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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习霁鸿

在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塘内村，有一间低矮的民房。这间屋子曾经的主人，就是琼崖纵队第一副司令吴克之。他戎马一生，指挥的战斗几乎屡
战屡胜，因此被称为“常胜将军”

琼崖革命遗址寻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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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习霁鸿

吴 克 之 戎 马 一
生，指挥的战斗几乎
屡战屡胜，因此被称
为“常胜将军”。

常胜将军是如何
“炼”成的？因素固然
多元，但回顾历史，或
许能从中找出一些答
案：吴克之总随身带
着军用地图，一有空
就研究地图。无论多
疲累，行军每到一处
他 都 要 先 搞 清 楚 地
形，心中暗自拟定一
套作战和撤退方案，
以备不时之需。事实
证明，吴克之率领的

“常胜支队”之所以能
够常胜，与吴克之的
这一做法密不可分。

眼 下 ，海 南 正 在
加 快 推 进 建 设 自 贸
港，这要求我们每一
位参与其中的建设者
都必须爱岗敬业、恪
尽职守，特别是要对
自身的工作做到精益
求精，抓住每分每秒，
干好一点一滴，既志
存高远，又脚踏实地，
兢兢业业耕好自己的

“责任田”，做好自己
的分内事，做起而行
之的行动者，当攻坚
克难的奋斗者。

唯 有 如 此 ，我 们
才能在平凡的岗位上
做出不凡的业绩，为
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
建 设 作 出 自 己 的 贡
献。

海南解放英烈谱

杨学哲：
立身救国
宁死不屈

吴克之故居：

“常胜将军”梓里回溯烽火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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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在我军追击下，国民党军分别从万宁乌场港和新潭海滨乘渔船登上军舰，逃
往台湾。逃不掉的国民党兵向解放军投降。当天下午，万宁县全境解放。次日，中共万宁
县委、万宁县人民政府机关从北大迁入万城。

万宁全境解放

美德村坐落在文昌经大致坡至
海口的公路旁。当年，日军在这里建
立了据点，与潭牛据点、琼山大致坡
据点遥相呼应，形成三角圈，监视琼
崖特委和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的活动。

1941年7月，吴克之和马白山率
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一、第二支队，
计划采取伏击打援的战术，拔除日军
美德据点。

7月4日清晨，日军从潭牛乘车
前往美德据点，途中起了疑心，便提
前下了车，沿着路旁的树林，小心翼

翼前行，并迂回到了琼崖抗日独立总
队埋伏部队的后面，发起突然袭击。

一时间，枪声大作。吴克之急令一
个中队前往增援，不一会儿，美德方向
也响起了枪声。吴克之当机立断，趁大
致坡据点敌人尚未出动之际，除留下少
量部队警戒大致坡据点日军外，命令其
余部队前往坑尾村，占据高地。

随后，美德据点日军也赶到了坑
尾村，此时，高地已被琼崖抗日独立
总队占领。美德据点日军向我军把
守的高地一次次发起冲击。吴克之

沉着冷静，指挥部队把敌人压制于洼
地中，同时命令部分队伍包抄敌人左
侧。此时，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六中
队也从美德方向赶来，加入战斗。前
后夹击下，日军仓皇退兵，途中被歼
灭。另一方面，潭牛至美德据点之间
的敌人也吃了败仗。

这是琼崖抗日独立总队与日军
交战以来规模较大的一次战斗，共歼
敌数十人，缴获九二式重机枪1挺、
轻机枪2挺、长短枪数十支，还有大
批子弹和其他战利品。

这次的胜利大大打击了日军的
士气，美德据点的日军迫于威慑，也
撤走了，琼文抗日根据地的一颗“大
钉子”拔掉了。

除此之外，吴克之指挥的琼山县
永兴墟奇袭日军、海口长村桥袭击、
文昌县东北战斗、大坡战斗、大水战
斗和琼山县永标山诱袭战、永龙公路
伏击战、大桥截击日军车、少年连奇
袭澄迈县才坡日军据点等战斗，也几
乎是屡战屡胜，他所领导的支队因此
被誉为“常胜支队”。

吴克之有个习惯：总将一副缴获
的日军望远镜挂在身上，文件袋、左
轮枪和军用地图从不离身，一旦逮住
点空闲时间就看地图。

每回部队行军到达驻地后，不管
有多疲劳，吴克之都要先察看地形，
彻底搞清楚哪里有高坡、哪里有深
沟、哪里有小路、哪里可隐蔽，并在心
里暗自推演，如有敌人从哪个方向进
攻，部队应当如何防御、如何撤退。

有一天傍晚，吴克之率领部队到

一个村庄宿营。不料，日军在天黑后
包围了村庄，并用密集的火力将村口
的通道彻底封死，试图将吴克之的部
队围困住。当时，战士们眼看情况紧
急，纷纷要求立刻冲出去，杀出一条
血路。然而，吴克之在组织好防御
后，却命令战士们立刻躺倒睡下，养
精蓄锐，静候时机。

到了下半夜，吴克之起身说：“准
备突围。”在吴克之的指挥下，部队利
用其事先观察好的最有利地形，悄悄

地在日军眼皮底下成功突围。
吴克之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

琼崖革命。
在美德战斗中，吴克之的爱人黄

梅香同志和大队长符乙权同志被敌
人的枪火击中牺牲，在巨大悲痛的冲
击下，吴克之努力克制住了情绪，继
续冷静地指挥战斗，带领部队奋勇杀
敌，摧毁了日军的美德据点。

离休后，吴克之尽管远在北京，
但心系海南，晚年仍带病回到海南参

加《琼崖纵队史》编纂的座谈会，在许
多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会
后还继续通过电话、书信，提出自己
的宝贵意见。

1985 年，吴克之病逝于北京。
中共总参防化部委员会称其为“海南
人民的优秀儿子、我党久经考验的忠
诚战士、我军优秀的指挥员”，并评价
称：“吴克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
生、战斗的一生。”

（本报海口4月26日讯）

日军在琼文根据地受到沉重打
击后，开始进行报复性“扫荡”。随
后，吴克之奉命率支队主力向西转
移，在琼山县二区和澄迈县的三区结
合地带创建儒万山根据地。

儒万山是沟通琼文地区和琼西
地区的纽带。当地人为了耕作，将地
里的火山岩石块挖起来，叠成围墙，
形成天然的防御工事，易守难攻。

然而，儒万山内有多股土匪势
力，想要进山，吴克之必须先解决这
一难题。吴克之通过地方党政组织
协同斡旋，向对方晓以大义，双方定
下了团结抗日、互不侵犯的协议，使

我军不费一枪一弹便进驻了儒万山
腹地。

之后，日军曾多次派兵进犯儒万
山根据地。

有一次，日军出动 900多人围
攻儒万山根据地。天刚亮，日军的2
架飞机就在一支队驻地上空不停地
盘旋，然后又飞回海口。吴克之当
即觉得不对头，立即命令部队加强
警戒，在各路口加派岗哨，严防日军
偷袭。

果然，过了不久，从海口方向又
飞来4架敌机，朝着一支队驻地俯冲
投弹，部分草寮被炸塌起火，地面敌

军也向根据地密集扫射。吴克之命
令战士们分散开，利用茂密的大树和
火山石垒成的墙壁隐蔽好，对敌人的
挑衅不予理睬。敌机见一支队不予
还击，更加肆无忌惮，索性低空飞行，
几乎贴在了树梢上，还不停地轮番扫
射，气焰嚣张。部分官兵沉不住气
了，叫嚷着要冲出去跟日军拼个你死
我活。

吴克之十分镇静。他推断，日军
此举乃是想利用武器兵力的优势，把
第一支队主力从深山老林里激出来，
以彻底消灭一支队。吴克之将自己
的判断告知干部，他说：“敌人的炸

弹、炮弹我们都不用怕，炸弹只能炸
破几块石头，地面敌人的密集火力只
能射破一些大石头。我们的战士个
个熟悉地形，只要与敌人周旋几回，
胜利就是我们的。”

听完吴克之的分析，干部们茅塞
顿开，赶紧把吴克之的指示传达给每
一个战士，大队以中队为作战单位，
中队以小队、班为单位，分散为多路
与敌周旋，有效地杀伤了敌人，减少
了伤亡。

几次战斗下来，日军晕头转向，
吃了大亏，便再也不敢进犯儒万山
了。

美德战斗拔敌据点

行兵布阵显大将之风

开辟儒万山抗日根据地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杨学哲，又名杨新培，海
南万宁县（今万宁市）万城镇
后朗村人，于1903年出生于
一个贫农家庭。

杨学哲读小学时，正值国
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之时。
目睹了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
杨学哲对社会上、学校里的腐
败丑恶现象深恶痛绝，渐渐萌
发了立身治国的念头。

在中学时期，他读书用
功，为人厚道，作风正派，生活
艰苦朴素，特别是每次考试都
名列前茅，被称为“后朗后起
之秀”。在这期间，杨学哲受
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经常和
熊侠（即熊有章）等一批进步
学生聚在一起议国论事、针砭
时弊，并积极投身革命，成为
学生骨干。

同年冬，琼崖学潮蓬勃兴
起。然而，万宁县初级中学校
长陈儒敷推行封建专制教育
路线，限制师生参加社会政治
活动。杨学哲、熊侠组织进步
学生撰文抨击陈儒敷，并带领
学生示威游行。他们经常利
用“牛坡”（集市日），上街张贴
标语，散发传单，通过演说或
以演白话剧的形式进行宣传，
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互
相勾结、瓜分琼崖的罪行。

在杨学哲、熊侠等进步学
生的不断抗争下，他们的诉求
得到杨树兴、符光东等共产党
人的支持，国民党万宁县长陈
瀛为形势所迫，最终撤销了陈
儒敷校长职务，被开除的学生
回校复课，学生运动取得了胜
利。

1926年秋，杨学哲加入
中国共产党。同年底，杨学哲
被万宁县党组织推荐到黄埔
军校第六期学习。在黄埔军
校期间，杨学哲如饥似渴地阅
读进步书刊，探索革命真理，
成长为一个有觉悟的革命军
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
黄埔军校的共产党人遭到追
捕杀害。一天，国民党反动派
包围学校宿舍，搜捕杨学哲，
刚好杨学哲从宿舍走出来，敌
人问他：“杨学哲在这里吗？”
杨学哲觉察到敌人在搜捕自
己，便随机应变，支吾过去，躲
避了敌人的搜查，并按党的指
示投奔东江纵队，任红军第十
一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不
久，杨学哲被党组织送往苏联
学习。

1930年，杨学哲完成学
业，党组织安排其回琼崖工
作，受琼崖特委指派，他到府
城组织开展兵运工作，却不幸
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监
狱里，杨学哲受尽了严刑拷
打，却坚贞不屈，始终保守党
的秘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
的铮铮铁骨，最终从容就义，
时年2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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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塘内村的吴克之将军故居。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