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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端夫，原名孙正谊，祖籍山东省曹县孙老家
村，1912年出生在河南省虞城县贾寨镇孙场村（原
属曹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孙端夫将军
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

家境富足 少怀大志

孙端夫虽然出生在河南虞城，但他始终都称
自己是山东曹县人。

孙家源于曹县的孙老家，原本就较为富足，由
于数代勤俭持家，经营有方，土地迅速增扩，一直向
南延绵数十里，到了晚清时其家地产多达万顷之
巨。所以，孙端夫出生地被叫作孙场村，也是其家
土地扩张绵延所致。

陈彤漪，孙端夫将军外甥，河南省商丘市第五
中学语文教师，他说：“大舅（孙端夫）的出生地在虞
城县贾寨镇孙场村，这是确凿无疑的。”他曾写过记
录将军一生的《从学士到将军》一文——

“大概是在我太姥爷时，孙家从山东省曹县的
孙老家迁到了现在的虞城县贾寨镇孙场村。孙场
村得名也和孙家迁居于此有关。”

“我姥爷和姥姥共生育了 9个子女，5个男孩，4
个女孩，大舅（将军）排行老大，我母亲排行老八。”

关于孙端夫将军的具体出生日期，公开资料
没有详细记载。陈彤漪称：因为“我姥姥和姥爷不
过生日，所以也不给子女过生日，在我姥爷孙锡瑾
和姥姥一辈的人去世后，我大舅的具体出生日期几
乎就没有人知道了”。

陈彤漪介绍说：大约 10岁时，孙正谊走出黄河
故道边的孙场村，跟随其五叔孙锡璜到北平求学。

“到北平求学的时候，我大舅写的祖籍是山东曹县，
这也是公开资料显示我大舅是山东人的原因。”

最初，孙正谊在北平培根小学读书，成绩十分
优异。15岁时考入北平平民中学，18岁转入大同
中学，在读高二时就考入北平大学法学院预科班，
第二年转为正式生。就在这一年，孙正谊改名为孙
端夫。

孙端夫读大学时，思想进步。当时国家内忧
外患，日本疯狂扩张，步步蚕食，整个华北岌岌可
危。为隐蔽起见，孙端夫化名“葛先生”，积极从事
抗日救亡活动。召开秘密会议时，孙端夫就让小姑
母在门口放风。小姑母叫孙锡瑗，大他三岁，也在
北平上大学。

1935年，孙端夫被推举为北平大学法学院学

生代表，并参与组织指挥了“一二·九运动”。统治
者残酷镇压学生爱国运动，打伤数百名学生。示威
游行时，孙端夫不顾个人安危，抬着花圈走在游行
队伍的最前面，以死来表达其抗争的决心。

次年初，北平学联组织南下演讲团宣传抗日，
孙端夫是领队之一，并在斗争中加入了由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群众性组织——中华民族青年
先锋队。在济南，演讲团向山东省学联介绍北京学
生运动抗日救亡的情况，并以济南第一乡村师范为
核心，开展募捐和宣传活动。

1936年，孙端夫北平大学毕业后，获法学院学
士学位。后经在山东省教育厅当督学的五叔介绍，
到山东省福山县中学教书。

打响胶东抗战第一枪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年少有为、才华横溢的
孙端夫出任国民党威海卫行政区管理公署政训处
少校总干事。

1937年 9月 22日，国共两党发表合作宣言，中
共在山东建立胶东、滨海等军区，他告知远在济南
的五叔，说要献身抗战，到蓬莱一带打游击。

就是在这段时间，孙端夫遇到了理琪，从而改
变了其人生道路。

理琪(1908—1938) ，原名游建铎，1925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时任中共山东省胶东特委书记。两人
一见如故，渐为至交。理琪向孙端夫介绍了很多共
产主义思想，让他深受感染和熏陶。

在理琪的影响下，孙端夫接受马列主义，立志
革命。1937年 12月，25岁的孙端夫在威海加入中
国共产党。

12月 15日，理琪奉中共山东省委指示，在胶东
特委驻地于家沟召开特委扩大会议，决定举行天福
山起义，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理琪
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司令员兼军政委员
会主席。

1938年 1月 15日，孙端夫率其领导的政训处
官兵参加威海起义，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三军第
一大队大队长。

1938年 2月 13日，胶东特委书记理琪和大队
长孙端夫率领第一大队抢先攻入日伪占领下的牟
平县城，活捉伪县长宋健吾，俘虏伪军 100余人，缴
获枪支近百支，取得了战斗的初步胜利。攻城结束
后，部队撤至牟平县城东南 3里的雷神庙休息，理

琪和孙端夫研究下一步的行动。因哨兵疏忽大意，
部队被寻踪追赶的日军包围。战斗从中午一直持
续到夜晚，毙伤日军 50余人，理琪在战斗中不幸壮
烈牺牲。

孙端夫沉着迎战，在他的率领下，第一大队的将
士趁着夜色冲出了日军的包围圈，保存了部队的有生
力量。“雷神庙战斗”也打响了胶东抗战的第一枪。

这支队伍是由天福山起义的农民军和威海起
义的部队合编而成的。值得一提的是，1946年，胶
东军区主力前往东北，后来发展成四十一军，这也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王牌四十一军最初的“火种”，声
名显赫的“塔山英雄团”就出自该军。

扎根胶东 壮大武装

孙端夫带队突围后，转移到蓬莱、掖县地区，
伺机发展壮大。

不久，他们吸收了当地游击队伍，合编成第三
军第八支队，并成立军政委员会，孙端夫任委员兼
第三军交际处主任。

由于队伍力量不断壮大，孙端夫声名赫赫，很
受人民的热爱与拥护。8月，他任蓬莱县县长。次
年 9月，他又升任胶东军区北海军分区司令员。

1940年春天，胶东特委命孙端夫前往文登、牟
平、荣成一带，组织建立东海军区，由他任司令员兼
东海区专署专员。

1941年，孙端夫又调回北海军分区任司令员
兼北海区专署专员。当时，胶东的抗战形势非常艰
难，不仅部队缺乏必要的物资支援，农民的生活也
十分艰难。孙端夫不畏困难，发动各县抗日民主政
府组织农民实行减租减息运动。同时，机关和部队
厉行勤俭节约，开展大生产运动，在坚持对敌斗争
的同时，他们开荒种地，努力减轻解放区人民的负
担。

1942年冬天，日军纠集万余人对胶东进行大
扫荡。孙端夫带领部队坚持在原地进行游击战争，
在“敌进我进”的方针指导下，进入铁路沿线和日伪
蚕食地区，积极抗击日本侵略者，拔掉日军多个据
点，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迫使日军由全面进攻
改为重点守备，粉碎了日军大扫荡的计划。

1945年春天，抗战进入反攻阶段，孙端夫在北
海军区指挥作战。经过月余战斗，克龙口，下蓬莱、
黄县，解放胶东重镇烟台，孙端夫兼任市长。

趁日军收缩战线、兵力不足之际，山东军区部

队发起攻势作战，将敌人压缩在交通沿线和城镇之
内，为胶东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

1949年 1月，全军改编，华东野战军改称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9纵 27师改为 27军 81师，
孙端夫改任 27军 81师师长。4月，孙端夫率部参
加渡江战役。在解放上海战役中，27军是主力，81
师担任主攻任务，后接管上海的警备任务。

战役连连立奇功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孙端夫率领部队参加了
众多知名战役，屡立奇功。

1946年 9月，孙端夫任华东野战军第 9纵队 3
旅旅长，后任华东野战军第 9纵队 27师师长、第三
野战军 27军 81师师长，先后参加了孟良崮战役、济
南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等重要战役，为新中
国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1950年，孙端夫担任志愿军 27军 81师师长兼
政委。

在众多的师级干部中，他的高学历可谓屈指
可数。24军军长彭德清指挥两大主力师，进攻新
兴里美军 31团，这支美军部队，乃是一支王牌团，
装备精良，远超志愿军，不仅如此，当时 31团团长
麦克劳恩见志愿军合围而来，向美军指挥部求援，
美军直接派来了 40架飞机、19辆坦克支援，掩护麦
克劳恩撤退。

麦克劳恩显然低估了志愿军的战斗力和战斗
意志。在美军战机和坦克的轰炸下，当时 81师伤
亡惨重，有些部队伤亡过半，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坚
持战斗，朝着敌 31团疯狂进攻，后一直打到了敌团
指挥部，将麦克劳恩击毙。此后，敌团残部突围而
出，孙端夫率领 81师一路追击，最后全歼了这股残
兵，至此，美军王牌团覆灭。

1951年，考虑到孙端夫打过很多硬仗，战斗经
验丰富，兵团司令部打算让他执行尖刀任务，率领
81师插入砧桥、梨岘一带，分割敌防线。时任九兵
团司令员的宋时轮亲自给孙端夫来电，问：“有没有
把握？”

孙端夫坚定地说道：“请司令放心，完不成任
务，我就不回来了！”

孙端夫回到师部后，为了保证部队顺利突到
砧桥一线，他率领侦察兵，连续几天深入崇山峻岭
中勘探地形，值得一提的是，有一次，孙端夫等人由
于太过深入，直接来到了敌人的前哨阵地，遭遇到

了敌军小队，经历一番短暂的交火后，孙端夫才带
着侦察部队撤回我方阵地。

5月 15日，孙端夫正式执行穿插任务，当时为
了指挥方便，他竟下到营里指挥作战。警卫员担心
孙端夫的安全，便将此事告诉了 27军军长彭德清，
彭德清一听，顿时急了，一个师级干部下营指挥，实
在是太危险了。彭德清马上给孙端夫打了电话，
说：“孙端夫，你是一个师长，不是营长，前线实在是
太危险了，你这是在拿你的命赌博，我命令你，马上
给我回到师部！”

孙端夫却压根儿不把彭德清的话放在心上，
“不行呀军长，我要是回了师部，就不能及时掌握战
场情报了，军长您放心，我自有分寸。”

彭德清正要发火，孙端夫那头却已经挂断了
电话，弄得彭德清哭笑不得。

此后，孙端夫率领部队打下了敌人把守的一
处高地，然后领军直插敌军防线，向水内里一带猛
冲突进，敌人的炮火很猛烈，81师始终无法突破敌
防。当此之时，孙端夫竟直接前往最前线的先头
连，战士们见师长不顾危险，来前线指挥，顿时士气
大振，向敌人发起了更猛烈的进攻，结果，仅仅用了
不到 40分钟，便摧毁了敌军工事。

当天晚上，孙端夫率领 81师一路急行军，如一
把尖刀，行军 120里，直插敌军心脏地带，圆满完成
了任务。战后，81师受到志愿军司令部嘉奖，师长
孙端夫荣立二等功，他也成为抗美援朝战争中唯一
一位荣立二等功的师长。

开国少将 壮志未酬

1954年，孙端夫升任第二十七军军长。
1955年 12月 17日，陆军第二十七军在南京举

行授衔典礼，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肖旺东中将，授
予时任二十七军军长的孙端夫少将军衔。孙端夫
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58 年 11 月，孙端夫入高等军事学院学习。
1960年毕业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高射炮兵
指挥部副司令员，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参加了军队
的条例、条令和规章制度的编写工作。

1969年9月，孙端夫调任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孙端夫一直坚持带病

工作，把毕生精力献给他所深深热爱的革命事业。
1974年 6月 8日于北京病逝，年仅 62岁。

记者 云飞

1938年 5月，日
本兵来到菏泽，到处
烧 杀 抢 掠 ，无 恶 不
作。从当年 9 月开
始，王登伦就带着抗
日自卫队经常住在
李思敬家中（菏泽高
新区马岭岗镇李朝
花村）。

1941年 3月，担
任青邱支队队长的
王 登 伦 ，经 过 多 方
考 虑 ，把 抗 日 指 挥
部设在了李思敬的
家。

1942年底，年仅
10 岁的李思敬被王
登伦任命为儿童团团
长。为了让儿童团的“小战士们”学文化，王登伦特地每天安排
一名有文化的战士教他们识字。但那时候条件差，连个煤油
灯都没有。

1942年年底，大汉奸刘显扬要去东明县陆圈镇裴梅王
村抢粮食，为了打击刘显扬的嚣张气焰，王登伦连忙召开紧
急作战会议，根据路线作了周密部署。得知大汉奸刘显扬
的队伍沿油坊李村大路向裴梅王村方向走来的消息后，王
登伦当即命令埋伏在路旁的二排采取运动防御战法做好策
应，随即带领一排所有人员进入伏击区。

当刘显扬的先头部队慢慢接近伏击地时，王登伦大吼
一声：“青邱支队王登伦在此，缴枪不杀！”刹那间，突然遭到
打击的先头部队被一排全部活捉。刘显扬看到先头部队遭
到伏击，赶紧指挥车夫调转马车头往回逃。这时，做策应的
二排赶到，一枪击毙了刘显扬的车夫。刘显扬犹如丧家犬，
跳下马车带领十几人向胡庄逃去。

王登伦果断命令立即打扫战场结束战斗，青邱支队的战
士们带着胜利的喜悦向李朝花村走去。这次伏击战，共歼灭
汉奸8人，俘虏以及伤敌16人，缴获机枪1挺、三八式步枪23支。

听说王登伦队长打了胜仗回来，乡亲们纷纷出村迎
接。王登伦从车棚里取下一个马提灯，送给了李思敬：“有
了它，你们晚上认字的时候光线就亮多了，多认识几个字，
念好书，长大成为有用人才。”

事后，李思敬才知道，王登伦早就想改善孩子们的学习条件，听说那次打伏击最让王
登伦高兴的就是得到那一盏马提灯。

后来王登伦队长牺牲了，当年的马提灯被李思敬一直珍藏下来，无论搬家搬到哪里，
他都会珍藏好他的“宝贝”。

“这是烈士们拿生命换来的东西，我年龄大了，现在国家非常重视红色文化，希望咱老
院儿抗日指挥部旧址能够打造起来，成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时刻让后人铭记历
史，传播好、宣传好、保护好红色文物！”李思敬将马提灯交到儿子李俊建手中。

“我一定守护好老父亲的马提灯，把红色文化传承好。”李俊建深深地体会到父亲对故
人的深情怀念，双手捧着那盏沉甸甸的马提灯暗自许诺。 文/图 记者 王 燕 常鲁燕

在单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红色湖西教育基地，
一座情景雕塑格外引人瞩目。雕塑反映的故事主题
是“高粱地里救亲人”。

少年营救受伤战士

故事要追溯到 1943年 9月的一天。这是一个白
色恐怖的日子，日伪军对我湖西区根据地进行“铁壁
合围”大扫荡。位于湖西抗日中心区的杨楼镇卯湖村
是日伪虎视眈眈的重点区。

家住卯湖村的孟大娘和她的儿子孟宪文是故事
的主人公。孟大娘的丈夫参加了抗日县大队，家里只
剩下他们娘俩。这天下午，少年孟宪文肩背粪箕子，
迎着落日余晖，到村西的高粱地里割草。

一望无际的高粱地里，秸秆倒伏，杂草丛生，一片
寂静。孟宪文挥镰割草，想着尽快离开。突然，高粱
地深处传来呻吟声……“是谁？”“干啥的？”孟宪文惊诧
地喊道，并向声响处踱去……

原来，在高粱秆掩映的草堆上，躺着两个血肉模
糊的人。孟宪文从熟悉的服装认出他们是受伤的八
路军战士。见到孟宪文，两战士警惕地搂紧怀里的步
枪。孟宪文小声地说：“我爹是抗日大队的，我家是抗
日军属，你俩别担心！”两战士遂放松了警惕，脸上露出
了一丝笑容。“大哥哥，你俩是哪个队伍的？”孟宪文又
问。“十团的，掩护主力部队突围，俺俩负伤了，在这里
一天一夜了。”小个子战士回答。“我是卯湖村的，就在
附近，鬼子滚回老窝了，你俩先到我家养伤吧！”

孟宪文的家在卯湖村的西头，土打的围墙圈着两
间低矮的草房。孟宪文和母亲将两名受伤战士安顿
好，孟大娘接着烧了面汤，端给伤员喝。大个子伤员
叫张大勇，是江西人，伤口化脓，生了蛆。孟大娘轻轻
地将蛆拨出，用盐水冲洗伤口，然后敷上消炎药。

几天后，在孟家母子的精心护理下，两名战士的
伤情好转起来。

与敌人周旋躲扫荡

这天，湖南籍小个子战士李大义对孟大娘说：“我
们的伤好了许多，得赶紧归队，不能再给您添麻烦了。”
孟大娘还是担心他们的安全，对儿子孟宪文说：“你想
法子找到湖西区干部，再由区政府把俩战士转送到主
力部队。”

可是，次日黎明，他们听到了枪声，村里群众拖家
带口东躲西藏。日伪军又一次“扫荡”来了。

战士张大勇、李大义看到孟大娘母子着急的样

子，连忙说：“大娘，您娘俩赶快走，我们手里有枪。真
的躲不过去，我们就跟敌人拼了，不能再连累您了！”说
着，两战士握起枪就往屋外挪动。孟大娘忙扯住两战
士，坚定地说：“俺娘俩一定要保护好你们，现在你们得
听俺的话。”接着对孟宪文说：“你快去找你村长大叔，
就说娘找他有急事。”没等娘的话落音，孟宪文就撒腿
跑出院子，很快找来正在组织群众转移的村长。孟大
娘对村长说：“兄弟，这是两个受伤的八路军战士，在俺
家好几天了，咱们要保护好他们。”村长二话没说，立即
叫来 4个年轻人，对他们说：“我把这两个同志交给你
们，绝不能有闪失！”于是，大家背起伤员一起向村外跑
去。

他们躲进村北一片高粱地里，孟大娘负责护理两
名战士，孟宪文则趁机找水和食物。一连三天，他们
从东边转到西边，从南边转到北边，猫在草窝里，躲进
深沟里，总算避过了敌人的扫荡。

敌人走后，他们回到了被敌人糟蹋得不成样子的
村里。孟大娘的两间茅草屋被烧，仅剩下残垣断壁。
战士张大勇悔恨地拍打自己的大腿，李大义则哽咽着
说：“大娘，我们俩把您家害苦了，房子没有了，您娘俩
怎么过呢？”孟大娘安慰道：“孩子，不要难过。房子烧
了咱们住地窨子。只要有咱们的队伍，有你们这些好
战士，小日本的日子就长不了！”

几天后，村长与湖西区党委、专署取得联系，孟大

娘和孟宪文及村民将战士张大勇、李大义送到了部队
医院。

故事背后的故事

2019年夏，红色湖西教育基地建设之初，单县有
关抗战文物搜集人员来到卯湖村寻找孟大娘一家，仅
见到了 70多年前孟家被烧房屋的废墟，并未找到孟宪
文母子及其后人。后来查询孟氏族谱，最终找到了在
贵州的孟大娘的孙子，也就是孟宪文的儿子。

孟大娘的孙子讲述了“高粱地里救亲人”故事背
后的故事。当年，孟大娘家的房子被日伪军焚烧后，
少年孟宪文追随父亲的抗日足迹，带着孟大娘参加了
八路军。他不怕牺牲，英勇作战，曾多次立功受奖。

1949年，孟宪文随湖西部队南下作战，后退伍转
业到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的金融部门，1997年 10月去
世。抗战胜利后，孟大娘独自回到老家卯湖村。新中
国成立后，孟宪文将母亲从老家单县接到贵州生活。
1964年 7月，孟大娘辞世，享年 74岁。

孟宪文戎马多半生，却从未向儿女们讲述过自己
的英勇经历。当年，报纸曾刊登过“高粱地里救亲人”
的故事，孩子们读给孟宪文听，老人只是会心地点点
头，淡然地说；“抗战时期，在咱们湖西老家，这样的故
事忒多了，咱家的故事算不上大故事……”

文/图 通讯员 刘厚珉

他出身富家，但心存大志——青少年时期便投身救亡运动，是“一二·九运动”的负责人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参

加并领导了胶东著名的“天福山起义”，打响了胶东抗日第一枪；年轻有为的他担任过烟台市长，解放战争时期更是战

功赫赫，参加过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解放后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屡立奇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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