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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前夕，
中共平北地委书记、军分
区政委段苏权和副司令
员钟辉琨率八路军平北
十团和平西四十四团，在
赤城县龙门所镇摆下“铁
桶阵”，一举歼灭伪满洲
国军一个营，取得了攻势
作战的又一重大胜利。虽
然这次战斗已经过去了
70 多 年 ，但 至 今 仍 被 当
地群众所津津乐道，广为
传颂。

1943年秋，日军向晋察冀抗日根
据地的北岳区发动前后历时达3个月
之久的“大扫荡”。晋察冀抗日军民采
取“敌进我进，内线与外线、分散与
集中相结合”的作战方针，英勇抗击
日伪的进犯。

神仙山位于太行山北端东麓的阜
平、涞源、唐县三县交界处，方圆百
里，主峰1800米。这一带山区由于
地理位置适中且地势险要，成了八路
军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根据地，晋察
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军区抗敌剧
社、华北联合大学、白求恩学校、兵
工厂、被服厂、医院、仓库等也都在
附近。

日军“扫荡”开始后，分4路围
攻驻神仙山地区的军区后方机关和人
民群众。为粉碎敌人“扫荡”，晋察
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命令四十二团（有
6个连兵力）留在神仙山，担负掩护
军区各机关和群众的任务。

42 团部队战前进行了思想动
员，并和当地民兵一起进行了充分的
反“扫荡”准备工作。面对优势敌

人，经团长成少甫、政委熊光焰、参
谋长马卫华等研究决定，采取各个击
破的战术，“先拿南边来的一路敌人
开刀”。9月25日，战斗打响。四十
二团的战士们守在天险金龙洞两边陡
峭的悬崖上，打退敌人的8次进攻，
打死打伤敌人30多人。第二天，敌
人增兵再犯，同样遭到四十二团的顽
强抵抗，不仅寸土未获，又被毙伤
30多人，只得用随后两天的时间原
地喘息，等待补充。四十二团遂利用
这两天的时间，由熊光焰率1连掩护
后方机关成功跳出敌人的合围圈。成
少甫、马卫华则指挥部队继续坚持内
线作战。

29日拂晓，敌人纠集了 1200多
人，向九里十八湾进攻。日军先用山
炮和迫击炮向两面山崖轰击，又让伪
军在前面赶着一群山羊专门蹚地雷。
谁知八路军爆破组埋设的地雷不炸
羊，专炸敌人。敌人刚进至十八弯的
头一弯，就踏响了地雷。激战一天，
敌人死伤近百人。在随后的几天
里，四十二团一面继续控制山头，一

面和民兵联合组成几个战斗小队，轮
番袭击敌人的宿营地，敌人不支，只
好狼狈撤退。

10 月上旬，日军又向神仙山周
围展开进攻，遭到四十二团的节节抗
击，伤亡近百，被迫退到大沙河、唐
河两岸。这样，四十二团经过了大小
18次战斗，粉碎了日伪对神仙山的
第一次围攻。

随后，四十二团转战于阜平至王
快之间的沙河北岸，担负起打击抢粮
的日伪军、掩护与帮助群众抢收粮食
的任务。

10月底至11月初，不甘心失败的
敌人又纠集了数千人，分9路再次扑
向神仙山。此时，四十二团驻在金龙洞
附近的大台，在部队的带领和掩护下，
后方人员从西南方二三里的空隙中成
功转移出去。成少甫则带着团指挥所
和部分部队，继续在神仙山地区和敌
人周旋。四十二团将大批敌人成功牵
制在神仙山，并利用地形优势，连续打
退敌人的集团进攻，在毙、伤敌200余
人后胜利突围。值得一提的是，10月

28日，四十二团团指挥所和部分战士在
神仙山主峰顽强阻击日军进犯时，敌机
一架飞来协助进攻，被四十二团战士用
机枪、步枪联合火力击落。与此同时，四
十二团外线部队转移至曲阳、阜平公路
沿线，战斗 10 余次，也取得了毙、伤敌
200余人的战果。

11月5日，敌人鉴于各部死伤惨重，
只得收缩兵力逐次撤出根据地，在撤退
途中又多次遭到四十二团的伏击：其一
部向小牢头岭撤退时，被击毙80余人，
一部退至刁窝堡，又遭伏击，被毙、伤
100余人。

12月7日，从马庄窜出日军一个大
队，裹带着50多匹骡马，在两架飞机的
掩护下，向马驿、军城方向逃窜。当晚，敌
人宿营在神仙山东麓的曹庄台村。得到
情报后，四十二团参谋长马卫华火速率
领两个连和机枪排，星夜赶往曹庄台西
北地区设伏。8日清晨，日军在村外沙滩
集合，四十二团设伏部队的轻、重机枪一
齐开火，15分钟内毙敌70多人。残敌慌
忙败退，四十二团乘胜追击，又毙、伤敌
30多人，缴获骡子50匹，机枪1挺，步枪
100多支，子弹1万余发，八路军参战部
队无一伤亡。

12 月 15 日，日伪军全部撤出根据
地，反“扫荡”战斗胜利结束。四十二团经
过3个月的英勇斗争，与日军作战46次，
毙伤敌800多人，击落敌机一架，在内线、
外线的作战中均取得了胜利。战后，该团
被上级授予“神仙山保卫者”称号。

“神仙山保卫者”称号的由来
贾晓明

星夜赶往龙门所

1945年2月，中共中央晋察冀分
局和军区召开了各区党委和二级军区
干部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
东的战略部署，在1944年攻势作战
的基础上，讨论并制定了 《1945 年
扩大解放区方案》。冀察军区于5月
先后发起了察南战役和平北战役。在
平北战役中，八路军平北军分区部队
连续进攻作战，可谓节节胜利，一路
凯歌。至5月末，先后扫除了平北境
内敌伪盘踞的近30个据点，除敌重
兵把守的各县城和部分主要据点外，
中小据点几乎全部被八路军攻克或逼
退。八路军不仅使平北中心根据地与
周围原有小块分散的游击根据地连成
一片，也使北部赤源，崇礼与张北诸
县各小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6 月
底，平北军分区部队收复了崇礼县
城。7月16日，为组织热西战役，平
北军分区政委段苏权奉上级命令，率
军分区十团从雕鹗堡出发向伪满洲国
挺进。16日夜，部队在姚家湾、巡
检司宿营。

第二天上午，钟辉琨率平西调来
的四十四团赶到巡检司与段苏权会
合。两人见面后，立即共同研究敌
情。黄昏时分，部队向周围派出骑兵
侦察员后出发，段苏权率十团先行，
钟辉琨率四十四团随后跟进。当先头
部队到达拦马道时，侦察员回来向钟
辉琨报告说，据侦察，龙门所有一个
营的伪满洲国军驻扎，正强迫镇里老
百姓给他们提供粮食、猪肉、蔬菜和
军马用的草料，说是要去增援因害怕
被八路军歼灭，于几天前逃跑的原龙
门所伪镇公所人员和伪军“讨伐
队”，然后共同返回龙门所，重建伪
据点，阻挠八路军前进。

钟辉琨立即追上段苏权，建议部
队改道龙门所打伏击，出其不意地消
灭这股敌人。段苏权听后完全同意，
并当即找来十团团长李荣顺、政委吴
迪和四十四团团长雷淯龙、政委徐元
甫，研究制定作战方案。大家认为：
伪满洲国增援部队虽然装备精良，还
有日本军官指挥，但和伪“讨伐队”
加在一起也不足700人，且敌人内部
派系复杂，矛盾重重，而八路军平北
部队两个团加上分区警卫连约有
1000 多人，士气旺盛，部队有足够
的把握消灭这股敌人！

做出决定后，段苏权等立即出
发，指挥部队连夜行军，沿山路于
18日拂晓秘密推进到龙门所。按计
划，钟辉琨带四十四团占领龙门所的
制高点大西山，以防赤城派来援敌；
段苏权带十团埋伏到龙门所城内。龙
（关）赤（城）联合县三区武工队也
随后赶来，配合主力作战。

周密布下“铁桶阵”

龙门所是建于明代的一座古城，
抗战时期，隶属伪察南政厅赤城县所
辖，东行 5 公里便是长城要隘塘子
口，过了塘子口便是伪满洲国统治的
黑河川。由于龙门所东西北三面都有
城门，但东门不开，只有西北二门通
行，敌人由赤城方向过来，必走南
门。段苏权率部抵达龙门所后，立即
带十团领导登上北城墙观察地形并部
署兵力：李荣顺、吴迪带十团一、
二、四连埋伏在龙门所东北山坡上
的青纱帐里；三连占领龙门所北门
外小桥两侧的两座独门独户的农家
院落，两个排埋伏在内，另一个排
加上警卫连的一个排和通侦勤人
员、机关干部，埋伏于城内；指挥
所设在西北角城墙上；五连和分区
警卫连的另两个排，部署在龙门所
东山上，负责警戒并阻击黑河川增
援之敌；城内打响后，四十四团负
责侧击敌人后卫部队。

18 日清晨，八路军战士顶着炎
炎烈日埋伏在预定位置，但敌人却一
直没有出现，到了12点，又下起了
大雨，战士们的衣服都淋湿了。为了
不暴露目标，不管是炎热还是冷雨，战
士们都坚守阵地，饿了就啃上几口玉
米面饼子。直到下午4点多钟，制高点
上的瞭望哨终于发出信号：敌人来了。
此时，敌人的侦察兵也发现了八路军
的瞭望哨，立即向日本指挥官作了报
告，敌人前进的队伍一时停了下来。钟
辉琨得到报告后，立即和段苏权交换
意见，段苏权认为，敌人只是暂停，并
没有后撤，说明敌人根本没有发现前
方会有八路军主力部队设伏，于是命
令部队继续隐蔽，直至把敌人“等”进

“铁桶”里。
接到命令后，八路军各部继续隐

蔽。敌人在原地停留了很长时间，没
有发现有八路军进攻，于是又命令
30多人向前试探。见前面的30多个
敌人缓缓进入城中也没遭到伏击，日
本指挥官判断前方出没的只不过是几
个民兵，于是大胆起来，下令伪军主
力继续向城中进发。6点多钟，敌人
全部进入“铁桶阵”。

瓮中捉鳖

见时机已到，段苏权果断发出命
令，战斗打响。八路军战士分三路向
敌人发起围攻：城内的警卫连和机关
人员，很快包围了进了城的敌先头部
队；四十四团从西山上冲下来，从后
面向敌人包抄；十团的三个连从青纱
帐冲向大路，从两侧向敌人发起冲
击。敌人遭到突然打击，顿时慌了手
脚，一挺机关枪还没有脱下枪衣，就
被八路军缴获了；还有一门炮，炮筒
子里还塞满了抢来的蔬菜，也被八路
军夺了过来。有些伪军连枪都还未来
得及放下就做了俘虏。

此时，城内的警卫连和机关人员
已经和敌人展开了混战。有的机关干
部和后勤人员手里没枪，就抄起老乡
的铁锹、锄头、菜刀和木棒，勇敢地
和敌人搏斗，摄影员贾健赤手空拳抓
住一个俘虏，缴获了一支驳壳枪。敌
人企图抢占北门外其中一座独门独户
的农家院落负隅顽抗，等待城外敌人
救援。十团三连二排见状，立即与之
展开激烈争夺。敌人两次冲进院内，
都被我军赶了出去。二排长郭发禄一
个人就干掉了6个敌人。机枪手赵永
福正在射击，突然从侧翼蹿出几个敌
人，端着刺刀向他扑来。一个敌人的
刺刀眼看就要刺到他了，赵永福临危
不惧，右手握着机枪，左手抓住了敌
人的刺刀把。另一个敌人猛地向从脑
后刺过来，他躲闪不及，被刺中了肩
膀。这时第三个敌人又向他扑来。赵
永福尽管负伤，但依然手握机枪，和
几个敌人搏斗。战友及时赶到，和赵
永福共同消灭了这几个敌人。

与此同时，大路上的战斗也在激烈
地进行。日本指挥官拔出战刀，威逼着
残存的伪军反击。敌人纷纷卧倒，利用
大路两边开阔地形和他们的火力优势，
拼命顽抗。十团的三个连，组织了几次
冲击，都没能攻下敌人的阵地。关键时
刻，李顺荣命令三连连长孙玉录带领一
排和连部人员 30余人，每人携带 4个
手榴弹，以青纱帐作为掩护，从龙门所
西北角向敌侧翼迂回袭击。到达投弹距
离时，战士们将手榴弹投向敌群，伪副
营长当场毙命，其余敌人见势不妙纷纷
逃离阵地。八路军迅速冲向敌群，同敌
人展开白刃战。战士们高喊着“冲啊！
立功的时候到了”“缴枪不杀”“八路军
优待俘虏”等口号奋勇杀敌。敌人死的
死、伤的伤、缴枪的缴枪，溃不成军。
伪营长被八路军活捉。

日本指挥官指挥着一股敌人，企图
抢占西山，夺路而逃。早在山上埋伏的
四十四团一个连，待敌人爬上半山腰，
突然出击，一阵短暂的交火后，把敌人
死死地压制在山脚下的河滩里。敌人用
掷弹筒刚打了两炮，八路军战士就端着
刺刀冲到了他们跟前，将掷弹筒缴获
了。雷淯龙率领通讯班直奔日本指挥
官。日本指挥官慌了手脚，怪叫着举起
手枪，向雷团长连打两枪都没有打中，
于是掉头要逃。八路军一名通讯员飞步
上前，对准他的头部猛刺，并打落了他
的手枪。日本指挥官面部受伤，招架了
几下后拔腿就跑，刚逃到一个土坎下，
被一名通讯员推下的大石头砸了个正
着，顿时一命呜呼了。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八路军平
北部队几乎全歼被围之敌，赢得了一场
酣畅淋漓的胜利。据统计，此次战斗共
击毙日本指挥官以下50多人，俘敌数
百人；缴获迫击炮1门、手炮1门、掷
弹筒 3 具，重机枪 3 挺、轻机枪 1 挺、
长短枪 218 去，望远镜 4 架，战马 17
匹，还有一批弹药和其他装备。本次

“铁桶阵”大捷后，段苏权率领战士们
再接再厉，基本扫清了张家口外围的日
伪重要据点，为八路军解放张家口创造
了有利条件。

（作者工作单位：河北省张家口市
赤城县政协文史委）

段苏权巧设“铁桶阵”
蒲润洲

1951年 4月，我跟随部队跨过鸭绿
江，踏上朝鲜的土地。在那里，我度过了
两年零8个月的战地时光。这其中，最让我
难忘的，当属夺取并守卫白杨山的战斗。

1953年 5月，我所在的志愿军某团
八连，奉命参加夺取白杨山的战斗。战斗
打响前，连里召开大会，连领导给我们
做了思想动员，并教导我们说：接下来
的这场战斗是让敌人“低下头来签订停
战协议的关键”。听到这话，我和战友
们备受鼓舞。

随后，我连向敌人阵地秘密前进。
由于白天行军容易被敌机发现，我们只
能在夜间行军。一路上，我们不能点火
把、搭火堆，摸黑前进，行军的第三个
夜晚，我连到达指定位置，这里距离敌
军阵地只有500米左右。在一个大山洼
中，我们悄悄地埋伏起来，等待战斗指
令的下达。凌晨3点左右，敌军炮火突
然向我方阵地发起猛烈射击。炮弹呼啸
着向我们袭来，落在我们隐蔽的地方，
周围山上的岩石被震得纷纷滚落，造成
了部分战士的伤亡。当时我的头被震得

“嗡嗡”作响，左耳流血不止 （后来，
我的左耳因此失聪），飞溅的泥石快把
我埋起来了。但大家毫不退缩，依然坚
守在埋伏地点。随着连领导的一声令
下，我们冲向敌人阵地，向白杨山守敌
发起进攻。在枪林弹雨中，我们和敌人
激战了4个多小时，终于打败了敌人，

占领了阵地。上级判断：敌人不会就此
甘心失败，一定会发起反扑。于是在夺
取阵地后，我连立即进行了充足的准
备。不久，敌人果然向我连阵地进行了
大规模进攻，企图夺回阵地。在我军有
力的回击下，反扑以失败告终。

就这样，我们在阵地上坚守了 4
天，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4 天后，
我连接到上级命令，阵地由兄弟部队
接防。吴连长安排我留下，负责协助
兄弟部队办理阵地上余下的各种物资
移交手续。

就在我协助兄弟部队办好移交手续
的时候，敌人用飞机和大炮再次向我们
的阵地进行了猛烈的轰炸和炮击，我和
兄弟部队的同志们立即隐蔽。但一架敌
机丢下的炸弹正落在我身边，爆炸时产
生的气浪一下就把我推出阵地，惯性又
让我滚下了山头。也不知过了多久，我从
昏迷中缓缓苏醒过来，发现当时已经是
夜里。我试着动了动，感觉右手不听使
唤，仔细一看，发现原来右手已经断了。
我强忍剧痛，一只手拿出急救包里的绷
带，将右手包扎好，并将其吊在脖子上。
自救完成后，我咬牙站起身来，朝着大致
的方向追赶部队。大约走了30多里路，
终于看到前方有三位战友迎面向我走
来。见到我，大家欣喜万分。

战友们用担架将我送到战地医院，
不久，传来了胜利的消息。

浴血奋战白杨山
胡丕碧

土地革命时期，在共产党组织和红
军的领导下，湘鄂赣苏区的革命力量迅
速发展，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
治。

1930年 10月，为在敌人部署“围
剿”前夕先期打击敌人、扩大苏区，红
七团和游击队 （红军独立第三师的前
身）进入江西武宁，在当地革命军民的
配合下，发起了一场辽田战斗。辽田位
于武宁船滩镇东北约4公里的辽山下，
是武宁进入湘鄂赣苏区的交通要道，国
民党军队郝梦麟部和民团在此设立据
点，企图切断苏区和外界的联络。

10月的一个晚上，红七团一个连
和游击队（红三师的前身）秘密开进辽
田周边地区。经过侦察，红军连长确定
主攻方向，并想指战员布置了“三路出
击、两翼迂回”的战术。第二天深夜，
三路红军同时出发，在得到两翼迂回部
队的信号后，立即向敌人南岳殿据点发
起猛攻。据点的敌人被打得手忙脚乱，
急忙夺路而逃。红军胜利夺取敌人据
点。凌晨，当船滩敌人派兵增援时，红
军已押着俘虏，带着战利品离开辽田。

1931年2月，中共鄂东特委派遣红
三师第三营支援武宁游击队、赤卫军，
再次攻打辽田。当月下旬，红三营派员
侦察辽田守敌情况，发现在一打辽田
后，敌人不仅加固了据点，还增加了配
备重武器一个连的兵力驻守。中共武宁

县委和红三营、游击队领导研究，决定
采取“奇袭”的办法，以红三营七连为
主攻，八连为左翼，九连为右翼，游击
队为主攻的第二梯队，赤卫军为右、左
翼的三方穿插袭击。经过激战，国民党
军不敌，放弃据点，往修水三都方向逃
窜，被红三营七连咬住不放，俘虏20
余人。

两次被打后，敌人在辽田据点增加
了兵力，又建了三座碉堡，派一个营的
正规军和民团120多人驻守。

为了拔掉敌人设在湘鄂赣苏区交通
要道上的这颗“钉子”，1931 年 8 月，
红三师、游击队、赤卫军的指挥员召开
会议，研究制定了第三次攻打辽田的作
战方案。此次行动，红三师、游击队、
赤卫军共集结 400 余人，同样兵分三
路，协同作战：一路以少数兵力佯攻民
团碉堡；二路以部分兵力堵截增援之
敌；三路以主力强攻敌人营部，使其首
尾无法顾及，失去指挥联系，从而各个
击破。

当晚，各路兵力进入阵地。凌晨，
随着进攻信号响起，各路部队按照既定
方针，向各自目标发起猛烈攻击。敌营
部电线被割断，电话联系不上，派出的
联络兵在途中又被堵截，各驻地敌人没
了上司命令，顿时乱作一团，争相突围
逃命。这次战斗毙敌30余人，俘敌11
人，缴枪23支，子弹2300多发。

红三师三打辽田
何仁美

1948年 2月，谢汝昌赴芜湖任国民
党县长兼县民团团长。这时，中共地下党
组织和民革为迎接全国解放，正开展对
国民党地方军政人员的策反工作。地下
党组织负责人方向明、石原皋等认为，谢
汝昌思想开明，还曾掩护过中共地下工
作人员安全到达皖南游击区，决定把他
作为策反重点人物，并通过民革方面的
朱子帆等与谢汝昌取得了联系。谢汝昌
当即表示希望尽快相见，并保证安全。不
久，方向明、石原皋等来到芜湖与谢汝昌
会了面。谢汝昌向他们明确表示愿弃暗
投明。

中共地下党组织随即向谢汝昌作了
具体布置，要他安排可靠部下率部集中
在芜湖市区，在解放军渡江时维持芜湖
的治安，确保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阻止
敌人的劫掠、破坏活动。

谢汝昌遵照中共地下党的部署，立
即开展工作。他对中共地下工作同志的
安全非常重视，一有风声即迅速通知、保
护转移。当时国民党的芜湖驻军和警察
特务多次搞突然袭击，挨户清查，大肆搜
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每当此类情况
发生前，谢汝昌总是派人迅速将地下党
同志掩护转移到他家或其他安全地方。

北平和谈期间，驻芜湖江防的国民
党部队决定抽调兵力去皖南山区“围剿”
游击队。谢汝昌得知这一情报后立即向
方向明、石原皋做了汇报。这一重要情报
即由方向明立即动身前往皖南报告情
况，使敌人的“围剿”扑了个空。

当时，国民党征收的军公粮几万包
（每包200斤）分存于芜湖。4月上旬，国

民党总后勤部从南京派轮船来到芜湖，
要装运军粮。谢汝昌请示中共地下党组
织，方向明、石原皋指出：“这批巨额军公
粮，你如能尽力保存下来，即是很大的
功劳。”谢汝昌坚决执行中共的指示，派
人到军粮存放地点，命令看守者：没有得
到县政府的准许，不得装运放行。南京来
人企图强行运走粮食，还恐吓谢汝昌说，
要治他“贻误军需，存心资敌”的罪。谢汝
昌顶住压力，告诉来人，现存的军粮只
够芜湖及其附近各驻军的口粮，“倘若
运走，则影响军心和民心”，如此延宕多
日后，又说解放军有部队已开始渡江，
吓得对方开着空船逃走了。就这样，这
批粮食在解放军渡江后全部由人民政
府如数接收。

4月21日早晨，解放军胜利渡江，芜
湖国民党驻军即行溃败。中共地下党组
织指示谢汝昌一定要对县属武装要严加
掌握，维护好全市治安。谢汝昌按照指
示，召集县属部队和各科室的负责人进
行说服教育工作，号召大家和蒋家王朝
断绝关系，迎接解放，得到一致拥护。会
后，谢汝昌召集所部全体官兵讲话，并亲
率巡逻队进行督查，逮捕了不少散兵游
勇、地痞流氓，还当场抓获并枪毙了一名
正在抢劫商店的盗匪。这些举措既维护
了芜湖的治安，又稳定了人心。

4月23日，解放军第三十军到达芜
湖。谢汝昌前往迎接，并向军首长及地下
党负责人汇报情况。当听到军首长谈到
希望地方帮助筹集军粮时，谢汝昌立即
回答说：军粮已封好，请军长派干部随我
去提取装运。

芜湖解放战中的谢汝昌
张卫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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