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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后
拾遗

帮助鲁迅了解党的方针、政策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徐彬如
来到广州，进入中山大学学习。不
久，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其间，他
和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周恩来、陈
延年相识，因工作关系常有接触。
由于工作努力，很快被组织上任命
为中共中山大学总支书记、中共广
东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委员。1926
年初，为了培养干部，中共广东区
委举办了一个干部训练班，负责人
是区委书记陈延年，由徐彬如任班
主任。徐彬如除完成自身的教学工
作外，还邀请区委各运动委员会负
责 人 到 校 讲 课 ， 在 他 的 邀 请 下 ，
周恩来、罗绮园、彭湃、邓中夏、
恽代英、邓颖超、蔡畅等来到干训
班，为学员讲解军运、农运、工
运、青运和妇运课程。1926年北伐
军改组时，为了加强政治工作，共
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密切合作，
以中山大学国民党特别党部的名
义，办过一个为期三四个月的军队
政治干部训练班，有国民革命军进
步军官 100 多人参加，徐彬如主持
了报名、联络工作，同时受组织上
委派，和李明扬等人进行了多次接
触，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统一战线
政策和国共合作的重要性。

徐彬如还遵循党组织的指示，在
中山大学师生中积极开展宣传工作，
取得了相当的效果。1927年初，徐彬
如和恽代英、毕磊等人向中山大学校
方提出聘请鲁迅到中山大学主持文
学系，当即被批准。在鲁迅到广州之
前，徐彬如还多次到陈延年处，汇报

“欢迎鲁迅的准备工作情况”。中共广
东区委认为，鲁迅是一位“彻底反封
建的自由人”，是能够与共产党共同
战斗的。因此应该“好好地做工作，团
结他”。鲁迅到达中山大学后，受到徐
彬如无微不至的照顾。他不仅帮助鲁
迅解决饮食起居上的问题，还迅速

“帮助他了解当时、当地情况”，并不
时“陪鲁迅到各处走走看看”。徐彬如
还经常拜访鲁迅，向他求教学术问
题，并“把党主办的刊物经常给鲁迅
送去”。通过和徐彬如等人的接触，鲁
迅很快了解到当时共产党的方针、政
策和任务，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
识。

一天，徐彬如和鲁迅在一起谈起
中共的工作时，鲁迅提出要见见陈延
年这个“老仁侄”。徐彬如立即将此事
向陈延年作了汇报。几天后，鲁迅和
陈延年会面。此次会面，“对鲁迅产生
了关键性的影响，促成了鲁迅思想的
根本性转变”。

筹备并出席中共顺直省委扩
大会议

土地革命时期，徐彬如转移到上
海，在中共中央军委协助周恩来工
作，后受组织派遣，协助王若飞在无
锡一带组织暴动，不久又奉命到中共
江苏省委沪中区委，任宣传部部长。
1928年10月，他与陈潭秋同船北上，
筹备并出席了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
议，会后以特派员身份巡视河北各地
的 工 人 、 农 民 运 动 。 12 月 上 旬 ，
周恩来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组织部部长） 受中央委托来顺直传达
党的“六大”决议精神，徐彬如在码
头迎接。接到周恩来后，徐彬如安排
他在党的秘密交通机关长青旅社休
息，后安排他到租界的某饭店暂住。
为了保证周恩来的安全，此后徐彬如
几乎每隔几天，就为周恩来更换住所。

1928年12月底，中共顺直省委扩
大会议在天津正式召开。会议首先由
周恩来作政治报告，随后，刘少奇和
陈潭秋也分别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
一些决议案，并通过选举正式产生了
中共顺直省委。随后，周恩来主持召
开了顺直省委第一次常委会会议，徐
彬如等出席。会上研究了工作分工，
其中，徐彬如负责协助陈潭秋进行宣
传工作。1 月底，周恩来完成了在天
津的任务返回上海。出发前，徐彬如
特地向周恩来提起“没有印刷设备，
党的刊物只能用手刻”，周恩来听后立
即说：“我回上海后立即想办法。”不
久，毛泽民就率部分同志携带印刷器
材 来 到 天 津 ， 帮 助 徐 彬 如 开 设 了

“华新印刷公司”，以承接印刷广告为
掩护，进行党的文件和宣传品的印刷。

在 中 共 顺 直 省 委 扩 大 会 议 上 ，
周恩来曾代表组织号召青年知识分子
党员到基层去，到工厂去，到产业工
人中去开展工作、接受锻炼。徐彬如
积极响应，经省委批准，到基层任党
的区委书记并深入到工农群众中间，

开展宣传活动，扩大党的基层和外围
组织。

西安事变前后，为建设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而奔走

1935 年 10 月 《八一宣言》 发表
后，中共各地党组织广泛开展的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进行抗日救亡运
动。这时，中央军委留沪办事处决定
派曾在杨虎城所属部队从事兵运工作
的谢华、徐彬如重返西安，与杨部十
七路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接上了关
系，并与杨虎城的代表连续会谈，商
洽不与红军冲突，恢复联络线等事
宜。经过工作和努力，杨虎城基本接
受了谢华的建议，十七路军开始在前
线与红军直接建立联系，党的秘密交
通线得以迅速建立，在输送干部、传
递情报、交通联络和保障物资供应等
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谢华、徐彬如、李木庵等的不
懈努力下，成立了西北各界救国联合
会（简称“西救”），特支的负责人均
担任了“西救”的领导工作。中共领
导下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也成立了东
北民众救亡会 （简称“东救”） 成立
后，同“西救”互相策应，密切配
合，发动了多次规模较大的群众抗日
救亡运动。

其间，徐彬如等人积极在民主进
步人士和广大爱国青年中进行统战工
作，宣传中共的政策，团结一切可以
团结的力量。1936年10月 30日，“西
救”在西安举行悼念鲁迅的大会，遭
到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徐彬如等人以
救国会的名义，联络西安有名望的进
步人士出来主持此事，并且通过这些
进步人士署名出面请张学良、杨虎城
送挽联。结果，由于策略得当，追悼
会成功举行，各界人士踊跃出席，并
且纷纷登台演说，会场气氛热烈，西
安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

与此同时，徐彬如等在西安对国
民党上层军政人士开展了卓有成效的

统战工作，邀请了一批军政知名人士
加入“西救”。张、杨对“西救”的活
动采取不干涉态度，暗中还予以支持
和保护，杨虎城还间接给“西救”提
供经费。

1936年12月 9日，徐彬如、李木
庵在“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
之际，领导了反对内战的示威游行，
旨在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
反动政策，呼吁各界团结抗日。此次
游行极大地促进了张学良、杨虎城联
共抗日的步伐，对西安事变的发生起
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到达西
安，在西京招待所接见了徐彬如等
人，对他们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
要求他们做好宣传工作，全力以赴促
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随后，徐彬
如以“西救”发言人的名义，在电台
上宣传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政策。

24日，组织上撤销了中共西北特
支，恢复中共陕西省委，徐彬如分管
统战工作。

不久，国民党南京政府军队进驻
西安，局势骤然紧张，徐彬如根据中
共中央指示，转移至延安。

此后，徐彬如任中共陕西省委对
外代表，兼做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统
战工作，并借 《西北》 周刊发起人的
身份，接待要求奔赴延安的革命青
年。1940年至1945年先后担任陕甘宁
边区参议会秘书长、八路军留守兵团
联络部部长、中央党校秘书处处长等
职。中央党校迁往东北后，徐彬如留
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交际处处长
兼社会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
北局土改检查团副团长；东北人民政
府成立后，任公路总局局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彬如
任交通部公路总局局长；1952年主持
筹建中国革命博物馆，并任馆长、名
誉馆长。他是全国政协第五、六届常
委，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主
席团委员、中央副主席。

（作者系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会理事）

徐彬如统战工作二三事
徐 涛

潘 心 元 ， 湖 南 省 浏 阳 县 人 ，
1920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3 年 6 月经夏明翰、田波扬介绍
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底，他协
助夏明翰建立浏阳第一个农村党支
部，1926年10月，主持召开中共浏
阳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中共浏
阳县委，任书记。

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随
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潘心元以主
要精力领导工农群众，坚决打击地
主豪绅的反动武装。当时，各区乡
团防局的团丁达千余人，有六七百
支手枪，群众称他们叫“乡军阀”。
这些恶势力横行乡间，轻则派粮加
捐，重则抓人杀人，是发展工农运
动的主要障碍。不久，潘心元得到
报告：县警察队和浏阳乡村的团防
局武装，正在和反动军阀勾结，阴
谋对革命力量发动袭击，而浏阳的
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掌握的武
器极少。危急时刻，潘心元立即召
开县委会议，经过和陈昌、宋任
穷、王首道、张启龙、张侃、周克
明等人的研究，一个瓦解县警察队
和团防局武装的方案迅速形成了。

1927 年 2 月 4 日，潘心元通过
国民党县党部邀请团防局各团总来

县城开会。团总们带着保镖、背着
枪支前来开会。会上，潘心元揭穿
了他们的阴谋，并宣布：各团防局
枪支一律交县农民协会接管。此言
一出，团总们顿时大怒。一个团总
首先跳起来，想拔枪射击潘心元。潘
心元一声令下，农民协会委员长罗纳
川和几位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的
队员当场将他制服。其他团总们连忙
呼喊，指望外面的保镖进来搭救，却
发现保镖们早已被纠察队员控制，只
得表示愿意交出枪支，听任农民协会
接收。随后，潘心元带着工农纠察
队，携带刚刚缴获的枪支，直奔县警
备队驻地，很快将警察队的 200 支枪
收缴。警察队队长开枪顽抗，被工
农纠察队逮捕。

浏阳工农武装建立之后，被命名为
浏阳工农义勇队，胡彪任指挥，潘心元
兼任党代表，罗纳川任参谋长。不久后，
罗纳川调回平江从事农民运动。由于训
练需要专业军事人员，党派黄埔军校毕
业的苏先骏回浏阳，由苏先骏继任指
挥。浏阳工农义勇队下辖三个大队，分
别由彭兰征、张正芳、汤采之任大队长，
各大队下设三个中队。这支队伍后来编
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成为秋收
起义的主力部队之一。

潘心元夺枪组建
浏阳工农义勇队

杲学军

1938年9月，八路军一二○师三
五八旅奉命配合晋察冀军区进行反

“25路围攻”作战。10月下旬，由忻
县附近转移至五台以南的寨里村、中
座村地区集结待命。11月 3日，侦
察骑兵带来消息，日军蚋野大队700
多人从五台向高洪口地区进犯。

三五八旅旅长孙宗逊、政委廖汉
生判断敌人孤军出动，没带多少给
养，必然于当夜或第二天一早返回五
台据点。而日军返回路上必经之路滑
石片是夹在两面高山之间的一条十几
里长的山沟，沟深路窄，很适合伏
击。于是，孙宗逊决心在滑石片地段
歼灭该敌。他命令七一六团担任主攻
任务，伏击敌人；七一四团赶到滑石
片西北，负责阻击五台来援的日军，
截击从滑石片漏网西逃的敌人。

当时，敌人距离滑石片的路程是
20 里，而三五八旅距离该地有 50
里。在当地群众的带领下，三五八旅
旅部和七一六团指战员立即出发，奔
袭50里的山路，在敌人之前赶到了
滑石片，埋伏在道路两侧。三五八旅
首长决定：此次战斗不留预备队，七
一六团 3 个营同时参加战斗，分工
是：第三营拦头，第二营截腰，第一
营堵尾。

晚上9时半左右，手电筒的光柱
出现在路上。敌人的先遣队一个班先

进入沟内，三五八旅指战员将他们故意
放过。后面的敌人大队发现前方安全，
于是开始鱼贯而入。等敌人完全进入伏
击圈后，第一营首先从敌人背后打响战
斗，接着，第二营、第三营也相继投入
战斗。日军遭到突然袭击，立即应战，
兵分数路，一面拼命抵抗来自侧翼和后
方的进攻，一面用山炮向前方第三营的
防线猛轰，然后命令骑兵部队冲锋，企
图迅速打开道路突围。第三营顽强阻
击，七一六团团长黄新廷亲临阵地指
挥，连续打退了日军的五次冲击，二
营、一营也发挥夜战、近战的特长，不
仅将敌人的逃生之路全部封锁，还逐步
将敌人分割成数段。残敌又掉转头来向
一营把守的高洪口方向突围，也被击
退。经过彻夜激战，拂晓时分战斗结
束，八路军全歼被围敌人。

4日上午，五台之敌出动增援，在
凤凰山南院村与漏网的敌人会合，正准
备向滑石片移动，却突然遭七一四团的
打击，死伤数十人后，向五台败走。

滑石片伏击战，三五八旅以劣势武
器装备歼灭了敌人一〇九师团第一三五
联队的蚋野大队长以下700余人，俘敌
21名，缴获山炮2门，小炮4门，轻重
机关枪 30余挺，步马枪 340余支，战
马153匹，电台一部以及大批军需物资
和敌人的几笼信鸽，沉重打击了侵略者
的嚣张气焰。

八路军三五八旅设伏滑石片
吴小龙

1940年五六月份日军发动“宜
昌作战”期间，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
书记刘少奇的指示和新四军豫鄂挺进
纵队司令员李先念的部署，新四军部
队挺进襄西敌后，并与襄西地方武装
会合，一面对敌作战，一面开展工
作，至1940年12月，正式建立了襄
西抗日根据地。

1941年1月，国民党蒋介石集
团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月20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
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根据中央
关于整编部队的指示，将全军扩编为
7个师1个独立旅。新四军鄂豫挺进
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4月，根
据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在襄西组建了
第五师第十五旅。

襄西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和新四

军部队，一面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打击
敌人，一面做好与友军、爱国人士和开
明绅士的工作，很快建立起广泛的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

当时，与新四军襄西部队相邻的国
民党部队是第三十三集团军。该部队的
前身是“打响卢沟桥抗战第一枪”的二
十九军。中共中央对这支部队实行团结
友好、共同对敌的方针，且有深厚的工
作基础。中共襄西党组织还处在地下时
期，就同该部队友好相处，取得他们的
援助，新四军也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
力帮助他们。双方在对日伪作战中一直
保持相互信任、密切合作。

1941年 4月，新四军十五旅建军
不久，国民党五战区奉蒋介石的反共命
令，强迫三十三集团军第七十七军第三
十七师的一个加强团进入襄西根据地当
阳香炉山地区。由于沟通不畅，双方爆
发冲突，新四军发现对方是三十三集团
军后，主动撤出战斗。三十三集团军这
个团随后也撤退了。此次冲突，新四军
俘虏了对方一个排。为了消除影响，十

五旅从统战大局出发，主动将俘虏连同
枪械全部交还三十三集团军，并提出将
香炉山部分地区让给三十三集团军。三
十三集团军随后也派一名团长来向新四
军表示歉意说：“我们本身是不愿反共
的，但是当我们奉命前来的时候，请你
们给我们让开一条路，使我们应付一下
就走。”从此，在对日伪作战中，双方
和好如初。

日伪侵占襄西地区后，修建了大批
据点，企图“蚕食”抗日根据地。十五
旅活动地区距敌人据点最远不足 30
里，最近的也只五六里。针对敌人的布
防，十五旅采取“分散避敌‘扫荡’，
集中攻敌疲弱之部”的“贴烧饼”战
术，取得了相当的战果——十五旅把部
队分成多支分队独立活动，一部打击敌
人时，其他部队则埋伏在可能出援的敌
人据点附近。当敌人集中各据点兵力外
出“扫荡”时，埋伏在据点附近的部队
就会突然出现，攻打据点，歼灭留守的
敌人。这种“贴烧饼”战术，闹得日伪
防不胜防，最后只得将近两个师的兵

力，分散在各个据点里困守，从而大大
减轻了三十三集团军等正面战场友军的
压力。

1941年夏天，日军占据香炉山主
峰，用强大火力将三十三集团军一部
压在山南不到一里长的土岗上，该部
伤亡很大，其撤退路线也被从淯溪河
开来的日军切断。十五旅闻讯后，立
即派主力团四十三团在荆当大队的配
合下前往支援。四十三团隐蔽到达战
场，突袭敌人侧翼，击毙了日军驻防
淯溪的指挥官，迅速将该敌击溃。友
军见状，立即乘势反攻。香炉山的日
军受到夹击，也跟着溃逃。在襄西党
组织的动员下，根据地群众也纷纷赶
来救护友军伤员。

1942年 1 月，三十三集团军一七
九师一部，进入襄西敌后活动，在当阳
洪庙以南地区被日军包围。新四军留守
襄西的四十五团一部闻讯后，在荆当大
队的配合下，立即向日军两侧发起猛烈
攻击。在新四军的突然打击下，日军遭
受很大伤亡，只得狼狈撤退，一七九师
一部得以顺利突围。

此后，三十三集团军继续驻防襄
西，和新四军共同抗击日伪进犯的同
时，对于国民党顽固派发出的“反共命
令”拒不执行，在国民党顽固派伙同根
据地周边的土匪武装进犯时也能保持

“中立”，甚至传递消息，对襄西新四军
和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给予了相当
大的帮助。

新四军十五旅团结友军共同抗日
贾晓明

1917 年 7 月，皖系军阀段祺瑞
控制北京政府，拒绝恢复中华民国
国会和临时约法。孙中山在广州发
动护法运动。8月，南下议员在广州
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决定成立中华
民国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
海陆军大元帅。随后，孙中山以大
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段祺瑞，得到地
方实力派军队的响应。

当年初冬，湖北荆州镇守使石
星川、襄阳镇守使黎天才在孙中山
等的劝说下，宣布响应护法，在荆
州、襄阳起义，将部队改编为湖北
靖国军第一、第二军，和国民党人
组织的多支民众武装共同发起反对
北洋军的战斗。

经过激战，北洋军攻占了荆、
襄等地，当地的靖国军以及民众武
装，纷纷退入鄂西。孙中山为了统
一指挥湖北靖国军部队，派柏文蔚
进驻鄂西。

柏文蔚到达鄂西后，靖国军各
部拥戴他担任前敌总指挥。上任
后，柏文蔚将总指挥部设于崔坝，
以便直接监视对岸的北洋军营地。
他针对靖国军各部互不统属的情
况，立即整顿部队——命令各部以
一个月为期限，派人轮番接受军事
训练，同时规定：各部的番号不
变，但需要依据人数多少和武器情
况重新划分防区，重要阵地，需要
多支部队协同防守，由总指挥部派

员统一指挥。同时还规定：各阵地指
挥员，要每日巡查敌情和官兵勤务，
而作为总指挥的柏文蔚，每日都要和
参谋巡视各部阵地，听取汇报。

一天，柏文蔚带着参谋沿江巡视，
途经一处江岸时，突然发现有北洋军登
岸。原来，这一带水急岸陡，一般船只根
本无法横渡，所以平时只派几个手持冷
兵器的哨兵看守，没想到北洋军悄悄调
来了火轮，选择这一防守薄弱地点把部
队迅速运过江来。危急时刻，柏文蔚听
到上岸的北洋军说话用的是安徽方言，
于是急中生智，命令几个哨兵隐蔽起
来，然后大踏步向北洋军走去。北洋军
见对面有一名军人走过来，没带武器，
以为是来投降的，于是让柏文蔚走近。
柏文蔚走到北洋军前，突然高声喊道：

“咱老子是柏文蔚，不怕死的小子们，过
来受死吧！”这一声大喝，让在场的北洋
军官兵都愣住了——柏文蔚在辛亥革
命和二次革命期间当过安徽都督，在安
徽享有极高的威望；安徽部队的很多军
官还是他一手提拔的，大多数军官都认
得他，诚心崇拜柏文蔚之为人的更是不
在少数。已经上岸的安徽籍北洋军军官
见来人真是老上级柏文蔚，就招呼士兵
上船，撤回对岸去了。

退回对岸的北洋军向上司吴光新
报告说：柏文蔚用兵向来以奇制胜著
称于世，他单身骂阵，必是另有埋
伏，当然不敢再行冒险。吴光新也是
安徽人，听了报告后没有追究此事。

柏文蔚“单身骂阵”退敌
常 红

从 大 革 命 时 期 到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徐 彬 如 长 期 战 斗 在 党 的 统 战 前 线 ，为

宣传、贯彻落实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立下了

汗马功劳，并和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建

立起深厚的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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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彬
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