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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刘勇

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中，记载着一
位能征善战、屡建奇功的虎将，他参加过
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和两万五千
里长征，经历大小战斗200余次，5次负伤，
3 次负伤不下火线，中共中央军委曾授予
他三级红星勋章。从1938年秋开始，他转
战大青山地区十五个春秋，为夺取绥蒙地
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
要贡献。他就是彭德怀赏识的“爱将”、开
国中将姚喆。

“姚一刀”英勇杀敌美名扬

姚喆于1906年出生，双清区渡头桥镇
光辉村人。1934年1月，时任4师10团参
谋长的姚喆指挥部队在福建沙县东北部
的青州阻击南平来援之敌。晚8时，攻城
部队引爆了沙县西门坑道内的炸药。一
声巨响，城墙被炸开20多米宽的缺口。姚
喆带领突击队冒着枪林弹雨，迅速攻上突
破口，掩护后续部队进城。城门被打开
后，立即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因为夜黑看不见路，姚喆让通信员点
起一盏马灯照明。他嫌通信员提马灯的动
作迟缓，自己接过马灯跑在前边。在一个
街巷拐弯处，隐蔽在黑暗中的敌人向他猛
砍一刀，他的左颊骨被砍断，顿时鲜血直
涌，当即昏迷过去，后经过医务人员的精心
治疗，他终于活了过来。姚喆在这次战斗

中作战勇敢，报经红军总政治部批准，荣获
三等红星奖章一枚。伤愈后，姚喆的左脸
上留下了一道三寸多长、一指多宽的大刀
疤。此后，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姚一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姚喆率部开辟
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参加著名的百团大战
并领导大青山军民进行反“扫荡”作战，屡
建战功。新中国成立后，姚喆任绥远军区
副司令员、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
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1979 年 5 月 27 日

在北京逝世。

协同志士创办“薪樵学校”

在渡头桥镇邵水河畔，有一所办学历
史悠久的农村初级中学——姚喆中学，姚
喆便是该校的创始人。姚喆中学现任校
长游伟东介绍，1926 年冬，姚喆会同姚规
如在该镇的芹菜村的李氏宗祠创办“薪樵
学校”，大革命失败后，学校停办。1931
年，湖南督学、教育家姚平阶在此接办了

永安乡第五保国民初级小学。1950 年人
民政府接管，定名为“浏阳初级小学”。
1954 年，更名为芹菜塘小学。文革期间，
社办农业高级中学迁入。

1981年，停办高中、分离小学，并与严
塘坳学校中学部合并，正式定名为“鸡笼
中学”。1997年12月，又与江口中学部合
并，由李氏宗祠迁至如今的校址。2006年
12 月，为纪念该校创始人姚喆将军诞辰
100周年暨鸡笼中学建校80周年，经上级
有关部门批准，将“鸡笼中学”更名为“姚
喆中学”。2008 年，姚喆将军陈列室在姚
喆中学建成并对外开放。在陈列室里，陈
列着姚喆将军在内蒙古大青山抗日根据
地的珍贵照片，以及他生前使用的钢笔、
字典、指南针和印章等物品。

同年，姚喆将军铜像在姚喆中学内落
成。铜像上的姚喆将军身着将军服，头戴
将军帽，威风凛凛，左脸上的刀疤清晰可
见。铜像左侧的石碑上，镌刻着姚喆将军
的生平事迹和立下的不朽功勋，右侧记录
着姚喆中学的历史沿革。

游伟东说，姚喆将军亲手创办的这所
学校培养了许多出类拔萃的人才，有中南
大学博导李新海、华中师大博导姚双云，
留澳博士、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中国问
题”首席专家赵大成。此外，还有2002 年
全运会女子100米栏冠军、亚运会亚军宋
英兰等体坛精英。他们都是从这里飞出
的金凤凰。

姚喆：屡建奇功 威名远扬

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刘勇

10月30日，双清区高崇山镇鸟
山村世纪大道旁，洞口山水建筑公
司的工人们正在忙着施工，他们修
建的是岳飞纪念堂迁移保护工程。

岳飞纪念堂原址距此一公里，
由于城市开发建设的需要，迁移到
宝庆工业园鸟山安置区内，按照原
有的建筑格局和历史风貌进行异地
保护重建。该工程于今年3月动工
修建，主体工程有望年底竣工。

73岁的岳记成是鸟山村村民，
岳飞后代，岳飞纪念堂管委会成员。
岳记成介绍，邵阳境内的岳氏为岳飞
第五个儿子岳霆的后裔，目前已有37
代5万余人。明朝洪武三年（1370
年），岳飞第十世孙岳汝通由江西九江
迁至邵阳市区铁炉巷经商定居，其地
有岳家井遗址。后来，岳汝通的儿子
岳仲富因避战乱，又迁到邵东范家山
镇洪桥村的田岳屋场。之后，又因战
乱迁新邵县雀塘镇的三塘冲。清乾
隆年间，岳仲富的后裔迁到双清区高
崇山镇一带，开始在这里繁衍生息。

岳飞纪念堂原系岳氏添高公房
所建宗祠，坐北朝南，于清乾隆51年
（1785年）由岳霆散居在高崇山镇的

岳氏后裔集资修建，同治七年1868
年复修，平面布局为中轴对称五开
间三进两天井、两侧为厢房的四合
院。岳记成说，民国时期，在祠中创
办岳氏超群学校，供岳氏子弟读书。
解放后，更名为大塘口学校。1989
年，大塘口学校从祠内迁出。1992
年，开辟为“岳飞纪念堂”，原湖南省
政协副主席、顾问徐君虎为纪念堂题
名。依靠当地岳氏后裔集资和政府
支持，从1989年开始，岳飞纪念堂先
后进行了三次抢救性维修。2003
年，岳飞纪念堂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
单位、爱国主义教肓基地。

由于修建世纪大道和宝庆工业
园开发建设，位于开发中区位置的
岳飞纪念堂必须进行搬迁。2013
年，经省政府批准，岳飞纪念堂实行
整体迁移异地保护重建。岳记成
说，岳飞纪念堂建成后，他们打算将
岳飞纪念堂申报为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并将其布置为历史文化展示中
心，将“精忠魂”、“岳飞后裔在邵阳”
等展室恢复，布置和陈设《岳飞世系
图》、《岳飞墨迹》、《满江红祠》匾额及
对联，重塑岳飞及五子像，将岳飞纪
念堂打造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旅
游景点，带动当地旅游事业的发展。

岳飞纪念堂：精忠报国代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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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市区建设南路一条小
道，顺着路标往佘湖山顶一路
攀登，就来到了山顶的佘湖道
观。在道观旁，一座形似圆帽、
由四根红色柱子支撑的凉亭赫
然在目，上书“睁眼看世界纪念
亭”八个大字。

再从纪念亭旁边一条小路
行进，就可以看到一块“魏源墓

地纪念碑”和用石块围砌的土
堆，两头小石狮镇守左右，这里
就是魏源衣冠冢（魏源墓）。墓
地旁边，一字并排竖立着多块
石碑，石碑上写有魏源简介、魏
源题诗以及竖碑乐捐者的名
字。

魏源衣冠冢是由魏源未出
五服的后人、晚清重臣魏光焘
的孙子魏治寰老人发起倡导修
建的。在魏治寰的心中，一直

萦绕着一个邵阳名人梦。魏源
是邵阳走出的名人，却最终没
有回来，邵阳人缺少一个纪念
魏源的场所。在征求了文物部
门、部分知名人士的意见后，
2011年5月，他和家人从杭州回
到邵阳，在佘湖山上修建魏源
衣冠冢，并筹资修建魏源纪念
亭，并起名“睁眼看世界纪念
亭”，供市民参观、瞻仰。

小时候，父亲就告诉魏治
寰，祖父魏光焘有交待，魏氏子
孙要将魏源的精神世代传承。
一直以来，魏治寰将父亲的嘱
托牢记在心中。退休后，他决
定做自己以前想做却没有精力
做的事——收集先人魏源的资
料，通过展览宣传魏源的爱国、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于
是，他寻觅魏源过去的足迹，辗
转全国各大博物馆，收集先人
的书籍、手稿、画像等资料。没
有其他经济来源，魏治寰仅靠
微薄的退休工资维持，让他的
收集资料之旅困难重重。但
是，他靠着省吃俭用，克服种种
困难，收集到了大量珍贵资料。

佘湖山顶衣冠冢：魏源精神永存

佘湖山顶的魏源纪念亭佘湖山顶的魏源纪念亭。。 陈贻贵陈贻贵 摄摄

姚喆中学操场上姚喆中学操场上，，矗立着姚喆将军的铜像矗立着姚喆将军的铜像。。 陈贻贵陈贻贵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