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家大院：地下贸易情报站

万柳溪出生于经商世家，思想
进步，早年曾加入同盟会。全面抗
战爆发后，万柳溪在抱犊崮山区万
春圃 （后任八路军鲁南军区副司
令） 家躲避战乱，结识了中共苏鲁
豫皖特委的领导人，并对共产党提
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张深
表赞同。

1940年秋冬之际，中共鲁南区
委派第七区区长万国华 （万春圃之
子） 和八路军一一五师情报处处长
邝任农的秘书王正言来到台儿庄开
展统战工作，受到万柳溪的热情接
待。他们转达万春圃的口信，希望
万柳溪以实际行动帮助共产党、八
路军，万柳溪欣然同意。1941 年
底，王均陶受万国华委托来到台儿
庄，在万柳溪经营的万顺昌商号设
立地下贸易站。在万柳溪的安排
下，王均陶的公开身份为万顺昌商
号管事。1942年春，鲁南区委组织
部设立城市工作科，重点抓敌占区
的城市和交通线的地下工作，又派
张德启来到万家，秘密开展对敌情
报工作，地下贸易站由此被称为地
下贸易情报站。

万柳溪利用自己在台儿庄的社
会地位和影响对贸易情报站的工作
给予积极配合，并出面协调该站人
员和当地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的关
系。万柳溪经常请当地的帮会头
目，伪军、伪警、伪维持会头目上
门做客，继而联系他们与万顺昌商
号做“生意”，从他们手中收购军需
物资，并以经商为名，帮助打探敌
人的内部消息，并协助秘密交通员
将收集到的情报及时传递到抗日根
据地。

保护党的干部及家属

1941 年至 1942 年，是鲁南人
民抗战最艰难、困苦的时期，日伪
军加紧对根据地“蚕食”“扫荡”，
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还不断制
造摩擦。

1941年10月26日夜，国民党顽
固派部队发动突然袭击,包围了鲁南区
党委驻地银厂村。为掩护干部群众突
围，中共鲁南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
赵镈率鲁南军区警卫连英勇阻击敌
人，不幸被捕，惨遭杀害。

1941年秋冬之际，党组织将赵镈
的爱人李炎及其幼子赵继烈秘密送到
台儿庄万家隐藏保护。万柳溪以李炎
为其妻妹的名义办理了“良民证”。为
避免走漏消息，万柳溪在府中专门腾
出一个独院房子供其居住，还安排两
名保镖日夜保护，一日三餐均由万柳
溪夫人亲自送饭，外人一律不准靠近。

万柳溪夫妇把赵继烈当成自家孩
子一样对待。当时，李炎因赵镈牺牲
而悲伤过度，身体虚弱，赵继烈当时
尚不满3个月，嗷嗷待哺。万夫人就
为他买来奶粉，亲自给赵继烈喂奶、
洗尿布，每天都过来陪李炎说话，以
姊妹相称。在李炎身体不适时，万夫
人怕孩子小受到惊吓，晚上就陪床
睡，帮李炎照看孩子。李炎母子在万
家生活了约一年时间后，被组织上秘
密转移。

此后，沂河支队司令员宋鲁泉的
母亲（万春圃的姐姐）及其次子被送
来在万家住有一年半；鲁南总动员委
员会宣传部长、鲁南区参议会参议长
彭畏三的夫人韩疏影（鲁南抗日子弟
小学教员） 也来到万家，住了一个多
月；万春圃的夫人刘惠和七岁的五儿及
不满周岁的六儿也被送到万家，住了一
年之久；临郯费峄四县边联县参议会参
议长盛清沂的儿媳王宝君带着孩子来到
万家。因她有文化，被万柳溪介绍到台

儿庄小学教书……
党的干部及家属住下后，万家

不仅供应食宿，临走时还要负担盘
缠路费，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为此万家变卖了不少地产。万柳溪
的五女儿万方春回忆说：“父亲为了
解 决 避 难 革 命 干 部 及 家 属 生 活 问
题，把自家的地卖了不少，宁让他
自己的孩子吃得‘孬一点’，也要给

‘客人’做得好一点，炒个菜‘客
人’多一点，我们少一点，也经常
会把家里喂的猪和羊宰杀给他们改
善生活。”有时候家里来的“客人”
多，她们姐妹就睡门板，床都让给

“客人”。这些“客人”没事的时候
就给万家人讲共产党的事，还经常
唱着小调 （后来才知道那是革命歌
曲），万家人也跟着学。每当家里来
的“客人”穿着朴素，万柳溪便立
即让管家去买布，“男的给做大褂、
女的做旗袍”，把“客人”打扮得和
自家人一样，免得别人怀疑。

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运河支队政
委的朱道曾对万柳溪后人说：“当鲁
南地区被敌伪顽分割蚕食，处境十分
艰苦的时候……我们的活动地区更加
缩小，你父冒着很大的风险隐蔽安排
我党的不少干部，这是难能可贵而有
贡献的进步表现。迄今三十多年我尚
有较为深刻的印象。”

抗日根据地的秘密物流中转站

为了掩护抗日根据地与敌占区之
间的商业秘密贸易往来，万柳溪在台
儿庄城北六里的栗庄村特别设了一个

榨油坊。榨油坊的原料多是铁道大队
从敌人火车上缴获来的大豆，从根据
地秘密运来，在栗庄榨油坊制成豆油
批发销售，用以换取经费，或换取根
据地需要的物资。不久，榨油坊又发
展成根据地与游击区、敌占区输送枪
支等军需物资的中转站。

从 1941 年 3 月至 1942 年期间，
日伪为了“困死”共产党、八路军在
鲁 南 的 抗 日 力 量 ， 大 搞 “ 囚 笼 政
策”，对游击区和抗日根据地严加封
锁，将物资送往根据地变得日益困
难。为了给抗日根据地提供更多的
紧缺物资，万柳溪出面秘密联络台
儿庄多名具有进步思想的商号、货
栈老板共同行动，为根据地筹集了
更多的物资。对于在台儿庄采购不
到的物资，万柳溪还安排其家人陪
同地下贸易情报站的同志以万家名
义远赴外地采购。

为打破敌人的封锁，地下贸易情
报站的同志和万柳溪研究决定：由万
柳溪出面，以万家能为沿途伪军提供

“三白”（粮食、食盐、棉花）物资为
交换条件，从敌人手中获得了物资运
输“通行证”以及押运人员的“良民
证”。为了保证物资的安全，地下贸
易情报站一般会挑选可靠人员，以独
轮小推车或肩挑的方式运输。运送基
本选择夜间行动；物资在运送途中，
沿途都有根据地派出的精干侦察员护
送、接应。

积极参与对敌货币斗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大搞所
谓“以战养战”。为进一步掠夺战略
物资，压榨敌占区民众，日军特务机
关大量伪造法币并投放市场，造成严
重的通货膨胀和物资短缺，有法币流
通的根据地也受到影响。

为了打击敌人的掠夺阴谋，稳定
根据地金融，中共鲁南区党委在山东
分局的统一部署下，展开了对敌货币
斗争。北海银行鲁南支行于1942年在
根据地周边各县设立办事处，统一领
导该县的排挤法币、禁用伪钞和发行
北海币的工作，并逐步建立独立自主
的金融市场。台儿庄地下贸易情报站
在鲁南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按照鲁
南贸易工商局的部署，依靠万顺昌商
号的关系，与台儿庄的爱国商户建立
起越来越牢固的贸易往来。在地下贸
易情报站和万家的积极推进下，用以
采购根据地土特产；土特产运回台儿
庄后，商户高价出售给日伪，并从日
伪手中购置机械、医药 （甚至枪支）
等物品送回根据地销售。贸易中，各
商户出于对地下贸易情报站的信任，
均承认和使用北海币，并按照根据地
银行开出的比率兑换。

不久，鲁南区党委为进一步开展
物资贸易和货币斗争，又在台儿庄城
北的刘郭村开设“鲁南商店”，因该
商店主要经营项目为食盐，又被称为

“盐糟子”。“盐糟子”建立后，和台
儿庄地下贸易情报站迅速取得了联
系，双方密切合作，进一步保障了对
根据地物流的畅通，北海币也在台儿
庄进一步流行起来。

（作者单位：台儿庄战役研究会）

活跃在台儿庄的地下贸易情报站
郑学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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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4月，洪学智担任新四军
盐城卫戍区司令员兼抗大五分校副校
长。7月，抗大五分校开学，洪学智主
讲游击战术。他讲课通俗易懂，深入浅
出，深受战士们的喜爱和欢迎。

不久，日军集结兵力 1.7万人、
装甲汽艇百余艘，在飞机掩护下，对
盐阜地区进行夏季大“扫荡”。新四
军军部命令洪学智统一指挥尚在盐城
的军直属单位人员和抗大五分校师生
转移。

洪学智接到命令后，立即进行了
周密部署。20日上午9时，新四军军直
属单位和抗大5分校共6000余人，在
五分校警卫连的保护下，开始有序撤
离盐城。与此同时，洪学智亲自率领连
排干部队留在城内，担任掩护、阻击的
任务。洪学智把队员每3人分成一个
战斗小组，分散活动，充分利用盐城河
多桥多的地形特点，在盐城内外节节
抗击，以迷惑、迟滞敌人的进犯。

7月21日，天降大雨，洪学智率连
排干部队的学员以小组为单位，进入
预先指定的位置埋伏。上午八九点钟，
敌人先头部队开着多艘汽艇向盐城驶
来。埋伏在河岸的战斗小组立即开火，
并引爆了事先放在河中的土“水雷”。
各战斗小组稍稍应战，便迅速撤退。

敌人以为从河上进攻会遭到埋
伏，只得弃船登岸，向盐城扑来，其行
进速度大幅减缓。当敌人抵达盐城附
近一座木桥时，洪学智命令战士们点
燃了事先泼在桥上的汽油。面对熊熊
大火，敌人只得再次停下来灭火。敌人

过桥后，又不断遭到袭击，只得缓慢前行。
当他们到达盐城时，洪学智早已率领断后
的指战员前往盘湾的苇草地区，与军直属
单位、抗大五分校的同志会合了。

洪学智到达后，立即率领五分校一大
队和警卫连，在三天之内，保护军直属单位
人员从盐城和上岗两个敌人据点之间的新
兴场附近安全通过封锁线，前往阜宁。

军直属队刚刚穿过封锁线，日伪军便
赶到盘湾“扫荡”。洪学智立即指挥五分校
师生突围转移，行进途中，洪学智带领警
卫连20余名战士当先前进，遭到敌人100
余人的围攻。洪学智从容指挥，率领战士
们两次打退敌军的进攻，不仅将敌人击
溃，还乘胜追击，抓了10多个俘虏。当洪学
智率领部分师生前进至龙王庙附近时，发
现日伪军150多人正在“扫荡”。他一面命
令师生迅速向海边转移，一面率领警卫连
两个排投入战斗，迅速将敌人击溃，并救
回了被敌人抓捕的群众，夺回了被抢走的
粮食。

整个夏季反“扫荡”期间，洪学智指挥
抗大五分校师生主要在串场河以东的盐
东、台北、台东沿海狭长地带活动。时值酷
暑，芦苇丛中又闷又热，蚊虫肆虐。洪学智
和五分校师生克服重重困难和敌人周旋，
坚持在海边和敌人战斗。为了打击敌人，
洪学智还不时集中全校的战斗力量主动
出击，配合兄弟部队消灭小股敌人，攻克
了南洋岸敌人的两个据点。

随着反“扫荡”的胜利，9月初，按照新
四军军部指示，洪学智率领抗大五分校的
师生队伍来到阜宁县王桥口、硕集休整，
并恢复上课。

洪学智率领抗大五分校师生反“扫荡”
徐轶

1950年 2月13日，国民党“西南反
共救国军”头子程志武集结手下，并勾结
地主武装、反动会道门成员共 3000 余
人，围攻天全县城。当时驻扎在天全县
城的是解放军六十二军五五五团的一个
连。这股敌人将芦山连接天全的交通道
路予以破坏，并在天全城南山上构筑工
事，至17日将天全城团团包围。

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解放军指战
员提出“与天全共存亡”的战斗口号，采取
了“少数兵力固守要点，主力集结机动歼
敌”的战法，以一个排守东门、北门和钟
楼，一个排守西门和南门，一个排作为全
城的机动部队，与土匪展开战斗，县级机
关30多名党政干部负责运送弹药、照顾伤
员，协助作战。

15日，百余土匪从县城西关窜入城
内，解放军以主力从北门外插向敌人侧
后切断退路，以小部队正面攻击，将敌全
歼，并俘虏60多人。到了中午，炊事班
给俘虏们准备了丰盛的肉菜，请他们吃
饱喝足后，对他们简单宣传了我党我军
的政策，并宣布把所有俘虏释放。解放
军此举在围城土匪中引起巨大反响，数
百名土匪因此溃散。

2月17日，程志武命令土匪分三路
同时向解放军阵地发起攻击。解放军战
士严阵以待，为了节省子弹，只在土匪逼
近时，才施以猛烈射击，连续多次打退了
土匪的进犯。

这一天是春节，解放军战士在激战
之余，不忘抽出时间为群众扫地、挑水、
劈柴，用红纸写对联、糊灯笼。群众也主
动组织起来为阵地上的战士送水送饭、
救护伤员，还有群众把酒送到阵地上，给
战士们暖身子。

19 日凌晨，程志武命 40 多个悍匪
组成的“敢死队”，从城南涉水过天全河，
偷偷潜入城内，躲藏进城内正西街南面
的碉堡里，妄图在天明后土匪攻城时对
解放军“内外夹攻”。敌人的行踪被群众
发现并及时报告给了解放军。解放军立
即抽调部分战士将这伙土匪包围，严令
他们投降。土匪企图负隅顽抗，被解放
军战士用炸药包炸开了碉堡大门后，全
部乖乖束手就擒。

20日，城外土匪向解放军发起“总
攻”，发现城内没有人接应，顿时乱了阵
脚，其先头部队遭到解放军的痛击，死伤
惨重，后面的土匪很快溃逃。2月21日
晚11时，解放军五五五团二营及芦山、
宝兴两县党政干部组成的援军抵近县
城，突然发起冲锋。天全城内的解放军
战士乘势杀出，与援军合兵一处，追击逃
敌40多里，消灭了大批土匪。程志武仅
带少数侍卫钻进丛林落荒潜逃。至此，
持续七天七夜的天全保卫战以解放军的
全面胜利结束。

4月，匪首程志武被抓获，得到了应
有的惩罚。

解放军以寡敌众，勇保天全城
吕雪萱

抗战期间，八路军鲁西南军分区
敌工科干事程亮，因为精通日语，负责
搜集、分析日军情报的工作，由于工作
出色，多次受到军分区领导的表扬。

1942年9月的一天，鲁西南军分区
司令员赵基梅找到程亮，交给他一项秘
密任务：据可靠情报，日军开始频繁调动
兵力，可能是准备对鲁西南军分区发起
大规模“扫荡”，但具体情况不详。为了
摸清敌人的军事部署，粉碎敌人的“扫
荡”，军分区决定派程亮化装成当地一名
颇有声望的程姓人士的本家兄弟，打入
定陶南王店伪据点，查明敌人的兵力部
署。程亮表示：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
任务。

经过精心准备，程亮化装来到定
陶南王店日伪据点，并将程姓人士的
亲笔介绍信交给把守据点的伪军连
长，并送上了一份贵重的见面礼。伪
军连长仔细看了信，见信中介绍说：程
亮“原来在高树勋部队当过通讯兵，有
文化、有技术，会修电话、接电线”，希
望可以在伪军队长手下“混口饭吃”。
伪军连长又问了一些有关程姓家族的
情况，没发现破绽，便说道：“我原来跟
着程先生混过，他这次举荐你这个本
家小兄弟，我哪里敢不答应啊？最近
我们这里的电话线总是被八路剪断，
正好缺少会接电话线的，你还干你的
老本行，专门接听电话、接电话线吧。”
于是程亮顺利地成为据点里的一名通
讯兵。

程亮工作“勤勤恳恳”，每当据点的

电话线被八路军切断，他便迅速外出“检修”，
保障了据点和其他敌人的“通讯畅通”。伪军
连长很快发现程亮“忠于职守”，一天到晚守
在电话机旁，铃一响就赶快接听，还会找个小
本本将电话里讲的内容认真记录下来再向他
报告，于是经常夸他“干得不错”。后来，据点
的电话也可以听到日军的通话，伪军连长问
是怎么回事，被程亮的“专业解说”掩饰了
过去。

程亮“上任”十几天后的一天下午，接
听到一个电话，其内容是：驻河南商丘的
日军指挥官向驻菏泽、定陶、曹县日军下
达“扫荡”命令：发现定陶力本屯驻有八路
军鲁西南军分区的十九、二十团，立即“围
剿”，各部于当天晚上出发，次日拂晓到达
合击地点。

程亮放下电话，先将“电话内容”报告
了伪军连长，然后以帮助伪军连长到附近
药房取药为借口，迅速来到附近的村子，
找到了医生（地下联络员），将敌人“扫荡”
的情报告诉了他。联络员迅速出发，将情
报报告了军分区。军分区立即命令部队
连夜转移，不仅让“扫荡”的敌人扑了个
空，还在一路敌人的回窜途中设伏，给予
敌人沉重打击。

敌人对鲁西南根据地开展大规模“扫
荡”后，程亮又截获了敌人不少重要情报
并及时送给了军分区，为反“扫荡”的胜利
作出了重要贡献。

敌人在“扫荡”中处处挨打，感到不
妙，于是开始秘密调查，发现程亮有“重大
嫌疑”，于是派兵抓捕。此时，程亮早已安
全回到了军分区，接受新的任务。

在敌人据点里搜集情报
王贞勤

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
阶段，为了更多地消灭日伪军，扩大
解放区，八路军渤海军区部队遵照山
东军区的命令，发起了讨伐伪军张景
月部的战役。

第一次讨伐张景月部战役结束
后，张景月残部被迫收缩到寿光县城
南北地区，并建立起以田柳庄据点为
支撑的“防御体系”。田柳庄据点由
伪军十五旅2700多人把守，另有一
些反动会道门的“神兵”助阵。守敌
在田柳庄外挖了宽大的防御壕，又把
围墙筑成双层；围墙上还筑有多处高
大的碉堡；为防止八路军喊话进行政
治攻势，敌人在围墙上还特别设有

“锣鼓队”来“对抗”。这股守敌依仗
工事坚固，自诩“坚不可摧”，气焰
嚣张至极。据此，渤海军区首长决定
集中主力首先攻克田柳庄据点，以震
慑其他各处敌人。

7月26日，八路军渤海军区部队
到达指定位置，30日下午完成对田
柳庄的包围。至8月2日，在胶东军
区部队一部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渤

海军区扫平外围据点，切断了守敌与
外界的联系。

将田柳庄包围后，为便于运动兵
力和防止敌人逃窜，渤海军区首长制
定出“战壕对战壕，碉堡对碉堡”的
作战方案。八路军在群众的帮助下，
在村寨周围、距离敌人防御沟外沿约
50米处挖了一条环庄战壕，作为进
攻前沿阵地；又在一夜之间筑起了
40多个超过敌碉堡高度一米的“土
碉堡”，选派神枪手居高临下压制敌
人火力。

8月2日，渤海军区炮兵开始炮
击田柳庄敌人外墙的工事。4日，八
路军突击部队选择村寨的西北角为突
破点，将几门迫击炮安放在距敌人的
炮楼不到30米的工事内进行平射轰
击，并实施连续坑道爆破，为突击部
队扫清障碍；突击部队高举“土坦
克”向前推进，很快攻克了外墙上的
两个大碉堡。守敌顿时惊慌，接连发
起多次反扑，均被击退。后续部队随
后乘胜扩大战果，占领了外墙敌人的
全部工事，并使用装土的木箱在残堡

上修筑起“小炮楼”，架起重机枪，
为攻打内墙提供火力掩护。

张景月得到田柳庄敌人的求援
后，慌忙拼凑了6个团的兵力和一批

“神兵”，连续数日从多个方向对田柳
庄增援。各路援军和自认为服下神符
就会刀枪不入的“神兵”均遭到八路
军打援部队的迎头痛击，被歼灭大半
后狼狈逃走。被围敌人于深夜利用地
道爬出来，企图进行偷袭，被八路军
发现并击退。守敌见偷袭不成，又派
出村内的反动会道门成员扮成“阴
兵”，于夜间手舞足蹈、鬼哭狼嚎着
向八路军阵地扑来。八路军前沿战士
只回敬了一排手榴弹，就把“阴兵”
打回了原形。

7日，八路军开始用火力摧毁田
柳庄内墙的敌人工事。经两昼夜战
斗，八路军攻占了内墙上的大碉堡，
并打开了一处围墙缺口。张景月害怕
田柳庄据点一旦被八路军攻占，其防
御体系势必全线崩溃，于是孤注一掷
地派出其“精锐”组成“敢死队”，
携带着大批军需物资，向田柳庄杀

来。八路军得到消息后，为了歼灭敌人
更多的有生力量，故意在田柳庄西门方
露出“破绽”，放部分敌人进入田柳
庄。当援敌“顺利”冲入田柳庄和守敌
会合后，却发现走在后面的辎重队已经
被八路军拦截并缴获了。

为了给守敌悔过自新的机会，八路
军于12日下午向守敌送去了敦促投降
书。但守敌得到了淄博敌人于13日“大
举来援”的消息，心存侥幸，拒不投降。

8 月 13 日，淄博敌人果然出动重
兵赶来增援田柳庄守敌，进至田柳庄南
面5里时，遭到八路军打援部队的顽强
阻击，丢下多具尸体后逃回淄博。与此
同时，田柳庄守敌为了与淄博援敌“里
应外合”，也集中了所有“精锐”从田
柳庄南门向外拼命突围。他们哪里知
道，八路军已经在南门外挖好了封锁
沟，并集中了十几挺轻重机枪和大批投
弹手“等候”。当敌人冲到南门外时，
严阵以待的八路军立即猛烈开火，击毙
冲在前面的敌人百余人。幸存的敌人拼
命往回逃窜，八路军紧跟着敌人冲进田
柳庄内墙，攻入庄内与敌人展开激烈巷
战。在八路军的强大攻势下，残敌无力
招架，纷纷投降。

13 日下午 2 时，田柳庄战斗胜利
结束，八路军全歼守敌3000余人，缴
获轻重机枪60余挺，长短枪2000多支
以及大批军需物资。各地的张景月部伪
军闻讯后顿时溃散，八路军乘胜追击，
一举收复了寿光县大片地区，打通了渤
海东部与胶东、鲁中的联系。

八路军克复田柳庄之战
贾晓明

台儿庄沦陷后，中国共产党、八
路军领导当地人民群众，开展了多种
形式的抗日斗争。随着形势发展的需
要，1940年，八路军一一五师和中共
鲁南区委派人前往台儿庄，联络当地
开明士绅万柳溪，在其家中开设了地
下贸易情报站。万柳溪赤诚爱国，其
家人也都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
万家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社会关
系，积极配合党的地下工作，该情报
站很快发展为党组织在台儿庄的可靠
立足点，在搜集敌人情报，保护党的
过往干部及其家属，为抗日根据地购
买、运送军需物资，与敌人开展货币
斗争等方面均做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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