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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畔 英雄故居

汪洋故居位于河南省台前县夹河乡古运河畔的顾庄

村。
顾庄村不大，一条大街贯通东西，穿过村委会西侧一条

向北的胡同，一座古朴的农家小院映入眼帘，大门一侧墙壁
上挂有“濮阳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牌子，这便是汪洋故
居。

这是一所普通的农家院落， 一座始建于清光绪三十四
年(1908 年)的百年老宅。 院子不大，坐北朝南，砖土混合结
构，平顶。 其中，门楼 1 间、北屋 6 间、东厢房和南配房各 2
间。 据介绍，汪洋兄妹 6 人皆出生于此，在此度过了青少年
时光。 两间展室内，陈列着汪洋及家人的图片资料。 整座院
落透出清新古朴的气息，低调又不失风范，简朴而有风格。
大门前一侧立有两块石碑，上面刻着“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汪洋烈士故居”“台前县文物保护单位汪洋故居”，标志着这
座老宅如今的身份。

“汪洋的父亲汪敬铭，母亲汪宋氏，生育 5 男 1 女，汪洋
是长子……”记得 2013 年 3 月，笔者第一次凭吊汪洋故居
时，在村口正好遇到汪洋的侄子。 70 余岁的老人将我领到
汪洋故居前，饱含热泪介绍了汪洋的故事。当时汪洋故居因
年久失修，破败不堪。为铭记革命历史、缅怀先烈事迹、弘扬
革命精神、激发爱国热情，当地政府出资 55 万元，完成堂屋
修复及东厢房、南厢房的重建，并进行布展。 汪洋故居 2016
年 1 月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少年汪洋 胸怀大志

汪洋，原名叫汪之正，字诚齐，号洪波，曾用名汪大海。
1913 年 5 月 10 日出生于今河南省台前县夹河乡顾庄村
（原属山东省东阿县）一个农民家庭。汪洋的父亲汪敬铭，思
想开明，支持子女求学上进。汪洋也非常注重对几个弟弟的
思想启蒙教育，为他们日后逐渐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良好
的思想基础。 汪洋 5 兄弟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3 人在抗日
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1 人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军入伍。

汪洋 6 岁入乡间小学读书时，正值五四运动不久，一名
从北京来的青年学生任他们的启蒙老师， 这位年轻的老师
常给他们讲岳飞抗金、 文天祥抗元和戚继光平倭寇的英雄
故事，这便在汪洋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爱国的种子。在老师
的启蒙教育下， 汪洋初步明白了 “民主”“科学”“自由”“平
等”这些新鲜词句的含意，为以后他接受革命思想，走上革
命道路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一次，老师上地理课，当讲
到海比黄河要大、 洋比海更大时， 小汪洋瞪大了惊奇的眼
睛。 从此，他总神往海洋的博大宽广，波澜壮阔，于是，上中
学时便改名汪洋。

“九一八”事变后，汪洋考入山东省立济南简易乡村师
范学校。当时的济南乡师，政治空气十分活跃。在校期间，汪
洋先后阅读了鲁迅、高尔基、李大钊、瞿秋白等人的一些著

作和进步刊物，接受了革命思想
的熏陶。 同时，深受该校创办的
进步杂志《前冲》的影响，并在上
面发表了不少进步的诗词和文

章。 他在《感愤》诗中写道：“大好
河山 ，拼死保卫 ，与时弊可决裂
不可迁就，可奋斗不可妥协。 使
欧美政策不能侵入， 日本大陆主
义不能实行。 以鲜血浇列强之恶
绝， 以骨髓填世界之不平。 人人
痛心 ，共赴国难 ，能以一死不苟
幸生。 ”从此，汪洋积极投入到中
共地下党领导的救亡运动，在中
共济南地下党领导下，积极在学
校创建 “读书会 ”和 “学生会 ”等
青年学生进步组织，带领同学们
散发传单 、上街讲演 、编演抗日
救国戏剧。

投笔从戎 报效祖国

1935 年 7 月，汪洋从山东省
立济南简易乡村师范学校毕业，
党组织派汪洋赴西安参加东北

军学兵队，对张学良的下层官兵
开展兵运活动。 在此，他亲身经
历了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西安事

变。 不久，在西安加入了“中华民
族解放先锋队”，任指导员。 由于
他工作积极 ，精明能干 ，立场坚
定 ，革命性强 ，每次都能出色地
完成上级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
1936 年底，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

1937 年春，汪洋和谷牧等人
走进革命圣地延安，接受了一次
精神上的洗礼和思想上的升华。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根据党中
央的指示，汪洋和谷牧一起回到
山东，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开辟抗
日根据地。 不久，汪洋便拉起了
一支队伍 ，组建 “十字路抗日游
击大队”， 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鲁南第一支抗日武
装。

1938 年 2 月，中共山东省委及八路军山东抗日纵队第
四支队到达淄川马棚一带。 为保住“十字路抗日游击大队”
这支抗日武装，汪洋与山东省委和四支队会合，被编为四支

队三团，汪洋任团长。自 1938 年春起，汪洋率三团在中共山
东省委和四支队首长的指挥下，取莱芜、战滕县，抗击日伪
军，纵横驰骋在鲁中抗日战场上。

1939�年 4 月， 八路军山东纵队对四支队进行了改编，
汪洋任政治部主任。 5 月上旬， 根据山东纵队电令，四支队
基干一营组成南下挺进支队，赵杰任司令员，汪洋任政委，
南下曲(�阜)�泗(�水)�邹(�县)�东部一带开辟尼山区根据地。

1940�年 9 月，部队改编，汪洋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
旅政治部主任。 1941�年 8 月， 汪洋任山东纵队第四旅政治
委员。 1942�年 3�月，为贯彻中央军委“精兵简政”“主力地方
化”指示精神，山东省军区决定由四旅兼泰山军分区，旅长
廖容标兼军分区司令员，旅政委汪洋兼军分区政委。 5 月，
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汪洋兼任泰山地委书记。

吉山突围 壮烈牺牲

1942 年 10 月 17 日拂晓 ，泰山地委 、专属 、军分区机
关、一营和教导队在莱芜刘白杨村召开县级以上干部会议。
敌人得到情报后，从莱芜、口镇、新泰、淄博等地调集日伪军
6000 余人，分 6 路偷袭，地委、专属、军分区立即组织分散
突围。

军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汪洋，率主力一营和教导队，向
吉山村方向突围，以控制吉山制高点，吸引敌人掩护机关转
移；专员赵笃生率部分人员，向淄川方向转移，从南王庄通
过敌人的薄弱环节，安全转移了出去；地委副书记刘莱夫率
机关一部向北突围，遇敌后隐蔽转移了出去。

汪洋率部在抢占吉山制高点时， 与从博山来的日军主
力遭遇。一营在吉山下河滩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教导队在
吉山东北坡向东北山头连续发动冲锋； 汪洋带一个连迅速
过河，欲抢占南山制高点，想把敌人吸引过去，让一营和教
导队集中力量突围。 但是，一营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伤亡
非常严重。教导队在东北山头争夺战中，大部分同志壮烈牺
牲。这时汪洋决定集中部队坚决突围出去。不料又遭到从雪
野村来的日军疯狂攻击，子弹打光了，汪洋望着身边只剩下

几十名带伤的干部战士，大声喊道：“同志们，拼刺刀！”他端
起刺刀冲向敌群， 战士们紧跟在他的身后，勇猛扑向敌人，
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 因寡不敌众，突围无望，汪洋果断烧
掉身边的文件， 战至最后一刻， 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
己，自戕殉国，年仅 29�岁。

抗日英雄 永垂不朽

汪洋牺牲了。噩耗传出，地委、专署、军分区领导迅速赶
来，共同处理善后事宜。 掩埋烈士遗体时，在汪洋的上衣口
袋里发现了他为烈士写的挽联：凡七尺男儿生当为国，做千
秋鬼雄死亦光荣。 这挽联竟成了他对自己的遗挽。

汪洋壮烈殉国的消息传到延安， 延安八路军总部电告
全军将士致哀。 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八路军《军政
杂志》、山东《大众日报》、鲁中《泰山日报》分别发表了悼念
文章。 山东省党、政、军、民各界数万人召开追悼大会，沉痛
悼念汪洋及 200 余名牺牲的将士。在追悼会上，军分区政治
部主任欧阳平为汪洋写下挽词：“投笔从戎救亡业， 捐躯拼
杀吉山血。 二十九龄春正盛，农历十月十七任大节。 敌军六
路成合击，健儿数百齐挥铖。 三百勇士同殉难，全军誓把国
耻雪。 ”泰山地区军民怀着悲痛的心情，将汪洋烈士的遗体
安葬于莱芜县吉山钓鱼台。

1945 年 4 月初，泰山区地、专、军会议决定，将吉山村
的钓鱼台改为“汪洋台”，台上修建抗日烈士纪念碑。

1999 年，当地政府在汪洋台建抗日烈士纪念馆，山顶
塑汪洋汉白玉雕像。从墓地至雕像修建石阶恰巧 263 级，代
表着吉山战斗中壮烈牺牲的 263 名将士， 教育后代要牢记
今天的和平幸福生活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

1953 年，山东省人民政府将汪洋烈士遗骨迁葬至济南
英雄山烈士陵园。 移葬那天，吉山 4000 余名干部群众眼含
热泪，自发护送灵车 15�公里。

长歌当哭，岁月永恒，丰碑永存，愿英雄的忠魂永在，愿
英雄的愿景在我们的奋斗中得到实现。

刘平 供稿

汪洋故居位于濮阳市台前县夹河乡顾庄村。
汪洋（1913-1942），第一批国家著名抗日英

烈。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汪洋奉命赴山东创建抗
日武装，开辟抗日根据地。1938 年初，建立了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鲁南第一支抗日武装。汪洋先后担
任山东纵队第四支队三团团长兼政治委员，山东
纵队第四支队政治部主任，山东纵队第一旅政治
部主任，山东纵队第四旅政治委员，八路军鲁中
军区第一军分区政委兼中共鲁中一地委书记等

职务。 1942 年 10 月 17 日，日伪军 6000 余人分 6
路合击泰山根据地。 为掩护机关人员突围，汪洋
率部与敌人激战，壮烈牺牲，时年 29 岁。

汪洋故居实为汪洋烈士的父母及其四个胞

弟、一个胞妹，并其妻周脉霞携二子等一大家族
人的住宅。该建筑始建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
是百年老宅，建筑面积 375 平方米，房屋 16 间，
大门楼 1 间，门面朝东。 其中，堂屋（北房）5 间（1
间为三层），东厢房 2 间，西厢房 4 间，南房 5 间，
均为砖土混合结构，地基铺垫石头一层。 在历史
变迁中，故居年久失修。 2017 年，台前县投资 55
万元，完成堂屋修复和东厢房、南厢房重建，并进
行布展。
汪洋故居 2016 年 1 月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

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田开沐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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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政部公布的三批全国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

录中，20 位抗日英烈在濮阳工作、战斗过，他们的血肉之躯化
作了不朽的丰碑，他们的名字与日月争辉，与山河同在，永远
飘扬在党的旗帜上。

濮阳籍抗日英烈（7 位）
第一批全国著名抗日英烈名录中 1 位
汪洋（1913-1942），八路军鲁中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委

员兼中共鲁中一地委书记，台前县夹河乡顾庄村人。
第二批全国著名抗日英烈名录中 6 位
王伟民（1918-1940），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二军分区政

治部主任，濮阳县城关镇东新街人。 1939 年 2 月，王伟民任豫
北独立大队政治部主任。 1940 年 3 月独立大队改编为教三旅
八团，任政治部副主任。 在反五五“扫荡”中，八团为了掩护旅
部和群众转移， 在长垣县小渠一带与日军 2000 余人展开激
烈的战斗，毙伤日军 150 余人，八团战士殉难近 300 人。 8 月，
他带领部队在滑县的武寨、桑村一带和日军交战，缴获战马
80 余匹及一批枪支和军用物资。二纵队司令员杨得志为八团
发了嘉奖令。 9 月，调任冀鲁豫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12 月 29 日，王伟民在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时被日军包围，在掩
护群众撤退的战斗中壮烈牺牲。

刘幼林 （1916-1941），濮 （阳 ）长 （垣 ）滑 （县 ）东 （明 ）浚
（县）五县专员，濮阳县渠村集人。

马功臣（1907-1942），永肥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濮县马
路口村人（现属范县濮城镇）。 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
年 4 月，任四支队民运科长。 同年夏随军到冀南，先后担任邯
郸县抗日大队大队长，邯郸、永年、永肥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等
职。 他从一支手枪起家，组建县大队，建立情报站，巩固抗日
政权，开辟根据地，带领军民与日伪军进行武装斗争，攻沙
河、取南沿、破铁路、袭黄粱，取得一系列胜利，深受群众爱
戴，被冀南行署通令嘉奖为抗日模范县长。 1942 年 12 月 25
日，马功臣率部队进行反“扫荡”作战，不幸被敌军包围在一
段路沟中，在激战中身中数弹，壮烈殉国。 这一噩耗，使永肥、
邯郸、永年、肥乡等县的人民万分悲痛。 在永肥各界隆重举行
的追悼大会上，万余群众痛放悲声。 为纪念他的卓越功绩，永
肥县曾改名为功臣县。

王卓云（1919-1942），濮阳县王掘地人。1936 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 1940 年 4 月 22 日担任濮阳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
县长，领导建立县独立团，进行拆楼、破寨、挖路等活动；改造
村政权，在麦收中实行合理负担。 日军占领濮阳县城后，王卓
云率领县政府人员和县独立团，以庆祖、子岸、五星为中心与
敌人进行斗争。 1942 年 5 月，王卓云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负伤
被俘，被押送到东北做苦工受折磨致死。

刘同方（1911-1943），漳河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南乐县
西邵乡五花营村人。 七七事变后，刘同方是南乐县临时工委

负责人之一，他在群众中大力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提高人
民群众的抗日信心，动员农民、学生参加共产党组建的抗日
武装，贯彻党的统战政策，争取一切力量进行抗日。 1943 年
夏，任漳河县县长。 刘同方体贴群众的疾苦，经常教育政府工
作人员要时刻想着群众，每到一村必抽空与村干部或群众谈
话， 了解村里的情况和群众对政府与军队的反映。 12 月 13
日， 伪东亚同盟自治军出动 1 万余人对漳河县进行大 “扫
荡”，刘同方在组织群众转移时不幸壮烈牺牲。

宋乐三（1918-1943），中共濮阳县委书记，南乐县宋谷金
楼村人。 1940 年 10 月，宋乐三任中共濮东工委书记。 1942 年
3 月，濮阳地区形势恶化。 宋乐三带领党组织转入地下工作，
在八公桥建立了联络站，接待、保护过往同志，传递情报和公
文，保持了上下级的联系。 10 月，宋乐三到濮阳三区大碾村联
系工作时，不幸被日本宪兵队逮捕。 入狱后，宋乐三始终没有
暴露自己的身份和党的各级组织。 1943 年 1 月 19 日，宋乐三
等 43 名英雄儿女在濮阳城南刑场英勇就义。 1948 年，为纪念
宋乐三的贡献，濮阳县人民政府成立了“乐三区”。

牺牲在濮阳的抗日英烈（3 位）
第一批全国著名抗日英烈名录中 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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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于南乐县元村。
第二批全国著名抗日英烈名录中 2 位
张建亭（1913-1942），中共冀鲁豫六地委组织部部长，滑

县贯道村人，牺牲于濮阳县两门集。
杨静斋（1888-1942），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冀鲁豫办事

处驻会委员，寿张县小安山乡杨堤口村人(现属梁山县)，牺牲
于濮县城北杏子铺。

曾在濮阳一带工作战斗过的抗日英烈（10 位）
第一批全国著名抗日英烈名录中 4 位
徐秋（1903-1941），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二军分区副司

令员。
朱程（1901-1943），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

员。
唐克威（1913-1943），中共水东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

委员。
马本斋（1902-1944），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司

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
第二批全国著名抗日英烈名录中 6 位
魏金三（1913-1942），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八军分区政

治部主任。
刘正（1914-1942），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三旅七团团

长。
桑玉山（1914-1943），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五军分区民

军一团团长。
魏明伦（1917-1943），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五军分区民

军一团政治委员。
李亚峰（？ -1943），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四军分区二十一

团团长。
胡乃超（1912-1944），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九军分区参

谋长。 马洪涛 供稿

濮阳著名抗日英烈

汪洋烈士故居前的纪念碑。。 汪洋故居内部一角。。

汪洋故居大门前的纪念碑。。

1955 年的一天，在山东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神情凝
重地站在一座烈士墓碑前， 沉思良久后转身向陪同的地方领导询问有关烈士
亲属的情况，并用他那特有的湘音，随口吟出两句诗：“英雄碧血凝史册，山东
万代颂汪洋。 ”

这个被一代伟人毛泽东称赞的烈士是一位濮阳人， 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
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他就是著名的抗日英雄———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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