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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气永存 留芳千古

——易干福烈士传略

阎 峻 王世明

易干福，1909年 10 月诞生在固始县段集伏子岭下的易

下楼。易姓在这里是大户，虽都姓易但有的家产万贯，有的

却无立足之处。易家一贫如洗，仅有几间晴不遮日，阴不蔽

雨的破瓦房和一亩山地，七分水田。父亲易乃温号良宜，是

远近闻名的侠义之士，母亲谢氏，是贫苦善良的家庭妇女，

干福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二，全家八口人。为了生计，租种

了本村地主易得全的六石田，每年收获的粮食除了租课，所

剩无几，全家只得忍饥挨饿，过着糠菜半年粮的贫困生活。

为了活命，干福十来岁就去给地主易安堂家放牛，在牛背上

度过了痛苦的童年。干福生性活泼，敢作敢为，常常领着本

村的魁子（易成炳）、大毛（易成思）、彭静轩和张富（张泽

礼）等小伙伴上山打狼，下河捉鱼。陡峭的曹家寨，矗立云

端的青峰岭、金岗台，以及险峻的芦滚桩，绝壁如削的跑马

场等是易干福和放牛伙伴们玩耍的好地方。受父亲刚直、粗

犷、侠义性格的影响，他嫉恶如仇，好报不平，深得小伙伴

们的信任，自然成了一个“孩子王”。隆冬时节，干福放工

回来，时常扛着借来的土枪上山打野猪，猎狡兔，自幼练就

了一手好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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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荏苒，转眼已是几年。1924年，父亲易乃温把十五

岁的易干福送到×××夏庙里一个姓姜的和尚家里学制鞭

炮，开始学徒生活。和尚师傅的细心传教加之本人的勤奋好

学，使他很快掌握了制作鞭炮的技术。

1926 年，17 岁的易干福学徒期满，他告别了师傅，回

到了易下楼。这时他的家境稍有好转，父亲在家开起了酿制

大麦糖、芝麻糖和豆腐作坊，全家人辛辛苦苦地拼命干活，

勉强能够维持生活。

由于干福有一手制作鞭炮的技术，他购买了制炮的原料

和用具，自己就在家中办起了制炮的小作坊。制成的鞭炮，

或走村串户叫卖，或担到方集、段集、叶集、金家寨、双河

等地出售。由于他经常走村串集，南北闯荡，结识了许多患

难与共、休戚相关的穷朋友。朋友有难，他总是慷慨解囊，

乐于赞助。在外地出售鞭炮他借宿朋友家，穷朋友对他亦是

宾客相待。在易下楼他和易成炳、易成思、易静轩、段中良、

杜小虎等泥脚子十分要好，常在夜间聚会，谈论穷苦的生活，

探索翻身和富裕的出路。朦胧滋生出反抗压迫剥削的思想，

和渴求丰衣足食的愿望。有时他和双河的阎海波、阎国玉、

杨山煤矿的张富等促膝谈心，交换对社会的看法。他们虽没

有撮土为香，歃血为盟，但这些苦汁里浸泡大的人，心心相

应，息息相关，亲如手足，情同兄弟。在他们的中间发出了

时而高亢，时而低沉，时而激昂，时而愤懑的怒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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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下楼的土豪易得全经常依仗权势，欺压人民，横行乡

里。干福看在眼里，气在心里。他对朋友们说：“易得全胡

作非为，欺压穷人，得想办法惩治他。”朋友们摩拳擦掌，

纷纷点头赞同。说干就干，易干福组织易成炳、段中良等夜

晚就去易得全家“摸瓜”、学鬼叫，劣绅易得全被吓得惶恐

不安。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重点转移到农村。根据党的

指示，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纷纷转移到农村，组织农民协会，

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积蓄革命力量，准备进行更大规模的

斗争。

易干福在大别山的腹地金家寨、双河一带出售鞭炮，在

双河他结识了共产党员阎海波、阎国玉。他们给易干福讲穷

人为什么穷？是因为地主老财剥削的。富人为什么能剥削我

们？就是因为他们手里有权。要翻身，穷人们就要联合起来

把旧世道翻个天，打倒劣绅地主。还和他讲，共产党就是领

导穷人闹翻身的党，穷人只跟着共产党，才有出头的日子。

他们的话使易干福越听心里越亮堂，使他明白了许多道理。

在那里他还亲眼看到了农协会，给土豪劣绅戴高帽游乡，强

迫他们减租减息，打开地主粮仓，救济农民的情况。在双河

的所见所闻给易干福以极大的启发和鼓舞，他的心象一团

火，决心学着山里的样子干。

1928年底，易干福邀阎海波、阎国玉来段集青峰岭的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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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楼，请他们给湾子里的穷人讲革命道理，介绍山里穷人如

何跟地主老财斗争。平时与干福很要好的朋友听后个个喜上

眉梢。他们议定要斗一斗湾子里的大财主易得全。一天干福

约段中良、阎海波等去易得全设的赌场聚赌，易干福故意大

输钱财，负债累累。易得全财迷心窍，见钱眼开，赢了钱 喜

得忘了爹娘老子。易干福见其已“上钩”，推牌不干了。易

得全伸手向干福索取赢得的赌钱，干福把牌往桌子上一摔

说：钱我有的是，都存在你家里，随你拿吧！把易得全气得

说不出话来。接着干福义正词严地说：你家的房子、地哪一

项不是剥削我们穷人的？用你家的财产来抵押是完全应该

的！易得全恼羞成怒，气势汹汹地说：如果你胆敢不还我的

赌钱，就让你吃官司，坐大牢。干福听后，哈哈大笑，扬长

而去，把财主气得七窍生烟。易得全岂能善罢干休，次日，

他找到易乃温兴师问罪，训道：“你的孩子易干福，输了钱

赖债，你还管不管？若不管我就要上告了。”易乃温知道易

得全的专横，不敢硬顶撞便说，“管我是要管，可孩子大了，

我管不了啦，你帮我管管吧！”

易得全撇了乃温一眼说：好吧，我帮你管！之后，他秘

密勾结官府准备把易干福抓进县衙。家人得到易得全要抓干

福的消息后，都劝干福快到外地暂避一时，以免出现意外。

不得已，干福于大年三十夜，怀着满腔悲愤，踏着厚厚积雪，

翻过高高的青峰岭，背井离乡，和阎海波、阎国玉一起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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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双河山大庙。斗争的现实使干福认识到，要和地主老财斗，

单枪匹马不行，必须组织起来，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

1929年 5月 6日，在党的领导下，商城暴动成功，并建

立了临时政府－－革命委员会。在商城暴动的影响下，双河

山一带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农民协会、赤卫队。干福和阎

海波、阎国玉一起在双河组织了三十多人的农民协会。一天

农协会员在易干福的率领下，直奔易下楼，乘黑夜攻入易安

堂，捉住其老少三人，带回双河。这下易得全慌了手脚，他

找到干福的父亲易乃温，要他出面保人。易干福迫使其交出

枪支和部分银元，才放回人质，并要易得全保证以后不再横

行霸道。狡猾的易得全表面虽点头哈腰，但内心却对易干福

恨之入骨。可惧于农协会的力量，不敢轻举妄动。不久，苏

仙石建立了区苏维埃政府，易干福听从了革命的召唤，根据

工作需要，从双河调到苏仙石区苏维埃工作。在苏仙石，他

找到即将前往伏子岭，开辟根据地的共产党员张荣汉、蔡尧

青，向他们详细地介绍了伏子岭、青峰岭一带的情况，为开

辟段集地区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后经张荣汉、蔡尧青的

介绍，易干福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自己的

生命和党的事业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

身。之后，干福随张荣汉、蔡尧青一道回到青峰岭、伏子岭、

窑沟、柳林开辟苏区。经过他们的宣传发动，秘密串联，在

当地很快组织起农民协会，并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播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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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种子。

1929 年 11月，在共产党员张西成、农协会负责人王少

洪等领导下，伏子岭举行了震惊四乡的农民武装暴动，并成

立了赤卫中队。起义的枪声震撼山岳，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

风暴席卷固始大地。在张西成、易干福的领导下，赤卫队夺

取了东冲、下楼、窑沟等地土豪枪支（大都是土枪）百余杆，

活动在固始南部的广大地区。夜袭豪绅老巢谭营子，活捉了

反动红学头子－－吕洪桥，迫使其交出马拐子枪两支，黑紫

贡呢一百匹。而后赤卫队乘胜前进，打开河东楼、高稻场和

罗道冲九里十八寨等数处土豪围寨。1930年 1月夜袭郭陆滩，

捉住了巨富孙百万的孙子，孙被迫交出十支钢枪。赤卫大队

东征西战，威震敌胆。

为巩固苏区，扩大红军队伍，保卫胜利果实，易干福深

入到各家广泛宣传扩充红军的意义，动员青年参加红军，他

说服父亲，让大哥易少轩参加了红军。在他的动员下，1930

年初，窑沟乡一次就有十八名青年奔赴新集参加主力红军。

村里的人都称他是革命的“兵贩子”。

1931年初，易干福被调往苏仙石区苏维埃搞武装工作。

7月鄂豫皖军委发出整顿地方武装的通令。县苏维埃决定将

窑沟、柳林、二道河赤卫队和杨山煤矿工人纠察队合编成第

八赤卫团。任命易干福为团长，王少洪为政委，全团一千余

人枪。赤卫团或配合红军作战，或单独打击敌人，成为商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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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上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1931 年 12月，易干福率领赤卫团配合红四方面军一

部与敌四十五师激战段集，歼敌两个团，俘敌兵二百多人，

缴枪炮数百件，取得了十二月大捷的胜利。

1932年秋，鄂豫皖苏区进入了全盛时期，红军先后取得

商潢战役、苏家埠战役、潢光战役的伟大胜利，我不战而收

复商城，军锋直逼固始城下，北出奇袭淮河重镇三河尖，根

据地扩展到四万平方公里，人口三百五十万。红军主力发展

到两个军六个师，还组建了四个独立师和一个少共国际团，

总兵力达四万五千人，各县地方武装和赤卫军达二十万人以

上。蒋介石看到鄂豫皖苏区日益扩大，威逼南京、武汉，扼

住京汉线，便亲自坐镇武汉，调集三十万兵力对鄂豫皖苏区

进行了疯狂的“围剿”。由于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失败，

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西撤，留下部分红军和地方武装坚持大

别山的斗争。此时，敌人对苏区进行了疯狂的摧残，国民党

正规军在地方反动民团的配合下，大肆清乡。革命处于危急

关头。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易干福率领第八赤

卫团奉命和固、霍边区工作人员，赤卫队员、革命群众三千

余人向金岗台山区转移。当易干福率赤卫团途经固始县政府

所在地王楼时，遭敌戴、宋、徐三个师的合击。赤卫团虽奋

力还击，但终因寡不敌众，被围困于蔡岭沟之下。翌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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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激战，杀出一条血路突出重围，一千多人干部、战士英勇

牺牲，战斗中易干福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给干部、战士做

出了榜样。十月下旬干福率赤卫团历经千难万险撤至金岗台

地区休整。

金岗台是大别山的主峰，山势险峻，沟壑纵横，地形十

分复杂，据传上有大小七十二洞，且山上有茂密的森林，便

于隐蔽，同时也是开展游击战的好地方。

敌人占领苏区后，对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摧残，房屋被

烧毁，干部群众遭到血腥的屠杀，站在金岗台上能看到敌人

烧毁村庄的狼烟，能听到群众悲哀的惨叫，干福坐立不安，

心急如焚。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达到斩尽杀绝共产党的目的，对根据

地进行“围剿”、“驻剿”、“追剿”。易干福根据敌情的变化

把尚存的一百多名赤卫队员化整为零，昼夜在深山老林里同

敌人周旋，有时一天就能和敌人交战十几次，象捉迷藏一样

和国民党军队开展蘑菇战，拖得敌人狼狈不堪。后来，敌人

干脆在风景岭、运粮岭、大、小月亮口，猴儿石、跑马场、

帚箕坪、马棋桥等地建了十二个碉堡，封锁路口，妄图隔绝

赤卫队与群众的联系。没有粮食只好用野菜和树皮、野果充

饥，还经常和敌人作战，斗争十分艰苦。

冬天到了，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大别山的冬天特别寒

冷。由于敌人封锁，战士们没有棉衣御寒，没粮食裹腹，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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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和寒冷每天都在威胁着金岗台上的群众和赤卫队员。这时

易干福也更加消瘦了。望着忍饥受饿的同志，他深感自己责

任的重大。他暗暗发誓无论如何也要保存好这支革命力量。

为了弄到粮食，他找到了负伤痊愈的大哥易少轩，说：“大

哥，你看见了，赤卫队员群众多时没吃一粒粮食了，你今晚

下山，想办法弄点粮食上来。”

“这……”少轩欲言又止。因为他明白金岗台周围碉堡

林立，敌人封锁了道路、村庄，要弄到粮食是困难的。

“大哥！”

“好吧－－！”少轩望着充满期待的弟弟，终于答应了。

晚上他和小弟成铸一起下山了。穿过敌人的层层岗哨，摸回

易下楼，爬过一处处残垣断壁，根据记忆，少轩摸到撤退时

埋藏粮食的地窑，扒到一小罐大米，天亮时返回金岗台。一

次大雪天，少轩、成铸照干福吩咐下山买粮，由于雪大道路

埋没了，他兄弟二人在茫茫雪野里迷失了方向。转来转去总

走不出一个小圈子，整整在雪地里冻了一夜，身上冻僵了，

头发、眉毛都结了冰。

1932年初，红二十八军在二道河、胭脂坳大败敌四十五

师后，又挺进叶集，并在小南京、青峰岭、窑沟等地猛击敌

十二师、四十五师，根据地形势有所好转。这时易干福和二

十八军取得了联系，逐渐将化整为零的队员集合起来，在双

河山、熊家河、青峰岭、曹寨等地灵活机动，出其不意地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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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敌人。

三月的一天，易干福在带领赤卫团与敌人作战中负伤，

右腿膝盖骨被打碎，血流不止。万般无奈，干福离开与他生

死与共的战友，赤卫队员用担架把他抬到金岗台铁瓦寺山洞

养伤，并派人护理。干福身在山洞，心在赤卫团，一听到外

面的枪声就心神不定，支撑着到洞口眺望，唯恐赤卫团出了

什么问题。由于敌人的封锁，药品奇缺，伤口只能用盐水擦

洗，后来连清洗伤口的盐水也没有了。天渐渐热起来，伤口

化了脓。伤势一天天严重，但他以顽强的毅力同疾病作斗争，

从不喊叫一声。战斗越来越残酷，战友一个个牺牲了。他悲

愤交加：“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老这样躺着呢？就是

死，也应死在战场上！”他支撑着要上前线。在家人和同志

们的劝说下，他才安静下来。

国民党四十五师戴民权部在红军、游击队、赤卫团的沉

重打击下，惶恐不安，到处张贴告示缉拿红军、地方武装的

领导人。为了逮捕易干福，敌人以千块大洋悬赏。干福听后

付之一笑，毫无畏惧。一连几天赤卫团都没有消息，干福唯

恐赤卫团出了问题，考虑再三，他先动员大哥易少轩和妻子

杨俊卿去找赤卫团，又动员母亲和弟弟乘黑夜下山，只留下

父亲照顾自己。

1933 年 4月 10日，敌四十五师二六六团又拉网搜山，

干福隐藏的山洞被敌人发现，当即和父亲一同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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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了易干福，国民党如获至宝，先把他关押在苏仙石

叶家祠堂，派了一个团的兵力看守，又在皂靴河将其母亲和

弟弟易成铸也抓到叶祠堂。之后，国民党反动派把干福及父

亲易乃温，弟弟易成铸（母亲因眼瞎了，被敌人抛在苏仙石）

经二道河解往固始。干福和父亲被关在固始县国民党一号监

狱，易成铸因年岁小被关押在军法处。

为了得到共产党的有关情况，国民党四十五师师长戴民

权亲自审问易干福。

老奸巨猾的戴民权假惺惺地说：“易团长，你受苦了。

只要你交出赤卫团、游击队的活动地点，我马上就可以放了

你。”他不等戴民权说完就大骂起来：“你这个杀人不眨眼的

刽子手，要杀要砍由你，要想从我嘴里得到共产党、红军、

赤卫队的情况，休想！”

戴民权又说：“鄙人素来宽宏大量，易团长，只要你写

一个自首书，我就既往不咎。”干福坚定地说：“只有叛徒才

为了一条狗命，而不知廉耻。”戴民权凶相毕露：“易干福，

难道你不怕死？”干福针锋相对地说：“怕死就不当共产党。”

戴民权看软的不行就来硬的，给干福手上钉竹签，坐老

虎凳、灌辣椒水……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

国民党反动派软硬兼施未能让他屈服，最后敌人又使出

了更毒辣的一手，当作干福的面严刑拷打干福的父亲，并对

干福说：“你难道就这样狠心，让你的父亲和你一起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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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死？”妄图以此来软化他。看着父亲被凶恶的敌人打得遍

体鳞伤，干福怒不可遏地斥责敌人：“不干他的事！有本事

你问我好了！”敌人无计可施，把干福押回牢房。在牢房里，

干福和父亲偎依在一起。他对父亲说：“是我连累了你，连

累咱们一家。让你们都和我一起受苦了！可是我是共产党员，

宁死也不能叛党呀。”

父亲安慰干福说：“孩子，你做得对，共产党是穷人大

救星，跟着共产党什么时候也不能变心啊！”

敌人看在易干福嘴里得不到共产党和赤卫团的任何情

况，决定杀害他。

四月十四日，敌人把易干福押往刑场，易干福昂首挺胸

大义凛然，他指着凶神恶煞的敌人：“我是共产党员，为革

命而牺牲无尚光荣。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砍不尽的，总有一

天人民要向你们讨还血债。”

敌人砍下了干福的头颅，悬挂在固始县东门楼上。易干

福就义时年仅二十三岁。

干福烈士已经牺牲八十多年了，他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

已实现，他那英雄事迹在大别山区流传，在人民心中树起了

高大的丰碑。他为革命英勇献身的精神，对党赤诚忠心的品

德，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为奋发建设苏区，振兴固始经济而开

拓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