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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识于书走于心

“小时候，父亲经常讲起日本人

如何在老家北票大黑山烧杀抢掠，

以及我的爷爷奶奶如何在敌机轰炸

中死里逃生、背井离乡逃难到敖汉

旗的苦难历史，这成为我童年难忘

的记忆。我的家乡还有一位大名鼎

鼎的抗日英雄——贺生，他是著名

抗日英雄周荣久的部下。贺生曾亲

手击毙了日本鬼子在奈曼旗的‘太

上皇’山守荣治。后来我才知道，日

本人在我老家的野蛮暴行，就是为

了震慑抗日军民、清剿周荣久领导

的抗日救国军等武装抗日力量，这

让我一直以来就对周荣久充满了深

深的敬意。”赵殿武告诉记者，1935

年，周荣久率部攻占伪奈曼旗署所

在地八仙筒，轰动一时。多年来，有

关抗战史、革命史等权威书籍对周

荣久的抗日功勋给予充分肯定。

2014 年，赵殿武在参加《内蒙

古抗战史》书稿评审会之后就有了

一个强烈愿望：有机会要推动为抗

日英雄周荣久申报烈士。当时他联

系了一些人，但都没有突破性进

展，此事也就搁置下来。2019年，赵

殿武看到一份有关周荣久牺牲情

况的调查记录，目击者讲述他被杀

害之前痛骂那些围捕他的汉奸，替

日本鬼子卖命是“没有良心的中国

人”“哪里还有中国人的人味”。赵

殿武被深深地打动了。

“我仿佛看到了他壮烈牺牲前

的情形。从小，课文里就教育我们说

‘我们是中国人，要爱自己的祖国’。

我们应该像抗日英雄周荣久那样做

有良心的中国人，应该有中国人的

人味。我无法再等了，趁着暑假到抗

日英雄周荣久的家乡做一次调查。”

推动为抗日英雄周荣久申报烈士，

成为赵殿武最大的心事。

当赵殿武第一次踏上英雄家乡

时，就被深深震撼了。周荣久在当地

是一位豪杰，扶危济困，除暴安良，

民间口碑特别好。“他家有土围子，

两个炮台，说明他家经济条件很好，

如果选择不顾民族大义，他可以过

着舒适的生活。可他是一个有血性、

有爱国情怀的中国人，不甘当亡国

奴，看不下日本鬼子的作威作福和

残酷统治，愤然揭竿而起发动武装

抗日，令人深深敬仰。”赵殿武给记

者讲述着他走近周荣久的经历，自

此，“周荣久”也由一个名字变成了

他心中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大英雄。

英雄威名震四方

“申报烈士的过程也是深入研

究和走近英雄的过程，还有许多重

要发现和收获。比如，他的名字，过

去一般叫做周荣久或周荣九，这次

通过搜集敌伪史料发现，当时日军

方面均称之为周永久，即便是参与

追杀他的日本战犯，在后来的交代

材料中也如是写道，可见他的威名

和对日寇的打击之深。”赵殿武说。

周荣久原名周荣，1896 年 3 月

11 日出生于奈曼旗一区衙门营子

（今青龙山镇）河南杖子屯一个贫苦

农民家庭。他身材魁梧，体力过人，

肯吃苦又行侠仗义，不仅改善了家

境，还结交了不少朋友。加上后来他

在围场的绿林生涯中又练就一身胆

量，会使双枪，故而远近闻名。周荣

久也因此在东北军当了连长，不久，

他所在的部队改编为阜新地方保安

队，他又担任大队长。

“九一八”事变后，短短几个

月，东北沦陷。周荣久目睹日寇、汉

奸横行霸道和对中国人的残酷欺

压掠夺，十分愤恨。他痛恨国民党

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拒绝随部队调

往关内，愤而离开部队，回到老家。

1935年春，周荣久和二弟周贵

秘密打死了两名欺压百姓、胡作非

为的日本人，自知必遭追查报复，

他故而横下心来，揭竿而起。

1935年7月23日晨，周荣久率

领反满抗日救国军向伪奈曼旗公

署所在地八仙筒发起进攻，经过 4

个多小时的浴血奋战，终于攻克八

仙筒，击毙了参事官山守荣治、指

导官藤川福郎、巡官中根专一等。

战斗中，他们还活捉了罪大恶极的

日本署官佐佐木正太郎等，将其吊

在十字街大院，召开群众大会后予

以处决。此役毙 7 名日寇，伪公署

卫队和警察除逃跑者外全部投降，

缴获小钢炮一门，长短枪 70 余支，

焚毁奈曼旗公署……

周荣久的抗日救国军在日寇

的眼皮子底下攻占奈曼旗的政治

中心八仙筒，并将主政的日本侵略

者全部处决，这就是震动日本关东

军司令部和伪满洲国高层的八仙

筒事件。日寇恼羞成怒，视周荣久

为心腹大患，调集重兵追剿抗日救

国军，并追捕周荣久的家属，烧毁

其在河南杖子的房舍。

鉴于日伪军的疯狂报复，周荣

久率部转战到北票一带与栾天林

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会师。两支抗

日队伍合兵一处，声威大震。后来，

他们还和共产党员高体乾领导的

义勇军会师，并肩作战于大黑山一

带，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1935 年 10 月，日寇开始对大

黑山地区发起“秋季大讨伐”。在周

旋中，周荣久采取游击战术，不断

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日寇为了彻底消灭周荣久的

抗日救国军，专门成立讨伐队进行

追击，同时严令各地围追堵截。救

国军官兵在奈曼、库伦、阜新、敖

汉、阿鲁科尔沁、翁牛特等地马不

停蹄与追兵厮杀。

1936年7月10日上午，转战在

阜新北部乌兰木图山的周荣久等

三人不幸被敌人包围。周荣久拒不

投降，对敌人破口大骂，被枪杀于

乌兰木图山西洼的青石上。敌人为

了邀功请赏和震慑抗日力量，残忍

地铡下他的头颅，悬挂于鄂尔吐板

街的柳树上示众。这位被日寇视为

“盘踞热河省驰名反满抗日匪首”

的著名抗日英雄，为抵抗外来侵略

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

档案资料证明抗日史实

“此事历时两年，但不包括之

前的酝酿时间。”谈起为抗日英雄

周荣久申报烈士的过程，赵殿武跟

记者娓娓道来。申报烈士需要能够

证明当事人牺牲情节的一手档案

资料，材料必须过硬，一般文史资

料和史志记载是不能作为证据的。

在奈曼旗史志办干部的协助

下，赵殿武在周荣久的家乡进行了

系统调查，还只身前往英雄的牺牲

地——阜新乌兰木图山进行实地勘

察并向村民了解情况。在奈曼旗调

查时，很多人都不知道周荣久后代

的下落，他只好以事件发生地公民

的身份向主管部门提交追认烈士申

请。此外，他还委托各方面的朋友从

北京到上海再到长春，大海捞针般

地从图书档案机构查找第一手资

料。他还费尽周折地寻找到曾长期

被认为下落不明的英雄后人，但遗

憾的是，英雄唯一的嫡孙女、87岁的

周彦君被找到时，已经处于弥留之

际。7天后，周彦君去世，未能看到为

她祖父成功申报烈士的这一天。

“经过严谨考证和艰苦搜集，

使提供的材料过硬，通过了奈曼

旗、通辽市和自治区三级政府及相

应主管部门的审查，并通过退役军

人事务部备案。”赵殿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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