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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肥东安徽肥东：：一门三英烈一门三英烈，，四代九军人四代九军人
在合肥市肥东县白龙镇双庙社区南岗组，坐落着一处

黑瓦黄墙的普通民居，门楣上“红色革命家庭纪念馆”的字

样分外显眼。这就是“一门三烈士”的祖屋，烈士后代李斌

早已在屋外等候记者一行的到来。在他的指引下，记者走

进屋内，满满的红色印记扑面而来。墙上张贴着烈士的照

片、简介。一圈玻璃展柜沿着四面墙而设。第一个展柜里

是一只藤条箱子、一只布箱子，上面放着锈迹斑斑的大刀。

其余展柜布满了证书、军功章（影印）以及烈士的文件。

“我的父亲叫李家荣、母亲叫陈英，他们告诉我们，我

的太爷爷是一位革命老军属，大名叫李克纯，他养育三子

两女。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在太爷爷支持下，他的

长子李继章和次子李亨汉带领大刀会一批人员，参加了新

四军。次年长孙李家炳和次孙李家荣也参加新四军。后

来，李继章、李亨汉、李家炳先后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追认他们为革命烈士。”李斌

介绍，如今他们兄妹8个，把祖屋开辟成家庭纪念馆了，供

观众免费参观，了解烈士事迹。 对着一张张展板，李斌讲起了祖辈们英勇无畏

的一生。

1903年李继章出生在肥东，他家境贫寒，抗战初

期就参加新四军地方游击队。他胆大心细，遇事沉

着，战友们皆称他为“李大胆”。

1938年11月的一天，国民党军队偷袭新四军梁园

根据地。李继章听一村民说看到塘埂上有几个人影

走动，立即警觉起来，从老乡家里要件破衣服，扛着一

把铁锹，化装成农民，冷静地来到距顽军百米之地，数

了数，约有300多人。他迅速返回村里，向营长谢禄轩

汇报敌情。正当不足50人的游击队员集结时，国民党

顽军已向游击队袭来。由于情报及时，游击队员边打

边撤，才避免重大损失。李继章后被调到新四军四支

队担任侦察班长。次年4月，李继章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4月，李继章所在的部队来到定远，开辟以藕

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部队为摸清当地国

民党顽军情况，派李继章与战友陆宝山一道侦察敌情。

他们行至定远河西北石板桥时，被国民党顽军发现而被

团团围住。国民党顽军抓到李继章他们就逼问是不是

新四军便衣，他们矢口否认。顽军把李继章和陆宝山

吊起来严刑拷打，还向李继章眼里、鼻子里灌草木灰、

辣椒水，用蜡烛油滴在李继章耳朵里，百般折磨，打得

他们遍体鳞伤。他们始终没有吐露半点新四军机密。

第二天顽军将李继章他们带到被捕时的河滩

上。顽军头子命令他的手下站成一排，端起枪向李

继章瞄准。顽军头子咬牙切齿地问：“你到底说不

说？”李继章努力地站直血肉模糊的身躯，大义凛然

地说：“你们这些顽军是没有好下场的。”枪响后，李

继章倒在池河这块红色的土地上，牺牲时年仅37岁。

李亨汉出生于1911年，抗战初期随李继章参加新

四军地方游击队，先后在新四军手枪团、四支队八团

团部任通讯员班班长、排长。初入部队的李亨汉被分

配在新四军四支队手枪团，由于他拔枪总是比别人快

一秒钟，加之枪法精准，首长总赞赏他是天才狙击手。

1940年5月，李亨汉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部队

整编，李亨汉被调到新四军二师五旅十四团任连长。由于

他身先士卒，战功显著，不久，被提升为营长。他随部队转

战皖东北定远、滁县地区，先后参加大小战斗30多次。

1949年春，合肥初解放，皖北行政公署成立农村

工作领导小组，李亨汉任副组长。6月29日，李亨汉

向组长汪制均请假回家，看望离别10多年的父母和

家人。此时肥东县草庙乡政府已接到上级命令，派7

人前来迎接，保护李亨汉。可他们还没有赶到，李亨

汉已被国民党特务和地主武装30多人包围。为掩护

警卫战士陈锦义（18岁，江西人）和杨鑫洲（20岁，山

东人）突围，李亨汉不幸中弹牺牲。

两兄弟：为革命英勇献身

李家炳是李继章的长子，13岁时参加游击队，

先后在新四军四支队八团团部养马，任团部勤务

员。1945 年 1 月，李家炳所在新四军六旅担负津

浦路西南部根据地周家岗、界牌集、响导、宁庙、青

龙一线防守，保卫路西根据地。3 月，李家炳参加

新四军二师组织的占鸡岗战斗。4 月又参加攻打

王子城、谢家圩、王景圩等战斗。由于他在战斗中

冲锋在前，勇敢杀敌，受到上级领导多次嘉奖，同

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新四军二师六旅炮兵

连班长、排长、连长。

1946年，为打通新四军苏北至山东根据地的通

道，李家炳随大部队北上。次年李家炳在陇海战役

中英勇牺牲，年仅23岁。

1927年出生的李家荣11岁就跟随叔叔李亨汉参

加梁园革命游击队，在抗日战争时期，打掉了日军增

援的一个小队，歼灭全部日军，并缴获机枪5挺、步枪

8支等武器。李斌指着展柜里一柄日军匕首的影印

图说，这是父亲的战友从日军俘虏手中缴获的。

李家荣身经百战，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

加著名的孟良岗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李家荣征衣未解，1953年入朝参

战。1955年回国。1958年李家荣复员到地方后继续

工作，任肥东县庐剧团指导员、剧场经理，由于身上残

留多个弹片，1971年战伤复发病故，时年44岁。

两代人：前赴后继志不移

陈英是李家荣的妻子，在李家荣等人投身革命

后，只剩下陈英一人独自在家支撑。李家荣从朝鲜

归来后，李斌兄妹8个相继出生。战场上多次受伤

的李家荣过早地就离开人世。在李斌的记忆里，

父亲去世后，母亲在各级党组织关怀下把他们兄

妹八个慢慢拉扯大。母亲坚持让孩子继承革命遗

志，参军报效祖国。20 世纪 70 年代、80 年代她又

相继送包括李斌在内的三个儿子参军，他们在部

队多次立功受奖。

“我们儿时，父母经常跟我们讲上一辈人怎么参军打

仗，怎么为国献身的故事。耳濡目染，当祖国需要时，我

们一代又一代李家后人，都义不容辞地扛起了枪，献身国

防，保家卫国。”李斌说，除了老一辈的革命军人外，李斌

的两个侄儿也参军了，“我们家4代出了9个军人”。

一门三烈士，四代九军人。革命的精神代代传，

满门忠烈的李氏后代牢记革命光荣的教导，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祖国强大、人民幸

福，继续奋斗。 据《安徽画报》

记者 吴承江/文 马启兵/图

“九从军”：红色精神代代传

自建的自建的““红色革命家庭纪念馆红色革命家庭纪念馆””

李亨汉烈士

李氏家族获得的部分奖章、军功章以及证书

李斌正在介绍家族英烈革命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