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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北悲歌歌一曲　　狂飙为我从天降　　马濯华先生倾注极大热情和心血而创作的长篇小说《碧
血1940》，我已经细细阅读过两遍。
每一次阅读，心灵都会受到冲击与震撼。
这部以“西军”（宁夏军队）抗日为主要书写内容的文学作品，不仅以比较严谨的史笔，披露了抗日
战争时期，西北著名军事将领马鸿宾所统率的国民革命军八十一军三十五师之一部于内蒙古自治区包
头市南部库布其沙漠中的恩格贝台地，与数倍于自己的日伪军殊死搏斗的史实，更为重要的是，它以
异常生动的笔墨多角度地描画了六十多年前西北各族人民不畏强敌，誓死抵御外侮的历史画卷。
这是一曲岁月深处的民族悲歌，也是一曲令人感奋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颂歌。
是的，距离恩格贝台地上所发生的那场惨烈的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战役已经六十多年了。
在一个不算短暂的历史时期，人们甚至有意无意地忘却了这场“我以我血荐轩辕”式的战役。
然而，岁月的尘沙怎能掩埋烈士的碧血与忠魂！
英雄们的一腔浩然正气终将冲破历史迷雾与世俗偏见的包围而与天地相激荡。
现在是河清海晏的承平年代，可是有谁可以宣称，我们生活其中的和平宁静岁月将会一劳永逸地永远
延续下去？
在对和平崛起的中国的猜疑声和指责声中，我们难道没有觉察出那些别有用心者的异样情怀？
在这样的历史时刻，阅读马濯华先生充满悲悯之情写出的《碧血1940》，重新抚摸六十多年前中华民
族身上曾经布满的斑斑血痕，感受西北大地上曾经跃动的不屈的灵魂，应该说，内心的情感悲怆而昂
奋。
　　从作品的题材和内容来看，《碧血1940》是一部讴歌西北人民以鲜血和生命奋力抗击敌寇入侵从
而粉碎了日本军队妄图征服中国西北腹地图谋的“抗战小说”。
小说以1940年2月1日绥西草原上的乌不浪口战役为始，以同年旧历四月二十八日的恩格贝战役为终，
细致而生动地描绘了国民革命军中一支驻扎于宁夏省的团级建制的部队训练、休整、行军、打仗，直
至全军覆没于远离家乡两千里外的恩格贝台地的全过程。
小说中的一0六团是一支训练有素、人称“精锐”的部队。
在这支部队当中，军官清廉，正气凛然，士兵勇武，敢于用命。
然而，就是这样一支军纪严明，铁血豪情的威武之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却被轻而易举地从这个
世界上“抹”掉了。
那义薄云天的白武耕何在？
那足智多谋的“小诸葛”刘子斌何在？
那手舞大刀令凶悍的日寇闻风胆寒的金虎彪又将魂归何处？
小说以沉痛的笔墨书写抗日战争时期的“痛史”，其哀怜惋惜之情常常溢于言表。
应该承认，“落后就要挨打”已经成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中那些仁人志士们共同的清醒认识。
然而，面对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民所持续遭受的罕见的磨难和被杀戮、被欺凌的历史，所有有良知
的中国人仍然会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追问：曾经以汉唐气象而闻名于世的中华民族为什么近代以来却突
然间坠入无底的深渊？
也许，战争的胜利与失败已不能用单纯的战争逻辑来说明。
在国与国的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较量之中，胜利与失败的原因总是远远复杂于战争本身。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意图，作者在描写一。
六团官兵的战斗生活之外，才有意识地展开了对20世纪40年代前后的西北河套地区各社会阶层生活的
精细描绘。
而恰恰是这一全景式的描写，才构成了这部小说更为广阔的艺术视野和生活含金量，并使小说的思想
容量有了扩大，思想品质得以提升。
　　中国曾经是一个对全球文明史作出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的东方大国。
我们的祖先凭借着无与伦比的聪明才智，不止一次地改变过人类历史的行进轨迹。
但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世界军事和经济竞技场上却力量尽失、屡战屡败，饱受西方列强的宰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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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欺侮。
究其原因，无非是政治腐败，百姓愚昧。
我们都知道，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外多次交战，莫不以中国失败，朝廷割地赔款而告终。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人们都以为中国这艘古老的航船会自然进入现代社会的河流，乘风破浪而上
。
可是，这艘船实在是太古老了，它已经经不起一丁点儿的现代风浪！
日本列岛在中国人眼里一直是一个弹丸之地，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弹丸小国，却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
间里凭借着强大的国力，数度派遣军队侵入中国，大肆屠杀中国人。
1894年到1895年，中日之间发生甲午战争，由于海军经费被挪用和军事指挥不当，中华北洋水师全军
覆灭。
1940年旧历四月二十八日，一支中国军队因为孤军深入和装备极端落后，在包头黄河南岸的恩格贝台
地遭受灭顶之灾。
当强敌已经杀到中国人的家里，取我们的性命之时，我们用以抵挡利器袭来以保护我们生命的盾牌何
在？
答曰：国家已经拿不出钱来购买“盾牌”！
是的，那些用以建设国防的财物已经被那个凶蛮的慈禧太后用做建造私人花园了：它们也被“宁夏王
”马鸿逵送给四姨太、五姨太、六姨太们开公司，办“慈善”事业和买高档首饰了。
我相信，马濯华先生描写恩格贝之败，不仅仅是在使一个尘封土埋了几十年的往事重见天日：在他的
内心深处，任何为了民族的尊严而血洒疆场的英雄都应该在阳光底下得到高声赞颂，更为重要的是，
他是想借伤心往事诉说一个具有责任感的中国作家的忧患情怀：当我们只是一味地沉湎于灯红酒绿的
承平年代的逍遥生活，而置民族曾经的苦难和耻辱于不顾时，我们真的能够不再重蹈覆辙吗？
　　也许，与腐败的上层社会相比，正义的民间才是民族伟力得以诞生和壮大之所在。
《碧血1940》在展开西北各社会阶层的生活全景图的同时，富于深情地塑造了几个底层人民的动人形
象，并从这些普通人物身上，挖掘出民族精神的不屈不挠和伟大强悍之处。
无论是“唢呐王”王福禄，草原英雄巴特尔，还是“散班阿訇”尤素福，风尘女子马兰草，甚至一。
六团里的那两个“暂时的”逃兵何贵和纳三娃，在这些身份不高贵、相貌不堂堂的普通人身上，实际
上正蕴藏着民族的大义和毫不伪饰的敢生敢死、敢爱敢恨的强者情怀。
他们都曾经拥有和平安宁的生活，他们对未来也都充满着梦想和期待。
但是，日本人打进来了，这些强盗无理地侵扰了他们的正常生活，于是，他们毫不犹豫地反抗了。
反抗可能付出惨重的代价甚至鲜血和生命，然而，“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古老信条如此坚定
地扎根于他们的灵魂深处。
在恩格贝台地的黄沙之上，“唢呐王”和巴特尔等人既完成了“一个人”的庄严的使命，也完成了源
远流长的民族不屈精神的凄关呈现。
　　任何一部叙事体的长篇小说，都不可能只是社会生活景象的单方面反映。
长篇小说的文体特征，决定了它对生活的深度进入和多侧面展现。
《碧血1940》的情节主线是一。
六团的训练与征战，但是，军人的生活总是与社会各个阶层有着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于是，小说在讴歌壮士血洒黄沙的间隙，以一支不凡的彩笔，展开了对20世纪40年代前后河套地区社
会生活的相当全面的描绘。
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作者出色的文学描写，才使得《碧血1940》具有了河套社会风俗画的审美价值
。
举凡宁夏城里的“走会”，五原城中的繁闹，旧式官场上的贪赃枉法，老茶馆里的明暗交易，作者信
笔写来，从容不迫。
至于草原英雄斗野狼，黄河岸边走纤夫，那达慕赛会露峥嵘，承天寺里探虚实，小说亦娓娓道来，如
数家珍。
社会风俗画的描绘，使这部以描写战事为主线的长篇小说，似乎平添了些“闲笔”。
然而，正是这所谓的“闲笔”，才显示出小说作者神定气静的创作心理，从而使作品多了些不慌不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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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艺术气质。
这艺术上的“不慌不忙”，调和了小说的节奏和步调，增添了作品的韵味和厚度。
　　从艺术角度说，《碧血1940》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显现出不凡功力。
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多得中国传统文学的滋养。
我以为，《水浒传》、《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中国古典的英雄传奇小说，不仅在艺术方式上
：《碧血1940》采用的就是章回体的结构方式，更在精神气质上影响了马濯华先生的小说创作。
关于这一点，作者有过夫子自道。
马濯华先生在致笔者的信中这样说：“在对中国历史的洞察和感悟过程中，我对中国社会有一种心得
：由于战乱、改朝换代、灾害等原因，中国‘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元曲的教育是在少数人中进行的
。
在中国民间社会，影响广大民众精神的却是上溯宋元，兴盛于明清的英雄传奇和讲史小说，如《三国
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说唐》和《杨家将》等，也包括《七侠五义》等武侠小说和
《施公案》等公案小说。
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忠义观’和侠义情结是浸染在骨子里的，它几近就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价值观，
也可以说是中国人的文化传统。
”（见2007年10月6日马濯华先生致笔者的信）当小说中的白武耕、刘子斌、金虎彪、巴特尔等人向读
者走来的时候，我们难道没有发现在这些抗日军人的身上，是怎样地流淌着古代英雄的一脉血流？
即使是那两个女流之辈：周嫣红和马兰草，在她们的精神气质里，不也闪现着古代侠女的动人风采吗
？
说马濯华先生的小说艺术深得中国古典文学之妙，还因为在这部小说的创作中，作者喜欢用“对比法
”来刻画人物形象。
比如，同是虎将，白武耕、刘子斌、金虎彪三人的性格显然是有差异的。
白是一团之长，自然威严而稳重；刘是参谋长，当然多智和深谋；而金虎彪作为始终冲杀在前线的基
层军官，性如烈火是他最核心的性格体现。
作者描写这三个抗日军官，各设计其不同的人生道路，以凸现白的忠诚，刘的执著于理想和金的用情
专一。
正是因为有了对民族的大爱、对理想永不停止的追求和对亲人的深情关爱，才铸就了永不言败的“军
魂”，才成就了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业绩。
白、刘、金的精神底色应该说是相同和一致的，而其性格气质又有着个性间的明显差异，因此，才构
成了“同中有异”的艺术上的参差对比关系。
另外，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周嫣红和马兰草，也有着比较清晰的对比关系，同为侠女，因出身和教养的
不同，周在“侠气”之外有着一些柔气和书卷气；而马兰草，沦落风尘多年，频遭人间的磨难和心灵
打击，性格中刚烈的地方似乎更多了一点。
其他的人物形象，如主持宁夏军政事务的马鸿宾和马鸿逵兄弟，敌酋野田花部和川板英夫，读者也可
以看出，作者是有意将其作为对比性人物设置来塑造和刻画的。
　　《碧血1940》是马濯华先生费时经年而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
在当今的宁夏小说创作界，这部长篇小说应该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宁夏处于西北偏远之地，幅员不广大，经济欠发达。
局外人论及宁夏，总是猜测、想象多于亲历亲见，可是，人们哪里知道，在这方偏远的土地之上，同
样上演着精彩绝伦的人生的活剧，而在这方黄土地的地层深处，又埋藏着多少壮阔的历史大戏和色彩
斑斓的文化史诗！
马濯华先生以他的才华和坚韧精神，以他的卓越的文学创作，已经开始了“发现”宁夏历史和文化的
新旅程，我衷心地祝愿马先生的这一次“发现”只是更为壮观的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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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碧血1940：绥西抗战往事》是一部讴歌西北人民以鲜血和生命奋力抗击敌寇入侵从而粉碎了日
本军队妄图征服中国西北腹地图谋的“抗战小说”。
小说以1940年2月1日绥西草原上的乌不浪口战役为始，以同年旧历四月二十八日的恩格贝战役为终，
细致而生动地描绘了国民革命军中一支驻扎于宁夏省的团级建制的部队训练、休整、行军、打仗，直
至全军覆没于远离家乡两千里外的恩格贝台地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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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濯华，宁夏作家协会会员。
出生在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燕赵之地，1965年到宁夏参加三线建设，视塞上江南为第二故乡。
在国营大企业当过工人、干部，后调入新闻单位当编辑、记者。
1985年加入宁夏作家协会，曾经在地市级以上报刊发表小说、散文、杂文等30余万字，发表新闻作
品30余万字。
《碧血1940》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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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鸿宾恤部下心赞青梅竹马缘
第六回 为他人买嫁衣周嫣红忧做嫁娶梦
日飞机逞凶恶丁巧巧血浸喜花车
第七回 伪警备司令惊讶他乡逢故友
原红马队长叙说缉毒救红颜
第八回 婚礼连葬礼为苦续鸳鸯惊梦
同窗又同乡却断难兵戈不兴
第九回 尤素福探禁闭说出断肠事
白武耕严赏罚铁面监棍刑
第十回 感知遇金虎彪赧效桃园义
借说诗周嫣红欲慰悲愤心
第十一回 川板英夫积仇变态酗酒施虐
风尘歌女见义勇为舍命搏敌
第十二回 张栓栓临危相救制住凶寇
野田酋曲意拥兵收买人心
第十三回 晋中佐获勋章贼川板赴草原作盗
守诺言访青楼杨云斋为歌女赎身
第十四回光天化日大掌柜惨遭分尸之祸
雨夜苍茫巴特尔连毙日本哨兵
第十五回 东花园里暗接头特派员传达命令
关帝庙中立盟誓众军官义结金兰
第十六回 天露兴说调包贫寒子冒名顶替
清真寺做礼拜尤素福向往麦加
第十七回 参谋长带头抵制奖金大烟土
小副官秘写传单揭露宁夏王
第十八回 李九松城隍庙枪战侦缉队
刘子斌月黑夜被捕永宁营
第十九回 傻公鸡用计作敲山震虎
小诸葛熬刑遭刺骨悬梁
第二十回 马鸿逵心生恼羞怒下达密杀令
白武耕冒死劫法场只为战友情
第二十一回 负荆请罪违军令者为部下辩护
登门要人谈共产党却话不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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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回 爱惜栋梁马鸿宾立下军令状
黄水涌浪绥西汉溯河做纤夫
第二十三回 鬼使神差巴特尔打死野狼
浴风沐雨周嫣红训练军鸽
第二十四回 炫耀枪法调包人竟被长官识破
闺阁双愿周嫣红初露儿女真情
第二十五回 宁夏城觅情人马兰草栖身大茶馆
夜深沉噩梦醒侠义女枪击行暴人
第二十六回 乔装苦寻马兰草与金虎彪失之交臂
黄河之畔巴特尔拽马缰绳乞求参军
第二十七回 阿拉善草原日本军谍施诱计
定远营小城中国男儿露峥嵘
第二十八回 那达慕赛会巴特尔力摔柔道手
亲王府酒宴刘子斌佯醉吓土岩
第二十九回 慎鏖兵热血当珍重参谋长抗命
送出征百姓劳军人老教长壮行
第三十回赴戎机女医官请缨道出儿女事
听曲衷马军长叹许军旅会英雄
第三十一回 刘子斌给悔过逃兵出钱买战马
马兰草因寻亲失望离开天露兴
第三十二回 恩格贝绿洲遭遇日寇
库布其沙漠暗藏兵机
第三十三回 周嫣红拒绝服从隐蔽令
金虎彪决意死战散银元
第三十四回 众将士浴血火而战死伤过半
有情人道此生遗憾洒泪诀别
第三十五回 白武耕弥留之际重托杀敌任
刘子斌临危受命接掌指挥权
第三十六回 酋大佐梦想获得强敌归顺
我虎将率队接线不减军威
第三十七回 刘子斌就恳谈计秉正气相斥
马鸿逵假作惩贪实中饱私囊
第三十八回 周嫣红提三问难倒野田花部
金虎彪显神力再劈川板英夫
第三十九回 胆有余威决死士见作伥人仍要搏命
杀身遗恨刘子斌与周嫣纽慷慨殉国
第四十回 纳三娃吼罢花儿与群敌同归于尽
我猛士绝命黄沙以忠烈魂铸国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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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西北风呜呜地打着唿哨，挟卷着沙粒，一阵一阵地掠过冻僵了的高地。
　　1940年2月1日拂晓，绥西草原乌不浪山口和四义堂一带中国军队阵地上，一片沉寂。
此时，凛冽的寒风才是这里的主宰。
它将刺鼻的硝烟味、焦煳的土地味、血腥的尸体味和一切战斗的气息刮走了，剩下的只是视野里的残
酷。
漫山遍野尽是炮弹坑，一些碉堡和工事被摧毁了；过了火的山坡上，石头被熏黑了；战壕后面，一些
战马的尸体僵卧在那里。
　　八十一军三十五师106团上校团长白武耕，三十岁左右的年纪，微微蜷着他那颀长的身体，正从一
座碉堡的嘹望孔前用望远镜向山下嘹望。
他那浓重的双眉，渐渐地拧成了一个疙瘩。
日本军队和伪蒙军队的汽车、装甲车和坦克车，足足有几百辆的样子，集结在山脚下，像一条钢铁的
长蛇。
他明白，敌我双方真正的战斗是在今天。
也就是说，昨天的战斗，只是一场生死决战的序幕。
昨天，日本人先是打了百十发炮弹，然后向三十五师阵地发动了几次进攻，都被士兵们打垮了。
本团阵亡的士兵有十几名，挂重彩的也有几十名，轻伤的有百十名。
山口的碉堡，被炮弹击中了四座，防御工事也被轰塌了七八处。
但是看来这些都还是初步厮杀，初探虚实。
　　白武耕身后，是他的智囊106团中校参谋长刘子斌，不到三十岁的模样，个头儿比他略矮一点，身
体也单薄一些，棉军衣穿在身上一点也不显得臃肿。
刘子斌手里捏着一柄没有点燃的烟斗。
待白武耕转身，他也用自己的望远镜观察了一下敌人的阵地。
　　刘子斌对白武耕说：“团长，鬼子的重兵这次从包头杀过来，在乌不浪山口一线决战，不只是要
战略西进，我看主要是想报复。
”　　白武耕回答道：“参谋长，一个恶霸要是在拳脚上吃了亏，就要拔出刀子来，和对方拼命了。
”　　刘子斌说：“是啊，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人沿着平绥线打过来，占领了大同，占领了归绥
，又占领了包头，骄横得很哩！
没想到傅作义长官一个回马枪，回师绥西，去年年底突袭了包头，敢死队冲进了包头城里，打死了日
伪军一千多人，狠狠揍了他们。
所以，日本人气疯了。
”　　白武耕说：“我看过第八战区情报部的一份文件，上面说：日本蒙疆驻屯军司令冈部，把包头
之败，看成是日本军队的奇耻大辱。
又给天皇上了书，表示谢罪，说一定要扫平绥西河套地区，消灭光绥西的中国军队。
”　　刘子斌冷笑一声：“我想冈部不仅是恶霸，也一定是个赌徒，这次是拿出血本来下注了！
”　　白武耕没再说什么，一弯腰走进了碉堡通往战壕的地道。
刘子斌也进了地道，紧跟在了他的后面。
　　幽暗的战壕里，每隔一段就有一个以班为单位的“藏兵洞”。
战士们此时都醒了，他们差不多都在各自的掩体后面默默地等待着命令。
有的在擦枪、压子弹，有的咀嚼着冷硬的干粮。
敌强我弱的战斗态势，使得他们疲惫的面庞上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
　　白武耕和刘子斌从士兵们的身边默默走过，他们不说话，有时和某人交换一个眼神，有时只拍一
拍某人的肩膀，仅凭此彼此传达着决绝的和悲壮的意念。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既然日本人有飞机、大炮，那只有和鬼子们死打死拼了。
一切似乎都变得很简单。
何况八十一军三十五师的官兵，这支从宁夏省奉命来绥西驻防的多数是回族士兵的中国军队，在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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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和日本人狠狠地打过一仗。
　　那是1939年7月间，也是在绥西重镇五原城、四义堂北面的这片高原上，从包头出发的日本军队在
装甲车、坦克的掩护下，“扫荡”过来。
双方一接战，开始用炮火对射。
三十五师的“八二迫击炮”是旧式迫击炮，炮弹出膛后炮管冒黑烟，目标暴露太快，结果被日本人用
山炮炮火压制住。
日伪军人凭借炮火支持冲过来。
待敌人接近前沿阵地后，三十五师的105、106两个团，各有一个营突然从战壕跃出，发起了反冲锋，
和敌人展开了拼刺战。
大刀队冲上去，抄后路用大刀砍坏几辆汽车的轮胎。
骄傲的日本兵，似乎没想到中国军人如此决绝勇武，丢下武士的架子，被迫撤退了。
　　这一仗是在一个叫乌兰垴包的地方打的，虽说不算是什么大仗，却长了宁夏驻防军的志气，灭了
包头城日伪军的威风。
三十五师缴获了日本人的汽车、炮弹和子弹，而且在士兵中有了一个话柄：“日本鬼子也就是仗着飞
机、大炮，要论单兵作战，刀对刀、枪对枪，也就球那么个！
”　　突然，灰蒙蒙的天空中，升起了两颗红色的信号弹。
　　几乎就在同时，成百上千发炮弹呼啸着落到三十五师的阵地上。
一时间，硝烟弥漫，强烈的爆炸声使人震耳欲聋。
重磅炮弹掀开了高地上的冻土层，炸飞了山口处兀立着的岩石，也轰毁了一些碉堡和防御工事。
　　日军山炮阵地上，百十门山炮排成几排横列队形，炮弹接连飞出炮膛。
十几名炮兵指挥官挥动着军刀，发疯般吼叫着发出射击命令。
　　三十五师阵地后方，是师属炮兵营阵地。
炮兵营以仅有的十几门山炮也正奋力反击着敌人。
目标是敌人已经缓缓启动的坦克和装甲车。
　　白武耕从望远镜里看到，弹着点虽然稀疏，却也颇有杀伤力，正打乱着敌人的阵列。
　　大约五分钟后，敌方炮火开始延伸射击，我方炮兵阵地的发炮声变得零落起来，显然是炮兵营受
到了重刨。
　　紧接着，日伪军以十几辆坦克为先导，十几辆装甲车居中，几百名步兵在其掩护下，漫山遍野地
冲锋过来。
　　几辆坦克和装甲车轧上了我方的地雷，瘫痪在山脚处。
还有几辆被卡在壕堑里。
　　我方阵地上，碉堡群和依高地而修的战壕里，轻重武器一起开了火。
马克沁重机枪、捷克轻机枪不断地射击着。
伤亡的射手倒下了，新的射手又接连着顶替上来。
　　敌人的坦克炮管不断地发射出炮弹，装甲车的机枪子弹也嗒嗒地扫射过来。
我方战壕里，中弹的士兵不断地倒下去，又不断地被抬走或背走，撤进沿战壕向后凸出的藏兵洞里包
扎急救。
　　战斗最激烈的是108团据守的乌不浪口防御阵地。
乌不浪口，位于阴山山脉西端，二郎山和查石太山之间，两条小山脉夹着一个山口，形成一个很险要
的战略位置。
到正午时分，这里的十几个碉堡群和工事被日本军队的坦克炮火摧垮，防线被攻破了。
　　硝烟弥散着，官兵们和日伪军展开了残酷的白刃战。
双方士兵不断倒下去，后续的士兵又不断地厮杀、扭打在一起。
　　三十五师师长冯跃龙，在四义堂方向的师指挥部掩蔽工事里，正铁青着脸，用战地电话机给乌不
浪口侧翼的106团白武耕下着命令。
　　冯跃龙喊道：“喂，喂，白武耕！
我是冯跃龙，108团的阵地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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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团长和剩下的弟兄们，正在跟鬼子们拼刺刀！
你赶紧带两个营增援，把鬼子打下去，把阵地夺回来！
”　　106团的掩蔽工事内，顶棚已经被炸塌，满身沙土的白武耕摇动电话机手柄，叫通了一营营长金
虎彪。
　　白武耕命令道：“金虎彪，我是白武耕！
你听着，火速增援乌不浪口阵地，把机枪连和你的一营拉上去，多带手榴弹，我和三营随后就到！
”　　106团一营营长金虎彪，一位彪形大汉，络腮胡须，不到三十岁模样。
他领命后，手提一把二号德国造驳壳枪，身背鬼头刀，猫下腰，带着他的士兵，飞快地沿战壕奔跑着
。
　　掩体上方子弹如雨如蝗。
凸出去的每一处掩体里，都有战友们在射击。
他们不时地跌倒或践踏在战友的躯体上，却顾不上看一看，爬起来再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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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碧血1940：绥西抗战往事》是一部以“西军”（宁夏军队）抗日为主要书写内容的文学作品，
不仅以比较严谨的史笔，披露了抗日战争时期，西北著名军事将领马鸿宾所统率的国民革命军八十一
军三十五师之一部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南部库布其沙漠中的恩格贝台地，与数倍于自己的日伪军殊
死搏斗的史实，更为重要的是，它以异常生动的笔墨多角度地描画了六十多年前西北各族人民不畏强
敌，誓死抵御外侮的历史画卷。
这是一曲岁月深处的民族悲歌，也是一曲令人感奋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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