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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C_97_E5_AF_BC_E6_c34_518223.htm 各位朋友： 邯郸是

一座有着悠久历史，文化内涵很深的文明古城。它地处河北

省最南端，西临太行山，南靠清漳河，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

年的历史。其城市为何取名"邯郸"，在《汉书》中还有过专

门的记载：邯：山名，郸：尽也。邯山至此而尽，故名邯郸

。悠久的历史，蕴育了丰厚的文化，使邯郸成为我国著名的

成语典故之乡。"邯郸学步"、"胡服骑射"、"负荆请罪"以及"将

相和"、"黄粱美梦"等这些妇孺皆知的成语都出自于邯郸。邯

郸市内的著名旅游景点除了邯郸市博物馆、武灵丛台、学步

桥、回车巷、黄粱梦吕仙祠等外，还有我国建园最早、领导

人题词最多的烈士陵园--晋冀鲁豫烈士陵园。今天我就带大

家参观这座具有民族建筑风格和园林艺术的我国著名的烈士

陵园。 晋冀鲁豫烈士陵园，位于邯郸市区中心区域陵园路60

号，是为纪念八路军总部前方司令部、政治部、晋冀鲁豫军

区及一二九师牺牲的烈士而修建的。1986年被国务院列为全

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1995年被民政部命名为"全

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同年被河北省委、省政府定为"河北

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3年被河北省国防办列为"国防教育

基地"。我们可以这样说：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筹备、修建和落

成的过程，本身就描绘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1937年7月抗

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一二九师奉党中央派遣，开辟晋冀豫

抗日根据地。1937年9月30日，在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

率领下，由陕西出师抗日。10月初，先头部队进抵太原，19



日袭击阳明堡日寇飞机场，焚毁敌机24架。接着一二九师主

力挺进太行山区，创建了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

地。1938年春，邓小平任一二九师政委。一二九师在刘伯承

、邓小平率领下转战华北敌后，开辟了石德、石太路以南，

陇海路以北，同蒲路以东，津浦路以西，横跨山西、河北、

山东、河南、四省共190多个县，我国最大的抗日根据地之

一--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它以京汉铁路为界，西部是连绵

起伏的太行山，东部除泰山之外是富饶辽阔的千里平原，包

括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战略区。具有"表里河山"

之称，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华北地区幅员最大、人口最多的抗

日根据地之一。 1941年7月18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太行山

成立，统一了全边区的政权工作，推动了抗日斗争形势的迅

速发展。为了指挥华北抗战，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左权

率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进驻太行山区，使这一地区

成为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心脏和神经中枢。抗战胜利后，刘

伯承、邓小平在这里指挥了著名的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该

区成为粉碎国民党军队进攻的主要战场和全国大反攻的重要

战略基地。1948年5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与晋察冀边区政府

合并成立华北人民政府，晋冀鲁豫边区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

光荣使命。 在晋冀鲁豫边区这块英雄的土地上，数十万优秀

的中华儿女，曾经历了4万次浴血奋战，粉碎了日军的野蛮扫

荡和蚕食，击退了国民党军队大规模的挑衅和进攻，消灭了

数百万敌人，在这里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为了纪念这些

革命烈士，1945年7月，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举行的中国共产

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

治报告，号召继承烈士的遗志，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中共"



七大"代表及延安人民代表举行了"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

会"，并酝酿抗战胜利后建立烈士陵园。毛泽东、刘少奇、朱

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为建立陵园题了词。委托参加大会

的晋冀鲁豫边区代表转交边区有关部门。于是，建立烈士陵

园便成了全区党政军民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1946年3月19日

，晋冀鲁豫边区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在边区首府邯郸隆重开幕

。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在大会上提出了建立烈士陵园的建议

，被大会采纳。3月27日，大会执行主席聂荣臻宣布建立烈士

陵园的提案时，受到全体参议员的赞同和欢迎，讨论通过了

修建烈士陵园的五项办法："在邯郸建立陵园，作为总的、代

表性的陵园。主要纪念八路军前方总部，一二九师暨晋冀鲁

豫军区之牺牲烈士。⋯⋯"并通过了有关决议。决议通过的当

天下午，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副主席戎子和、参议会副议

长邢肇棠、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副政委薄一波、张

际春、参谋长李达等偕同全体参议员到邯郸城南郊举行破土

奠基仪式，刘伯承挖了第一锨土，并发表了讲话。在中共晋

冀鲁豫中央局的领导下，组成了由刘伯承、杨秀峰、邢肇棠

、张际春、薄一波组成的"筹建委员会"。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自1946年始建至1950年落成历时四年，在那战火不断，物质

及其匮乏的时期，想要建造宏大的烈士纪念建筑物是十分艰

难的，陵园始建不久，国民党军队对各解放边区发动了全面

进攻，陵园建筑物在战火中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1947年初

，为响应晋冀鲁豫中央局提出的"一切为战争，一切为前线"

的口号，陵园主要工程停建。1947年春，在革命胜利的凯歌

声中，陵园恢复全面施工，2月5日，华北人民政府民政部来

函：决定将左权遗骨移葬陵园，园名暂定"人民解放军陆军一



二九师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并请朱德题字。晋冀鲁豫烈士陵

园南院于同年由晋冀鲁豫军区修建，后归烈士陵园统一管理

。1950年，烈士陵园主要建筑竣工，中央决定左权将军灵柩

移葬与晋冀鲁豫烈士陵园落成典礼于1950年10月21日同时隆

重举行，《人民日报》刊登了"邯郸烈士陵园落成典礼暨左权

烈士等移灵委员会"启事。会上，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长谢觉

哉代表中央人民政府讲了话，解放军总政秘书长魏传统、华

北军区代表张南生、西南军区和第二野战军代表姚继鸣、河

北省人民政府杨秀峰等发言，邯郸地市党政机关、学校、部

队和烈士亲属五千余人参加了大会。朱德、邓小平、刘伯承

、罗荣桓及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交通部

、教育部、中国科学院、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全

国妇联等单位与个人送来挽联。 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的建设和

发展是在众多我党我军重要领导人的深切关怀和指示下，在

边区人民的血汗浇灌下，在解放战争中的烽火中进行的。朱

德在建园伊始，就再三叮嘱，要建设好陵园，让烈士安息，

生者缅怀。1947年朱德来园，为陵园建设作了具体指示，看

到建园的广大干部职工非常辛劳，于走后寄来二百万元（冀

钞）作为奖励，陵园职工万分感动，后来用这笔钱修建了左

权将军纪念馆前的"朱德桥"。陈毅多次来陵园小住，写下了"

往来邯郸道，数度谒陵园。光辉照环宇，成仁齐圣贤。大众

歌圣德，英勇足世传。遗爱般般在，勿忘缔造难。"的感人诗

句。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视察我国南方的归途中，

在邯郸下车，专程来园参谒。周恩来总理与邓颖超一行

于1959年6月来陵园参谒时，周总理对人民英雄纪念墓及"四

八"烈士阁都提出了改进意见，后陵园工作人员依照总理提议



改建了人民英雄纪念墓，修缮了"四八"烈士阁。纪念墓前两

组"八路"和"民兵"的雕塑是用晋冀鲁豫军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中牺牲的烈士遗留下来的一亿元旧币而修建的，其意义

深远。1953年，在刘伯承的帮助下，从南京中山陵起来各种

松柏三百六十棵，美化了园貌。1954年，西南军区政治部将

烈士血衣中的积留款一亿元（旧币）汇来，后又赠我园缴获

敌人的各式武器五十件。另外，广州市长朱光于1958年赠花

卉一车厢、楠木祭桌等。社会各界的赠予和领导人大量的题

词，极大的丰富了陵园的馆藏。至今已有一级文物21件，二

级文物14件，三级文物38件。 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始建于1946

年3月，到1950年10月落成，历经了战火纷飞的年代和新中国

的成立，这在全国是不多见的。 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分南北两

院，总占地面积21.3万平方米。采用我国传统的主轴线布局，

园内主要建筑分布在南北、东西十字轴线上，并有绿篱相隔

，布局严谨，层次分明。更有无数苍松翠柏陪衬，显得气势

宏伟，庄严肃穆。主要纪念建筑物有：北院大门、烈士纪念

塔、人民英雄纪念墓、陈列馆、"四八"烈士阁、左权将军墓

及左权将军纪念馆、朱德桥、烈士纪念堂、南院烈士纪念碑

等。"#F8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