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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寿星故里”，神奇的寿

星传说和神秘的寿星遗存，构成了

寿星文化大观；

这里自古人杰地灵、名人辈

出，“三代帝王师”祁寯藻生于斯、

长于斯；

这里还是革命老区，为争取自

由和解放，近百年来人民群众进行

过无数次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斗

争，留下许多红色革命遗址。

抗日战争时期，朱德总司令曾

在这里短暂居留，种子坡上有地道

战留下的遗迹，“党的女儿”尹灵芝

在这里出生、成长、战斗、牺牲……

这些曾在暗夜中燃起光明的红色

遗址，被后人妥善留存，其中蕴含

的艰苦奋斗、不屈不挠、顽强拼搏

的革命精神，也如同星火燎原，不

断发扬光大。

走进寿阳县红色遗址，就是走

进一段充满血与火、为自由与解放

不懈抗争的红色岁月。

抗战时期，晋中是党领导华北

敌后抗战的指挥中枢。

在烽火连天的抗日岁月，巍巍

太行到处留下八路军总司令朱德

的足迹。寿阳县有个拥有200多

户人家的小山村——景尚村。

1937年，朱总司令率部从五台县

出发，经盂县进入寿阳时曾路过

这里。

1937年8月，由中国工农红军

改编的八路军三个师的主力东渡

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为传达

贯彻中央指示，开展以山西为中心

的敌后山区抗日游击战争，创建以

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

地，朱总司令率领总部一部由五台

县南茹村出发，经盂县到达寿阳。

10月25日，沿宗艾、城关、马首一

路来到景尚。

朱总司令和八路军总部的到

来，使冷冷清清的景尚村变得热闹

起来，逃难的群众纷纷返回家园，

战士们帮老百姓担水、扫院、磨面、

收割庄稼；军队医务人员给群众看

病、送药、打针；百姓帮战士刷写标

语、学唱革命歌曲，有的群众还主

动到村外帮战士站岗放哨，为战士

送饭倒水。

村里村外熙熙攘攘，形成一幅

军民鱼水情深的感人场景。

朱总司令到了景尚村的消息，

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临近

村。十里之外的张韩河村老百姓

听说后，派几个年轻人找过来，控

诉驻村国民党军队欺负老百姓，还

把村民的牲畜抢走了。朱总司令

很生气，立刻派一名干部带一名通

讯员，随老乡去张韩河村。最终，

老乡的牲口被要了回来。

老乡们去看望朱总司令，他满

脸笑容与大家座谈。青壮年想报

名参军，朱总司令说：“好啊！咱们

这里就是抗日前线，要组织游击队

抵抗日本侵略军。”临走时，朱总司

令一一握着大家的手说：“只要咱

们军民团结起来打鬼子，一定能把

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

在寿阳景尚村短暂停留后，朱

总司令率部赴和顺石拐镇，会同副

总司令彭德怀、参谋长左权和一二

九师主要领导刘伯承等在石拐镇

召开干部会议，进行坚持华北抗战

的动员，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创

建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

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具体布置了

游击战争的各项工作任务，史称

“石拐会议”。

1991年，中共寿阳县委、寿阳

县人民政府在景尚村中心立汉白

玉石碑一块，上书“朱德路居地纪

念碑”，以示永久纪念。

2000年10月成立并对外开放

的种子坡地道战革命纪念馆，位于

解愁乡种子坡村，占地面积600平

方米，为砖木结构瓦房。

1937 年 11 月，日军入侵寿

阳。为躲避日军的杀戮，种子坡村

的村民挖山洞、地洞藏身躲避。

1939年，中共寿阳（路北）县委组

织民兵在种子坡挖掘地道。1942

年春夏之际，在对敌斗争极其艰苦

的形势下，中共寿阳（路北）县委在

阳曲、寿阳、太原三地交界处的阪

泉山圣母堂，召开了县、区、村干部

会议，号召全县党员干部结合当地

实际，采取多种方式对日伪军展开

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逐步恢

复根据地，扭转对敌斗争的被动

局面。同时，再次组织民兵开展

地道的挖掘工程。至 1947 年 6

月，为抵抗国民党的进攻，第三次

组织全县民兵对种子坡地道进行

扩建和完善。

三次挖掘和扩建，先后投入劳

力3万余人（次），动土方10万多立

方米，用木料、石料130多立方米，

砖40多万块。

种子坡地道从村里到村外，全

长约5000多米（10 多华里），属山

地多层多口地道。其防御体系分

三层：第一层是利用地面建筑、高

防工事和碉堡，以牵制、阻击敌人，

掩护群众转移；第二层距地面5米

多深，分布于村东、村西两崖内，是

开展地道战的“主干地道”；第三层

是沟底连接东、西两崖“主干地道”

的通道。

地道出口多设在特别隐蔽处，

有的则在村外的山沟里，出口处暂

不挖通，通常放有镢头、铁锹，紧急

需要时可挖通转移；进口多在各家

的窑洞内，都很隐蔽；瞭望口设于

地形高、视野广的安全处，用于观

察敌情；射击口多设于既安全隐

避，又可相互照应之处；地道内还

有水井、粮食、弹药、地雷、枪械库

及战斗中休息、办公、互相联络、和

分区联系的电话等设施。

地道启用后，日伪军多次到种

子坡村“扫荡”，均无所获。粮抢不

到、人也见不着，日伪军只得抬着

战斗留下的尸体和伤员溜走。

之后，种子坡村成为地方党组

织可靠的战斗堡垒，成为中共寿阳

（路北）县委、县政府、武委会及其

领导人主要活动的地方，也是晋察

冀二分区对敌斗争的前沿阵地。

种子坡地道和这块土地上的

儿女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

为民族解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无

私地将自己的鲜血甚至生命奉献

给了民族解放事业。为了让后人

记住这段历史和寿阳儿女的英雄

事迹，寿阳县人民政府于2000年

10月成立种子坡地道战纪念馆，后

被山西省委、省政府授予“山西省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称号。

（下转第10版）

红色星火耀百年红色星火耀百年
——踏寻寿阳革命遗址追忆峥嵘岁月

在景尚朱德路居地——

忆往昔
抗日军民鱼水情义深

在种子坡地道战革命纪念馆——

看遗迹
抗击日伪的可靠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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