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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70 年来，我们始终没有忘记在抗美援朝战
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19万7千多名英雄儿女
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和平献出了宝贵生
命。烈士们的功绩彪炳千秋，烈士们的英名万
古流芳！

……
抗美援朝战争，是在交战双方力量极其悬殊

条件下进行的一场现代化战争。当时，中美两国
国力相差巨大。在这样极不对称、极为艰难的情
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军民密切配合，首
战两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清川江、鏖战长津
湖等，连续进行 5次战役，此后又构筑起铜墙铁
壁般的纵深防御阵地，实施多次进攻战役，粉碎

“绞杀战”、抵御“细菌战”、血战上甘岭，创造

了威武雄壮的战争伟业。全国各族人民由衷称赞
志愿军将士为“最可爱的人”！经过艰苦卓绝的
战斗，中朝军队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对手，打破
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不可一世的侵略者
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锻造舍生忘
死、向死而生的民族血性。在朝鲜战场上，志愿
军将士面对强大而凶狠的作战对手，身处恶劣而
残酷的战场环境，抛头颅、洒热血，以“钢少气
多”力克“钢多气少”，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
的雄壮史诗。志愿军将士冒着枪林弹雨勇敢冲

锋，顶着狂轰滥炸坚守阵地，用胸膛堵枪眼，以
身躯作人梯，抱起炸药包、手握爆破筒冲入敌
群，忍饥受冻绝不退缩，烈火烧身岿然不动，敢
于“空中拼刺刀”。在他们中涌现出杨根思、黄
继光、邱少云等 30 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 6000 个
功臣集体。英雄们说：我们的身后就是祖国，为
了祖国人民的和平，
我们不能后退一步！
这 种 血 性 令 敌 人 胆
寒，让天地动容！

——2020 年 10 月
23日，习近平在纪念中
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
的讲话

9 月 30 日，是中国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映的电影
《长津湖》，将观众带回 70多年前那场艰苦卓绝的浴血奋
战，那是“气多”战胜了“钢多”的伟大胜利。

提到抗美援朝战争，不禁使人想起“冰雕连”的故
事。在朝鲜战场零下 40摄氏度的低温之中，伏守在冰雪
之中、保持战斗姿势的战士们，被冻成了冰雕。士兵宋
阿毛就是其中之一。后来，在宋阿毛单薄的衣服里，战
友们找到一张薄薄的纸条，上面写着：

“我爱亲人和祖国
更爱我的荣誉
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
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于你
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的
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短短的几行字，饱含热血和坚毅。烈士绝笔，感人
肺腑，字字滚烫、句句千钧！

回望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无数烈士为了追
求信仰慷慨明志，从容赴死，把生的希望留给后人，写
下一封封传颂至今的绝笔书。革命烈士的绝笔书中，有
家国情怀，有坚定信念，有缱绻情意，有铁志柔情……
国庆节即将来临，让我们通过烈士们的临终绝笔，感悟
他们初心不改、信仰弥坚的革命精神，涵养家国情怀，
砥砺强国之志。

方志敏的狱中遗稿：中国一定有个
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
“不错，目前的中国，固然是江山破碎，国弊民穷，

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绝不会
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
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
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
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
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的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
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
亲平等的携手了。”

“这么光荣的一天，决不在辽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
将来，我们可以这样相信的，朋友！”

这是 1935 年 5 月，方志敏在狱中撰写的散文 《可爱
的中国》 中的词句。直到现在，人们都会经常引用这些
词句。

方志敏，1899年8月出生，江西省弋阳县人。1922年
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3月转入中国共产
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先后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
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部长、中共江西区委工委书记、中共
江西省农民协会秘书长。1925 年冬，被党组织派回家乡
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3月到达武汉，当选为中华全国农
民协会临时委员会执行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方志敏任中共弋阳、横峰等五县工
作委员会书记兼武装起义总指挥，弋、横、德中心县委
书记、江西省委委员。1928年1月与邵式平、黄道等领导
弋横起义，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领导组建中国工农
红军第 10军。先后任赣东北省、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
席，红 10 军、红 11 军政治委员，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
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赣东北实际相结合，创造了
一整套建党、建军和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毛泽东称之
为“方志敏式”的根据地。

1934年 11月底，方志敏奉命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北上，任红 10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至皖南遭国民党军
重兵围追堵截，艰苦奋战两月余，被 7 倍于己的敌军围
困。他带领先头部队奋战脱险，但为接应后续部队，复
入重围，终因寡不敌众，于 1935 年 1 月在江西玉山陇首
村被俘。

被俘那天，国民党士兵搜遍方志敏全身，除了一块
怀表和一支钢笔，没有一文钱。诚如方志敏所说：“清
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
难的地方。”

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和诱降，方志敏正气凛
然，坚贞不屈。他说：“你们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
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
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
们十分情愿的啊！”

面对国民党当局高官厚禄的利诱，方志敏回答：“我
不爱爵位也不爱金钱！”“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
党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稀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
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稀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
嚼刺口的苞栗和菜根；不稀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
睡在猪栏狗窝似的住所。”

1935 年 8 月 6 日，方志敏在江西南昌下沙窝英勇就
义，时年 36岁。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方志敏在暗无天
日的牢房里面，戴着沉重的脚镣，写下 《可爱的中国》

《清贫》《狱中纪实》 等，计 13万字。他以生命的纯真留
下这些狱中散文，那坚定的革命信仰穿越时空，至今依
然熠熠发光。

左权的家书：何日相聚？念、念、
念、念！

出河北涉县县城，沿213省道向西，在群山对峙的山
谷中穿行约半个小时，就到了位于石门村的晋冀鲁豫抗
日殉国烈士公墓。公墓中央，一座青石砌成的墓冢显得
朴素而庄严。这里，就安眠着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
的最高指挥员——左权。

左权，1905年3月生于湖南省醴陵县 （今醴陵市） 的
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中学时代参加中共领导的社会研究
社，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4 年进入黄埔军校一期学
习，是“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之一。1925 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1934年10月，左权参加长征，参与指挥强渡
大渡河、攻打腊子口等战斗。

全国抗战爆发后，左权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

前方总部参谋长，后兼任八路军第二总队司令员，协助
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粉碎日伪
军“扫荡”，取得了百团大战、黄崖洞保卫战等战役的胜
利，威震敌后。

1942 年 5 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
围”大“扫荡”。25日，左权在山西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
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
时，在十字岭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37岁。

左权牺牲后，朱德题诗：“名将以身殉国家，愿将热
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彭德怀
亲写墓志铭：“壮志未成，遗恨太行。露冷风凄，恸失全
民优秀之指挥。”

在牺牲前3日，左权给妻子刘志兰写下的一封信，成
了烈士绝笔。

“志兰，作战已经爆发，这将影响日寇行动及我国国
内局势。国内局势将如何变迁，不久或可明朗化了……
我虽如此爱太北，但是时局有变，你可大胆按情处理太
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
见时难，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
念！”

这最后一封家书，充满了对革命的激情和对家人的
思念。左权的赫赫声威，在八路军全军无人不晓。而就
是这样一位铮铮铁汉，在给妻子的家书中却流露出无限
的铁骨柔情。1982 年，左权女儿左太北看到了当年父亲
寄给母亲的全部 11 封信，令她感动万分的是，“每一封
信，父亲都大段大段地提到我，问我‘身体好吗’‘长大
些了没’‘更活泼些了没’……”

1942年9月8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为纪念左权，将八
路军总部驻地山西辽县改名为“左权县”。而在左权的家
乡湖南省醴陵市，人们会看到：左权镇、左权路、左权红
军小学……人们以各种方式寄托对这位将领的深情缅怀。

陈然的“自白”诗：毒刑拷打算得了
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人：在监狱里，他
受尽敌人的百般折磨却宁死不屈，留下著名诗篇《我的“自
白”书》；在刑场上，他用反绑的双手将背上的死囚标签扯
下，喝令“从正面向我开枪”，被称为“慷慨悲歌之士”；在生
命的最后时刻，他本着对党的事业负责和面向未来的态
度，和同志们一起留下了一份披肝沥胆的报告，这份报告
凝聚成的“狱中八条意见”，至今仍发人深思。他就是

《红岩》中成岗的原型——革命烈士陈然。

陈然，1923 年 11 月出生于河北省香河县。1938 年
夏，15岁的陈然在鄂西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并参加了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剧团”。1939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47 年初，在中共南方局文委的领导和支持下，他
在重庆参与筹办了 《彷徨》 杂志，引导青年走与工农相
结合的革命道路。1947年7月，重庆地下党决定编印《挺
进报》，他先任《挺进报》特支组织委员，后任书记，负
责报纸油印工作。

1948 年 4 月 22 日，由于叛徒的出卖，陈然被国民党
特务逮捕。在狱中，他把从国民党高级将领黄显声那里
得到的消息写在纸条上，秘密传给难友，被称为“狱中
挺进报”。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监狱时，
他和难友们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亲手缝制了一面五星
红旗。然而不久后的10月28日，陈然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于重庆渣滓洞附近的大坪刑场，时年26岁。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死亡威胁，陈然不为所动。

临刑前，陈然在狱中留下这样一篇 《我的“自白”书》。
虽无缘看到梦想中的新中国，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
与一起赴刑的同志互致革命的敬礼，笑赴刑场。他只走
过26岁的短暂人生，却给后人留下了永远的怀念。

蓝蒂裕的示儿诗：愿你用变秋天为春
天的精神，把祖国的荒沙，耕种成为美丽
的园林！

看过红色经典小说 《红岩》 的读者，一定记得其中
有个“蓝胡子”的人物，其实他的原型是蓝蒂裕烈士。

1916 年，蓝蒂裕生于重庆市梁平县，原名蓝俊安。
1938 年，蓝蒂裕初中毕业，考入省立万县第四师范学
校，受到民主进步思想的熏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
时，曾经多次改名的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蓝蒂裕，意
为“消灭法西斯蒂，让天下穷人富裕”。

从师范学校毕业后，蓝蒂裕成为一名老师，在课堂
上给学生们讲述抗日救亡的道理，并积极开展宣传活
动。1939 年，蓝蒂裕在党组织的决定下转移到重庆，在
海员工会担任 《新华日报》 发行员，秘密传递、传送进
步刊物。“皖南事变”后，蓝蒂裕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
护，先后在北碚、江北等地开展党的地下活动。

1948年 11月，因为叛徒的出卖，蓝蒂裕在重庆梁平
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1949 年秋，国民党
反动派对狱中共产党人进行了最后的疯狂屠杀。当年 10
月 28 日，蓝蒂裕慷慨就义，年仅 33 岁。在赴刑场的路
上，他在纸烟盒上写下《示儿》一诗。

“你
耕荒，
我亲爱的孩子；
从荒沙中来，到荒沙中去。
今夜，我要与你永别了。
满街狼犬，遍地荆棘，
给你什么遗嘱呢？
我的孩子！
今后，
愿你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
把祖国的荒沙，
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
这是蓝蒂裕用尽生命最后的力量给 5 岁的儿子留下

的嘱托。一字一句，深藏父子深情，更满怀革命必胜的
豪情。

父亲牺牲前留下的 76字遗诗，让儿子蓝耕荒一生无
法忘记，它如同钉子一般牢牢钉在蓝耕荒的心上。长大
后，蓝耕荒一直坚守在祖国的环保战线。今年9月，蓝耕荒
参加《开学第一课》节目录制，看到父亲生前的场景再现，
他饱含热泪地向父亲和革命先烈们回了一封信：“亲爱的
爸爸，如今遍地的荆棘已被铲除，再也没有满街的狼犬，请
你们放心吧，今天的祖国，地更绿，天更蓝。”

烈士们的功绩彪炳千秋
烈士们的英名万古流芳

敬读感人肺腑的烈士绝笔
本报记者 叶 子

方志敏

宋阿毛的绝笔诗

左权

陈然

蓝蒂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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