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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加 党 的 七 大 的 陕 甘 宁 边 区 之 外 的
代 表 ， 大 多 来 自 敌 后 各 抗 日 根 据 地 ， 部
分 来 自 于 沦 陷 区 ， 有 的 甚 至 是 来 自 海
外 ， 距 离 延 安 往 往 关 山 难 越 、 道 远 且
阻 。 每 一 名 外 地 代 表 奔 赴 延 安 的 经 历 都
是 一 本 厚 重 的 大 书 ， 这 些 七 大 代 表 要 奔
赴 延 安 ， 不 仅 都 要 面 临 交 通 上 的 不 便 ，
而 且 往 往 要 经 历 枪 林 弹 雨 才 能 冲 过 敌 人

的 封 锁 线 和 碉 堡 群 。 为 了 抵 达 延 安 ， 他 们
有 的 骑 马 ， 大 部 分 只 能 徒 步 跋 涉 ， 有 的 由
游 击 队 武 装 护 送 ， 有 的 则 是 利 用 统 战 关 系
秘 密 通 过 ， 甚 至 有 的 在 奔 赴 延 安 的 征 程 中
遭 遇 意 外 、 赍 志 而 没 。 对 党 中 央 的 向 往 、
对 事 业 的 忠 诚 ， 让 这 些 代 表 九 死 一 生 、 不
惧 艰 险 ， 最 终 汇 聚 在 延 水 之 畔 、 宝 塔
山 下 。

通往延安的路有很多条，但条条铁路、道道公路都
是日伪军重点设防的封锁线。由于日寇封锁严密、战争
破坏严重，在鲁西北、在太行山，七大代表有时候只能
在野地宿营，尤其是在那些“日寇、伪军和国民党”控
制区的“三岔口”，甚至连野菜都要限量供应。面对生
活上的困难，来自五湖四海的七大代表却兴趣盎然地搞
起“精神会餐”：从叉烧包到馄饨面，从及第粥到茄汁
粉肠，大家甚至被“精神美食”搞得“垂涎三尺”，艰
难困苦的行军路上欢声笑语。

七大代表奔赴延安，要面临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困
难，往往还要面对生死难关。由于要突破封锁线，代
表团的组织规模、掩护兵力不宜过大。1939 年 11 月，
第 115 师开始推选七大代表，12 月，第 115 师当选的
七大代表奉命到山东梁山九女泉集中，30 多名代表组
成一个行军队，由闫玉森、徐运北分别担任行军队队
长、行军指导员。30 多名代表加上警卫员和马夫一共
七八十人马，还配备了 15 头骡子，他们一路上都受到
沿途各部队和地下党组织的护送，边走边打。尽管已
经控制行军规模了，但他们一行还是目标过大，引起
了敌伪军的注意，在娘子关西边夜间通过正太路时，
日伪军枪炮密集，炮弹追着马队，闫玉森的警卫员和
马夫，一个牺牲一个负伤。

从陆路穿越封锁线常常是崎岖坎坷，海路也往往波
谲云诡。1943 年初，新四军第 3 师兼苏北军区抽调一
批团以上干部到延安学习。师参谋长彭雄、第8旅旅长
田守尧、政治部主任张池明、师作战科科长席庶民、
军需科长曹云、阜宁总队队长张友来、涟东独立团政
治处主任吴毅、第 24 团政治处主任程世清等一批干
部，由第8旅第22团第1营护送过运河抵达淮海区，彭
雄等两次试着偷渡运河不成，决定把女同志暂时安置
在群众家中“打埋伏”，深夜转到八滩以南三灶后组成
干部队，彭雄为干部队队长、田守尧为副队长，张池
明为党支部书记，坐船从海上到山东转赴延安。3月16
日下午，彭雄搭乘五桅大船，从淤尖废黄河口出发驶入
黄海，不料半夜抵达连云港以东水域，忽然风停了，拂
晓后被东西连岛的敌人发现，开来巡逻艇要登船“检
查”，彭雄一行等先发制敌，驳壳枪、手榴弹一齐开
火。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的敌军巡逻艇用机枪猛烈扫射，
彭雄身负重伤，其他同志虽然“挂彩”却毫不畏惧，双
方激战到下午时分。在这场遭遇战中，彭雄、田守尧及
警卫人员等 18 位同志不幸罹难。但是幸存者毫不畏
惧，坚决打到底，宁肯与敌人同归于尽，也绝不做俘
虏。后海面起风，把木船吹到海头镇敌人据点附近的
小沙东，直到天色已晚，滨海军区独立团以及警戒海
头敌人的地方部队一个连赶到海边，把同志们接上岸，
幸存者才得以脱险。

即便有大的部队武装掩护和事前较为周密的筹划，

英勇奋斗之路

征程作熔炉 丹心映盛会
——七大代表们的赴会之路

赵 春

中共七大会场

中共七大代表们正在入场

毛泽东出席七大的代表证

通向延安的路固然艰苦，然而却成了七大代表们在一次次淬
炼中的党性升华之路。

在开赴延安的征程中，各根据地高级干部的模范言行，让代
表们感受到了加强党性修养的教育示范。大后方代表团经桐峪、
麻田、占壁，到达八路军太行山总部时，正是我军发动百团大战
的后期，敌人的活动相当频繁。八路军总部因正处于战争状态而
经常移动。大后方代表团西去的路线又因敌人的严密封锁而不能
通过，只好随总部机动转移。转移到桐峪时，柿子已经成熟，有
的掉落在驻地的院子里。由于总部经常转移，粮食供应缺乏，大
家的生活相当艰苦。有的战士饿得受不了，宿营后去捡柿子吃，
七大代表团的同志也是如此，却没人意识到这种行为是违反群众
纪律的。这种情况被彭德怀发现以后，第二天一大清早，司令部
集合驻地开全体人员大会。会上，彭德怀狠狠批评了违反群众纪
律拿老百姓东西吃的错误行为。彭德怀严厉批评道：有人说是掉
在地上捡起来吃的，我说掉在地上的也是老百姓的东西嘛，为什
么要拿来吃？八路军总部责令各单位负责同志进行检查，凡是摘
了、捡了的柿子，一律送还给老百姓，吃了的就一律赔钱。这一
堂“柿子纪律课”，使得大后方代表团的代表们经历了一次深刻
的纪律教育和党性教育：共产党人必须时刻严格遵守群众纪律，
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不能纪律松弛，这样，群众才会真正相信
我们。

生死已属平常事，英雄何惧前路难。敌后各战略区，尤其是
远离陕甘宁边区的华中、大后方的代表团，奔赴七大的路程，往
往要经过八九个省，要通过敌占区、缓冲区和敌后等复杂的环
境，要经受各种各样艰苦生活的考验。对于很多抗日战争时期参
加革命的代表和自小生活在优渥家庭中的年轻人，这种军事共产
主义的集体的战斗生活，对每一个人的党性和意识，都是一场特
殊的检验，每一位七大代表奔赴延安的历程，都是一本生动的党
性教科书。

（本文作者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副研究员）

党性锻炼之路

七大代表的长途跋涉之旅，还是代表们提升政治素质、理论
修养的大课堂。当时的党内干部，包括党的七大代表，理论学习
上仍存在亟待加强的问题。1943年8月，浮山县委书记王锐接到
去延安的通知，他与高扬文、周仲英、桂绍彬、王毅之、卫恒、
刘开基以及冀南的陈再道等一道出发前往延安。由于王锐以为是
去学习，提高自己的觉悟和水平，因此随身还带着王明的小册子
《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直到抵达延安，见到同是七
大代表的任志远，王锐才知道王明的书是不该带的，王明的观点
是错误的。幸运的是，这些抗日战争期间参加共产党、来不及接
受党的系统教育导致理论基础相对薄弱的党员，在奔赴延安的途
中往往会得到组织的重点照顾和教育，接受比较集中的理论培训
和政治历练。

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当选的姚仲明等跟随代表团一起启程赴延
安。抵达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后，朱德接见代表团并转达中央同
志，让山东七大代表团暂留太行，集中参加一段时间学习。姚仲
明一行留在太行山的辽县学习，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等经常来
给他们做学习辅导。1940年春节后，中共中央通知山东代表团跟
随晋察冀边区在太行参与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部队，到晋察冀边
区去参观学习。部队抵达晋察冀根据地，实地参观、考察与学
习，其间还听取了彭真同志的报告。其后又接到中共中央通知，
随冀中部队前往晋西北贺龙同志处，考察晋绥根据地民族地区的
工作，主要是少数民族政策落实的问题。

冀鲁边区关星甫、闫玉森、胡廷一行3人用了一年多时间才
抵达延安，虽然路上多次受阻却反而“因祸得福”，先后多次听
到彭德怀、邓小平、傅钟等人的报告，1940年3月得以参加北方
局在上北漳办的党校，跟着徐懋庸、杨献珍等党内大知识分子学
习了 3 个月的政治经济学和联共 （布） 党史等。不仅有理论进
修，一行 3人紧跟着还参加了反击朱怀冰的自卫作战，打完仗，
由崔月楠带队赴部队抓政治检查和纪律检查，帮助处理部队和地
方党的关系，这一趟下来，实现了文武结合，称得上学用相长。

跟随山东代表团一路抵达太行山的七大代表柳运光在北方局
驻地才看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如获至宝，对于什么是
社会主义、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等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有了系统
的学习。而朱广泉等代表行进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时，不仅得以
聆听程子华关于边区建设的报告，而且近距离观察和分析了这些
根据地对于减租减息等党的重要政策的布置、实施与调整。再对
比山东根据地、对比自身工作和自己的认识，柳运光、朱广泉等
人更加理解了“合理负担”“统一累进税”等根据地建设的政
策，对于什么是政策、什么是政治领导权、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
建设等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作为上海地下党的代表，张妙根一行50余人深夜渡过长江，
抵达定远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作为中央代表、中原局书记的刘少
奇不仅来看望他们并给每一位代表送了一本 《论共产党员的修
养》，而且还安排代表们听他所作的 《从华北经验看华中工作》
的报告，让张妙根等七大代表更加明晰国内形势、更加理解战略
方针、更加重视统一战线。刘少奇还特别给代表们解释了要以共
产党为中心，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建立自己的政权，在
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中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
犯人”的方针。刘少奇的报告给与会的七大代表以很深的理论触
动。

中共中央有意识地让七大代表经历反“扫荡”作战、反国民
党顽固派“摩擦”作战、统战工作、减租减息工作等实际锻炼，
让七大代表奔赴延安之路，成为一条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工作
中学习政策的自修之路，变成一条接受党内高级干部政治培养和
理论辅导的集训之路。

理论提升之路

根据当时沿线敌我情况和任务
的对象及性质，代表们奔赴延安的
方式也不尽相同：一种是公开和半
公开的武装接送，还有一种是秘密
化装的“合法”接送。这两种形式
相辅相成，灵活运用。

利用“合法”的方式，化装
后白天通过敌人严密的封锁和搜
捕，充分利用各种统战关系，是
接送干部常常采用的好办法。为
了帮助像陈毅这样的重要干部、
七大代表更多更好地越过封锁
线，地下党组织交通人员，通过
积极的统战工作，利用敌伪组织
和敌伪军中的内线，为这些干部
提供了敌占区居民的各种证件，
其中，交通队就曾通过敌伪警察
局的内线，搞到了一批敌占区的
居民身份证卡片，仿造了钢印模
子和照相器材等制作身份证的工
具。他们把被护送的同志安排在
堡垒户家中，由交通员向他们介
绍敌伪情况、社会情况、群众情
况、村庄情况，共同研讨对付敌
人的盘查与闯过敌人封锁线的具
体办法，然后根据七大代表个体
情况的不同，共同制定应付敌人
而需要“扮演”的身份，或打扮
成商人，或打扮成学者，或装扮
成敌伪组织中的工作人员等，再
根据身份掩护的需要认真细化方
案，凡是从根据地带来的可能暴
露真实身份的物品统统留下。在
扎实的准备工作基础上，再由交
通员护送他们买票上车，通常火
车开走接送任务才算完成。如果
遇到特殊情况，还要地方党组织
设法派人同车护送到中转地或者
目的地。

1944 年 2 月，接应陈毅去延
安就是采取化装的办法。由于原
定路线有了敌情，临时绕道群众
基础好的云周西村，准备在此住
一个白天后，晚上再走。不料，
文水城、下曲镇、信贤、裴家会

的敌人出动了，像是来“围剿”
和“扫荡”的，敌变我变，护送
同志必须天黑前化装出发。陈毅
同交通队一见面就说：从现在开
始我该由你们负责了。在地下党
组织的安排下，陈毅一改原来的
绅士打扮，脱掉长衫，换上山西
农民的旧棉袄，头上包了块羊肚
子毛巾，躺在马车上装病。云周
西村党支部书记装扮成陈毅的

“儿子”，护送生病的“父亲”到
城里看病。警卫员换成农民装束
坐在车上。交通员化整为零，分
散在大车前后保护。由于陈毅的
山西话学得不像，只能安排躺在
大车上“装睡”，倘若遇到敌人
盘查，就哼哼呀呀装哑巴来糊
弄，就这样一路平安地越过了太

汾公路。
许多来自平津、华北乃至华

南地区等的七大代表，都是通过
化装、以“合法”的方式接送
的。1943年，新四军第 8旅第 24
团的沈东屏一行途经山东奔赴延
安，期间由铁道游击队武装护送
通过津浦路抵达冀鲁豫军区，每
人只穿一身单裤褂，什么东西也
不能带，三人一组，由一名地下
交通员带路，从彰德北边通过平
汉路封锁线。由于从未经历过这
样危险的局面，起初还不免有些
担心。他们一行在平汉铁路两侧
都各住了一夜，第一夜住在有敌
人据点大村庄的一家骡马店里，
第二天晚上住在“皇协军”据点
附近的一间小庙，并由“皇协
军”来招待这些人民武装的指挥
员。沈东屏深深感到，由于党的
统一战线和正确政策的威力，除
了少数死心塌地的汉奸、卖国贼
外，大多数人是想留条后路的，
所以才会出现“皇协军”不仅保
障八路军、新四军的过往安全，
且还愿意招待共产党党员干部的
情形。

统战学习之路

其间照样可能遭遇危机。1939年晋察冀边区开始着手筹
备党的七大代表选举等工作，1940年 3月间第一批晋察
冀边区七大代表在滹沱河畔组团，组成一个指挥部，申
力生、李葆华、吴德负责，军队和地方代表一百余人，
分别编为第一大队和第二大队，军事代表组成第一大
队，孟庆山任队长，地方代表编成第二大队，姜占春任
队长，代表团还配备了一个警卫连。在过封锁线时，
代表团在军事上由陈伯钧指挥、冼恒汉当侦察班长，
一天走 30 公里，路上吃饭、住宿都有部队安排。虽然
晋察冀边区与陕甘宁边区距离并不远，但代表团并没
有因为前期较为顺利而松懈，走到太原以北阳曲县准
备过敌人的封锁线，在山里休息了一天；傍晚下山，
走到铁道边，鲁贲、吴德、李葆华、栗再温、姜占春
等走在前面，在夜幕掩护下通过白水村，谁料刚一进
山就发现敌人有埋伏，前后都封锁住了，前进过不
去、后退也回不来。警卫连战士冲上去拼死阻击敌
人，鲁贲带头跳崖，宁肯牺牲也绝不被俘，姜占春等
干部以及随行战士前仆后继选择跳崖自尽。受伤侥幸
生存的干部和战士，不顾重伤在身，相互搀扶，追上
了大部队，身负严重外伤的姜占春咬牙坚持，过了汾
河到达晋西北根据地，才得以包扎治疗。

艰难困苦只能让真正的革命者百炼成钢：天上飞机
扫射轰炸，战马都被炸死、本人几遭不幸的王毅之，
勇敢地走到了延安；抢渡汾河时天寒地冻，两条腿都
和衣服冻在了一起，把冰敲掉后双腿几乎不能挪动的
鲁大东，勇敢地走到了延安；在日寇“扫荡”的包围
圈中、刺刀底下，高烧 40 度几乎死在路上的陈祥，勇
敢地走到了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