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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短波

周恩来家在淮安无田地，除
驸马巷的房屋(也就是周恩来的
诞 生 地) 外 ，只 有 不 足 一 亩 的 坟
地。这里安葬着周恩来的祖父
母、嗣父母、生母等 13 位亲属的遗
骨。周恩来最早从 1952 年开始就
计划平掉淮安的祖坟。

1965 年，周恩来特地同弟弟
周恩寿商议平坟一事。1965 年
春节前，侄子周尔萃回乡探亲，
周恩来将这个任务郑重地交给
他，并明确交代：棺木要就地下
沉一米以下，做到不影响机耕。

周尔萃回到淮安后，首先将
周恩来的意见转告给了哥哥周
尔辉和嫂嫂孙桂云，随后又向淮
安县委作了汇报。农历除夕，周
尔萃、孙桂云以及 30 多位当地生
产 队 的 农 民 ，来 到 周 恩 来 祖 茔
地，平掉了坟头，深埋了棺木。

周 恩 来 后 来 得 知 后 非 常 满
意，从工资中拿出 70 元钱给生产
队寄去，汇款人一栏里端端正正
地写上“周恩来”3 个字，在附言一

栏内还有几行清晰的小字：“此款
支付生产队平坟工资和赔偿青苗
损失费。”

周恩来还专门派人秘密把上
辈 在 重 庆 的 墓 地 平 掉 。 原 来 ，
1940 年秋，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
与邓颖超母亲杨振德两位老人
一 起 来 到 重 庆 红 岩 村 ，与 周 恩
来 、邓 颖 超 相 聚 。 1941 年 入 夏
后，67 岁高龄的周老先生患病卧
床，病情恶化，7 月 10 日谢世而
去。7 月 14 日上午，周恩来夫妇
送灵扶柩，将周老先生安葬到位
于“ 八 路 军 驻 渝 办 事 处 革 命 公
墓”。1940 年 11 月 18 日，邓颖超
母亲杨振德病逝后，也被周恩来
夫 妇 安 葬 于 复 元 寺 墓 地 。 1957
年春，周恩来率团出访路过重庆
时，提出将岳母及生父遗骨取出
火化后深埋，平坟还耕……1958
年 11 月 24 日，周恩来专门派总理
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去重庆去承办
上辈老人坟地事宜。童小鹏带人
将当年的红岩墓地平掉还耕。

周恩来带头平祖坟

带800名学员阻击8000名敌人

张力雄，1913年11月出生于福
建省上杭县，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23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
三过雪山、草地。解放战争时期，张
力雄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三旅政治
委员，参加过淮海战役、解放大西南
等战役。他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
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8 年 7 月，他荣获一级红星功勋
荣誉章。

1934 年 9 月底，张力雄接到上
级命令，率 800 余名学员在江西兴
国老营盘白云山阻击国民党军。战
争打了三天两夜，张力雄顶住了兵
力于己十多倍的敌人的轮番攻击，
为红军主力集结战略转移赢得了时
间。此战之后，张力雄跟随主力部
队长征，因其表现突出，升任红5军
45团政治委员。

当时，军部给45团的任务是担
任全军后卫。45 团一直都执行着
最艰苦的工作，但张力雄从来没有
过怨言，反而把艰巨的任务看作是
荣誉。1936年夏，红五军与红四方
面军一起第三次过草地后，向甘南
挺进，10月中旬到达甘肃省会宁县
境内，驻扎在离会宁城约30公里的
华家岭一带。10月19日，张力雄部
接到命令，在华家岭一线组织防御
战斗。激烈的战斗中，张力雄冲在
最前面，他从战士手中接过一挺轻
机枪向敌猛射，不料一颗子弹打中
了他的胸部，所幸没伤及要害，捡回
了一命。

故意放跑敌参谋传递假消息

抗日战争时期，张力雄任抗大

1大队2队队长、政治处主任、抗大
总校太岳独立大队政委等职。张力
雄担任太行军区第七军分区政治部
主任时，军分区司令员是著名虎将
皮定均。张力雄和皮定均合作得非
常好，在攻打日军控制的林县时，他
们玩了一出“智取林县”的好戏。

当时，林县守军包括日军一个
中队和伪军三个加强团，城墙坚固，
还设有炮楼，是一块极为难啃的骨
头。他们抓住了伪军一个参谋，故
意泄露八路军要用 20 个团攻打林
县的机密，然后给那个参谋制造逃
跑的机会。日军得知八路军要攻
城，立刻让大部队突围而出，仅留一
个团守城。皮定均和张力雄得知消
息后，一部攻城，一部追敌，不仅拿
下了林县，还让突围出去的日伪损
失惨重。1945年，张力雄担任河南
军区第六支队政委，伏牛山战役中，
他与时任第一支队司令的皮定均再
次配合，取得了三战三捷的战绩。

捐出11万元积蓄用于教育工作

1983年5月，张力雄离休，现居
江苏南京。离休后，张力雄一直非
常关心家乡上杭县的发展。20 世
纪90年代，张力雄回家乡时为通贤
中学提笔写下“百年大计、教育为
本”八个字。2016年7月29日，他把
十万元积蓄捐给了家乡障云村成立
奖学金。2019年12月15日，在上杭
县通贤中学50周年校庆庆典上，他
又捐出1万元。

老将军生活俭朴，豁达随和，深
受子女后辈的敬仰和爱戴。他一生
爱党爱国，无私奉献，无怨无悔，用
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和革
命军人的职责与承诺。 北广

在漫漫的长征途中，张力雄所
在的红五军团一直担任后卫，多次
完成阻击国民党军的任务。由于
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张力雄所
在部队被迫三过草地，受尽磨难。
张力雄晚年回忆起过草地这段情
形时，百感交集。他反复诉说过草
地时的动作要领，比如行军时不仅
要盯着比较结实的草丛走，而且要
下脚轻，起步快，一旦情况不妙，赶
紧转换路线；危险路段大家要手拉
着手小心地往前走。这些今天看
起来非常简单的话语，却是当年
许多红军指战员用自己年轻的生
命换来的经验教训。

作为过草地的最后一批红军，
左右1000米内能吃的野菜早被先

头部队吃光了，张力雄动员全团同
志把枪皮带和土造牛皮斗篷拿出
来，集中到供给处统一分配到连。
张力雄和叶团长率先献出自己的皮
腰带。

叶团长还开玩笑地说：“政委，
你舍得吗？”张力雄毫不犹豫地答
道：“有什么舍不得，能给战士们吃
饱肚子最重要呀！”张力雄的这根皮
带在全团是有名的，它又宽又长，黄
得发亮，那是1934年初夏红七军团
军团长寻怀洲送给他以作纪念的。
但是为了让同志们走出草地，再舍
不得也要贡献出来，一根皮带可以
让好几个战士吃上一顿饭呢。

终于走出了草地，大家十分激
动：“出草地了！出草地了！” 余玮

4 月 2 日下午，开国少将
张力雄因病医治无效，在南京
逝世，享年111岁。张力雄十
几岁参加革命，曾参加万里长
征，生前是全国年龄最长、全
党党龄最长、全军军龄最老的
老将军。

奉献皮带给战士

开国将军张力雄的传奇人生

1946 年，冯玉祥赴美考察水
利。在纽约期间，冯玉祥预感人生
无常，未来生死难料，于是留下一
封遗嘱，安排身后之事。其中有一
条写道：将来如果不能魂归故里，

那遗体就火化处理，骨灰撒于太平
洋；如果能回国内，则将骨灰深埋
地下，当作树木的肥料，等长成之
后，可将此树木用作学生的课椅，
也好不白白浪费了。

冯玉祥：愿将骨灰当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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