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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赵登禹将军身边所见所闻所感

赵润东 *

悠悠岁月，百年沧桑。中华儿女永远不会忘记外国列强在

我国国土上肆意掠夺、践踏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永远淡化不了

对顽强抗战血洒疆场英雄们的怀念。

20 世纪 80 年代，韩村

河镇五侯村李竹明、杨启祥

两位老人生前回首往事，讲

述当年在著名抗日爱国将领

赵登禹身边做警卫时的所见

所闻所感，让人倍感亲切并

无比钦佩与敬仰。

“九一八”事变之后，

侵华日军占领东北三省，接

着便日益加紧对华北地区

的武装侵略。到了 1937 年

* 赵润东：房山区政协原副主席。



在赵登禹将军身边所见所闻所感

·21·

七七卢沟桥事变，他们将罪恶的魔爪直接伸向华北，开始向中

国发动大规模的全面侵略战争。一时间，烧杀淫掠，民不聊生。

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致使华夏美丽富饶的沃土上呈现出

一片片残垣废墟。亿万骨肉同胞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践踏下，

受尽百般折磨与蹂躏，为躲避恶魔的凌辱与屠杀，携儿带女，

四处逃亡，无数家庭支离破碎，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日

本帝国主义的疯狂入侵及残暴行径，中华民族各界志士仁人纷

纷组织起来，抵御日寇，抗日救国，与敌人展开浴血奋战，有

力地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然而，在残酷的抗日战争中，以身殉国血洒疆场的英烈数

以万计。他们用可歌可泣宁死不屈的献身精神谱写了一曲曲惊

魂摄魄壮丽诗章。抗日爱国将领赵登禹将军就是其中之一。忆

将军往事不忘初心，祭将军英灵继承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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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赵登禹，字舜城，1898 年 5 月 16 日生于山东省菏泽市杜

庄乡赵楼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祖父赵景行，祖母赵氏，父亲

赵锡君，母亲郝氏，都是朴实忠厚的农民。他兄弟三人，大哥

赵登銮，二哥赵登尧，赵登禹排行第三。此外，他还有一姐一妹。

全家仅有二三亩薄田，入不敷出，他常和兄弟姐妹采桑养蚕换

点零钱贴补家用，生活十分拮据。赵登禹少年时丧父，由慈母

抚育成人。他自幼懂事，事母甚孝，长大后曾亲书“孝思维则”

四字，作为恪守的准则。

赵登禹七八岁时读过两年小学，因家境贫寒而中途辍学。

他自幼聪颖过人，性格倔强，胆大机智，倜傥不群。他最喜爱

听老人讲武侠故事，那些侠士们扶困济贫伸张正义的义举在他

幼小的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为后来养成刚正不阿侠肝义

胆的性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赵登禹 12 岁那年，正赶上麦收时节，同村孤寡老人赵郭

氏年迈多病，眼看自己八分地里熟透的麦子无力收割，十分焦

急。赵登禹得知后，连忙找到同村伙伴赵书林用了整整一夜时

间，帮老太太把麦子收运到家。老太太非常感动，当她烧开热

水准备感谢他俩喊他们喝水时，他和伙伴早就悄悄地离去了。

赵登禹自幼就有远大抱负。13 岁那年，他下决心练功习武，

要像侠士那样，以自己的青锋宝剑为天下铲除不平。于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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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登尧一起拜朱楼村颇有名气的武术教练朱凤军为师。在习

武中，他勤奋好学，刻苦认真，一招一式，毫不马虎。他冬练

三九，夏练三伏，蹦、跳、腾、挪，劈、挑、撩、刺，很快就

熟练掌握，由此深得师傅欢心。在师父朱凤军的严格要求和精

心指导下，不到三年，他就把太极、八卦、少林等各种拳术及

刀、枪、剑、棍诸多兵器练得样样娴熟。他身高体健，臂力过人，

几百斤重的碌碡连续翻动三四十次，面不改色、气不发喘。

随着年龄的增长，赵登禹耳闻目睹旧中国政治腐败、经济

凋敝的社会现实，萌生了当兵拯救国家的理念。于是，1914 年

春，刚满 16 岁的他同二哥赵登尧和几个同村好友毅然离开家

乡，踏上了千里投军的征程。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一连走了

20 多天，才来到古城西安。经多方努力，终于在冯玉祥将军的

第十六混成旅第一团第一营佟麟阁连当了个副兵，即只吃粮不

发饷。然而，赵登禹却说：“我当兵不是为发财。要是为发财，

就不来当这个兵了！”

1916 年，冯玉祥的部队调到通州、廊坊、天津三处驻防。

一次阅兵时，赵登禹以武艺超群被冯玉祥看中，随后将其调到

身边当随身护兵。1918 年，冯玉祥兼任湖南常德镇守史时，赵

登禹随其驻守湖南常德。一次部队在德山练习野战，从草丛中

窜出一只猛虎，身长八尺有余，众人无不惊恐。赵登禹艺高胆

大，与骁勇战士和当地居民联合围堵，在猛虎中弹受伤之际，

赵登禹跃身虎上，挥拳猛击，将虎打死。当时曾有人将赵登禹

的打虎雄姿拍照下来，此举深受官兵称赞。1937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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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将军挥笔在照片上题写“打虎将军”，刊载在报纸上，

以示追念。

有资料记载，1921 年夏，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奉命由

河南信阳开往陕西，协助北洋直系的陆军第二十师师长闫相文

武力接任陕西督军。在打败拥兵自卫、拒不交职的原督军陈树

藩后，冯部被改为第十一师，冯任师长。此时，土匪头子郭坚

的部队驻守凤翔，打着靖国军的旗号，在地方上奸淫掳掠、横

行无忌，致使百姓怨声载道。为铲除郭坚这伙祸国殃民的败类，

冯玉祥与闫相文等商议，第二天在西关军官学校设下“鸿门宴”，

宴请郭坚，趁机干掉他。

这天，预先埋伏的一连士兵因无经验，在郭坚到来之际，

急着从墙上探头挤着看，竟把砖墙挤倒暴露了目标。郭坚带来

的 30 来个卫兵发现事情不妙，拔枪护卫。郭坚见状大吃一惊，

掏出手枪，起身便跑。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赵登禹跃身上前，

三拳两脚将郭坚掀翻在地，像缚鸡一般把他捆了起来。此时，

埋伏的手枪队一拥而上，将郭坚的卫兵全部缴械。赵登禹的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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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机智和高强武艺赢得了冯玉祥的赏识和众人的钦佩。

由于骁勇善战，屡立战功，赵登禹于 1922 年升任排长；

1924 年升任连长；1925 年先后被提拔为营长、团长；1927

年升任旅长；1928 年晋升为第二十七师师长；1929 年又回

任二十八旅旅长；1930 年春，冯玉祥、阎锡山联合讨蒋，赵

登禹被委任为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师长。之后，部队改编，任

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〇九旅旅长。不久，一〇九旅扩编为

一三二师，他晋升为该师师长。1935 年，赵登禹部驻扎南苑。

1936 年 1 月，赵登禹晋升为陆军中将。1937 年 7 月 28 日，在

与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中壮烈殉国，时年 39 岁。消息传出，北

平人民痛哭失声，全国军民同声哀悼。国民政府 7 月 31 日发

布褒恤令，追任佟麟阁、赵登禹两将军为上将，生平事迹宣付

史馆，以彰忠烈。

二

提起抗日爱国将领赵登禹和他的二十九军一三二师的大刀

片以及就地十八滚，京南一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为了进一

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他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倾注到部队的训练

上。正值血气方刚的李竹明早就听说赵登禹将军大名，于是便

慕名参加到一三二师。一天，赵登禹陪同宋哲元来到训练场地

检阅部队，同时准备挑选一名卫兵。士兵们精神抖擞，队列整齐。

当走到李竹明跟前时，赵登禹突然伸臂，一拳打在李竹明左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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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李竹明稳稳站立纹丝未动，同时，立正敬礼。赵登禹命他

出列，问了姓名，之后便成为贴身警卫。

赵登禹将军治军严谨，纪律严明。他自己不但有一身的好

武艺，而且从实战出发，深入连队，亲自示范，教士兵劈刀、

刺枪、打拳、射击，一丝不苟，并将太极、八卦、少林等拳术

与刀、枪、剑、戟编成一套适合作战、能攻易守的武术套路，

要求部队官兵必练。官兵们上下一致，推拿劈打，耍大刀、就

地十八滚，身轻如燕、动作娴熟，在消灭侵华日军时更是大显

神威。士兵们越杀越勇，信心百倍，士气高昂，而敌寇望见“大

刀片”即被吓得屁滚尿流、龟缩藏匿。

赵登禹将军不仅严格要求士兵军事训练，而且还有一整套

严格纪律。部队无论行军，还是宿营，都变成了歌曲，时刻提

醒，人人遵守。操练有操练歌，休息有休息歌，吃饭有吃饭歌，

等等。如饭前官兵会唱道：“我们吃的粮是谁人供给？我们吃

的粮是劳苦大众供给⋯⋯”以此教育官兵时刻不忘劳苦大众，

时刻不忘爱国爱民，时刻不忘人民的疾苦，对群众的财产秋毫

不犯，凡有违者，严惩不贷。

据李竹明讲，有一次，部队集中在一所大场上，等待将军

来检阅。这时，一位白发苍苍、衣衫褴褛的老太太，步履蹒跚

地走过来，非要找当官的不可。一会儿，赵登禹威风凛凛来到

大场。卫兵上前向他报告此事。赵登禹走到老太太跟前， 看到

老人家衣衫破旧、面容憔悴，不禁一阵心酸。于是，他态度温

和地询问老人来意。老太太就将自己苦心经营凉糕维持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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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刚才一个士兵吃了凉糕不给钱，还欺辱老人蛮横不讲理的

事诉说了一遍，请求长官为她做主。老太太一边诉说一边老泪

纵横，其状十分可怜。

赵登禹出身贫苦农民家庭，深知百姓的疾苦。听了老人的

诉说后十分气愤。“我们出来行军打仗为了什么？穿上军装欺

负老百姓，这成何体统？”他想，“我的父老乡亲本来就够苦

的了，今天竟有人再来作恶，坚决不行！”于是，他下达命令，

一定要查出是谁吃了凉糕不给钱。整个队伍查了一遍无人吭声。

老太太站在那里仍然不走。赵登禹火冒三丈，说：“好吧！老

人家，您挨个认。是谁，您就指一下。”老太太一个挨一个地看，

一个挨一个地认。最后，停在一个士兵跟前，仔细端详一遍，

说：“就是他！”这个士兵被带到赵登禹面前，问他为啥吃了

凉糕不给钱？起初，他矢口否认，之后还强词夺理、百般抵赖。

赵登禹看了更加愤怒：“好！就地正法！”一声令下，马上有

人搬来铡刀。转瞬间，人头落地。在场官兵无不震惊。赵登禹

疾恶如仇，深明大义，除暴安良，严整军纪，事后又赔付钱款，

安抚了老人。这件事很快在军中传遍，此后，部队所到之处，

秋毫不犯，再也没人胆敢违纪欺负百姓了。

三

赵登禹作为一三二师师长，作风正派，主持正义。在治军

方面，纪律严明，是人所共知的。而发生在当时房山域内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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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下打官司一事却鲜为人知。

据李竹明、杨启祥二位老人讲，当年，赵登禹爱兵如子，

主持正义，对士兵十分和蔼。士兵们有了为难之处，只要将军

得知，马上帮助处理。因此，大家都愿意跟随他。李竹明曾讲

述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李竹明（名雅轩，字竹明），出生于房

山区韩村河镇五侯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七七事变前，十八九

岁的他早就听说赵登禹将军的大名。因此，在连年战争、民不

聊生的岁月里，他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毅然弃农从

戎，投身于赵登禹将军麾下。事也凑巧，在一次部队检阅中，

李竹明因精明强干被赵将军选中，当了他的随身警卫员，耳濡

目染，从将军身上学到许多坚强意志和优良作风。

一次，赵登禹将军正准备检阅部队，突然有一只野兔窜了

出来。士兵们马上围成一圈又一圈，将野兔团团围住进行抓捕。

但野兔左冲右跳，冲出人围，纵身一蹦。说时迟那时快，李竹

明抽出手枪，砰的一声，一枪将野兔撂倒。在场官兵顿时响起

掌声和喝彩声。随后，人群中有人称赞道：“还得说师长的护兵，

那是神枪手啊！”

在随将军驻守长辛店时，李竹明曾遇到了一场不小的官司。

一天，李竹明请假回家探亲获准。临行前，赵登禹将军委

托他顺便在家乡房山招募兵源，以扩充部队。李竹明遵从命令，

回去后在房山县署挂起了招兵旗。一些热血青年纷纷前来报名。

而与李竹明同村的林海也来到房山，见了招兵旗，在院内大声

嚷嚷：“李四儿（李竹明乳名）也他妈的招兵，他一个臭拾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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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他喘什么气？”他这一嚷，一些青年立刻迟疑了，纷纷后退，

不敢近前。由此人心动摇，减少了兵源，这给招兵工作造成极

坏的影响。李竹明得知后，找到林海说明情况。不承想，林海

不但不服，反而与李竹明争吵起来。之后，此事传到五侯村大

财主东邢家。东邢家依仗有财有人有势力，待李竹明回家后，

竟然对其进行辱骂、威胁。在争吵中，李竹明受到围攻，其领章、

帽徽也被扯掉在地。后由村中长老出面调和，邢家才勉强答应

暂时放李。几天后，李竹明带领几名军人回到村中，不由分说，

将邢财主捆绑于五侯寺大庙前的柏树上，足足教训了一顿，粪

叉杆打断了几段。这事惊动了左邻右舍，满街筒子人都争着来

看热闹。结果，又是村中长老从中解劝才了结此事。

事后，邢财主告官于房山县署。因当时邢家有钱有势，又

有亲戚（当地乡绅）苏志超在县里撑腰，长沟镇上的化玉堂药

店也连亲带故，出示证明称邢被李致伤残之情况。一时间，官

司打得难解难分。

李竹明家贫如洗，斗大的字不识半升，怎么能打赢这场官

司？赵登禹将军得知此事后，首先严肃批评了李竹明的过错，

但对邢财主仗势欺人的残暴行为也十分憎恶。于是，他主持正

义，亲自出堂代替部下打这场官司。邢家也绝非等闲之辈，从

县署告到保定，然后告到省里。最后，官司打到南京府。由于

赵登禹将军疾恶如仇，代李出庭，终于使李竹明打赢官司并且

使李竹明免除一难。这件事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人们提起来，

仍对赵登禹将军赞不绝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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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赵登禹将军身经百战，战功卓著。但他从不恃才傲物，生

活上始终都很简朴，一般衣着，家常便饭。如吃早餐，只摆四

碟小菜，其中多为炒豆芽、榨菜等。说起这些，李竹明讲了这

样一件事。

在率部驻守平、津时，赵登禹也时常陪陪老母亲去戏园子

看看戏剧，借此也可缓冲放松一下。一天，他和妻子搀扶老母

亲来到一所戏园子看戏。戏台底下人员混杂，怪声四起。赵登

禹身着便衣，母亲和妻子穿着也很朴素，周围人们看不出有什

么特别之处。这天，李竹明和其他跟随从人员也穿着便衣，四

散在周围不远的地方。台下人头攒动，出出进进，谁也没有注

意到，坐在人群当中的就是大名鼎鼎的赵登禹将军。

赵夫人正值芳华，年轻貌美。她穿着旗袍，端坐在老母亲

身边。这时，旁边有一个日本宪兵，故意站在赵夫人背后，一

边看戏，一边不住地嗑瓜子，每嗑完一粒瓜子，就把瓜子皮吐

在赵夫人的后脑勺上。当时赵夫人烫着发，只顾看戏，全然没

有发现。这样，日本宪兵吐了好长时间。李竹明和随从人员为

了保证将军的安全，在周围看着都没吱声。到了散场时，赵登

禹和妻子扶着老母亲出来。那个日本宪兵继续捣乱，乘人不备，

他噌地一下从赵夫人腋窝下钻过去，引得众人一阵大笑。赵登

禹看了这小子一眼（当时这个日本宪兵也穿便衣），认成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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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人冒坏，便随口说了句：“哼，真欠揍！”话说完了也无其

他意思，继续搀扶老母亲回到住处。结果，赵登禹出了戏园子，

随从警卫们挡住那个流氓宪兵上去就打，足足教训了一番。 

五

赵登禹将军素以骁勇善战而闻名。指挥作战，带兵打仗，

他总是亲临一线，冒枪林弹雨勇猛杀敌，这给全军将士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官兵们常说：“赵将军都上来了，我们还等什么？”

在有名的喜峰口战役中，部队一夜行军 180 里一直传为佳

话。赵登禹带着 6 个护兵，一个手枪队，一个警卫连，冒着敌

人的炮火，长驱直入。前沿部队见增援上来，马上溃散撤退。

结果，将军的部下挡住去路，大声吼道：“你们要是打日本鬼

子来的就打，要是不打把枪留下！”

撤下来的士兵看到赵登禹的部队英勇奋战，如此坚决，马

上掉转头来，随大部队冲杀到前沿阵地。在日寇飞机疯狂扫射

和狂轰滥炸以及地面部队密集的火力中，赵登禹将军左腿负了

伤。但是，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继续率领战士与敌寇拼死冲杀，

使众多敌人毙命于阵地前沿。此次战役，军威大振，而敌寇闻

风丧胆。

1937 年 7 月下旬，日寇增兵 10 万人，开始向平、津发动

大规模进攻。7 月 25 日，日军与中国军队在廊坊一带展开激战。

中国军队利用有利地势，向敌人发起猛攻，致使敌人伤亡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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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日，日军以千余兵力增援，27 架轰炸机在廊坊上空狂轰滥炸。

二十九军官兵虽然不畏牺牲，沉着应战，但终因处于被动而伤

亡惨重，后不得不放弃廊坊阵地。

日本侵略军占领廊坊后，其华北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向

二十八军军长宋哲元发布最后通牒：“一、驻八宝山和卢沟桥

附近的中国军队，于 27 日正午后退至长辛店；二、驻北平城

内和西苑一带的中国军队于 28 日正午以前撤至永定河以西；

三、上述各地撤军完成后，第三十七师应全部撤退至保定。如

果第二十九军在 24 小时内不撤离北平，日军当即采取独自之

行动。”

宋哲元严词拒绝日军通牒。28 日清晨，日军出动数十架

轰炸机，掩护机械化部队向南苑、西苑和北苑发起猛烈进攻。

日军第二十师团主力与华北驻屯军一部，从东、南两面同时西

向南苑阵地进攻；日军一部切断了南苑至北平的公路交通，第

二十九军军部也遭到日军的攻击，官兵伤亡约 5000 人。在激

战中，副军长佟麟阁不幸陷入重围，被敌机射中腿部，部下劝

他稍退裹伤，他却坚定地说：“情况紧急，抗战事大，个人安

危事小⋯⋯”带伤率部继续奋勇冲杀。官兵见状，士气高昂，

拼搏冲杀，前仆后继。敌机低空扫射，佟麟阁头部又受重伤，

不幸以身殉国。佟将军牺牲后，师长赵登禹指挥部队奉命向大

红门集结，准备反击。然而，日军一部利用“青纱帐”先我抢

占大红门，并在公路两侧树上架设机枪猛烈扫射，赵登禹亲率

一排士兵冲杀至距大红门不远的黄亭子时，不幸身中数弹，倒



在赵登禹将军身边所见所闻所感

·33·

在血泊之中。炸弹的爆响，他从昏迷中醒来。他看到身边眼眶

盈满热泪的传令兵时，吃力地说：“军人战死沙场原是本分，

没什么值得悲伤的。北平城还有我母亲，你回去告诉她老人家，

忠孝不能两全，他的儿子为国死了，也算对得起祖宗。”说罢，

停止了呼吸。赵登禹将军壮烈殉国，时年 39 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登禹的遗属得到了党和政府的

热情关怀与照顾。人民政府确认赵登禹将军为抗战烈士。1952

年 6 月 11 日，又向其家属办理了毛泽东主席亲笔签署的第

八十号烈属证书。1980 年 6 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又重新修缮墓

地，竖立一碑，让赵登禹将军的英灵永垂不朽、流芳百世。

（根据赵登禹将军护兵李竹明、杨启祥生前口述和赵登禹

亲属讲述以及有关资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