其母杨玲玲拉扯三个儿女长大。那时，解文奎家周围的土匪、恶
棍，把他家看作一块“肥肉”，不时抢劫骚扰。同族本家还以族长、
村长的特权，千方百计陷害他们孤儿寡母，妄图侵吞他家的财产。

1930 年，解文奎考入平陆县立第一高小。第二年冬，他参加学
校师生发动的抵制日货和反对贪官污吏的爱国群众运动。在运动
中，他目睹县长、公安局局长被赶下台的情景，明白了读书的目的
不是光宗耀祖、衣锦还乡，而是国家富强、解放劳苦大众。

解文奎学习兴趣广泛，尤其喜爱阅读书报杂志、讨论时事政
治。1933 年，李绍伯等人在县城举办青年读书会，号召有志青年学
习和研究社会科学以振兴中华民族。解文奎深受启发，积极到读
书会借阅革命书籍，并和读书会会员讨论救国救民的问题。

1936 年，解文奎在陕县九中毕业，得知西安是抗日救国的革命
圣地，便奔赴西安读书“取经”。在西安读书期间，他了解了中国工
农红军长征和北上抗日的故事，见到许多进步人士，阅读了不少进
步书刊。他还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救国道理。

同年冬季，解文奎在西安购买了一批革命书籍带回家乡平
陆。他仿照青年读书会的办法，在自己家中收拾了一间屋子，用来
陈列这些革命书籍，并号召青年读书，研究救国救民的道理。他的
爱人贠华（又名贠宝英，解放后曾任国家物资局人事处处长）、胞弟
解文焕（烈士）、内侄贠学增（烈士）等优秀青年，就是在这里接受了
革命启蒙教育。

解文奎从西安回到平陆后，与地方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接上
了关系，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7 年初，他由省里派来的村政
协助员高功淑介绍加入牺盟会，根据牺盟会的安排和刘翻身（烈
士）、薛经伦等人一起筹建平陆县知识青年战地服务团，并被选为
七名常委之一。

知识青年战地服务团有三项任务：一是组建抗战图书馆，传播
革命真理；二是成立抗战话剧团，编演抗日节目；三是协助牺盟会
筹建抗日游击队。解文奎分管抗日话剧团工作。为了办好剧团，
他说服母亲和爱人，为话剧团捐了一百多元（大洋）以及衣服数十
件。在剧团，他既编剧本又当导演，有时还充当演员，日夜忙碌。

一次，剧团到其岳父所在的南吴村下乡演出。解文奎的岳父
是该村的富户，受世俗观念的影响，其岳父觉得女婿上台演戏不光
彩，拒不看戏，对解文奎也不理睬。在爱人贠华的帮助下，解文奎
登门向岳父一家宣传革命道理。经过一番宣讲，其岳父与家人打
破封建思想束缚，支持解文奎的抗日救国行动，还为东北流亡同胞
捐了钱款和衣物，家里的年轻人也都纷纷走上社会，参加到抗日救
国的行列中。

为了便于工作，解文奎发展贠华加入民先组织，后又介绍贠华
加入中国共产党。贠华入党后就成为丈夫的得力助手，为丈夫保
管文件、接应来往同志、在他们开会时站岗放哨、为东北流亡同
胞捐款捐物……解文奎担任平陆抗日游击支队五大队政治指导员
后，为支持部队和儿子战胜困难，其母亲杨玲玲捐献粮食一百
石，并将自己的家作为伤员护理所和军械仓库，帮助部队护理伤
员，保管缴获来的小炮两门、步抢五十支。同时，她还支持儿媳
妇贠华赴抗大晋东南分校学习，被战士们誉为“革命妈妈”。
1940 年 3 月，日军再次“扫荡”平陆县，“革命妈妈”杨玲玲不
幸被日军杀害。

1938 年 3 月，平陆县抗日民主政府对全县 30 余支抗日游击队
进行整顿，统编为平陆县抗日游击支队。解文奎任五大队政治指
导员。他和大队长祁振汉率部先后在龙门关、县城以至解县、芮城
等地袭击日军，并取得多次胜利。1938 年 7 月，平陆抗日游击支队
编入山西政卫三支队，解文奎任二大队五中队政治指导员、党支部
书记。同年 12 月，政卫三支队升编为山西新军二一三旅五十九
团，解文奎任五连政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营党委委员。

1940 年冬季，县委决定由解文奎协助薛勤在县城创办党的地
下交通站。为解决办站经费问题，解文奎又一次捐款 300 元（大洋）。1941 年，交通站领
导人薛勤调到部队后，解文奎负责交通站工作。

1942 年春，后湾村村长、日伪情报员侯某，凭借职权多次找借口向解文奎“借”钱。
有一次，侯某要借 100 元（大洋），文奎只借给他 80 元（大洋），侯某便怀恨在心，向日军报
告：“解文奎是八路军指导员，是共产党在平陆的坐探。”日军趁解文奎赴圣人涧获取情
报时抓捕了他。

解文奎被捕后，日军企图从他的口中得到平陆地下组织的情况，用各种手段引诱并
施以残暴酷刑，但都没有达到目的。解文奎还在狱中组织难友开展积极斗争。1942 年
4 月，他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走向刑场，为革命献出
了宝贵的生命。

平
陆
抗
日
游
击
队
五
大
队
政
治
指
导
员
解
文
奎

成
立
抗
日
话
剧
团

创
办
地
下
交
通
站

郭怀亮（1922—1944），绛县人，绛县抗日独立营排级干部。对党忠诚，作战勇敢，屡
立战功。1944 年夏季，在绛县孙王村的一次战斗中因寡不敌众被俘，面对日寇屠刀，坚
贞顽强，誓死不屈，捐躯效国，牺牲时年仅 22岁。

1944 年夏季，郭怀亮和战友们在绛县孙王村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但因寡不敌众，
不幸被俘。敌人把他押到当时被群众称为“阎王殿”的董封村进行严刑拷打，企图从他
那里获得有价值的信息。

“你们的领导是谁？”一个日本军官通过翻译恶狠狠地问。
“不知道。”郭怀亮回答得干脆利落。
“你们一共有多少人？”敌人仍不死心。
“不知道。”郭怀亮斩钉截铁地回答。
敌军气急败坏，拿着铁棍、劈柴刀，毒打郭怀亮。郭怀亮身上的单衣被撕成碎条，全

身血肉模糊，昏了过去。敌人又用凉水将其泼醒，但始终没有从他嘴里撬出一个有用的
字。

见硬的不行，敌军又开始用金钱利诱郭怀亮，并把钢笔和纸递到郭怀亮面前。郭怀
亮严词拒绝，表示：“你们横行霸道的日子长不了。”郭怀亮要把满腔怒火写到纸上。日
军见他开始写了，露出狰狞的笑容。郭怀亮趁给军官递纸的时机，把钢笔戳进了他的眼
睛。

军官恼羞成怒，一刀砍掉郭怀亮的一只耳朵，顿时血流如注。另外几个日军又拿起
烧红的铁条朝郭怀亮身上烫，顿时响起“吱啦啦”的声音，出现了一块块的烙伤，惨不忍
睹。

见郭怀亮怎么也不招供，彻底失望的敌人准备杀害郭怀亮。敌军架着遍体鳞伤、无
法行动的郭怀亮向刑场走去。刚刚走到董封村大庙，郭怀亮突然发现在人群中干“苦
力”的战友，一下子怔住了，睁大了眼睛。敌军立即举枪朝着他注目的方向，连声追
问：“这里有你的朋友？是谁？说出来，你可以不死！”

郭怀亮后悔自己的大意。他清楚，此时此刻，若自己再看一眼战友就会给他带来
杀身之祸，给革命事业造成难以预料的损失。想到这些，他马上闭上眼睛，连连摇
头，把与战友重逢的喜悦和与战友绝别的悲伤，以及自己对组织的千言万语一起压到
内心深处。他眉宇间带着得知自己的战友仍在战斗的喜悦，迎着敌人的屠刀挺了上
去。

遍体鳞伤宁死不屈 保护战友舍生取义

面对屠刀视死如归的郭怀亮

薛 勤 （1918—1943）， 化 名 项
奎，平陆县张村镇涧北村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平陆县委
老县城交通站站长、平陆县保安支
队队长，后任中共条西地委挺进第
五支队队长、抗日游击队二大队大
队长。1943 年 2 月，他在稷王山与
日军作战时被捕，被杀害于安邑，
牺牲时年仅 25岁。

年少时，薛勤就跟随表兄关绳
武读书，受到爱国主义熏陶。在平
陆县第一高小读书时，九一八事变
爆发，薛勤参加了抵制日货、反对
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反帝反
封建的群众运动。

1933 年 ， 薛 勤 在 河 南 省 开 封
市读中学时，看到日本帝国主义侵
略中国，蒋介石却“剿共”打内战
不抗日，甚至认敌为友，和日本帝
国主义缔结丧权辱国的 《塘沽协
定》《何梅协定》 的罪恶行径时，
薛勤义愤填膺，随开封市爱国志士
走上街头，痛斥国民党“先安内后
攘外”的卖国行径。

1937 年 ， 七 七 事 变 爆 发 ， 薛
勤由开封返回家乡，加入牺牲救国
同盟会，积极从事抗日工作。

1938 年 春 ， 薛 勤 由 关 善 绍 介

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平陆县
人民抗日武装的骨干人物之一。

1938 年 3 月，日军侵占平陆县
城和张村、张店等重要村镇，建立
法西斯统治。

1939 年 ， 阎 锡 山 发 动 了 以 反
共为目的的“十二月事变”。在白
色恐怖的严峻形势下，党的各级组
织或转移，或转入地下。

为了坚持斗争，平陆县委决定
在县城组建党的地下交通站 （又叫
联络站），任命薛勤为站长，解文
奎为副站长。根据县委指示，党的
地下交通站建在老县城里，公开名
称是“协盛亨”杂货铺。薛勤、解
文奎二人千方百计为交通站捐钱捐
物，置办桌柜、货架、凳椅，采买
商品，积极开展党的地下交通工
作。在交通站的掩护下，薛勤多次
接送党的干部，传递党的指示和情
报，筹集枪支、弹药和经费，为抗
日武装输送干部和战士，为党的地
下交通工作作出了卓越贡献。

1941 年 初 ， 薛 勤 受 县 委 派
遣，离开交通站，化名项奎，到阎
锡山平陆保安支队工作。他先后担
任该支队二大队的副队长、大队
长、副支队长、支队长等职。

1942 年，薛勤任中共条西地委
挺进第五支队队长。同年 7 月，他
与吴仲六分别率领五支队和四支队
并肩作战，消灭了一个由窑巴山据
点来晴岚一带骚扰的日军小队（9
人）。日军为了报复，集中大批日伪
军对晴岚一带进行“扫荡”。

此时，薛勤的爱人为逃避日伪
汉奸的抓捕，到晴岚寻找丈夫。为
了不连累群众，薛勤将妻子安排在
荒野深沟。

不久后，薛勤的爱人生下一个
女孩。他忙于革命无暇照看。为了
让孩子躲过搜查，在女儿还未来得
及见到父亲一面的情况下，妻子万
般不舍地让附近村的一个老妈妈抱
走女儿认作养女。

薛勤回到部队后，按照地委指
示，将平陆县令孤兴中领导的抗日
游击队编入五支队，列为六中队。
部队经过休整，一大队由大队长刘
永祥率领赴夏县、闻喜开辟抗日根
据地。薛勤协助二大队队长李岗，
率领二大队四中队、五中队，重返
条西创建抗日根据地。

途经平陆红咀山时，他们与日
军相遇，激战数小时，终因寡不敌
众，二大队队长李岗、五中队队长王

存才、支队长警卫员李明朗和数十
位战士壮烈牺牲，薛勤也身负重伤。

部队撤出战斗后，奉命到平陆
马泉沟休整。平陆县委又将三区
40 多人的一支抗日游击队交给薛
勤，编入五支队。五支队二大队规
模进一步扩大，下辖四、五、六三
个中队。

1943 年 2 月，薛勤奉命率领二
大队到稷王山执行任务。行至夏县
裴介镇时，与日军大部队相遇。激
战中，六中队由南突出重围；四、
五中队向西南突围，伤亡惨重。薛
勤率领 10 余人突围至安邑县仁村
时，被该村伪自卫团包围，薛勤被
捕，当天便被敌人移交给日军，关
押在运城监狱。

薛勤被俘后，条西地委、十支
队的领导人曾通过各种渠道积极营
救，但最终未能如愿。

日军及其情报机关妄图从薛勤
口中得到有效情报。但是，面对敌
人的利诱和毒刑，薛勤不屈不挠，
痛斥他们犯下的滔天罪行。在得不
到任何情报的情况下，日军恼羞成
怒，先将薛勤的牙齿打掉，又将他
的舌头割掉，残忍地将其杀害，最
后将其尸体扔到安邑的一口井内。

把杂货铺建成地下交通站 在中条山开展抗日游击战

条西地委挺进第五支队队长薛勤

张耀华（1920—1942），小名小
有，新绛县翟家庄人。1942 年，在
一次战斗中为掩护左权将军壮烈牺
牲，年仅 21岁。

1937 年 ， 张 耀 华 在 校 读 书
时，就跟随乡宁县牺盟分会参加革
命。他一边在学校上课，一边深入
工人、农民中表演抗日戏剧、发传
单、出墙报，开展各种抗日救亡宣
传活动。

他先后和同学们一起深入新绛
县泉掌、阳王等地进行革命宣传，
并参加山西牺盟会在新绛招收国民
军官教导团学员考试，并被顺利录
用。

之后，他由兰子杰、翟高立带
队到寿阳国民军官教导团参加训
练，成为二一二旅的一名骑兵。在
战斗中，他机智勇敢，屡立战功，
成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的
警卫员。

1942 年 5 月 25 日 ， 晋 中 辽 县
（今左权县） 麻田镇北艾铺村村南
十字岭发生了一次激烈战斗。战斗
中，日军在 6 架飞机的掩护下，对
八路军总部发起“铁壁合围”，妄

图消灭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
局。在日军炮火的轮番轰炸下，我
军阵地变成一片焦土。

当时，左权将军负责断后，掩
护八路军总部以三路突围。警卫连
连长唐万成把彭德怀副总司令和罗
瑞卿主任护送出去后，又返回阵
地，请求左权将军撤离。左权将军
说：“等大家都转移出去，我才能
走。”于是，唐万成命令张耀华保
护好左将军，便继续投入战斗。

敌机炮火猛烈，在炮弹射向左
权将军时，张耀华奋不顾身冲过去
趴在首长身上，掩护左权将军，不
幸与左权将军同时壮烈牺牲。

左权将军是我党抗日战场上牺
牲的级别最高的将领，也是世界反
法西斯国家抗战阵亡级别最高将
领，牺牲时年仅 37 岁。左权将军
的牺牲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为此，朱德总司令写了这样一首诗
沉痛悼念左权将军：“名将以身殉
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
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当时
与左权将军同时牺牲的，还有新华
日报社社长何云、中共中央北方局

领导张衡宇等。
随后，在为张耀华颁发烈士证

时，因找不到家人，他的烈士证一
直由部队一位姓余的首长保管。后
来，余首长调去北京，但仍没有忘
记寻找张耀华的家人。

1945 年 日 军 投 降 后 ， 晋 西 南
工委书记廉怀德来到翟家庄，住在
张耀华家的窑洞里。他当时的主要
任务是，组建新绛地方武装。廉怀
德先后在这里组建了游击一大队、
游击二大队、县大队、独立队、二
中队，以及三、四区区干队等武
装。廉怀德的妻子也住在翟家庄，
她经常和当地妇女种花织布，下地
种庄稼。她说：“现在正是国家的
困难时期，毛主席号召我们自己动
手，丰衣足食，我们要靠自己的双
手解决生活困难。”

廉怀德同志平易近人，闲暇时
就教张耀华的弟弟张全有吹军号、
打枪，还给他讲述战斗故事。在廉
怀德的影响下，张全有成长为翟家
庄村民兵队的一名司号员。

1953 年 ， 他 参 加 抗 美 援 朝 战
争，任第六十军一八一师五三八团

班长。在进攻某高地中，张全有不
幸牺牲，年仅 30岁。

张全有牺牲后，他的烈士证由
和他一起战斗的战友、谭家庄的文
满堂带回来交给他母亲范梨花。

他的母亲双手捧着张全有的烈
士证，呆呆地站着，口中不停地叨
念着：“全有……全有……六年多
了，娘天天盼你回来。你回来了，
却不见你的人，我这白发人想送你
一程都没有机会呀。”

半年多的时间里，张全有母亲
每天以泪洗面，不是呼唤小有，就
是念叨全有，患上精神分裂症，双
目也失明了，人瘦得只剩下皮包骨
头。

1954 年 ， 洪 洞 县 余 姓 首 长 通
过多方联系，找到闻喜县礼元镇北
村的续天水，让他将张耀华的烈士
证捎回村里。

考 虑 到 张 耀 华 母 亲 的 身 体 情
况，续天水不敢将张耀华几年前就
去世的消息告诉他的母亲。

张耀华、张全有为了革命而牺
牲，他们是无私的、光荣的，他们
是人民英雄！

一个为掩护左权将军牺牲 一个在抗美援朝战场捐躯

左权将军的警卫员张耀华及胞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