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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背景
1944年4月18日，日军为了尽快结束亚

洲战场的作战，摆脱即将灭亡的命运，调集侵
华日军精锐部队19万人，悍然发动了第二次
河南战役。国民党驻河南的 40 万大军大溃
退，37天失去38座县级以上城市。

河南战役爆发后，中共中央高度关注，果
断做出了完成绾毂中原（意即由四周向中间
进军）战略决策。6月，中央电示新四军五师
尽快进军河南，控制中原。7月25日，中共中
央向北方局、华中局和冀鲁豫分局发布了向
河南敌后进军的命令。其中，新四军五师奉
命沿平汉线北上，进军淮北和豫中地区。与
此同时，党中央在延安积极抽调干部，组建部
队，挺进河南，开辟抗日根据地。以黄霖为司
令员、骊再山为政委的新四军五师向河南挺
进，开辟以嵖岈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虎
头山战斗打响了豫中抗日根据地的第一枪。

青山埋忠骨
7月 10日，记者在舞钢市尹集镇政府工

作人员白东亮的带领下来到了虎头山。
当日下着小雨，虎头山显得格外翠绿。

虎头山山门是一座牌坊，两侧摆放着大石
狮。牌坊上面写着“虎头山战场游览区”，两
侧是一副对联“青山忠骨永作伴，碧水苍松共
日月”。

烈士陵园位于虎头山半山腰，这里是舞
钢市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7名抗日烈
士长眠于此。陵园祭奠台上摆放着几束花
朵。白东亮说，平时经常有人来祭奠，缅怀先
烈，清明节人更多，每天上山的人有好几千。

虎头山海拔300多米，面积约0.5平方公
里。山顶矗立着一座巨大的雕塑：一名战士扛
着带有刺刀的长枪，仿佛在呐喊，人物表情栩
栩如生。站在山顶放眼望去，三面环山：东侧
是九头崖，北方为蜘蛛山，南部为单头崖。

白东亮说，此处是舞钢、西平、遂平、泌阳
四县（市）的交界处，山间有一条长5公里的
峡谷。据说以前牛车都难以从峡谷中通过，
谷壁摩擦着车轴，峡谷因此得名摩轴峡。因
野猪出没，峡谷又得名母猪峡。母猪峡南连
江淮，北接豫中，为古今战略要塞。

下山途中，记者遇到一群登山的小学
生。随队老师告诉记者，他们来自漯河市舞
阳县柿园湖小学，“放假了，带孩子们出来转
转，接受一下爱国主义教育”。

虎头山脚下便是尹集镇苇子园村。白东
亮说，村上有几位老人曾经历过那场战斗，如
今有的老人已经不在了，健在的也都80多岁
了，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他们平时经常上山给
游客讲当年的故事，82岁的张书芳就是其中
一位老人。

新四军灭掉日军爪牙
到了苇子园村唐寺沟，张书芳老人不在

家，打过电话后大概有20分钟，老人骑着电
动三轮车回来了。张书芳老人身体消瘦但很
康健，能骑电动车还会用手机，思路清晰，说
话清楚，对当年的事记忆犹新。就在路边的
树荫下，记者和老人聊了起来。

当时舞阳县国民党保安大队大队长史聘
侯盘踞在母猪峡占山为王，打家劫舍，祸害百
姓，并投靠日本人充当其爪牙。新四军五师
河南挺进兵团要开辟以嵖岈山为中心的抗日
根据地，更好地歼灭日寇，扫平西进北出的障
碍，铲除土匪武装史聘侯部成为首要任务。

战斗发生在1945年2月8日凌晨。张书
芳老人当年12岁，家中7口人。张书芳说：

“村民们听到枪响都跑了，村里就剩下几位老
人和小孩。”由于当时家人走得急，来不及带
上熟睡的张书芳，等天亮他醒来时，家里就剩
自己和奶奶了。

2月8日凌晨，新四军顶风冒雪翻山越
岭，对史聘侯部发起攻击。当时正值严冬，天
寒地冻大雪封山，山路非常难走，一不小心就
有滑落山下的危险。经过艰难行军，战士们
悄悄来到了史聘侯部驻地附近，对其发动了
突然袭击。新四军兵分三路对史聘侯部进行
围歼。战斗刚一打响，敌人疯狂逃窜，逃至九
头崖山下，恰好进入了黄霖兵团预先设置的

埋伏圈。除一些顽固分子被击毙外，其余
600余人全部缴械，大队长史聘侯也被活捉。

这场战斗于当日上午11点多结束。新四
军作战主力在母猪峡地区休整，并搬运战利品
向嵖岈山转移，只有38团一营的200多名战士
在通往母猪峡的必经之地——虎头山警戒。

警戒的200多名新四军就驻扎在唐寺沟
村。张书芳说：“村里人基本走光了，新四军进
村后在农户家只住配房，不住堂屋。我和奶奶
本来就在配房住，所以就让新四军住进了堂屋，
12名战士用稻草打了地铺。”

史聘侯部被歼灭后，驻扎在尹集镇的日

军恼羞成怒，迅速从漯河、舞阳、叶县等地调
集日军2000多人，准备向已经占领母猪峡的
黄霖兵团反扑，虎头山之战即将爆发。

虎头山200多名战士坚守阵地
日军于1945年2月11日凌晨发动偷袭。

张书芳回忆说，那晚，睡到半夜听到堂屋呼呼
啦啦响，原来是日军偷袭，新四军紧急集合队
伍，匆匆离开了他家。然后，就听到外面枪声
四起。

新四军在日军来的方向利用有利地势分
别在两个山头上设置了哨岗。两个哨岗之间
约400米，而第二个哨岗距离新四军驻地唐
寺沟村不足500米。日军深夜悄然突袭，将
正在第一哨岗值班的战士刺死。气焰嚣张的
日军将第一哨岗点燃，第二哨岗值班战士看
到起火，立即鸣枪。住在唐寺沟村的200余
名战士听到枪响，立即冲了出来向前来的日
军发起猛攻。日军人数众多，是新四军的近
10倍，因寡不敌众，新四军一边打一边退守，
最终成功退守在虎头山。日军在山下架了山
炮进行强攻。一时间，虎头山上下枪炮齐鸣，
弥漫的硝烟下一片火海。战斗从凌晨进行到
下午，200余名战士临危不惧，打退敌人多次
冲锋。阵地上，雪地被鲜血染成了红色。

此时，敌我双方呈胶着状态，都已疲惫不
堪。见饥饿疲劳的日军已无斗志，日军最高指
挥官恼羞成怒。他脱掉棉衣，骑上战马高举战
刀，声嘶力竭地下令进攻。这名指挥官骑着战
马冲在前面，他身后的日本兵个个像饿狼一样
号叫着向山顶冲来。由于敌我实力悬殊，阵地
最终陷落，而新四军战士毫不退缩，手持兵器
进行肉搏战。我军一名年轻的小战士身受重
伤，但他忍着剧痛，一只手捂着伤口躲到了一
块大石头后面，另一只手把枪架在石头上。当
日军最高指挥官冲到石头前时，他迅速向其马
头开了一枪，马被打死，这名指挥官从马上栽
了下来。四名新四军战士冲杀过来，奋力将这
名指挥官刺死。日军见最高指挥官阵亡，顿时
阵脚大乱。此时，黄霖司令员指挥挺进二团和
挺进四团等部分部队增援过来，我军乘胜发起
冲锋，打得日军丢盔弃甲，狼狈逃窜。此战我
军共击毙日军100多人，坚守虎头山的200多
名战士牺牲了27人。

日军侵华罪证——烂刀柄保存70年
前方枪炮激战正酣，后方日军在村上搜刮

食物保障供给。张书芳说，新四军退守虎头山
后，日军就进了他们村。后来，鬼子将村里仅
有的几个老人小孩都集中起来，让给他们烙
馍。几个老大娘负责烙馍，张书芳和另外几个
小孩儿烧火，老大娘都把自己的脸上抹了灰，
张书芳也学着用烧火灰往自己脸上抹。张书
芳说：“鬼子坏透了，看见年轻女的就糟蹋，后
来听说谁谁他娘都被鬼子糟蹋了。”

虎头山之战结束后，又过了几天，村民才
陆陆续续返回村子。张书芳和村民们清理掩
埋了新四军战士遗体。他回忆说，战场上惨
不忍睹，老乡们都落泪了。其中一个战士可
能是中了鬼子的燃烧弹，整个身体缩成了一
小堆黑炭，地上掉落着几颗铜扣子。

在掩埋战士遗体时，张书芳捡了些炮壳
和一个刺刀刀柄。他说：“鬼子的炮壳很特
别，屁股门上有两个圈，一个是红的一个是
绿的。炮壳都扔完了，那把刀柄我一直放
着。”

在张书芳老人家，记者见到了他珍藏70
年的刀柄。老人将黑箱子上的杂物搬开，掀
开盖子，一只手顺着箱子角向下摸去。刀柄
用报纸包着，老人小心翼翼揭开报纸，刀柄呈
现。刀柄是铜质的，上面雕刻了多种花纹，其
中有日本的太阳旗标志。张书芳说：“这个我
一直没舍得扔，这是日本人侵略我们的证据，
我得好好保存下去。”

一份烈士名单，两代人珍藏
由于战事紧张，新四军撤退后虎头山上

牺牲的27位烈士的遗体由当地村民负责掩
埋。白东亮介绍说，当时几个村的四五十位
老乡含泪上山，刨开冻土，将英雄遗骨埋在了
虎头山上。

解放后，年年都有很多老乡自发上山，为
烈士们上坟扫墓，义务为烈士们看坟。虽然
经常祭扫，但葬在虎头山上的烈士的姓名却
没人能说得清，直到2001年，尹集镇唐寺沟
村的陈国志老人把其中15名烈士的名单贡献
出来，这15名烈士的姓名才为世人知晓。

据了解，虎头山战斗结束后，一位新四军
首长找到在村中较有威信的陈国志的叔叔陈
苟秦，秘密将其中15名死难烈士的名单交给
了他，并叮嘱他等到抗战胜利后，再将名单拿
出来。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反动武装杀了回
来，对革命群众残酷镇压，安全起见，陈苟秦
把名单藏进了土墙里。1946年，身患重病的
陈苟秦将名单从墙中取了出来，交给了侄子
陈国志保管。陈国志也像叔叔那样，将烈士
名单藏进了自家的土墙里。

解放后，因为陈国志不识字，也没有人向
他问及此事，这份名单在他家的土墙中一放
就是50多年。2001年清明节，尹集镇千余名
师生和经历那场战斗的老人们再次上山悼念
先烈时，陈国志老人才将珍藏在自家墙洞里
的15名烈士的名单拿了出来。但另外12名
烈士的名字却成了永远的谜。

如今，虎头山战斗和新四军英烈事迹广
为传播。陵园建成十多年来，经常有各地的
党政机关人员、学校师生、解放军官兵、公安
干警等到此扫墓，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每年接
待人数都在20万人以上。

舞钢虎头山战斗：

打响豫中抗日根据地第一枪

在虎头山顶，新塑造起的雕塑“英
雄不屈碑”，表现了新四军战士抗击日
寇英勇顽强的精神。

敬献花束 寄托哀思

如今，虎头山新四军烈士陵园已成为我市青少年爱国教育基地。

在舞钢市尹集镇苇子园村，82 岁
的张书芳老人展示他当年在虎头山战
场捡拾到的日寇刀柄残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