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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堂弟

闻允志， 字永之，1904 年出生于湖北
省浠水县巴河镇闻家铺一个书香之家。 他
是中国著名学者、 爱国民主战士闻一多的
堂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工程院院士、著
名材料科学家闻立时的父亲。 闻允志自幼
聪慧，15 岁就考入两湖师范学校。 他的堂
兄闻一多称他是“浠水颜回”。 1926�年，闻
允志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 9�月东渡日
本， 先后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和东京工业大
学。回国后化名闻季华，辗转到天津组织学
生运动，是当时很有影响的学生领袖之一。

“七七事变”爆发后，闻允志按照中共
北方局指示， 到河北保定张荫梧部做统战
工作，担任干部养成所教官。 保定沦陷后，
张荫梧组建了河北民军，自任总指挥，任命
闻允志为政训处处长。 1938�年 1�月，中共
北方局派闻允志到豫北一带开展抗日活

动， 以民军名义创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
装。当年，闻允志以豫北纱厂工人组成的抗
日大队为主体成立了河北民军第九游击

队， 并与抗日名将朱程率领的河北民军第
十一大队合编为 11 团。 后来，这支队伍改
编为华北抗日民军，朱程任司令员，闻允志
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不久，朱程和闻允
志奉八路军总部命令， 率华北抗日民军开
赴冀鲁豫边区，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建立抗
日根据地，活动在濮阳、滑县、浚县、汤阴、
内黄、清丰、南乐一带，在冀鲁豫军区司令
员杨得志指挥下与日寇浴血奋战、 拼死搏
斗。部队整编后，闻允志任冀鲁豫第一军分
区政委兼华北抗日民军政委， 和司令员朱
程一起率部粉碎了日寇多次铁壁合围和残

酷扫荡。他们不断打击日伪军的嚣张气焰，

惩治汉奸，保护群众，逐步扩大和巩固了沙
区抗日根据地。

有名的儒将

在当时的共产党军队中， 闻允志是有
名的儒将， 毛泽东同志和八路军总部计划
让他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任教官， 毕竟八
路军内懂军工制造业的人不多， 留学生更
少。 1939�年 3�月，闻允志奉调到延安，担任
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训练部教育科科长。
但不到三个月， 闻允志的老战友朱程就几
次向八路军总部请示， 强烈要求闻允志回
冀鲁豫边区，并肩开辟创建抗日根据地。 6
月，闻允志回到冀鲁豫边区，并带回 30 多
位在抗大学习的干部， 充实和加强了冀鲁
豫军区第一分区的领导力量。 朱程也是八
路军中的一员猛将， 黄埔军校毕业后到日
本留学，专攻军事。 他有勇有谋，在豫北战
场、冀鲁豫边区屡立战功，很快升任冀鲁豫
军区 1 纵司令员兼抗日民军 1 旅旅长。 闻
允志任 1 纵政委兼民军 1 旅政委。朱、闻二
人并肩作战， 在沙区战场与日伪军辗转拼
杀，令敌人闻风丧胆。冀鲁豫边区抗日军民
称他们俩是“沙区二虎”。

掩护徐向前

1940�年 8�月 ，闻允志接到命令 ，调他
到八路军总部工作， 还安排冀中南下支队
护送他入太行山。事有凑巧，中国共产党决
定要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 党中央致电徐
向前司令员从山东去延安参加会议。 徐向
前在 5 月中旬接到电报， 于 6 月 1 日带领
警卫小分队离开沂蒙山，一路向西进发。 7
月，在河南河北交界处与韩先楚、古大存等

新四军和华南地区的七大代表会合，共 40
多人。按照中央指示，他们由徐向前带队去
延安。 8 月中旬，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和军区
秘密商议，部署掩护徐向前等抢渡卫河，确
保万无一失。 为防止敌人得到情报集中袭
击徐向前渡河，决定分两处抢渡卫河，同时
在 20 日夜开始行动。 领导决定，闻允志等
在南乐县元村集东什固湾渡河，真戏真唱，
一旦被发现，可以迷惑敌人，策应徐向前等
在卫河下游渡河。 闻允志渡过卫河后要在
魏县蔡小庄过漳河，然后与徐向前会合，从
临洺关过铁路入太行山。同时，派军队保护
徐向前等从大名县东袁湾秘密渡河， 然后
过漳河直奔威县， 在临洺关过铁路、 封锁
沟，进入太行山中的辽县，到八路军总部与
彭德怀会面。 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和军区指
示：敌情复杂，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务必
保证徐向前等首长及新四军和华南地区七

大代表的安全。

喋血卫河湾

20�日夜晚， 闻允志与朱程依依惜别，
互道珍重， 在冀中南下支队一个小队的掩
护下赶到什固湾。当时，地方党组织派了十
几名战士和民工帮助渡河， 河对面也有武
装人员接应。 正是汛期，卫河水流湍急。 凌
晨，闻允志一行来到河边，两名熟悉水性的
战士泅渡到卫河对岸， 把一根大粗绳系在
树上，使其连接两岸。闻允志等按照约定时
间登上五六只小船，迎着激流，由船上的民
工拉着大粗绳悄悄向对岸划去。拂晓，船只
刚划到河中心， 突然发现日寇的巡逻艇从
西向东顺流而下，探照灯明如白昼。敌人发
现有船只渡河，立即呼叫制止，机关枪也同
时开了火。闻允志在第二只船上，他一面催

促船工奋力使船靠岸， 一面指挥船上的战
士和对岸接应的队伍向敌人还击。 战斗打
响， 日寇巡逻艇拉响的警笛和枪声交织在
一起，响彻夜空。元村据点和卫河下游龙王
庙的日军也赶来支援。战斗中，有几名战士
牺牲落水， 闻允志负伤， 但仍坚持指挥战
斗，船只慢慢驶向对岸。 在此关键时刻，敌
人密集的疯狂射击把连接两岸的粗绳打断

了，船只失去依靠，很快翻了过去，人员落
水。 闻允志不识水性，再加上腿部负伤，牺
牲在波涛汹涌的卫河之中，时年 36 岁。

稍晚， 徐向前等在大名东北渡河时也
遇到了敌人的袭击。 好在徐向前等已经渡
过卫河，后面渡河的战士、华南地区代表和
由刘法尧带领的冀鲁豫边区赴冀南参观团

等有不少人牺牲， 其中有一位华南的大学
教授。 来袭的敌人主要是驻小滩镇的日军
和几十名伪军。 龙王庙的敌人因先出兵去
元村集什固湾， 减少了对徐向前等在大名
东北渡河的压力， 为徐向前等抢渡卫河赢
得了时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介绍，
闻允志于“21 日拂晓，经元村、龙王庙抢渡
卫河时，受到敌巡逻艇的袭击，为掩护徐向
前司令员安全突围， 在战斗中不幸牺牲”。
《中华英烈》也记载，闻允志在今南乐县境
内抢渡卫河，为掩护徐向前将军不幸牺牲。

解放后， 国家民政部公布全国首批著
名抗日英烈 300 名，其中包含闻允志、朱程
在内的 27 人在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安
葬，闻允志排第八。陵园烈士名录说：“闻允
志 （1904—1940），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一
军分区政治委员，湖北浠水人，牺牲于河南
南乐县元村。 ”

卫河县是旧县名， 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设。 1941 年由河南省南乐、清丰、内黄三县
析置，以境内卫河得名，1949 年撤销。

闻允志掩护徐向前抢渡卫河纪事

““红色濮阳””系列之八

卫河是隋唐大运河的重要

组成部分。 在近现代历史上，卫
河流不尽红色的记忆， 卫河两
岸的革命斗争故事非常丰富。
1940 年 8 月 21 日，冀鲁豫军区
一分区政委闻允志为掩护徐向

前渡河去延安， 壮烈牺牲在卫
河古渡元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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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乐县西 30 里有个
村庄叫千佛寺村， 俗称千
佛。 它与卫河对岸的元村
镇一北一南，如龙盘虎踞，
滔滔卫河从中间流过 ，水
陆码头襟带其间， 战略地
位十分重要。 明清以来，多
少谋略者都说千佛村和元

村镇是互为唇齿。 抗日战
争时期，共产党和国民党，
以及日伪军都非常重视千

佛村的位置。
1938 年 8 月， 在南乐

县简易师范读书的姚会宾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党组
织安排他回家乡千佛村 ，
在本村及周边村庄发展党

员。 10 月，千佛村党支部建
立，22 岁的姚会宾任书记。
他和地下党员、 爱国青年
利用村里的集会日登台演

讲，号召人们团结起来，参
加抗日先锋队。 村里的姊
妹团、儿童团，无论刮风下
雨都站岗放哨，传递消息。
媳妇、 姑娘扎堆儿唱抗日
救亡歌曲， 并有组织地教
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
上》等歌曲，唱得很多人流
泪哽咽。 经过 1937 年 7 月
地震、8 月洪水、11 月日寇
进村抢掠的百姓， 看到了
希望， 脸上露出久违的笑
容。

1939 年春， 南乐县委
组织部部长唐晓声秘密来

到村里， 与村党支部一起
动员周围村庄的地主 、大
户捐献枪支， 发动爱国青
年参加抗日武装。 春节期间，县委以千佛村为中心集中
了 60 多人 30 条枪，组建了抗日游击队第 1 排。不久，又
在卫河两岸动员地主捐献了 20 多支枪， 召集了近 50
人，组建了第 2 排。两排合并成立了卫河大队，辖两个中
队，姚会宾任第 1 中队长。卫河大队活动在南乐、清丰两
地，后来转移到大名、临漳一带，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先
遣支队第 3 大队协同作战。

姚会宾离开千佛村以后，姚墀任村党支部书记，继
续开展活动。 大名、南乐、清丰、内黄、魏县等地的共产
党干部、八路军伤员经常在千佛村工作、休息、养伤。 千
佛村成了有名的抗日堡垒村。

1941 年初的一个风雪之夜，千佛村党员、民兵突然
接到通知，秘密集合，迅速过卫河向沙区丛林转移。 不
大一会儿，枪声大作，伪东亚同盟自治军第二旅旅长杨
法贤率领 500 多人，呼叫着冲进千佛村。一时鸡鸣犬吠，
砸门声、哭喊声和枪声、叫骂声乱作一团，千佛村翻了
天。第二天，杨法贤亲自出面安民，说：“这次来了就不走
了，要长住下去，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杨法贤在千佛村
安营扎寨，驻扎了 4 年多。

杨法贤在赵参谋的唆使下，公开向日本鬼子投降，
当了大汉奸。 杨法贤经常跟随日军四处扫荡，千佛村成
了他的据点巢穴。 他强征周围 16 个村庄的上万民工、
130 辆大车，修筑高 3 丈、宽 2 丈、全长 4 华里的寨墙，
挖宽 3 丈、深 1 丈的壕沟。 寨墙东南、西南、正北 3 个寨
门，都有伪军日夜把守。 杨法贤旅有 3 个团 27 个连，另
有 1 个骑兵连和 1 个特务连，共 3000 多人，分别在周围
大的集镇驻军；旅部设在大地主姚福堂家，兵营在姚家
大院。 旅部下设教导队、手枪队两个大队和军法处、参
谋处、副官处等八个处。杨法贤还在千佛村建有枪炮厂、
造币厂、 衣被厂， 建立了由国民党南乐县党部书记长
姚志三任校长的四俭中学， 专门培养伪军政人才。 千
佛村西南门外成了杀人场， 4 年多的时间里 ， 枪杀 、
活埋、 铡头、 绞死抗日干部群众、 八路军官兵和无辜
百姓近千人。 1941 年 3 月， 一次就把被俘的八路军官
兵 24 人全部杀害。

人们都说千佛村成了杨法贤杀人的魔窟，罪恶的老
巢。

白色恐怖下，千佛村几个坚强的堡垒户、联络站，从
党组织、民兵撤出村庄，敌伪军盘踞入村之时始，就一直
顽强地战斗在敌人心脏，秘密开展地下侦察和搜集、传
送情报工作。

姚士煐是个非常机敏睿智的地下党员。 他经常利
用给伪军送食物、拉家常等方法，或以卖甜瓜为掩护，巧
取情报，并千方百计把情报安全送到根据地。 杨法贤旅
部机密、伪军部署、日军头子与杨法贤密谈内容、枪炮厂
生产情况等情报，他都曾亲手送到姚会宾、郭良才及杨
得志、杨勇等首长手里。 1945 年 4 月，冀鲁豫边区发动
南乐战役，对千佛据点实施“围而不打”的策略，就是参
考了姚士煐的情报而决定的。

有一次，姚士煐送情报被敌人密探跟踪，回来后在
千佛村被捕。 姚士煐巧妙暗示家人，通过关系运作，安
全脱险。

南乐战役期间， 村地下党员李琳在村里村外教唱
《杨法贤哭五更》歌曲，严重涣散了敌人的军心，动摇了
伪军的斗志。

南乐解放后，冀鲁豫边区党委、军区和南乐县委召
开祝捷大会，对千佛村的情报工作非常满意，说他们是
“模范情报站”“魔窟里的红色堡垒”。

卫河县烈士陵园烈士祠。

卫河县烈士陵园大门。 卫河县三区区公所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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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允志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