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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37年，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
旅副旅长的曾国佐率二一九团等部队驻防宛平、卢沟桥、廊坊一带。
7月7日夜，日军一部在卢沟桥附近借“军事演习”之名，向中国驻军寻衅，并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
，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
我方知道侵略军居心叵测，拒绝其进城。
当交涉还在进行时，日军即向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中国驻军发动攻击，顷刻间，日军的大炮、机关
枪声大起，军情万分紧急。
曾国佐即令吉星文二一九团金振中营为前锋，奋起迎头痛击日寇。
曾国佐亲临前线，激励战士们同仇敌忾，遂在卢沟桥打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一枪，震惊中外的卢沟
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爆发，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开始。
在战斗中，曾国佐慷慨激昂，带兵血战卢沟桥，重创日军，致使日军指挥官松游少将被击毙，田代中
将被解职病死⋯⋯    这位被誉为“打响卢沟桥中国抗日第一枪”的将军，就是我的祖父曾国佐。
    青海是三江源头，是我的故乡。
    1990年，我应青海省政府邀请，在西宁宾馆住了六个月，给政府编辑出版一本向海内外发行的大型
画册《青海专辑》，这是我第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
在时任省政府副秘书长窦汝广先生的精心安排下，我采访了刚刚调任的青海省省长金基鹏先生，采访
了西宁市、平安县、乐都县、大通县等地的领导和大中型企业，参观游览了青海湖、塔尔寺⋯⋯天苍
野茫水碧山青的高原风光，纯朴善良厚道真诚的民间风情，深深地烙在我的记忆中。
在西宁火车站广场，我被大型雕塑《江河源》的恢弘气势所震憾；青海湖畔山青水秀，天高气爽，景
色绮丽多彩，令我如痴如醉；塔尔寺佛塔林立，气势磅礴，置身寺中，望着身边一群群从远方赶来的
朝拜者，我被他们的虔诚所感动，自己的心灵也在这个蜚声国内外的佛教圣地得到一次净化⋯⋯    那
时候，我隐隐约约知道有亲戚住在互助曹家堡一带，其中两个叔公在父亲去世后不久还来过兰州，在
我家住了一段时间，帮助家里处理父亲过世后的一些事情。
当时，母亲很少向我们提起曹家堡的亲戚，平时也和他们没有什么联系，似乎在回避着什么⋯⋯所以
，在青海组稿的日子里，我不知道那位被青海人民传颂和敬仰的抗战英雄曾国佐，就是我的祖父。
    1972年的中国，仍处于那个特殊时期。
9月14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的父亲曾植森，一个19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教师却永远地离
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了母亲和我，还有两个弟弟，这一天的情景我终生难忘。
那一年，我正在读小学一年级，我的天空从此昏天暗地。
    父亲的离去，让我的命运一夜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时，父亲是小学的革委会主任，经历了多次批斗后，官复原职。
我和绝大多数孩子一样，生活在童年的欢乐中，享受着父母的宠爱。
我从小喜欢看书，当小学教师的母亲，还有学识颇丰、知书达理的舅舅，给我买来了一摞又一摞的小
人书，这让周围的小伙伴十分眼馋，也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向精彩世界的大门。
虽然不是天资聪颖，我还是被班主任老师任命为班长，懵懵懂懂地对同学们吆五喝六，无意中成为一
个小宠儿。
父亲死于非命后不久，首先是我的班长职务被拿掉了，接着，便常常受到一些不明事理的人的欺辱，
家中的门窗玻璃，也常常被人砸烂，尤其是寒冬腊月，北风呼啸，家里凄凉无比⋯⋯我所经历的中国
特殊年代的这些恐怖的生活环境和非人遭遇，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一直伴随着我的少年时期。
最终，这段经历也成了我人生中的一笔珍贵财富，让我对一个时代有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深刻的认识
。
    那时候我不知道，父亲的离去和家中突如其来的变化，主要缘于我的祖父曾国佐。
因为在那个颠倒黑白的年代，他不是抗日爱国英雄，而是一个反动军阀，是广大人民群众批判和斗争
的对象。
他，“株连”了他的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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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曾国佐将军是我祖父时，已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
    当时，我已经离开出生地兰州，在南国闯荡了好几年。
其实，早在中国的拨乱反正进入一个新时期的1986年，青海省有关部门在收集整理曾国佐将军的资料
时，派人来兰州，到我家查找曾国佐将军的遗物和资料，向母亲详细介绍了曾国佐将军的抗战英雄事
迹。
这时，母亲才完全知道一直被父亲不愿多提起的曾国佐将军，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人物，也更加感受
和理解了父亲生前的承负⋯⋯那时候，接二连三的打击，已经让母亲的神经变得十分脆弱，她怕世道
再次发生变故，担心我们兄弟受到影响，没有向我们提及曾国佐将军，所以我也不知道有这样一位可
以引以为豪的祖父。
后来，我有一次回兰州探家时，母亲才告诉了我曾国佐将军的事迹。
当我知道自己的祖父就是曾国佐，就是那位抗击倭寇、赫赫有名的伟大民族英雄时，不禁热血沸腾，
曾经的痛苦记忆刹那间化为乌有。
    我常常回顾自己的过去，不仅仅因为自己有一个另类的童年和少年，不仅仅因为自己和家庭经历了
太多的不幸和痛苦，而是欣慰地感觉到历史在一点一点地得到校正，越来越多的阳光正在照耀中国大
地。
那段难忘岁月留给中国人的烙印，正在被封存于记忆深处。
    离开兰州，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
在南国的阳光下，我步入了中年。
这些年来，尽管遇到很多坎坷和挫折，但我从来没有放弃过理想和追求。
每当我感到自己在事业或生活中山穷水尽、陷入绝境时，脑海中总会浮现出祖父曾国佐将军手持大刀
英勇杀敌的情景。
我想，中国人民饱受日寇蹂躏，自强不息，奋战八年，终于打败了侵略者，比起我们的民族曾经遭受
的苦难，我遇到的困难，又算得了什么？
这也增添了我战胜困难的勇气。
更让我感动的是，每当我遇到困难时，总会有贵人出手相助。
他们用热情和真诚，帮助我一次次渡过难关，让我感受到了人间的真情和温暖。
    王月邦先生是一位典型的西北人，虽然尚未谋面，但在多次的电话联系中，我被他做事的认真热情
态度、纯朴风格和执著精神深深感动。
曾国佐将军离世多年，经历那段难忘岁月后，我们作为后人没有保存他有价值的资料，但是王月邦先
生为了把《曾国佐将军》一书写得更加丰富、生动和翔实，多方联系，不遗余力地查找历史资料，呕
心沥血地辛勤写作，让这本20多万字的长篇大作，尽量还原历史，多角度地展示一位抗日爱国英雄的
气概和风采，这体现的不仅仅是对将军的尊敬，更是对历史的一种尊重，这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
。
    《曾国佐将军》一书，将我们带到了烽火连天的岁月，再次向我们揭示了那段应该让中国人全面了
解的历史，弘扬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艰苦奋斗、百折不挠、不畏强敌、敢于胜利的精神。
今天，这种精神已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财富。
    感谢王月邦先生，他的辛勤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曾国佐将军的抗战事迹，了解到中国人民曾经遭受到
的磨难，更是对一位抗日爱国英雄的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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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很少有人知道，是一个叫曾国佐的青海人，于1933年率部在喜峰口夜袭日军，用大刀拼杀日寇，
令日本鬼子闻风丧胆，因此有了脍炙人口的抗战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七七"事变后，又是他率领将士坚守宛平，在卢沟桥打响了抗战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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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月邦，1964年10月生，青海互助沙塘川水湾人。
1984年毕业于南京地质学校，在青海省第五地质队参加工作，曾在锡铁山、冷湖做矿床勘探的技术性
工作。
1991年调入互助县人民法院，随后进入青海民族学院学习法律，毕业后从事刑事、民事审判工作多年
。
2002年起从事组织人事和思想政治工作。
1988年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在各种报刊发表小说、报告文学等六十余万字。
主要作品有《高天上流云》、《进剿青石岭》等。
青海省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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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魂归湟水岸
　1.全军为上
　2.延安是个好地方
　3.新兵旅，好样的
　4.狮子山
　5.东渡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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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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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兵困临晋镇 1931年8月5日，青海省主席马麒病死，讣告以电报发至山西省临猗县临晋镇国
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第二十四军第六十五旅驻地，急呈旅长马步青。
马步青接报脸色大变，直奔旅部来到办公桌前，猴急火燎掏出一大堆文件材料，一面叫卫兵去找参谋
长曾国佐。
 院子里响起急匆匆的脚步声，门开处，闪进一个人来，中等个，身板敦实，四十左右年纪，国字脸，
眉宇间透出睿智与精干。
 "旅座，找我有啥事吗？
" "伯勋啊，尕兄我遇上难办的事了，"马步青一见曾国佐，眼窝里便挤出几点亮晶晶的泪来，"我阿大
殁了，我得赶紧回去。
这一摊子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要替我打点好。
六十五旅都是青海人，军权不能旁落他人之手。
倘若我一时回不来，你就相机行事，完完整整把他们带回西宁城。
" 曾国佐吃了一惊，回想四年前赴乡省亲，曾与马麒谋面，当时那个老军阀身体还算硬朗，不想这么
快就死了。
曾国佐说："旅座节哀顺便。
你尽管回去，这里由我操持，不必挂心。
" 马步青递过桌上那些文件："这些事情你先处理一下，你懂得治军之方，我放心。
如情况有啥变化，就发电报给我，我和马军长自有裁处。
" 马步青千叮咛万嘱咐一番，然后就去找军长马鸿宾请假。
马鸿宾听说马麒死了，也吃了一惊，沉吟半晌，说："子云西去奔丧，孝心可嘉。
这关头风云多变，不要误了行程。
" 只这一句轻描淡写的话，马步青便听出其中的意味深长了。
何尝不是呢，如今父亲死了，屁股下面那张座椅空出来了，觊觎的眼睛就多了，叔父马麟倚老卖老，
二弟马步芳工于心计，此二人鹰视狼顾，不能不有所防范。
不想则罢，一想就想出一身汗来。
马步青急忙告辞了出来，打点行装，来不及跟属下告别，带了几个随从驱车绝尘而去。
 马步青前脚刚走，队伍里就有一些青海籍的军官，编造各种理由向曾国佐请假。
反正留也留不住，与其防贼似的花那些功夫，还不如开具护照让他们早点滚蛋。
 "只能带走勤务兵，其余士兵不准擅离。
"曾国佐提着马鞭在营盘里巡视，"枪械一律交公，否则军法无情！
" 随后就在营围外面加派了岗哨，将骡马军车集中起来看管。
 马鸿宾叫来曾国佐："这下马步青家着火了，这一去他肯定不能回来，早就想打发了这个花花公子。
伯勋，你可要记住，无论如何不能把这支人马带到西宁去，然后俯首贴耳仰他人鼻息。
良禽相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如今国事纷纭，你可要看清形势，一旦天下有变，你就跟我回宁夏，
继续担任军事教官。
" "军座所言极是，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稳定军心。
至于今后何去何从，必当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
" 曾国佐沉着、稳健和有勇有谋的个性很得马鸿宾的赏识。
马鸿宾常在一些场合对部下说："伯勋，识大体，不拘小节，非池中之物，久后必成大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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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十多年前，我在一本集子里看到了有关曾国佐将军的抗战事迹，有几页，不多，写得也很笼统，但总
算看了个大概。
当时没有多想，只知道本土还有这样一个人物，十分地不简单，所以就记住了这个名字。
那时，我已经发表一些简单的文字作品多年，大多是篇幅比较短的，从没想过要在长篇上下功夫。
原来的那本集子看完了也不知放在哪里，其间搬了两次家，许多书籍都丢失了，看过的书我不怎么爱
惜，边买边看，看完就胡乱放在一边。
两年前的一天，我好像在找什么东西，忽然又翻出了那本集子，时隔十多年，我又一次端详起来，反
复看了曾国佐将军的事迹，当时就萌发了一种冲动，这段时间，我常常被一个人物和一个故事感动着
，换句话说，从那时起，我开始担负起了一种责任，决定把将军的故事写出来，把一段尘封的历史展
现在读者面前。
    可是打算归打算，真正做起来却是难上加难。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材料有限，收集了以前有人发表过的几篇简短文章，仔细研读，大都如出一辙，有
的甚至连将军的职务和部队的番号都弄错，别人小说上出现的情节，便当做史料加以考证，得出的结
论也可想而知。
当时我也抱着这种想法，准备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写一个中篇，一次发完算了。
但后来情况有了逆转，随着写作的逐渐深入，收集的资料也逐渐增多，居然有半尺厚了，这时我才不
得不放弃原来的计划，苦思冥想之后决定写成一部长篇，以便重新审视那段历史，再现将军浴血冒火
、抗战御侮的完整形象。
这样，我就推翻了已经写就的部分草稿，从头再来，利用业余时间，一边反复研判资料，一边挣扎着
苦苦写作，秋去冬尽，寒来暑往，花两年时间，终于写完长篇历史小说《曾国佐将军》一书。
    校对完毕，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两年来的无数个夜晚，我趴在电脑前，眼睛盯着显示屏上不断增多的文字，常常陷入沉思。
这个时候，我的眼前仿佛展开了一个血与火的战场，历史的缝隙陡然开朗，将军指挥若定的身影、士
兵们赴敌厮杀的呐喊、疾风一样飞驰的战马、弥空匝地的枪声炮声、残破的城墙和下面成堆的尸体⋯
⋯这些震撼人心的场面，无时无刻不在打动着我脆弱的神经。
为了还原历史的本真面目，我曾试图寻找与曾国佐将军和副官朱柏元接触过的人，也试图从营长张子
钧和余德文的后人那里得到一些线索，沧海桑田，物是人非，几番努力收效甚微。
去年秋初，我去朱柏元的老家(和曾国佐同村)采访，想通过附近的一些老人了解点情况，结果是这些
传来证据大多也随着他们的故去而灭失了。
这时，我和朱柏元之子朱兆寿同志通了电话，他在外面做工，说是以前虽听父亲多次讲过这事，但听
过之后也就忘了，记不清那些来龙去脉。
接着他说，他可以给我提供一盘磁带，那就是他父亲亲口讲述的录音，别弄丢了。
果然不一会儿，他老伴就给我送过来一盘磁带，我如获至宝，拿回来就听，听到了战场的声音！
    不久，从海口那边也传来了消息。
《曾国佐将军》第一章在((彩虹))杂志发表后，将军的长孙曾海声先生从网上看到了这篇小说和编辑
的评论，从此我们之间开始联系。
曾海声先生是《南华时刊》总编，民革委员，他提了一些很中肯的意见，还寄来一些资料，我们保持
短信交流有较长一段时间。
这其间，根据逐渐增多的资料，我对小说的结构作了局部调整，不断地研究，不断地修改，使其尽量
尊重史实。
史海钩沉，颇费踌躇，因潜心于曾国佐将军资料的研究，不能对辅助人物进行深入的挖掘。
正这时，沧州著名编剧安世华先生打来电话，他也是在网上看到的，以为我在研究二十九军，要我提
供一些资料给他。
说老实话，我手上的资料也很有限。
安先生也在研究二十九军，说得更具体一点，他是在研究二十九军的刀法，他的许多影视剧以武术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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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见长。
当时安先生问我：马广达是不是沧州人？
我的回答是不容置疑的：马广达系青海回民。
沧州那边没有了声音，我知道安先生沮丧的心情。
这样，本着自己那点寻根究底的脾性，我又开始研究马广达，翻了很多的资料，又借助网络查询，终
于判明马光达系“马广达”之误，确为沧州回民，因其父马凤图当时在青海任职，后来便误当做青海
人记载，马广达确系马凤图沧州刀法传人，在二十九军传授“破锋八刀”也在情理之中了。
短信发过去，安先生高兴地说：这下我的文章可就好写了！
通过这次交流，我进一步明白，搞历史的文字，原本就不是那么轻松的事情，如想排除所有的疑问，
不熬白头发也能熬脱一层皮，实在不太好玩。
    七月流火的季节，我完成了这部作品的写作。
总是觉得，由于自己水平有限，没能很好地将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展现到读者面前。
曾国佐，这个土生土长的青海人，从中原大战的疲惫中脱身而出，戎马倥偬，走进战火硝烟，参加长
城抗战，转战察哈尔，指挥并打响了卢沟桥抗日．战争第一枪，身先士卒，披坚执锐，在枪林弹雨中
谱写了一个爱国军人的光辉形象。
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曾国佐将军的家乡，在青海省互助县，竟然许多人不知道这段历史
，甚至不知道将军的名字，正如《彩虹》主编邢永贵先生所说，这是不应该出现的冷遇和淡漠。
我感到了肩上的责任，如果可能，我想搞一次巡回演讲，让所有的人知道曾国佐将军抗战的事迹。
所以我写这篇小说的目的，只是想通过这种形式，把一个抗战英雄的故事讲得更明白一些，以此激励
我们的民族自尊，增强我们的爱国意识，并让大家记住，从前有一个曾国佐将军，在民族危亡时刻挺
身而出⋯⋯    该书的完成，得到了有关部门和许多朋友的帮助。
曾海声、朱兆寿、安世华先生为我提供了很好的资料，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井
石、邢永贵、武泰元先生关注该书的写作并给予指导，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互助县委组织部、党史
办、县文联对该书的完成给予了积极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白万奎、祁文汝先生对曾国佐将军
抗战事迹的宣传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并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李三
中、李世金、杨向前先生对该书的出版给予了积极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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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曾国佐将军》作者终于圆了他的心愿，把曾国佐这个出生在青海的抗日将领的光辉的一生写出来，
呈现给了读者。
拂去尘埃显真雄，对今人后人，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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