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义母亲，送子参军

涡阳县位于安徽省西北部，与豫、鲁、苏三省毗邻，有

“皖北门户”之称。全民族抗战时期，这里曾是日军和国民

党控制区的中间地带，新四军游击支队曾在这里设司令

部。谢老太太送子抗日、满门忠烈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谢洪杰是谢继书的孙子，从小听父亲讲述爷爷们的

故事，让他对那段传奇的岁月如数家珍。“爷爷幼年时，辛

勤劳作、勉力维持家庭生活，同时希望他出人头地的太爷

爷送爷爷进本村的私塾读书。后来，随着自然灾害和时

局动乱，加之家庭人口增多，生活日益困难。”谢洪杰说，

谢继书18岁时到邻村西相楼一个地主家去打长工，以微

薄的工钱来接济家中生计。

1929年，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部来涡阳招

收新兵，谢继书果断应召入伍当了骑兵，他刻苦练习骑术

与枪法，技艺超群，很快升任团长。1933年冬，涡阳建立

骑兵中队，由谢继书任队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谢继书积极发展武装，将骑兵

中队扩建为涡阳抗日游击大队，打击以抗日为幌子、坑害

百姓的各种反动武装。同时，谢继书对战士们严格要求，

强化骑射技术的训练，教育战士要以民族大业为重，苦练

杀敌本领，准备迎击日本侵略军，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1939年9月6日，彭雪枫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进驻涡

阳新兴集。游击支队在豫东、皖北、淮上英勇抗击敌伪顽

匪，保护人民利益，赢得了崇高的声誉。谢继书为新四军

游击支队真诚抗日的模范行为所感召，毅然率部参加了

新四军游击支队，受到支队官兵的热烈欢迎。彭雪枫等

支队首长盛赞他识大体、明大义。

谢继书加入新四军后，在游击支队第一总队三营任

副营长，主要活动在永城北部和丰（县）、沛（县）、萧

（县）、砀（山）地区。他率部参加了袁楼、李黑楼等数十次

战斗，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谢继书不仅在战场上英勇顽强，还是扩军抗日的表

率。当时他的大弟继祥23岁，小弟继良18岁，都以他为

榜样，积极要求加入新四军。谢继书考虑到父母年迈，想

让两个弟弟一人当兵，一人留家照顾父母。

哪知刚和母亲说明意见，谢老太太便说：“要当新四

军，就兄弟们一起去，早日将鬼子杀光，我们才能过上安

稳日子。”母亲深明大义，送子从军，感动了很多人。村里

很多青年也随谢氏兄弟一同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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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为了更好

地把红色家风传承下去，谢洪杰把彭雪枫将军写给

曾祖母谢老太太的一封信，全文320多个字，刻成长

9米、高1米 5 的石碑以示纪念。涡阳县委、县人民

政府也高度重视，把谢氏三英烈的烈士墓作为当地

红色教育基地，重新修建以供后人缅怀。在涡阳烈

士纪念馆内，谢氏三英烈事迹展板也进行了专门的

展陈和宣传。

“谢氏三英烈”第四代传承人谢筱斐是谢洪杰的女

儿，一名有着十余年党龄的高中英语老师，她对曾祖父

们的故事有更深切的感悟，“爷爷不仅把三位曾祖父的

事迹讲给我听。同时也要求我把彭雪枫将军写给我高

祖母的那封信一字不落地背诵下来。虽然我是个女孩

子，但是爷爷和父亲对我教导说 : 你要有责任，有担当！

要让谢家的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从教十余年，谢筱斐非常注重让红色基因代代相

传，“现在的孩子生活很幸福，他们离那个年代很远，

很多东西他们不能够感同身受地去理解，我感觉自己

有责任和义务去宣扬、传承这些红色故事和精神，所

以我也把爷爷交给我的歌曲教给了我的两个孩子和

我的学生们。”

2021年，谢筱斐参加了亳州市庆祝建党100 周年

文艺演出活动，在那个舞台上，通过历史穿越的手法，

谢筱斐和二太爷爷谢继祥进行了隔空对话。不仅如

此，在平时的生活和工作中，谢筱斐也通过党课的形式

向大家讲述曾祖父们的事迹，传递红色精神。

自 2021 年到现在，谢筱斐已参加大小宣讲

120 余场，她说今后还会继续努力，要让革命先烈

的事迹和精神一直传承下去。

谢氏三英烈的悲壮故事感人肺腑，在涡阳还有很

多人在不断地挖掘、讲述，红色文化志愿者王建就是

其中之一，“正因为他们的英勇牺牲，换来了今天的美

好生活。作为民间红色文化传承志愿者，希望通过镜

头和讲述，来宣扬红色精神，反映涡阳日新月异的变

化，也激励后人一起更加努力，奋力投入到新时代伟

大事业的建设中去。”王建说道。 据《安徽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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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阳谢氏三英烈：满门忠烈 无上光荣

“谢老太太：你的三个儿子为了抗日救国英

勇牺牲，满门忠烈，留下无上的光荣，全国军民莫

不钦敬……”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有这样

一封信件，写信人是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收

信人是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丹城镇谢庄一位姓谢

的老太太。

正如信中所说，谢老太太的三个孩子，谢继

书 (1901-1940年)、谢继祥 (1916-1940年)、谢

继良 (1921-1940年) 参加了新四军，在同一年

短短数月内相继牺牲在战场上，留下了可歌可泣

的动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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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3月16日，谢继书前往新兴集参加会议。为

及时传送情报，他不顾个人安危，单枪匹马连夜返回。途

经涡阳县城东北马店集时，突遭国民党便衣队伏击。谢

继书被捕后，受到敌人的严刑拷打，逼其供出新四军第六

支队（原新四军游击支队）军事情况。

谢继书宁死不屈，痛斥他们破坏统一战线的无耻行

为。敌人丧心病狂，将谢继书残忍杀害，并割下他的首级悬

于龙山集街头示众，制造了震惊豫皖苏边的“谢继书事件”。

谢继书的二弟谢继祥参军后，被选送到抗大四分校学

习，结业后被分配到一总队警卫营，先后任班长、排长。在

永城与日、伪军的一次战斗中，活捉日军小队长板木什平，

被提升为警卫连连长。1940年 6月1日，谢继祥奉命阻击

向新兴集进攻的日军，不幸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三弟谢继良参军后，很快被提升为一总队通信班

长。由于作战勇敢，他被第六支队评为“三等战斗英

雄”。1940年4月1日拂晓，谢继良在与日军的战斗中身

负重伤，仍坚持不下火线，手榴弹扔完了，就与敌人肉搏，

用刺刀一连刺死两个日军，终因流血过多，为国捐躯。

在短短几个月内，谢氏三兄弟相继殉国。牺牲时，谢

继书39岁，谢继祥24岁，谢继良仅19岁。他们无私无

畏、共赴国难的感人事迹激起根据地民众积极参军、抗日

救国的热情，为新四军六支队官兵奋勇杀敌、勇于牺牲树

立了光辉的榜样。

三兄弟牺牲不久，家中老父亲也悲痛离世，留下谢老

太太带着儿媳和四个年幼的孙儿艰难度日。得知此事

后，彭雪枫委派有关人员携带一百元法币与一封信前往

慰问。“彭雪枫在信中赞誉我的曾祖母深明大义，教子有

方，足以媲美岳母而被人人所赞美！”谢洪杰介绍。

忠烈兄弟，英勇牺牲

红色传承，矢志不渝

烈士后人谢洪杰和女儿一起翻阅相关证书和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