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喜峰史话 抗战纪实 历史镜头 将军传略 喜峰英雄 战役跫音 纪念文萃 今日喜峰 动地战歌 视频展示

 

   

  

  刘汝明，字子亮，1895年生于河北省献县抛庄，先人世代务农，中等人

家。至其祖父时家道中落，仅有薄田五亩、土屋三间。所幸其父懂些医道，为人

治病小补家中生活，后来听他人劝告，去东北谋求发展，不久患传染病客死哈尔

滨。当时刘汝明13岁，有一姐一妹一弟，弟弟刘汝珍年幼。母亲带着姐姐纺纱

织布，含辛茹苦上侍公公下养四个儿女，艰难度日。刘汝明跟从族人刘连璧老人

读私塾很刻苦，有学而优则仕的想法，以图改变家庭面貌。然而科举制度已废

止，官路不通。母亲欲送他去学商，他认为自己的性格不近此道，无可奈何，只

好去当兵。刘汝明曾说：“假使有人为我写传，一定说我‘幼怀大志，投笔从

戎’，其实不然，我不过是为了谋求一个职业，用来减轻母亲的负担，并希望进

而能养亲抚幼而已。”  

  1912年元月，刘汝明离开了生活十七年的故土，到景县去投军。向母亲叩

别时，母亲噙着眼泪，仍不停地摇着纺车，低头默无一语。姐姐哽咽着手领着妹

妹弟弟，送他到大门口，不禁嚎啕痛哭。刘汝明强忍着酸楚，放开脚步一口气跑

出了村子，从此便踏上了四十年的军旅征途。  

  投军前他对于军队一无所知，只听说九十里之外的景县有人招新兵。等到报

了名之后，才知道所参加的部队是陆建章新成立的“左路备补军”，营管带就是

以后的著名将领冯玉祥。入伍不久，哨官知道刘读过书，便叫他当文案。刘了解

到文案就是造花名册或写个普通公文而已，心想：既然来当兵，就得一刀一枪地

得个正途出身，便向哨官苦苦哀求改为列兵。很快管带得知刘读过四书五经，便

将他叫去问话，果然对答如流，于是和哨官商量把刘安排为什长(班长)。可是刘

刚入伍不会下操，便下苦功晚上跟哨长学，经常独自练到深夜，白天再去教新

兵。 

  1913年，军队的管带、哨官、哨长、什长改称为营长、连长、排长、班

长，刘汝明就在这一年当了排长。  

  刘汝明入伍后打的第一仗是1913年8月奉命到河南新乡围剿白郎斋领导的

农民起义军。1917年刘随冯玉祥挫败张勋复辟阴谋，因有功而升官，成为冯部

的骨干。1924年9月冯发动北京政变，刘升任警卫旅第一旅长，负责北京社会

治安。1928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参事。  

  1933年，二十九军暂时增编第二师，刘汝明调为暂二师师长。此时日军大

举进犯长城，二十九军前往援助张学良部，接替喜峰口和罗文峪的防务。刚刚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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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日军在伪军的配合下，妄想一举攻下罗文峪，以便直取北平。刘率赵登禹旅

和王长海团，与敌浴血奋战三昼夜，大刀队杀敌甚众，使之闻风丧胆，喜峰口和

罗文峪两处的敌人同遭惨败。二十九军阻止了敌军的进攻，保住了北平。  

  1935年刘汝明被国民政府授予少将军衔，1936年4月升为中将，6月任察

哈尔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刘的暂二师番号改为一四三师，驻防张家口、宣化、怀

来一带。  

  1937年“七七”事变后平津失守，察哈尔位置突出，三面受敌。7月16日

宋哲元自原籍返回北平，刘汝明17日由张家口前去看望。21日接到报告，约千

余日军正由古北口向南口与北平间的沙河急进，似有截断平绥铁路的企图。宋哲

元当即命刘速返张家口，准备作战。下午5时刘的火车过沙河站后约十分钟，日

军就赶到沙河，强行拆除路轨500公尺，日军这一行动显然是阻止刘回张家口，

但他们晚了一步。在张家口战役中，援军傅作义、汤恩伯、高桂滋配合刘部，经

过十天的抵抗，终因没有军事设防、指挥失调、武器落后等原因，于8月29日夜

撤退。  

  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刘部在冀南豫北的道口、内黄、滑县、清

丰、大名一带游击敌人，斩获颇多。在黄河以北山东的馆陶、临清、德州一带战

果更丰硕。  

  1938年台儿庄会战时，刘奉李宗仁令开往徐州一带。在瓦子口处，刘军猛

击敌人，敌人猝受打击，惊慌回窜。1940年以后刘部长期活跃于豫、鄂接壤

处，多次战斗，给日军很大打击。1943年3月刘升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1944
年授予上将军衔。  

  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刘汝明奉令率部急行军到许昌受降。  

  1946年6月解放战争开始，刘汝明部队不断遭受解放军的打击，淮海战役

中损失惨重，此后刘态度消极尽量避战。厦门解放，刘全军被歼，仅带少数人退

到台湾，1952年退役。解放后，其在津房产被天津市人民政府代管。  
  暮年，其弟汝珍及其长子铁军等家皆移居美国，他身边亲人极少，几十年的

袍泽们亦先他而去，孤寂凄楚之情时时萦绕心间，常使他沉湎于往事之中，故写

有《刘汝明回忆录》、《七七忆战友》、《七七抗战与二十九军》等文章。在

《七七忆战友》中追忆往事，因绝大多数人都死在大陆，所以他心系大陆，既怀

念故人又怀恋故土。文章最后一句话是：“我们仍然人神有隔，我必一一到你们

灵前去祭吊的。”当了一辈子军人、地地道道行伍出身的刘汝明于1957年病逝

于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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