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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抗战精神 赓续红色血脉
专访抗日名将赵登禹长孙赵瑞明：

“家”之孝与“国”之忠 贯穿祖父的一生
见到赵瑞明时，夜幕已然低垂。

尽管年逾古稀，但他精神矍铄，耳聪

目明，谈吐从容，笑声爽朗。一袭浅

蓝衬衫，更衬出不凡气度，将门之后

的英风宛在。作为抗日名将赵登禹

长孙，赵瑞明的讲述将时光拉回至

1937 年，正气凛然的赵登禹将军，穿

越层层硝烟，巍然立于眼前。

“孝思为则”——提及祖父赵登

禹，赵瑞明语气坚定而沉稳。他关于

赵登禹的记忆，大多来自父辈的口

述：赵登禹的办公桌上，始终摆放着

他亲笔题写的条幅。这四字箴言，伴

随着赵登禹转战沙场，最终定格在

1937 年 7 月 28 日南苑的战火之中。

六岁的赵学武（赵登禹之子）清晰记

得，父亲每次出征前都会郑重地向祖

母辞行，归来后第一件事便是向祖母

问安。在这位戎马一生的军人身上，

“家”之孝与“国”之忠，早已融为一

体，不可分割。

“家国情怀，贯穿了赵登禹将军

的一生。”赵瑞明分享了一个感人的

细节：大约三岁那年的春节，赵登禹

亲手为每个孩子缝制了一套小军装。

直到他牺牲多年后，祖母才揭示了其

中深意：“这是他留给你们的新年礼

物。希望你们长大后，能成为保家卫

国的栋梁。”那小军装承载着赵登禹

深沉的期望，成为抵御外侮、捍卫家

国的无声印记。

在赵家客厅的一角，摆放着一

个 饱 经 沧 桑 的 衣 柜 。 它 的 漆 面 斑

驳，层层旧报纸覆盖其

上 —— 这 是 赵 登 禹 留

给家 人 的 唯 一 遗 物 。

岁月在它身上留下了

无 数 痕 迹 ，它 虽 失 去

了 往 日 的 光 彩 ，却 依

然倔强地承载着家族

记忆的重量。赵瑞明

常 常 轻 抚 柜 门 ，仿 佛

能 穿 越 时 空 ，感 受 到

祖 父 的 气 息 。“ 至 今 ，

赵 登 禹 将 军 的 衣 物 、

家书、照片……几乎都

已不复存在。”言谈间，透

露出深深的怀念与遗憾。

若论起遗物，唯有

那方寄托着对少年殷

切期望的铜墨盒，可堪

慰藉。1937 年 6 月，卢

沟桥枪声未响之际，赵

登禹最后一次现身北

平“英材小学”（军官子

弟学校）。他赠予每位

学生一枚特制墨盒，盒

身 刻 有“ 为 国 家 扶 正

气”的字样。如今，这

些承载着“扶正气”信

念的墨盒，已成为珍贵

文物，陈列在赵登禹学

校的展室。三十五中

西墙的浮雕，也永远定

格了赵登禹当年赠墨

盒的庄严场景。

如 今 的 赵 登 禹 学

校，已成为其抗战精神

最 生 动 的 传 承 之 地 。

自 1997 年建校以来，这

里便是一座充满活力

的精神殿堂。赵登禹

之女赵学芬曾是首任

名誉校长，她倾注心血

整理史料、布设展室。如今，传承的

接力棒交到了赵瑞明手中。他深感

责任重大：“校名是传承，‘爱国求知’

是校训。孩子们学习赵登禹将军当

年的大刀武术，诵读他的事迹。在困

境中，赵登禹将军的不屈精神成为他

们最坚实的支撑。”少年武术队训练

时，刀光闪烁，一招一式间，历史的雄

浑气脉悄然流转。

父辈的叙述，让赵瑞明对战争

的理解远超课本。他铭记着这样一

个场景：1933 年长城抗战，喜峰口战

役前夕，为奇袭日军营地，赵登禹率

领大刀队，选择了最艰险也最隐蔽

的路径——冰封的河面。父亲曾告

诉他：“那夜漆黑如墨，伸手不见五

指，山径难辨，唯有脚下冰冷的河面

指引方向。”队伍在死寂中跋涉六小

时，如利剑直插敌后，最终取得了九

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对日首次大

捷。冰河上那一行行沉默而坚毅的

足迹，正是“艰苦卓绝”最悲壮也最

真实的写照。

记者注意到，在整个访谈中，赵

瑞明几乎从未以“我爷爷”称呼，而是

始终尊称“赵登禹将军”。问及原因，

他语气庄重：“他是我祖父，但更是赵

登禹将军。”父亲自幼教导：私下可称

爷 爷 ，但 在 外 必 须 尊 称“ 赵 登 禹 将

军”。尽管斯人已逝，但他的精神早

已超越了血脉的界限，传递给每一位

中国人。“他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是千

万牺牲将士的代表。我们流淌着他

的血脉，深感荣幸，他绝非赵氏一族

的‘私产’。”赵瑞明补充道。

岁月如梭，如今赵瑞明也为人祖

父。但在赵家，“赵登禹”的名字，始

终是后辈心中的明灯，照亮前行的道

路。他告诫子孙：“我们姓赵，家族中

有为民族尽忠的赵登禹将军。学习

他的精神，首要便是以毅力克服万

难。”先辈的爱国主义精神，早已融入

赵氏血脉，成为世代相传的自觉。

采访尾声，赵瑞明凭窗远眺，卢

沟桥的方向被高楼遮蔽。八十八年

光阴匆匆，战火硝烟已散尽。但赵登

禹学校的操场上，少年们依然挥汗如

雨。他们手中木刀破风的锐响，与八

十八年前冰河上急行的脚步、墨盒中

无声的箴言，交织共振，汇成一曲穿

越时空的浩然长歌。血脉或许会稀

释，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一种

精神找到它最朴素而坚韧的载体，便

能挣脱时间的束缚，在每一个仰望星

空的少年心中，找到永恒的新生

故乡。 文/记者 杜倩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
之际，丰台区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和以英烈命名的学校的特色，以
创新实践构建起全方位的抗战精神传承体系，让爱国主义教育在
行走研学、课程浸润与家校社联动中焕发时代活力。

记者从丰台区教委获悉，丰台打造“行走的思政课”品牌，“七
大主题”实践体系串联红色遗址等资源，“红色路线”已迎超 3 万
名师生行走研学；联动高校与实践基地构建“大思政课”共同体，
30 套示范教案让红色基因融入课堂。两所以英烈命名的学校成
为特色标杆：佟麟阁学校以“担当教育”为魂，让爱国精神可感可
触；赵登禹学校用陈列馆与“重走长征路”课程，让将军精神嵌入
成长底色。

丰台区家校社协同让抗战精神化作育人活水，在行走与浸润
中筑牢师生家国情怀。

卢沟桥晨光里的“父女魂” 百岁老人与抗战将军“时空对白”

“正以处事、真以究理、兴国志学、

大任担当、平以待人、诚以修身”，这二

十四字箴言立在学校教学楼路上，以

润物细无声的形式展现学校特色教育

思想。

2014年9月，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胜利 69 年之际，学校更名为北京

市佟麟阁学校，更名之后学校充分挖

掘佟麟阁将军的优秀品质，结合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教育，提出了“担当教育”理念。“学校

以佟麟阁将军爱国主义精神为内涵，

确立了培养具有担当精神和担当能力

的有志学子，构建了担当课程体系，例

如大刀操表演，演绎英雄故事的话剧、

皮影戏，诗歌社团活动等，把思政融入

课程体系。”蒋玫说道。

记者了解到，学校担当教育思政

课程体系分为五大主题和五个模块，

包含到佟麟阁将军家乡进行研学活动

等探究考察，大刀鼓乐表演等艺术表

演，社区卫生清洁、健康安全知识宣传

等社区服务，展演大刀操、开展 12 至

15 公里的徒步，以及在重大纪念日祭

奠英烈模块。

今年清明节，佟麟阁学校举办祭

扫活动，学生代表向佟麟阁将军雕像

敬献花篮，花篮缎带上“万家香火祭

英魂 长教后世仰旌旗”在阳光下熠

熠生辉，承载着学生们对先烈沉重的

哀思。

学校还将废弃的锅炉房重建为佟

麟阁将军生平事迹陈列馆，作为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为孩子们提供宣讲平

台，打造多样化育人空间。“作为学生

宣讲员，我们更深入了解了佟麟阁将

军的生平事迹，他的精神也慢慢渗透

到我们的学习生活中，学校奉献、团

结、红色的基因也融入了我们的成

长。”初二（2）班的陈睿恩和黄雨涵向

记者说道。

佟麟阁学校以符合担当文化、整

合周边区域、突出特色三个原则拓宽

了“行走的思政课”路线，从校园走到

校外，从丰台区走向跨区，从京内走向

环京，从环京走向全国，形成了具有爱

国特色的“行走思政地图”。

文/记者 姜欢 蒲长廷

在卢沟桥的晨雾中，103 岁的佟亦非

坐在桥畔。作为抗日名将佟麟阁的女

儿，她此刻的凝视让青石板上的弹痕与

八百年历史的车辙，都成了父女间未言

尽的对话。轮椅碾过凹槽时轻颤，老人

指尖抚过狮身纹路，266 米长的桥面在

她的目光里延伸成时光隧道，通向 1936

年那个父女难得相聚的瞬间。

“见面总像过节。”她记得父亲佟麟

阁就任二十九军副军长后聚少离多。卢

沟桥事变爆发时，面对敌人猛烈的炮火

和国家危难当头的时刻，尽管“父亲重

病，盼速归”的家信多次从北平送出，但

是作为南苑阵地的最高指挥官，佟麟阁

深知自己担负的重任，危急关头他一步

也没有离开。

如今，站在南苑兵营司令部旧址，单杠

上那个能倒立、会大刀的训练模范身影，仍

在她瞳孔里清晰如昨。作为曾经清朝的皇

家猎场和校场、二十九军的司令部和兵营

所在地，南苑地区既见证了战火纷飞的年

代，也沉淀着女儿对父亲的崇敬与怀念。

在佟麟阁学校的将军雕像前，老人

凝视着操练大刀操的少年方阵。刀光起

落间，她仿佛听见自己童年的呐喊在回

响：“我要像父亲那样！我要当兵，要杀鬼

子！”1937 年 7 月 28 日，父亲头部中弹殉

国时，留给家人的只有一条项链、一封家

书和一张戎装照。2005年7月，北京市档

案馆研究室工作人员王兰顺经过近两个

月的严谨考证，证实了佟麟阁将军殉国的

具体地点位于丰台区南苑时村路。

“父亲平静地睡在一架木板床上，但

我依旧想亲近地抚摸他，然而又怕创伤

他荣誉军人的标记、伤口的标记，这是激

发国人挺进杀敌的动力，也是抗战胜利

的源泉。”佟亦非在《慰国魂——献给父

亲佟麟阁将军》中记录了父亲殉国后自

己的悲痛、愤怒与自豪。

作 为 新 时 代 可 供 追 溯 的“ 历 史 档

案”，佟亦非的生命就是一段行走的抗战

记忆，她替父亲看见大刀刀法在校园传

承，看见“担当教育”让大刀精神融入少

年血脉。

《大刀进行曲》的激昂旋律划破

长空，佟麟阁学校操场上，12 名初一

学生组成的方阵刀光霍霍。仿钢大

刀在阳光下泛着冷冽光芒，整齐划一

的劈砍动作、铿锵有力的口令声，仿

佛将时光拉回到烽火连天的抗战岁

月，少年们笔挺的身姿与当年奋勇杀

敌的战士身影渐渐重叠。

这份英勇无畏的“大刀精神”，始

于历史深处。二十九军大刀队因西

北军特质而生，佟麟阁将军亲聘武术

教官李尧臣，创编“无极刀法”练兵。

喜峰口战役中，将士们挥舞大刀，以

血肉之躯对抗敌人枪炮，让日军闻风

丧胆。如今，这份精神在校园里焕发

新生。学生刘婧萱坦言：“每次操练

都能想起佟麟阁将军和英勇的战士

们，这让我充满力量。在学习生活中

勇往直前，永不退缩。”

回溯往昔，一二·九运动中学生

们的抗日热情，让佟麟阁将军看到了

民族的希望。“这些学生找到了第二

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要求从军。宋哲

元就把他们编成了一个军训团，这支

军训团就驻扎在南苑，总负责人就是

佟麟阁将军。”军史作家萨苏说道。

在南苑阵地，刚结束训练的学生兵们

以十比一的惨烈伤亡代价，用刺刀与

日军殊死相搏，用热血和生命捍卫国

土尊严。

如今，大刀操已成为佟麟阁学校

的区级品牌课程，更是爱国主义教育

的重要载体。“孩子们入学后都要学

习大刀操，通过这种形式动起来、练

起来。同时，学校还组织了‘探寻抗

战遗迹，感悟大刀精神’喜峰口地区

研学系列活动。孩子们通过参观喜

峰口长城抗战博物馆、系列主题展示

课等形式，进一步传承传统武术的文

化精髓，弘扬大刀队的英勇无畏精

神。”佟麟阁学校书记蒋玫说，这些活

动让“大刀精神”不再是历史书上的

文字，而是可触摸、可传承的民族魂

魄。 文/记者 原梓峰 姜欢 陶亮

少年忠勇志犹在 大刀操成为爱国主义教育重要载体

爱国精神润物无声
践行行走的“担当教育”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周年80特别报道
烽火卢沟 不朽丰碑

佟麟阁

王兰顺：
“佟麟阁将军殉国地不应是模糊的‘大红门一带’”

1937 年卢沟桥事变中，佟麟阁将军

率部坚守宛平城，下达“誓与卢沟桥共存

亡”军令，后壮烈殉国，成为抗战中牺牲

的首位高级将领。北京市档案学会秘书

长王兰顺经史料查证、老地图核对及实

地走访乔德林等亲历者，最终确认其殉

国地为丰台区南苑时村路，还原了将军

遗骸由卫兵转移至山药地、后经红十字

会运抵柏林寺的细节，为设立英雄纪念

地标、传承抗战精神奠定史实基础。

人物：
北京市档案学会秘书长 王兰顺

丰台时报：20年前，您研究佟麟阁将

军的契机和起因是什么？

王兰顺：2005 年，我被调入档案馆，

研究佟麟阁将军是我来这做的第一件

事。当时正值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我

在翻阅有关书籍时发现，上面记载佟麟

阁将军殉国于大红门一带，但这样来说

范围很大。对比日本，死了一个兵都要

弄清楚他死于哪场战役、死在哪、如何把

骨灰运送回家的，我们这样一位为国壮

烈牺牲的将军更应如此，我有责任和义

务去探究他详细的殉国地点。

丰台时报：在研究佟麟阁将军具体

殉国地点时您是如何考证的？

王兰顺：首先，我们在档案馆翻阅了

抗战时期的档案史料，发现有记载佟麟

阁将军殉国于大红门时村，这就具有指

向性了。于是我们就把（20 世纪）30 年

代的老地图找出来核对，以此为依据进

行了实地考察。在现场，我们找到了

1937 年时年 13 岁的乔德林、时年 6 岁的

刘树林和时年 5 岁的时光义，对他们进

行口述采访，最终确定了南苑时村路为

佟麟阁将军殉国的具体地点。大红门

东北、赵公口桥南光彩路中段路西处，

距佟麟阁将军殉难地向南约 100 米处确

认为是曾经掩埋上百名二十九军战死

士兵遗骸的地方。

丰台时报：在研究佟麟阁将军具体

殉国地点时，您又了解了哪些过程史实？

王兰顺：乔德林当年目睹了佟麟阁

将军殉国的战场。当时日本人的机枪就

架在他们家房顶上，他们躲在地窖里，机

枪往南边的庄稼地扫射。等日本人走了

以后，他发现家前面的高粱地被剃了光

头，地里躺着很多二十九军的战士，当时

佟麟阁将军也在那里。村民们在进村土

路两边的水沟中深挖并把战士遗骸侧身

摆放埋了三排。由于当时天气炎热，佟

麟阁将军的遗骸由其卫兵高洪锡保护，

被移至山药地以保持阴凉，也就是现在

的石榴庄地铁 C口，后来用红十字会的车

辆运回城里，暂时安置在柏林寺。

丰台时报：您认为研究佟麟阁将军

具体殉国地点有哪些意义？在研究过程

中，您又有什么感触？

王兰顺：确定了佟麟阁将军的殉国

地点，就可以设立地标来纪念爱国将士，

我们需要一座烙刻着英雄精魂的历史地

标，让子子孙孙有一个循迹凭吊缅怀之

地。在研究佟麟阁将军和第二十九军

时，我更深刻感受到他们坚守卢沟桥的

决心和敢死队的英勇无畏。他们严格

遵守军纪，不屈不挠，对抗日战争具有

抹不去的贡献。这项研究工作是致敬

先烈、继承先烈精神的一项重要工作，

我也希望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能够

以史为鉴，将来把我们的首都和国家建

设得更好。 文/记者 姜欢 蒲长廷

赵登禹

“3月 11日夜里，赵登禹根据敌情带

伤率两个团利用夜色掩护，从左翼出潘

家口绕到日军后方……”在赵登禹将军

生平事迹陈列馆内，初二（3）班的张江

依手指沙盘模型上蜿蜒的出击路线，清

朗的声音穿透馆内肃穆的宁静。她讲

述的，是 1933 年长城抗战中的经典战

役“夜袭喜峰口”。身后，赵登禹将军的

半身塑像目光坚毅，仿佛与新一代讲述

者进行着一场无声的时空对话。

在这座由北京市赵登禹学校建立

的赵登禹将军生平事迹陈列馆内，二

十九军大刀队所用的大刀（仿制品）寒

光犹在，动态影像资料让那段壮烈历

史直抵人心，从将军的遗物、手书，到

翔实的战役地图、后人题词，馆内大量

的图片、文字、影像、绘画和实物，无声

地诉说着赵登禹将军不同时期的铁血

丹心，为年轻一代铸就起一座坚实的

“精神高地”。

台前的从容自信，源于幕后

的千锤百炼。同为初二（3）班的

杜芊墨与张江依在初一时就加

入了讲解队伍，早已习惯利用午

休、课余等碎片时间反复练习。

张江依会精心打磨每一处字词

的情感表达，反复推敲动作与表

情；杜芊墨则和同伴们互相帮助

反复背诵万余字的解说词，只为

将赵登禹将军和数十件展品背

后的故事完美呈现。

“作业写累了，讲解反而是

我的放松方式。”张江依微笑着

说。赵登禹将军生平事迹早已

融入她的精神和血脉——从西

北抗战中救助小狐狸的侠骨柔

情，到战场上的顽强信念，都成

为她面对困难的支柱：“赵将军

挺过了那么大的难关，我这点挫

折算什么？”

杜芊墨同样在每一次讲解

中收获成长的自豪：“我们讲述

的不仅是历史，更是中华儿女在

抗战中淬炼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一

份需要接力的传承。”志愿讲解早已超

越任务本身，化为她们日常点滴中无声

的信仰。

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厚植家国情

怀。2014年，承载这一使命的赵登禹将

军生平事迹陈列馆正式开放。经过 11

年的耕耘，这里已成为培养家国情怀的

沃土。新生与新教师入校第一课，必是

走进这座精神殿堂。“每年我们从初一、

高一新生中招募培养新的讲解员，优秀

者更可代表学校参与市区级宣讲。”学

生发展中心主任沈磊介绍道，“目前已

累计培训讲解员百余名，现有讲解员 8

名，每周至少承担一次讲解。沉浸式地

学习，让学生能够自觉地去传承和发扬

赵登禹将军的抗战精神。”

这座红色教育阵地始终在生长焕

新。今年馆内增加了更多数字化的展

示内容，让烽火岁月以更震撼的方式重

现。围绕展馆核心，艺术节的朗诵、合

唱、武术展演，清明节全校深情的追思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主题教育活动，

让赵登禹将军的精神在多维时空中绽

放光华。

讲解员的成长，悄然改变着一个

个家庭的日常。张江依的母亲欣慰地

发现，“孩子参与讲解后，从当众说话

紧张磕巴到现在声音洪亮清晰，连给

小区邻居讲都毫不怯场。如今表达观

点时，孩子逻辑清晰、眼神坚定，班会

上分享心得时，那份从容自信是历史

赋予的力量！” 文/记者 袁阳 陶亮

少年眼中的将军——
10后“红色讲解员”的成长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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