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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文化的土壤 精神的家园

抗日名将赵登禹：

手手握握大大刀刀，，将将军军血血战战不不归归还还

首都北京有数以百计的宽阔
大道，以人物名字命名的街道却
少之又少，而白塔寺东侧的赵登
禹路就是其中为数不多的一条。

1898年，赵登禹出生于菏泽
城西赵楼村。1937年卢沟桥事变，
时任国民军二十七师师长的他，
率兵在北京南苑与日军展开激
战，不幸以身殉国，成为抗战中最
早牺牲的高级将领之一。

1995年，抗战胜利五十周年。
为纪念家乡的抗日英雄，菏泽曹
州书画院成立了赵登禹纪念馆。
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都
会有无数的人来这里缅怀和追忆

赵登禹将军。
同年，英雄老家的农村中学

更名为登禹中学，建有英雄纪念
碑和纪念亭，还开发编写了校本
课程《大刀英雄赵登禹》，这个学
校出去的学生无不对英雄的事迹
耳熟能详。

而在赵楼村，乡亲们口口相
传着赵登禹将军的故事。赵登禹
排行老三，乳名三儿。每每有人去
村里寻访英雄的足迹，赵建国(赵
登禹的大哥赵登銮的孙子)和媳
妇张福华都会热情接待，还会拿
出赵氏族谱，自豪地讲述家族渊
源。

文/片 本报记者 崔如坤

在故乡，谁人不知赵登禹

在村人的述说中，赵登禹生
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长得
虎头虎脑。父亲去世后，年纪尚小
的赵登禹每天都帮家里做事，艰
苦生活的磨练，让他臂力过人，胆
大机智，有骨气和正义感。

牡丹区档案馆馆长郝远近对
赵登禹颇有研究。据他介绍，13岁
时，赵登禹拜家乡一带颇有名气
的武术教师朱凤军为师。他聪明
又勤奋，不到一年，打拳劈刀，样
样娴熟。“有一天，朱凤军想试试
他的胆量，便问他‘村西坟地刚添
了一座新坟，夜间你敢去那里打

拳吗？’没想到赵登禹夜里真的提
上一把春秋刀，在那里练了一夜。
第二天，人们去看时，新坟周围已
被他踩成了明路。”

家乡菏泽(古曹州)历来是
兵家征战之地，英雄出没之所，
也流传着众多杀富济贫的豪杰
故事，这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赵
登禹，让他立志做一个救国救民
的英雄。郝远近说，16岁那年，
赵登禹打听得知，驻扎在陕西潼
关的冯玉祥部队军纪严明，爱护
百姓，便毅然踏上了千里投军的
征途。

少立壮志，不远千里投军

1914年，赵登禹从一名只吃
粮不发饷的“副兵”，开始了军旅
生涯。

一次偶然的机会，冯玉祥发现
了赵登禹。见他长得膀大腰圆，体
壮如牛，又得知其作战勇猛，且能
弄文舞墨，遂把其调到身边当了护
兵。在尽力完成护卫任务的同时，
赵登禹也用心从冯玉祥身上学到
了很多为人处世及治军方法。

1933年，侵华日军铃木师团
直抵长城喜峰口，时任二十九师
军三十七师一零九旅旅长的赵登
禹接急令奔赴长城御敌，任喜峰
口方面作战军总指挥。血战两昼
夜，赵登禹守住了喜峰口。

“抗日救国，军人天职，养兵
千日，报国时至。只有不怕牺牲，
才能救亡。今夜我们绕至敌后，与
日军拼个你死我活，要让小日本
知道，我们中华民族还有不怕死
的军队。”赵登禹激励将士。为彻
底挫败日军，他率领将士们手挥
大刀，夜袭日军军营，把日军砍杀
殆尽。

自此，抗日虎将赵登禹和他
率领的二十九军“大刀队”被人们
广为传颂。著名音乐家麦新为此
专门谱写了大刀队战歌——— 这就
是后来“响”誉全国、流传至今的
抗日歌曲《大刀进行曲》，又名《大
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一战成名，“大刀曲”唱响全国

1937年，日军发动卢沟桥
事变。7月27日晚，赵登禹接到
命令，星夜奔赴南苑指挥作战。
28日拂晓，日军向南苑等地发动
大规模入侵。凭着手中的大刀加
手榴弹，赵登禹和他带领的部队
硬是把日本鬼子逼退了一里多
路。

不久，赵登禹就接到命令，要
部队撤回北京，弃南苑保北京。赵
登禹率兵边撤边打，一直打到大
红门一带，遭日军伏击，赵登禹身

上多处中弹，倒在血泊中。
“军人战死沙场原是本分，没

有什么值得悲伤的。北平城还有
我的老母，你回去告诉她老人家，
忠孝不能两全，他的儿子为国死
了，也算对得起祖宗。”对传令兵
说罢，赵登禹壮烈牺牲，时年39
岁。而战斗依然在继续，士兵草草
将他掩埋在高梁地里。

抗战胜利后，赵登禹和二十
九军抗日烈士的遗体被迁葬于卢
沟桥畔。

奋战南苑，大刀将军殉国

193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颁
布褒奖令，追赠赵登禹为陆军上
将；1952年6月11日，中央人民政
府颁发了由毛泽东主席签署的赵
登禹将军烈士证书。

1946年，北平各界还举行了
公祭赵登禹仪式，国民政府在北
平命名了“赵登禹路”，以志纪念。
1980年6月，北京市政府把赵登禹
墓修茸一新，重新立碑以供世人
瞻仰，并举行了大规模的纪念活
动。

如今，英雄家乡的赵登禹纪
念馆正打算进一步丰富馆藏，以

更好地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的作用，让人们通过缅怀英雄的
事迹，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
感。

曹州书画院书记祖士常介
绍，目前纪念馆由四部分组成，用
大量翔实的照片和文字资料、实
物以及为之创作的画面，生动地
再现了赵登禹将军不同时期的光
辉形象和顽强抗战的英勇事迹。

“赵登禹是菏泽人民的骄傲，下一
步他们将投入资金，对馆藏进行
丰富，告诫人们勿忘国耻，承传不
屈的中国精神。”

烈士英迹，人们永不会忘

赵登禹(1898-1937)，民国抗日名将，字舜臣，山东菏泽人。1933年长城抗战中，时任二十九师军三
十七师一零九旅旅长的赵登禹，用大刀片砍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砍出了中华民族的骨气，还砍出
了一曲风靡全国的《大刀进行曲》，使得日军不得不放弃占领喜峰口的企图。这是自“九·一八”以来
中国军队的第一次胜利，赵登禹也成为了全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

菏泽牡丹区登禹中学内的英雄纪念碑亭。

菏泽市民在赵登禹纪念馆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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