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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乡，我们永远的家”

(上接01版)
“段村的塔在什么地方，能不能带我去塔

下看看，好想快点见到段村的塔呀！”鲁瑞林女
儿鲁晓云对笔者说。

战争年代，鲁晓云的父亲鲁瑞林是太行军
区副司令员、太行三军分区司令员，曾长期在
武乡战斗生活。1943年，鲁司令的妻子李忠
在洪水镇中村产下儿子鲁五一，由于战事繁
忙，他们把儿子交给韩家垴村的王富花，直到
1948年。1983年，鲁司令重返太行，访问王富
花奶娘，王富花却在一年前病故，让鲁司令心
存遗憾。1988年，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开馆时，
鲁司令再次回到武乡，他深情地说：“武乡人民
不仅养育了八路军，并且冒着风险抚养了八路
军的后代，这种情谊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哥哥也曾多次回武乡，看望抚养他的奶
娘后代和这片热土。现在哥哥也去世了，我也
老了。这次我带着我的侄子鲁学军回来了，就
是来寻找父亲的足迹，追忆父辈的光辉人生。
感谢武乡的父老乡亲给我们的支持和帮助，也
让我们一代代后人把军民团结，鱼水深情传承
下去，为祖国的强大，武乡的富裕作出贡献！”

站在宝塔下，鲁晓云感慨地说：“爸爸多次
给我们讲过，他带领部队攻打段村敌据点时，
敌炮楼、工事都被攻破，唯有据守在这座塔上
的敌军凭借塔居高临下，用机枪疯狂扫射，负
隅顽抗。眼看一批批战士倒在血泊中，指挥员
大喊，‘迫击炮准备’。谁都知道，炮弹的威力
足以消灭敌人，但这座宝塔也会随之倒塌。要
用炮弹消灭塔上敌人的报告传到指挥部，李达
司令员和父亲马上否定了此报告。我们要消
灭敌人，但决不能让宝塔有丝毫损害，它是珍
贵文物。后来采取挖坑道的方式，接近了宝
塔，英勇的战士们全歼了守敌，也让宝塔安然
无恙。今天，我终于来到宝塔的身边，仿佛看
到英勇的八路军战士在冲锋，爸爸一脸严肃、
果断地下达保护宝塔的命令。如今这里成了
武乡县的繁华地段，看到老区人民过上了幸福
的生活，我应该告慰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他们
的付出是值得的！这次我见到了写王富花奶
娘抚养我大哥事迹的作者武成周先生；见到、
听到红色文化传播者，著名讲解员崔韶光女
士；和与我爸一起抗战，为八路军输送4300名
优秀战士魏名扬的侄子魏书文先生，我们进行
了亲切的交谈，了解了父亲许多故事。”

鲁瑞林孙子鲁学军激动地说：“今天来到

爷爷曾经工作战斗过的红色土地，感受很深，
武乡人亲、地亲、山水都亲，我会常回来接受革
命教育，学习先辈的奉献精神，为老区的明天
贡献力量。”

刘晋英是刘开基之女。在抗战时期，刘开
基曾担任沁源县委书记，参与太岳根据地的创
建，组织领导了著名的“围困沁源战”，被誉为

“抗日模范县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刘开基长期担任山西省领导，是一位久经
沙场的革命老战士，在群众中是位很有威望
的领导干部。刘晋英多年来责任在心，笔耕
不辍，除整理出版了有关父亲文集，耗时数
载，创作出版了65万字，750帧图片，集太岳
革命根据地史料大作《太岳丰碑》，其书已被列
入多地党校教材，她本人被太行干部学院聘为
代课教师。

“太行、太岳都是抗日战争革命根据地，都
是为抗击日本侵略者，争取民族解放作出贡献
的革命老区。作为革命后代，就是要把我们前
辈不怕牺牲，英勇杀敌的拼命故事挖掘出来，
把我们前辈艰苦奋斗，勇于奉献的精神传承下
来……”

刘晋英快言快语，铿锵有力，看上去完全
不像一个70岁的老年人，她要为红色文化的
弘扬一直战斗下去。

站在板山之巅，陈怀申感慨万分：“看到板
山峡谷翻滚的云层，我的心随之也很不平静。
那山谷里流动的云雾，仿佛是千军万马的抗战
队伍在运动；那呼啸作响的山风，仿佛在唱响
着《我们在太行山上》气壮山河的歌声，前辈们
栉风沐雨，艰难困苦，用生命和鲜血改变了世
界，创造了历史，我们要当好红色历史的传人，
让红色文化代代相传。”

陈怀申是开国大将陈赓的孙女。她介绍
说：“八路军研究会于2014年9月成立，以‘讲
实中国好故事，唱响中华好声音，传承红色基
因，当好压舱石’为宗旨，致力于守护和传承八
路军的革命精神，继承和发扬八路军的光荣传
统。武乡一年一个新变化，特别是旅游环境更
好了，旅游景点更多了，红色旅游资源更丰富
了，为进一步光大太行精神，实现文旅融合发
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咱们一定要实现这个约定啊！战争年代
我们的前辈鱼水一家亲，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作为他们的后代 ，我们要把《在太行山上》再
唱响，把红色歌曲再唱红。”八路军文化研究会

副秘书长、联络部部长牟献献一再叮嘱，“我们
八路军研究会组建有开国将军后代合唱团，武
乡组建有红色之音合唱团，两支队伍联合起来
唱抗战歌、唱红歌，唱响太行，唱响太行精神！
我们共同努力，期盼着这一天。”

“武乡是父辈曾经战斗栖身的地方，是我
们向往的地方。宣传武乡，为武乡贡献力量是
我们应尽的责任。为此，我们研究会创办的
《八路军》杂志专门开辟《红色武乡》专栏，大力
宣传武乡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大力宣传
武乡人民‘弘扬太行精神，共建创新武乡’的成
就。”八路军研究会副秘书长、《八路军》编辑部
主编罗欣新兴致勃勃地说。

“武乡既是外公、外婆工作战斗的地方，也
是母亲出生地。与武乡的情感是发自骨子里
的。我们将帅子女第三代、第四代已经接过父
辈手中的旗帜，多次回到武乡接受传统教育，
传承红色基因。武乡人民对八路军有情，对我
们有恩，武乡是我们心目中永远的家！”左权将
军的外孙、八路军研究会副会长、八路军研究
会青年分会会长沙峰满怀深情道出知心话。

武乡新貌。本报记者 张国平 摄

段村千佛塔附近的夜景。本报记者 张国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