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军封窦铺阻击战纪念碑位于四

川省营山县朗池镇西北十五公里处的

琵琶山上。纪念碑为整块花岗岩石，正

面镌刻有“红军封窦铺阻击战纪念碑”11

个镏金大字，长 5 米、高 3 米、厚 0.6 米，

重量在 12 吨以上。底座共由 3 块景观石

组成，上面镌刻着碑文，全文如下：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袁为粉碎国民党

四川野剿匪冶总司令刘湘部队对川陕苏

区的野六路围攻冶袁红九军决定在封窦铺

阻击敌人袁保证红军主力部队和苏维埃

机关安全转移遥
封窦铺位于营山县城西北十五公

里处袁素称野营山锁钥冶袁为军事要地遥 要

打好阻击战袁必须夺回已被敌人抢占的

琵琶寨遥
十一月二十日袁红九军二十五师七

十四团一营袁从营山县城西门出击直逼

琵琶寨袁多次发起冲锋均受挫折袁伤亡

甚大袁前进困难遥 当晚袁红九军军长何畏

亲率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前往增援遥 通过

侦察袁制定了作战方案袁决定乘夜袭击

敌军遥 红军一是部署大部兵力在山下埋

伏袁做强攻准备曰二是组织小分队摧毁

敌人主要火力袁并找到了当地游击队员

带路袁从东门垭壑绕道南门袁搭人梯袁攀
葛藤上到山顶袁出其不意地干掉了东门

寨子上敌人的机枪手袁同时吹响了冲锋

号袁埋伏于山下的红军战士立即冲上了

敌阵地遥 顿时袁枪炮声尧喊杀声尧惊天动

地袁火光映红了夜空袁敌兵纷纷丢枪弃

炮袁仓皇逃窜袁红军终于夺回了琵琶寨遥
二十一日凌晨袁浓雾弥漫袁敌人组

织了六十多人的野敢死队冶袁企图趁晨雾

偷袭琵琶寨遥 敌人刚进入寨下的望月

梁袁埋伏于两旁丛林中的红军战士突然

杀出袁歼敌三十多人袁打退了敌人的偷

袭袁红军将士乘胜追击袁连续攻克了观

音岩尧 狗头寨等高地袁 将敌人撵至营

渊山冤蓬渊安冤交界的滑石板尧烂寨子遥
为了更有效地遏止敌人的疯狂进

攻袁 红军决定夺取狗头寨与烂寨子之

间的泡儿山遥 二十二日凌晨袁红军分三

路一举攻克了泡儿山遥 是夜十二时红

军主力按命令主动撤出封窦铺袁 只留

下一加强连在狗头寨坚守阻击袁 掩护

大部队后撤遥
二十三日上午九时袁在狗头寨担任

阻击任务的红军袁 完成了阻击任务袁趁
浓雾未散袁分批撤出了阵地遥

封窦铺阻击战袁红军坚守了三天三

夜袁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袁掩护红军主力

撤退和营山苏维埃政权的安全转移袁起
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遥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之际袁
为了缅怀先烈袁发扬红军精神袁建设美好

家园袁走好新的长征路袁特立碑纪念遥
营山县人民政府

二零一六年十月 立

碑文交待了封窦铺阻击战的背景，

详细记叙了战斗过程，高度评价了这次

阻击战的重要意义，阐明了“立碑纪念”

的目的，读来仿佛又回到烽火硝烟的年

代，心灵受到一次红军精神的洗礼。

红四方面军从 1932 年 12 月进军川

北后，经过 10 个月的英勇奋战，取得多

次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对入川红军的发

展惊恐不安，委任四川军阀刘湘为“剿

匪”总司令，集结四川大小军阀 20 万

人，向川陕苏区发起了“六路围攻”，驻扎

在营山的红 9 军主动向长胜、巴中方向

收紧阵地，在撤退中，他们依山凭险，寻

找战机，先后进行了三次大的战斗，封窦

铺阻击战就是其中之一。

1933 年 11 月 16 日，国民党第四路

总指挥杨森率 20 军向营山、仪陇发起

攻击。面临强敌压境，周口前线的红 9

军和游击队开始作战略转移，退到营山

境内的封窦铺一线，敌军尾随进入封窦

铺附近。同时，敌第三路总指挥李家钰率

新编第 6 师 9 个团，由南充渡嘉陵江，

从东侧一线抵达封窦山，副总指挥罗泽

洲率第 26 师 9 个步兵团共 1.5 万余人，

在蓬安金溪到富利场一线偷渡嘉陵江，

并夜袭沿江游击队。为了扼守要地，保证

县委和苏维埃机关安全转移，红 9 军司

令部作了严密部署，决定利用封窦山阻

击敌人，夺取已被敌人抢占的与琵黄山

紧连的琵琶寨。

11 月 20 日，红 9 军 25 师 74 团 1

营，从营山城西门出击，经大河、观音岩、

南溪桥，往封窦铺阻击，他们从琵琶寨的

四方碑商楼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由于

地形和武器均处于劣势，红军多次发起

冲锋都受挫折，伤亡很大。

当晚，红 9 军军长何畏亲率 25 师

73 团前往增援，他来到前沿阵地观察地

形，了解进攻情况，通过认真研究，决定

乘夜偷袭。红军找到了熟悉当地路径的

游击队员唐克俊等同志，立即组成摸夜

螺队，由唐克俊带路，从东门垭口绕道南

门，搭人梯、攀葛藤而上，上得山顶，匍匐

前进，躲过了岗哨，迅速从琵琶寨山顶直

攻东门，出其不意地将敌在东门寨子上

的机枪阵地一举摧毁。与此同时，红军各

个阵地上冲锋号一齐吹响，埋伏于山下

的红军战士立即冲上了寨门。山上敌兵

以为神兵天降，拼命逃窜，在西门北门的

悬崖边，摔死数十人，其余均缴枪投降，

一个营顷刻瓦解。红军占领琵琶山后，何

畏一边命战士连夜赶筑工事，准备坚守，

一边命部队打伏击。

21 日凌晨，浓雾弥漫，敌人组织了

“敢死队”，由观音岩经凉风垭、望月梁，

企图趁晨雾偷袭琵琶寨。敌人刚爬上望

月梁，埋伏于两旁丛林中的红军战士突

然杀出，用长矛、石块、手榴弹歼敌 30 多

人，打退了敌人的偷袭，余下残敌连滚带

爬逃回了观音岩，红 9 军战士又乘胜追

击，连克观音岩，中午，把胜利的红旗插

上了观音岩高地。

22 日早晨，红军主动对泡儿山的守

敌发起进攻，在第一次冲锋失利后，红军

分别从右侧佯攻、正面强攻、左侧巧袭，

一举攻克泡儿山。敌军又数度发起反攻，

红军指战员英勇阻击，鲜血染红了山头。

当晚，红军主力主动撤出封窦铺，只留下

一加强连在狗头寨阻击，掩护大部队后

撤。23 日上午，担负阻击任务的红军部

队完成了阻击任务，在雾色中撤离了封

窦铺阵地。

封窦铺阻击战为打击国民党反动派

的围追堵截，巩固和扩大川陕革命根据

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渊张雁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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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陕革命根据地南线决定性之战
———红军封窦铺阻击战纪念碑碑文敬读

1959 年，为向新中国国庆十周年

献礼，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摄制了彩

色音乐传记片《聂耳》。这位习近平总

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公开点赞的

音乐家，“国之歌者”聂耳于 20 世纪 30

年代为我国无产阶级音乐创作开辟了

道路。电影《聂耳》讲述了聂耳在党的

领导和教育下，如何从一名音乐爱好

者成长为人民音乐家、从爱国青年成

长为中共党员的故事。

影片对我国无产阶级音乐奠基人

的塑造，非常精准地把握住了人物自

身的二重性特点：伟大的革命者 + 天才

的音乐家。聂耳在思想上的进步引领

了其在艺术上的飞跃，而聂耳在艺术

上的跨越式发展又推动了其在思想上

的不断成熟。

由战斗雄歌迈向音乐康庄

电影紧扣 1930—1935 年聂耳从云

南到上海后人生的最后五年，适逢上

海左翼文艺运动快速发展。初入上海

的聂耳在云丰申庄当店员，不久云丰

申庄倒闭，失业后的聂耳考入五花歌

舞班，希望自此走上音乐家的道路。可

五花歌舞班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为攫取经济利益，仍在唱演脱离现实

的靡靡之音。这让曾作为昆明学生运

动中坚分子的聂耳感到极度失望与愤

慨，与五花歌舞班彻底决裂。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聂耳前往伤

兵转运站慰问抗日英雄，他为大家高唱

起激昂振奋的《马赛曲》。此时，以苏平、

匡文涛为代表的中共文艺工作队伍迎面

走来，他们用《马赛曲》铿锵有力的合唱

坚定地声援聂耳。《马赛曲》作为法国大

革命时期的进行曲本身极富战斗意义，

影片中它作为聂耳与革命队伍会师的战

斗音乐出现，一方面极大鼓舞了爱国士

兵的革命斗志，另一方面有力塑造了聂

耳的战士形象，为他加入这支革命文艺

队伍创造了契机。

与歌舞班决裂后，聂耳途经北平

欲前往东北参加义勇军。正在北平筹

备纪念“九·一八”事变一周年联合公演

的苏平对他说：“热情和勇敢只有服从

整个革命的需要，才可能发挥更大的作

用。”而北平几个剧团在公演中因戏里

有一句台词“东北是我们的领土”而遭

到无理禁演，大批反动军警将剧场团团

围住，台上台下一片抗议，军警队长鸣

枪示威。此时聂耳在敌人的枪口下不顾

一切地拿起提琴，勇敢地奏响了《国际

歌》，引发了现场观众和演员的群起呼

应。面对国家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和人

民日益高涨的爱国热情，聂耳听从苏平

建议回到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

组织的直接领导下，为中国音乐开创了

一个属于无产阶级的新时代。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对聂耳的进步

同学郑雷电的设计十分巧妙。聂耳回上

海后见到了自苏区返沪购买药材的郑

雷电。对郑雷电去留苏区、往返上海的

设计，影片一方面是为将国民党统治区

与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有机联系起来，使

影片对时代背景的呈现更为全面；另一

方面郑雷电向聂耳介绍了她在苏区亲

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文艺战线的发展盛

况，为聂耳哼唱了在红军中最为流行的

《兴国山歌》，并鼓励他“相信有一天我

会在根据地里听到你的歌”。

用革命音符掀起救亡巨浪

作为革命者的聂耳，进行革命活动

的主要武器，就是他创作的音乐。聂耳

每创作一首歌曲，都是在进行一次尖锐

的与敌抗争。因此在大银幕上塑造聂耳

形象，必然要着力表现其音乐创作活

动。影片对聂耳巨大音乐成就的展示，

集中体现于《毕业歌》《开路先锋》《义勇

军进行曲》等几首代表作品。透过音乐，

影片表现了聂耳在艺术创作上的生动

实践与深度思考，如确立新的态度与立

场问题、深入生活与群众问题等。

聂耳历经革命斗争的洗礼，确立了

其对音乐创作的新主张，那就是与社会

现实紧密结合，服务于人民大众的革命

运动与救亡事业。革命的风云雷电划破

黑暗，成为聂耳生命的主题主调，于是

他将亿万人民的革命风暴谱成激越雄

歌，为人民呐喊、为革命鼓呼，作品充满

了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与对民族危亡的

使命，具有鲜明的群众性与时代感。

影片中的《毕业歌》为聂耳入党后心

潮澎湃所作，旋律蓬勃昂扬、感情热烈奔

放。前奏收束处镜头快速摇向广袤天地，

“同学们，大家起来”“我们要做主人去拼

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

……”聂耳的歌曲迅速唱响郊区工学团、

工人夜校、学校操场等诸多社会场所。画

面以多个内外景的频繁更换，象征了聂

耳音乐的广泛传播与深远影响，它团结

教育并召唤鼓舞了无数群众。

正因如此，国民党反动派对聂耳音

乐的强大号召力深感恐慌，派人将街头

店铺里的聂耳唱片悉数毁坏。进步青年

们奋起反抗，用街头大喇叭公然播放聂

耳的《开路先锋》，并自发集结于高楼，

响遏行云地齐声合唱：“我们是开路的

先锋，不怕你关山千万重……”革命群

众在战歌的鼓舞下走上街头、振臂高

呼，一往无前地展开了要求南京政府出

兵抗日的游行示威。

为新的长城奉献生命绝唱

《义勇军进行曲》是聂耳短暂而绚

烂人生的生命绝唱，是其音乐创作的顶

峰，更是其革命生涯最光辉的诗篇。整

部电影除此之外的所有音乐和情节，都

在为这支歌曲勾勒来踪去迹，都在为它

的压轴登场铺垫和蓄势。

聂耳在抗日伤兵转运站高唱《马赛

曲》时，匡文涛就曾提出：“《马赛曲》是

很好，可是我们应当有中国的《马赛

曲》。”这就像一粒种子，瞬间植入聂耳

心田。当他坐在钢琴前反复思量，欲谱

写一支中国的《马赛曲》时，苏平提醒

道：“要创作战斗的作品，一定要有战斗

的生活。”于是聂耳离开歌舞班，打算前

往东北参加义勇军。途经北平时，他与

苏平到八达岭长城眺望祖国大好河山，

感慨日寇的烽火快要烧到长城时，聂耳

向长城起誓：“古老的长城啊，你永远是

我们学习的榜样。把我们的血肉筑成一

座新的长城！”

当他拿到田汉被捕前匆匆写成的

《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时，他联想到沦陷

区与苏区那两支相隔万里的人民子弟兵

队伍———东北义勇军与工农红军为民族

而战的无限豪迈和悲壮，他沸腾的情感

在胸膛翻滚，他满腔的热血似要流溢出

笔端。就让万千思绪化作红烛映照下一

气呵成的音符吧，聂耳为不愿做奴隶的

中华民族执笔挥写，义愤填膺地谱就了

唤起广大人民万众一心、团结御敌的华

彩乐章。

片末，在《义勇军进行曲》雄壮激昂

的歌声中，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天安门

广场接受检阅、高歌猛进。这总结式收束

寓意着聂耳音乐曾激励一代代中华儿女

穿越烽火硝烟、跨越历史长河，“唤起工

农千百万，同心干”。它们是中华民族不

朽的艺术瑰宝与永恒的精神图腾，《义勇

军进行曲》更是在数百件国歌候选方案

中脱颖而出，被选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歌。过去无数爱国志士都曾唱着聂耳的

歌走向革命，今天聂耳的歌依然激励着

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为捍卫国家利益与

民族尊严，前进！前进！前进！进！

渊李志敏冤

1946 年 7 月中旬，国民党徐州“绥

靖”公署主任薛岳指挥 5 个整编师共

12 个旅的兵力进犯淮北地区，山东野

战军趁敌人立足未稳、驻地分散之际，

在朝阳集歼灭国民党军第 92 旅全部

和第 60 旅一部，是山野进入淮北地区

的第一个胜仗。

明确分工袁阻断联系

朝阳集位于徐州西南，集镇不大

但周围村庄稠密，东、西有大小 18 个高

地。1946 年 7 月 25 日，薛岳带领的整

编第 69 师第 92 旅抵达渔沟地区，第

60 旅抵达朝阳集地区，整编第 57 师预

3 旅抵达双沟地区，敌人在运动中战线

拉长，朝阳集、渔沟与灵璧、泗县之间

出现一个较大空隙。山东野战军司令

员兼政治委员陈毅抓住敌人立足未

稳、驻地分散这一有利战机，以 2 纵及

兄弟部队共 13 个团的兵力攻歼朝阳集

之敌，以此打开缺口扩大战果。由于敌

人发现我军主力南下，为防被我军各

个击破，遂于 26 日进行收缩靠拢，第

60 旅朝阳集地区的防务由第 92 旅旅

部率所辖的 2 个团接替。敌人在我军

发起攻击前夕调整部署，却为我军创

造了歼敌的有利条件。

7 月 26 日晚 9 时，2 纵第 9 旅先

头部队越过海（州）郑（州）公路，走到

崔楼时得知杨桥有敌第 60 旅的部队，

该旅迅速展开战斗，到 27 日拂晓消灭

守敌大部。于是第 9 旅留下第 27 团担

任双沟方面的阻击，主力插入刘八集，

埋伏在敌第 92 旅西逃的必经之路上。

同时，华中 9 纵 3 个步兵团由尹集和

张集隐蔽至马庄附近，包围了渔沟、候

湖两地，切断了渔沟同朝阳集的联系。

9 纵骑兵团进至房村以西、潘塘以南破

坏海郑公路，迟滞徐州方面的增援。

反复争夺袁扫清外围

7 月 27 日凌晨 2 时，2 纵第 4 旅各

团开始拔除敌人在朝阳集外设置的据

点，该旅第 10 团于拂晓攻占了孟山以南

的高地，第 12 团从第 10 团右侧向前挺

进，相继攻占宁山口、裴集、璜山等据点，

第 11 团夺取京渠及其北侧高地后，在当

地民兵的带领下向朝阳集南侧攻击前

进。各团分别歼敌一部，余敌利用夜暗逃

回朝阳集。凤凰山守敌见璜山失守集中

兵力反扑，先出动飞机进行轰炸扫射，27

日 8时集中火力炮击，又占领了璜山。随

后我军第 10 团 3 营反攻璜山，经 1 小时

激战二占璜山阵地。

28 日 3 时，第 12 团对朝阳集北侧

的主阵地凤凰山发起攻击却未奏效，

随即第 4 旅决定以第 10 团一部与第 12

团合攻凤凰山，第 10 团另一部同时进

攻后圩子。凤凰山守敌依托有利地形，

在炮火支援下进行顽抗，并拼命向我军

反击。我军部队密切协同，火力、爆破和

突击紧密结合，接连打退敌人的反冲

锋，于凌晨 4 时占领凤凰山，并乘胜攻

占了后圩子，使敌处于不利境地。到 28

日拂晓，我军基本肃清朝阳集外围据

点，敌军大部被迫龟缩朝阳集内。

四面围攻袁速战速决

2 纵第 4 旅根据敌情调整了攻击部

署，以第 10 团从西面进攻朝阳集，第 11

团在南面堵击，第 12团攻击北门。28日

5时30分，总攻的号角吹响了。第 12团

在追击敌人至朝阳集北门附近时，发现

围墙有个缺口，该团 1 营和 3 营立即突

入街区，并迅速夺取了敌炮兵阵地。敌人

受惊打算从西南角翻墙突围，但遭到第

10 团的火力封锁，只得往南大门跑。后

面是攻击部队的穷追不放，前面是设伏

的第 11团的猛烈阻击。7时许，敌人被压

缩到朝阳集南部地区，只能不断向徐州

呼救。8 时，徐州方面派飞机出援，朝阳

集之敌以一部依托房屋顽抗，主力则在

飞机和枕头山、母猪山敌人的掩护下遗

弃重武器及辎重，向枕头山方向逃窜。由

于第 11 团未能及时发现敌军撤逃，使得

逃敌和枕头山之敌会合，第 4旅在肃清

朝阳集内残敌后，于 11 时迫近枕头山地

区，积极组织攻击。

2 纵司令部下令下午 3 时发起总

攻，令第 25 团、第 11 团由西及西北攻

击枕头山，第 10 团、第 12 团各一部及

师警卫营在枕头山以东、以南伏击突围

之敌。敌人慑于被歼，在我军发起总攻

之前，于下午 1 时许在飞机掩护下向西

北突围。第 11 团立即跟踪追击，敌人突

围至前后铁炉地区时遭第 25 团截击，

激战后敌军向北溃散。第 26 团听到西

南枪声激烈，迅速将部队展开迎头堵

击，逃敌在我军前后夹击中被歼灭。当

天上午 10 时，渔沟之敌也向西北突围，

我军追至渔沟西北郑家楼将其歼灭，俘

敌 300 余人。至此，我军歼灭了国民党

军整编第 69 师第 92 旅全部、第 60 旅

一部，毙伤俘敌 5000 余人，缴获大批

武器弹药。担任阻援的部队则逼近双沟

集，袭扰敌整编第 57 师，保证了主攻部

队顺利歼敌。7 月 29 日下午，朝阳集战

役结束。山东野战军进至淮北首次取得

歼灭国民党正规军 1 个旅的胜利，锻炼

了我军与美械装备的敌军正面交锋的

能力，不禁让陈毅写下了“人民怒撼山

河动，背水奇功敌尽降”的诗句。

渊杨佳斯 陈曦冤

朝阳集战役：

山东野战军以弱胜强的歼灭战

军史文物

1949 年 3 月，人民解放军百万大

军进抵长江岸边，渡江前的侦察工作

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由于登陆的必

经之地黑沙洲敌情尚未探明，解放军

华东野战军首长派出一支精干的侦察

小分队，由侦察排长齐进虎率领，前去

执行这个重要的任务。3 月的一天夜

里，齐进虎带领王林芳、宋协义在夜色

和风雨的掩护下，乘坐一艘木船隐蔽

渡江，在黑沙洲秘密登陆。齐进虎等人

刚刚上岸，就有敌人的巡逻队向登陆

地点扑来。齐进虎一面率领侦察员隐

蔽，一面发出信号，让船只迅速撤离。

登岛后，齐进虎在群众的掩护和帮

助下，秘密侦察了一个多月，掌握了敌人

的阵地、兵力及武器部署。一天夜里，三

人在侦察敌人炮兵阵地后，遇到敌人突

然发射来的照明弹，暴露了位置。三人立

即撤退，成功摆脱了敌人的追击。

敌人无法找到齐进虎等人，于是

把群众全部迁到江南，然后把群众的

所有食物没收，企图把解放军的侦察

员活活饿死。齐进虎三人白天躲藏在

芦苇丛或树丛里躲避敌人的搜捕，靠

吃野生植物充饥，晚上继续进行侦察

活动。不久，他们找到了敌人的指挥

部，并找到了埋藏在地下的电话线。天

黑后，三人便开始监听敌人的电话，获

取了敌人的大量情报。

敌人在黑沙洲上搜了近一个月，

也没有搜出解放军的侦察员。为了阻

止解放军侦察员返回江北，敌人一面

加大了对江面的封锁力度，一面将黑沙

洲上的所有船只全部看管起来。

齐进虎和侦察员们为了尽快返回

江北，焦急地寻找一切可以渡江的用具。

偶然间，他们在一间小屋里发现了一只

大木盆。当天晚上，他们将木盆秘密抬到

水边，轮流在黑暗中练习划动木盆的方

法。开始时，木盆总是东倒西歪，难以控

制，稍不留神就会翻到水里。经过多天的

顽强练习，他们终于掌握了让木盆在水

中平衡的技巧。终于，在一天夜晚，江面

上刮起东南风，齐进虎三人立即抬着木

盆来到江边，王林芳坐在木盆中央掌握

平衡，齐进虎和宋协义在两边划水，顺着

风势迅速向对岸进发。当他们离岸后不

久，风力突然增大，木盆随着波浪在江面

上倾斜。三人一面努力保持平衡，一面继

续用手中的木板拼命猛划。不久，江水已

经漫进木盆，三人急忙用手向外舀水。经

过两个多小时的奋力拼搏，三人划着木

盆，终于成功回到江北！

渊吴小龙冤

侦察英雄木盆渡江创奇迹

侦察英雄齐进虎渡江用的木盆

中华英烈

《聂耳》：为国而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