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事要从新四军著名将领彭雪枫的一张合影

照说起……
1940 年的一天，彭雪枫与《拂晓报》的编辑、记

者合影，站在彭雪枫右边、双手插兜、略显腼腆的小
伙子，就是本故事的主角姜鸿起。

姜鸿起 1920 年出生于扶沟县韭园镇太康营
村，家境贫寒。七七事变后，他踊跃参加地下党组织
的抗日救亡运动，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在
抗日宣传活动中的表现，引起了时任新四军游击支
队司令员彭雪枫的注意。 1938 年 8 月，姜鸿起怀揣
彭雪枫将军的亲笔推荐信，一路辗转来到延安抗大
学习。半年后毕业，他主动要求到彭雪枫领导的《拂
晓报》工作。

《拂晓报》是彭雪枫的“三件宝”（拂晓剧团、《拂
晓报》、骑兵团）之一，也是我党较早创办的战地报
纸。 在这里，姜鸿起一手握笔、一手拿枪，成为一名
杰出的新闻战士。 他常常白天随部队采访，在枪林
弹雨中写稿、编稿，晚上一回到营地 ，赶快趴在炕
头、地上，刻写蜡字、校版。患有肺结核的他，往往是
吐着血丝拼命干。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里，姜
鸿起在《拂晓报》从事了 6 年的编辑、记者工作。

在《拂晓报》老报人的记忆中，有一个关于姜鸿
起“夜半要馍”的故事。一天深夜，鸡都叫了，还在挑
灯刻版的姜鸿起突然站起来，轻轻晃醒同事说：“有
馍没，叫我吃点吧！饿得实在撑不下去了。彭师长写
的一篇重要社论明天一定要见报，现在还没刻完。 ”
同事起身找来两个黑窝头，姜鸿起接过来就塞到了
嘴里。 同事急忙阻拦道：“都冻成冰蛋子了，烤烤再

吃吧。 ”他却脖子一伸，咽下了一大口黑窝头，并指
指肚子，风趣地说：“来不及了，放在这里烤吧。 ”

在扶沟县姜鸿起烈士纪念馆，陈列着几份姜鸿
起编辑刻印的《拂晓报》复印件。 一张普通的报纸，
背后却藏着一段新闻战士以笔为枪的荣光。 1940
年，《拂晓报》作为中国一份抗战报纸，在法国巴黎
万国报刊博览会上展出，姜鸿起等人高超的钢板刻
字技术引起轰动。 姜鸿起以笔为枪，讲述的与日寇
血战到底的故事，得到了国际友人对中国人民的同
情与支持。 这一年，姜鸿起刚满 20 岁。

1944 年，一代名将彭雪枫壮烈殉国。 17 岁起就
追随彭雪枫的姜鸿起，决心“到一线去战斗，为彭司
令报仇”。 同事说：“记者也是战士，也在战斗。 你不
是非常喜爱当记者吗？ ”但姜鸿起执意要到一线去。
他与同事约定：“等革命胜利了，再回来当记者。 ”

1945 年，姜鸿起来到对敌斗争的最前线，从新
闻战士转变为地方军政干部。次年，他回到家乡，担
任中共豫皖苏扶太西县城关区区长，带领军民与国
民党顽匪开展斗争。

1948 年 6 月 5 日，姜鸿起得到秘报：有一股敌
军要到扶沟县城南马村集一带村庄征粮要款。他立
即带人前去清剿，凌晨时分，住宿到扶沟县城南的
小何庄，不料被国民党的顽敌包围。 “同志们快撤！ ”
听到枪声的姜鸿起一边让战友撤退，一边紧握手枪
向敌人射击。 姜鸿起率人马安全突围后，又冒着枪
林弹雨返回，接应受伤战士，不料被敌人包围。他坚
持战斗到最后一刻，被敌人乱枪射中，倒在血泊之
中，年仅 28 岁。 ③2

这是革命老区人民抚养两位革命后代的故事。
共产党员冯登紫， 河南省息县人，1947 年任亳

县县长，每天都要指挥战斗。 他的妻子周荣涛，安徽
省泗县人，时任小区区长，每天都要与敌人作战。 当
时，他们的大儿子冯光 2 岁、二儿子冯光明刚出生
不久。

带着两个孩子行军打仗，很是拖累部队。于是，
他们作出痛苦的抉择———行军途中，把大儿子冯光
放到路边，盼望有好心人抱走抚养。幸运的是，小区
队员发现并认出了冯光，把他又抱了回来。后来，斗
争形势越来越严峻， 冯登紫和周荣涛商量后决定，
把大儿子冯光交由小周庄 （现属郸城县白马镇）贫
农周德祥家抚养，把二儿子冯光明交由罗张庄（现
属郸城县南丰镇）贫农张允增家抚养。

为共产党人抚养后代极其危险！而我们的群众
与共产党人结下了深厚的生死情，不怕坐牢、不怕
杀头。

周德祥明面上是乡村卖货郎，其实是党的地下
交通员。大多数时候，周德祥为防意外，都是一头挑

着针头线脑，一头挑着冯光游走四方。 周德祥的货
郎挑子，一头挑的是生活和责任，一头挑的是革命
和事业。一天，有人向地主联防队告密，说周德祥家
窝藏“小八路”。 得到风声后，周德祥带着冯光躲了
出去。 敌人抓住周德祥的大女儿周占勤，吊到树上
毒打，问“小八路”藏哪儿去了？周占勤不说一句话，
母亲却疼在心头。 周德祥有三个儿子，只有一个宝
贝女儿，周德祥妻子不忍女儿受苦，便把与冯光同
岁的小儿子周占宾交了出来， 说：“别打俺闺女了，
这个‘小八路’给你们吧！ ”2 岁多的周占宾哭得死
去活来，联防队只好作罢。

和哥哥冯光一样，冯光明在被寄养期间，同样
遇到了很多危险。 为保护冯光明，养父张允增和养
母杨素民都遭受过敌人的毒打。张允增的腿为此落
下了残疾，走路都很艰难……

新中国成立后，冯光、冯光明二人回到亲生父
母身边，并相继参军入伍，冯光还晋升为师级领导
干部。 他们复员后，都在省直机关工作，即便退休
后，仍在发光发热。平时，冯登紫和周荣涛经常教育
两个儿子：“永远不要忘记，你们的命都是郸城老百
姓保出来的。 ”

1972 年，冯光明回罗张村看望养母，全村人都
来看他，并说：“光明长得像娘（养母杨素民）！ ”因为
他是吃着养母的奶水长大的啊！ 1996年，养母去世，
冯光明携全家老小，披麻戴孝为她送终。 送葬路上，
他痛哭流涕，几步一磕头，谢“爹”谢“娘”谢乡亲……

冯光是师级领导干部，在他的养母面前也是个
孝子。 他退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小周庄，到周家
祖坟祭拜，表达感恩之情。

冯光和冯光明这两位革命后代，在郸城人民用
大爱编织的革命摇篮里长大， 他们用一生感恩、报
答郸城的父老乡亲！ ③2

“爸爸，您长什么模样呀？ 怎么连一张照片也不给
女儿留下呀？ 要是有您的照片，我一定把它贴在日记
本的第一页，天天能看到您，天天陪您说话。 亲爱的妈
妈，您再回忆一下我的爸爸，我想知道他的模样……”

想知道父亲模样的女孩叫硝河，她的父亲就是著
名抗日英雄唐克威。

唐克威，原名徐德乾，1913 年 6 月出生于湖北省
枣阳县罗岗乡徐桥村，曾任北平学联秘书长，率领学
生参加“一二·九”运动。 1938 年 12 月，调任中共豫北
地委宣传部长。 唐克威率领军民多次粉碎日寇的扫
荡，巩固并发展根据地，被誉为“开荒干部”。1943 年 1
月，唐克威带领 100 多名战士，越过 100 多公里的敌
占区来到水东抗日根据地，就任中共水东地委书记兼
水东独立团政委。

唐克威到水东工作的前一天，特意和妻子一起到
寄养女儿的老乡家，与女儿一起玩游戏、唱儿歌，像个
小孩子一样。临别时，唐克威告诉妻子，等麦子返青时
就派人来接她们。 谁知这一去，竟是诀别……

1943 年 2 月 1 日凌晨， 唐克威率部来到太康县
龙曲镇郑寨村北部的杞县常营村。 8 时许，日寇的汽
车队向常营村驶来，唐克威当即决定转移。 10 时许，
日寇一辆武装侦察汽车首先抵达常营村西头，战斗很
快打响。数百名日寇乘坐 20 多辆汽车，对唐克威率领
的部队进行包围。当时，唐克威脚部旧伤未愈，行动不
便，只得骑马指挥战斗。由于敌众我寡，唐克威部队难
以组织有效抵抗，不久被打散。唐克威催马南撤，敌人
尾追不舍。 12 时许，唐克威骑马撤至郑寨村南边的铁
底河北岸。他本想骑马过河，摆脱日寇汽车队的追击，
可过河时马突然滑倒， 唐克威不幸坠入河中。 “捉活
的，捉活的！”面对凶残的敌人，唐克威一边还击、一边
销毁文件。 当剩下最后一颗子弹时，他选择宁死不做
俘虏，饮弹自尽！唐克威壮烈殉国，年仅 30 岁。而他唯
一的女儿，当时刚刚 2 岁……

父亲牺牲后，母亲背着女儿硝河，不远千里，一步
一步走到延安。 硝河被送进了延安中央保育院。 新中
国成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硝河对父亲的思念越来
越深。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得到一张父亲的照片。她
打开母亲的柜子，终于找到一些发黄的照片。 她一张
一张地辨认，希望能看到父亲的照片，可母亲的回答
让她很失望：“战争年代条件艰苦、风险巨大，你爸爸
一张照片也没留下。 ”

由于思念父亲，硝河经常躲到没人的地方偷偷哭
泣，大声诉说着自己的委屈：“爸爸、爸爸，您到底在哪
里呀？您牺牲得那么早，女儿都不知道您的模样，能到
您的墓地看一眼也行呀……”

上世纪 80 年代，为了收集党史资料，河南省杞县
党史部门的同志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了唐克威的爱人
和女儿，同时还带来了“唐克威牺牲后安葬在太康县
龙曲镇铁底河畔”的准确消息。

硝河多年的愿望实现了。 1983年 2 月 1 日，大雪
纷飞，恰逢唐克威牺牲 40年纪念日。 硝河来到父亲的
墓前，轻抚墓碑，长跪不起，埋藏在她心里几十年的话
终于说出来了：“爸爸，40年了，我终于见到您了……”

在太康县龙曲镇郑寨村，硝河感受到了老区人民
对父亲的怀念与尊崇之情———唐克威牺牲后，每年清
明节，当地政府和群众都会去给他上坟、扫墓。每逢过
年，乡亲们都把他的英灵“请”回家过年，且代代相传。
当地流传一句顺口溜：“谁英雄、谁好汉，与唐克威比
比看，人家才是真英雄！ ”1987 年，唐克威的遗骨从太
康县龙曲镇铁底河畔迁至杞县水东烈士陵园。硝河与
母亲来到迁葬现场，亲眼见证了老区人民以最隆重的
礼节纪念心中的英雄。

1992 年， 曾与唐克威共同战斗过的杨得志将军
专门撰文，怀念战友。 他写道：“1943 年 1 月，军区任
命唐克威同志为水东地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谁
知这一去，再也见不到这位坚定、无畏又乐观的好同
志了。他牺牲那天，风雪交加，漫天飞雪像是把人们的
心搅碎了似的。 我一闭上眼睛，唐克威的形象就出现
在我的面前……”

非常想知道父亲模样的硝河，让人比照自己的样
子给父亲画了幅肖像。 她终于了却了一桩心愿，可以
天天看到父亲了。 ③2

唐克威：没有留下照片的抗日英雄
□记者 乔小纳

大爱编织的革命摇篮
□记者 王吉城

姜鸿起：永远的新闻战士
□记者 何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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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光明与养母杨素民的合影。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