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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中
国军队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
捷。台儿庄捷报传出后，美国驻华大
使馆上校武官史迪威来到了徐州，希
望了解中国抗战战场的真实情况。他
到达徐州后，提出想和中国军官进行
交流，又提出“想去台儿庄前线看
看”，但被中国军队婉拒。原来，当
时发现有轴心国记者在前线为日军窃
取军事情报，于是国民政府给各战区
下令，禁止外国人到前线去。

就在此时，史迪威遇到了老朋友
盛成。盛成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全
面抗战初期从欧洲回国，加入抗日救
亡运动，担任上海各界救亡协会国际
宣传委员会总干事及武汉中华全国文
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此时，他和
郁达夫等正在台儿庄前线慰问。得知
史迪威的情况后，盛成就和郁达夫去
见李宗仁，反映史迪威的要求。

李宗仁听从两人的建议，热情接
待了史迪威，并与他进行了长谈。在
谈话中，李宗仁发现，史迪威“为人
极豪爽，谈笑风生，颇有战将的气
概。一见其人，便知道他可以做一位
叱咤风云、出入枪林弹雨的猛将，而
不是一位借‘箸为君一筹’的参谋人
才”。李宗仁告诉史迪威：中国人民
的抗战决心是坚定的，中国军人为保
卫国土，捍卫主权，是不怕流血牺牲
的。并指出：日本军事力量虽强，但

中国拥有广土众民的优越条件。敌人志
在速战速决，而中国“志在困敌于泥沼
之中，至其崩溃而后已”；并希望史迪
威能够将中国的抗战介绍给美国朝野有
识之士，帮助中国争取援助。“帮助中
国，能使美国自身取得最可靠的保
障”。史迪威倾听良久后说：“假使我是
罗斯福总统或国会议员，一定会同意你
的主张。”

会谈持续到深夜才结束。李宗仁问
史迪威有什么要求？史迪威说想去台儿
庄前线看看，亲身感受一下中国军人的
抗战决心。李宗仁立即批准。

1938年 4月 23日，史迪威、郁达
夫和盛成一行在第五战区随员的陪同
下，前往台儿庄战场，随后进行了3天
的考察。他们巡视了“战场的每一个角
落”，向坚守在前线的抗日将士发放慰
问品。其间，史迪威听到中国军队以高
昂的士气与日军拼杀近一个月，歼敌万
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军需物资的
辉煌战绩后深受感动。他详细询问了台
儿庄战役的细节、中国军队的组成及战
斗能力等情况，并作了详细的记录。

史迪威从台儿庄回到武汉后，立即
起草了一份详细的考察报告，向美国国
内介绍中国军队在台儿庄的战绩。他激
动地写道：“朋友们现在都在说他们认
为中国会胜利，我也这样认为。”史迪
威的这份报告在美国政府和军方引起很
大反响。

史迪威访问台儿庄
郑学富

1945 年 1 月，由王震、王首道
领导的八路军南下支队，与李先
念、郑位三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会
师后向南进发。为了保证南下支队
胜利渡江，新四军五师部队决定派
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体
学率领第十四旅四十团和四十一团
配合南下支队，挺进鄂南，建立敌
后根据地。

1945 年 3 月，张体学率领第四
十、四十一团，配合八路军第三五
九旅南下支队，在湖北省南部大幕
山地区击溃当地伪军、土匪武装
后，继续留在鄂南，集中兵力消灭
该地区的伪军和军统特务武装，加
强根据地建设。4 月，据侦察员报
告：驻毛碧祠、杨林桥一带的伪军
成渠部共 2000 多人，占据各个山
头，构筑了碉堡、交通壕和火力发
射工事，企图对抗新四军。张体学
曾多次派人敦促成渠投诚立功，但
成渠以为有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

“撑腰”，竟派出部队向新四军多次

挑衅。
为严惩成渠，张体学带领参谋和

警卫人员到毛碧祠、杨林桥一带进行
侦察，并制定了作战方案：集中力
量，先攻歼毛碧祠附近几个山头的敌
人，然后再歼灭杨林桥之敌。其部署
为：第四十团全部和第四十一团 1 个
营先把毛碧祠附近几个山头的守敌全
部包围起来，以小部队实施佯攻，摸
清敌人火力部署情况；如果敌人火力
较强，就不要强攻，改为稳扎稳打战
术，逐步迫近敌人工事，诱使敌人突
围，再以主力在山下设伏，诱敌突围
后，在途中实施歼灭；同时，以第四
十一团和另两个营包围杨林桥附近的
几个山头上的敌人据点，待攻克毛碧
祠据点后发起总攻，一举将其歼灭；
鄂南指挥部派部分地方武装配合战斗
行动，并负责监视其他方向的敌人
动向。

4 月 17 日凌晨，新四军五师参战
部队和地方武装秘密完成了对毛碧
祠、杨林桥据点的包围。天亮后，毛

碧祠的伪军头目毫无察觉，带领着 1
个连的伪军从山上下来，准备开始例
行巡逻。当他们进入伏击圈时，指挥
员一声令下，隐蔽在丛林中的新四军
战士顿时枪炮齐发，密集的子弹从丛
林里射出，走在前面的伪军纷纷倒
下，后面的伪军掉头向据点逃窜。几
乎与此同时，附近几个山头也响起了
枪声，四分区各参战部队发起了全面
攻击。据点里的敌人，急忙窜入碉堡
和交通壕里，拼命还击。张体学见敌
人火力较猛，立即命令攻击部队一面
对敌人实施火力压制，一面向敌人阵
地实施迫近作业。战至中午时分，新
四军战士没有发起冲击，只是继续对
碉堡和交通壕的守敌射击；同时，新
四军利用土木作业，将交通壕逐步迫
近敌人工事。伪军曾多次组织冲锋，
企图突围下山，均被新四军击退。夜
幕降临后，惊恐的伪军见援军不至，
害怕夜间被新四军歼灭，只得全体出
动，兵分几路向山下突围。张体学见
敌人“上钩”，立即命令攻击部队撤至

山下，严阵以待。当敌人放弃工事，
全部逃到山下时，突然遭到新四军伏
击部队的猛烈射击，倒下一大片，其
余的抱头四散逃命，但处处是“缴枪
不杀”“优待俘虏”的喊声。在新四军
的强大政治攻势下，伪军纷纷停止逃
跑，放下武器。战斗很快就结束了。

在新四军攻歼毛碧祠伪军时，杨
林桥伪军据点内一片混乱。成渠本来
以为日军会出兵救援，但直到毛碧祠
的伪军被歼后，也没见日军的踪影。
于是他一面命令属下准备“誓死”抵
抗，打退新四军的来袭，一面偷偷叮
嘱心腹收拾财物，做好逃跑的准备。

17日夜，张体学命令第四十一团
主力向杨林桥敌指挥部发起攻击。四
十一团以部分兵力和地方武装组成
尖刀连，直插敌指挥部。尖刀连来
到敌指挥部所在山头的山脚下，遭到
伪军的抵抗，双方展开激战。战斗激
烈进行之际，尖刀连已经从后山悄悄
登上敌指挥部，歼灭了里面抵抗的伪
军。经审问俘虏得知，成渠已和心腹
化装逃走了。于是，尖刀连立即向外
展开攻势，和第四十一团主力里应外
合，很快消灭了抵抗的敌人，铲除了
杨林桥据点。

新四军在毛碧祠、杨林桥战斗
中，共歼伪军近700人，缴获步枪400
支，轻机枪16挺、重机枪1挺。此次
战斗有力地打击了鄂南地区的伪军，
巩固并扩大了根据地，使鄂南、湘北
地区呈现出一派大好形势。

毛碧祠、杨林桥战斗
贾晓明

1938 年 1 月，中共中央东南分
局在领导组建新四军的同时，决定在
江西各地建立新四军留守机构。2
月，新四军驻贵溪雄石镇办事处在城
西犁头街成立，对内为中共赣东工
委，后为赣东北特委的公开机关。

新四军驻贵溪办事处成立后，在
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的直接领导下，做
了大量的工作。首先，办事处密切与
国民党上饶专员公署联系，商讨有
关抗日救亡事宜，大力开展统一战
线工作，积极团结各县知识分子、
开明绅士，阐明我党的统战政策，
广交朋友，争取社会各阶层的同情
和支持。在新四军驻贵溪办事处的
帮助下，专署所在地上饶及其所属
各县也普遍成立了抗敌后援会，筹
集经费，支援抗日。

同时，新四军驻贵溪办事处按照
上级要求，派人到辖区各地寻找红军
游击队，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政策，积极接洽与处理各红军游击队
改编事宜。

此外，新四军驻贵溪办事处积极
行动，动员辖区内的青年踊跃参加新
四军，壮大抗日力量。办事处利用青
年抗敌先锋队这一群众组织，在人民
群众特别是在青年中，大力宣传有钱
出钱、有力出力、一致抗日的道理，
动员了一大批青年参加新四军，并及
时组织他们奔赴抗日前线，投入抗日
斗争，仅贵溪南部地区就有100多名

青年先后加入新四军的行列。
红军长征后，闽浙赣苏区遭到国民

党的破坏，很多苏区干部、党员被国民
党逮捕、判刑，其中一批被关押在贵溪
县监狱。新四军驻贵溪办事处根据进步
人士提供的线索，对被捕干部、党员进
行了积极营救工作。办事处根据1937
年国共两党南京谈判达成的“分批释放
在狱共产党员的协议”精神，一面向东
南分局汇报，一面以办事处名义与国民
党地方当局进行交涉，要求迅速释放所
有政治犯。经贵溪和南昌两级办事处的
多次交涉，被囚于贵溪监狱的很多干
部、党员先后被释放。

1938 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叫嚣
“红军游击队整编工作已经结束，改编
新四军的任务已经完成”，“新四军驻各
地办事处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并不
断与新四军摩擦，使办事处均无法开展
正常活动。新四军驻贵溪办事处以合法
身份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维
护了党的利益，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破
坏国共合作的阴谋。

12月，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局的指
示，新四军驻贵溪办事处停止活动，迁
往南昌，与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合署办
公，继续领导赣东北的工作。

新四军驻贵溪办事处从建立到撤
销，只有将近一年时间，虽然时间很
短，但为宣传党的方针，推动抗日救亡
运动的开展，扩大抗日武装，支援前线
抗敌，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四军驻贵溪办事处的成立和发展
常 红

1941 年 5 月中共浦东工委根据
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开辟浙东战略基
地的指示，决定派部分武装力量进入
浙东“三北”地区（即余姚、慈溪、
镇海北），为开辟抗日根据地做准
备。5月10日，姜文光、朱人侠率领
第一批浦东抗日武装 50余人南渡浙
东“三北”地区，部队番号为“第
三战区宗德公署三大队”，简称“宗
德 三 大 ”， 由 姜 文 光 任 大 队 长 。
1941年6月16日，中共浦东工委委
员、军事部长蔡群帆和“五支四
大”副大队长林有璋率 130 余人，
沿用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
第四大队的番号 （简称“五支四
大”），南渡杭州湾，挺进浙东“三
北”敌后，在先行到达“三北”活
动的“宗德三大”接应下，于相公
殿外的海滩登陆。

6 月 18 日清晨，一股日军从庵
东据点出动，途经六塘，前往相公殿
方向“扫荡”。“宗德三大”和“五支
四大”领导接到群众报告后，立即进
行了研究，决定在敌人回庵东的路
上打一场伏击战。部队在离相公殿西
约3里的向天庵附近埋伏。因为“五
支四大”指战员有较为丰富的战斗经
验，故决定战斗由“五支四大”打击
敌人队伍的“头部”，并负责阻击庵

东据点的敌人出援；“宗德三大”负责
从后面打击敌人“尾部”。

当天下午3时左右，日军从相公殿
挑着抢来的粮食，沿公路撤回据点，瞭
望哨飞速向游击队报告，战士们立即进
入战斗位置。当日军大部进入伏击圈
时，指挥员一声令下，“五支四大”游
击队员的轻重武器一齐开火，密集的弹
雨射向日军。日军毫无防备，一面慌忙
迎战，一面向后撤退。埋伏在敌人身后
的“宗德三大”战士们见状，立即开
火。敌人腹背受敌，只得扔下抢来的粮
食，在掷弹筒的掩护下向路边的稻田里
逃命。游击队一阵追击，又缴获了部分
武器弹药。此战毙、伤日军各8名，游
击队员无一人受伤。

敌人不甘心失败，于6月25日再次
出动部队前往相公殿，意图报复。“五
支四大”和“宗德三大”接到相公殿群
众报告后，立即赶往敌人前进的路上，再
次设下埋伏。不久，30余名日军由汉奸带
路，进入游击队的设伏地，立即遭到游击
队的第二次伏击，敌人勉强应战后，便丢
下携带的军需物资逃走。此次战斗，游击
队同样无一人受伤。

一周内进行了两次相公殿战斗，并
取得了全胜，不仅鼓舞了浙东人民的抗
日热情和决心，更为新四军开展浙东敌
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两次相公殿伏击战
杲学军

1945 年 4 月，新四军军部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蓄意挑起的

“摩擦”，进行了坚决的回击，

集中第二师及第三、第七师各

一部在安徽省淮河以南、津浦

铁路以西地区反击国民党顽军

的进攻，在 6 昼夜的战斗中，

接连取得了九场胜利。

新四军坚持江淮抗战

皖南事变后，根据中共中央军
委的命令，活动于淮河以南、长江
以北、津浦铁路两侧地区的新四军
江北指挥部及其所属部队编为新四军
第二师，第四、第五支队改称第二师
第四、第五旅；江北游击纵队与地方
武装一部合编为二师第六旅，同时组
建津浦路东、路西联防司令部。3
月，新四军第二师在淮南津浦路西进
行反“扫荡”作战，粉碎日伪军的大
举进攻，恢复了路西抗日根据地的中
心区。

此后，由于日伪军的频繁“扫
荡”及国民党顽军的不断进攻，加上
严重的自然灾害，淮南抗日军民处境十
分艰难。新四军第二师领导抗日军民一
面坚持对敌斗争，一面开展大生产运
动，坚持和巩固了淮南抗日根据地。

1944年以后，随着日军在太平
洋战场的失利，抗日战争进入到反
攻阶段，淮南的抗战形势已经好
转。其间，新四军第二师不仅粉碎
日伪军两度对津浦路西根据地的

“扫荡”，同时连续向日伪军发动攻
势作战，相继攻克大批日伪据点。
进入 1945 年，日军的兵力更加空
虚，已经组织不起来大规模的“扫
荡”。对此，新四军采取的基本方针
是，利用这一有利环境，积极进行
整训，对日伪军的袭扰坚决予以回
击；对孤立于基地内的敌人据点，
则相机拔除，为进一步扩大抗日根
据地，缩小沦陷区，为战略反攻做
准备；对于国民党顽军，积极争取
其共同对敌，同时也随时准备反击
其无理挑衅。

新四军发起津浦路西战役

1945年，日伪对淮南津浦路西
抗日根据地的进犯相对减弱，国民
党顽军却蠢蠢欲动，妄图通过“蚕
食”“扫荡”等卑劣方式，压缩新四
军和人民武装的活动区域，直至消
灭淮海地区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
据地。其中，有反攻急先锋之称的
国民党桂系一七一师多次进犯共产
党、新四军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
使坚持在皖江根据地游击作战的新
四军第七师陷入日伪和顽军的夹击
之中。2月，桂系一七六师大举进犯
巢南中心区，袭击新四军七师；与

此同时，桂系一七一师以两个营和保
安团一个大队的兵力，向含山、和县
地区发起进攻。3 月，国民党桂系顽
军集中 3 个团兵力进犯巢南地区；另
以一个团外加一个炮兵连的兵力，向
皖东定远县藕塘中心区进逼，先后占
领肖家圩、界牌集、周家岗等地，从
而完全隔断了新四军七师与军部及二
师之间的联系。

为了反击国民党顽军的进犯，重
新打通第二师和第七师的交通联系，
巩固皖东抗日根据地，并相机解决路
西的被动局面，新四军军部决定，调
集第二、第三、第七师各一部，发动
津浦路西反顽战役，力求在运动中歼
灭国民党顽军主力一部或大部。随
即，淮南津浦路西野战司令部成立，
由谭震林、彭明治任正、副总指挥，
列入作战序列的部队包括：新四军二
师第四、第五旅及津浦路西地方武
装；三师第七旅和独立旅；二师调至
含和地区的第十六团、含和独立团及
地方武装等，动用总兵力超过万人。

野战司令部在详细分析周边形势
后认为：顽军一七一师最多只能调集
4个团的兵力作战，又因其在不久前的
占鸡岗战斗中遭到失败，士气受挫，不
敢长驱直入。如果我军以优势兵力攻击
其某一据点，其他顽军必定驰援，因此
可采取“围点打援”战法，力求歼灭顽
军一七一师出援之有生力量，而后寻机
向其他顽军据点进攻，迫使顽军西撤，
并在追击中歼其一部，从而“解决路西
问题”。

围点打援均获胜

野战司令部于 4月 12日夜间召开
了旅级干部会议上，决定15日晚开始
行动，围攻王子城，吸引顽军主力前

来救援，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王子城
是合肥东北乡的一个集镇，有大小两
个 圩 子 ， 距 离 黄 疃 庙 不 过 10 余 公
里，是顽军一七一师驻地的前哨门
户、重要据点，因此顽军一七一师派
五一一团的一个加强营和土顽武装牛
登峰部近千人据守，可谓易守难攻。

战斗于 4月 15日晚打响，新四军
二师五旅十五团一营、三营在火力掩
护下，从两面向王子城大圩子攻击，
很快在围墙上打开了缺口。一营在消
灭圩内西南方顽军后，与三营协同作
战，不久就基本占领了大圩内的阵
地，顽军退守小圩子，被新四军包围
起来。次日晚，三营进攻小圩子，顽
军倚仗火力优势拼命抵抗，战斗进行
得十分激烈。新四军几次进攻都未见
效果。17日夜，随着二营赶到，新四
军调整战术，三营在一营的有力配合
下，再次向小圩子顽军防守的薄弱环
节发动猛攻，迫使顽军从圩内向西突
围。三营紧追不放，一营从正面拦
截，二营一部由侧面袭击，将逃出的
顽军压缩在一片开阔地带，经过一个
小时的激战，全歼顽军。

王子城战斗期间，顽军先后由梁
园、古河等地 4 次调派桂系主力 4 个
团、省保安3团、第10游击纵队等部
增援。新四军二师四旅、五旅全部，
六旅一部及三师七旅和独立旅采取伏
击、拦截、侧击等战术，机动灵活地
对顽军增援部队实施打击，有力支援
了王子城战斗的顺利进行。

顽军一七一师五一三团及保三团
一部，由古河向西增援王子城，途中
遭遇新四军五旅十三团团、十四团的
阻击，死伤多人后，退缩至黄疃庙地
区。顽军在黄疃庙拼命构筑工事，企
图据守顽抗，等待援兵。此后，顽军
先后 4 次增援，但均被新四军包围在

黄疃庙南北地区。新四军在黄疃庙周
边，采取稳扎稳打的战术，也挖掘了
许多战壕，一面多点打击顽军，一面
向敌人阵地推进。新四军此战术极为
有效，不久便将顽军分割成几块。顽
军害怕被各个击破，于是放火焚烧集
镇房舍，企图借此延缓新四军的进
攻，并趁机突围，一时间烟火弥漫。
新四军察觉到顽军的意图，于是“网
开一面”，放顽军出逃。待顽军残部
逃离黄疃庙后，新四军在沿途实施打
击，毙伤、活捉800余人。

在黄疃庙激战的同时，新四军派
出十八团一、二营和巢北支队攻打八
斗岭顽军谢有谷部守卫的据点。经 5
昼夜围攻，顽军弹尽粮绝，又听说援
军在路上被击溃，于是主动交出枪支
弹药投降，谢有谷也被新四军活捉。

经6昼夜的连续奋战，新四军先后
和顽军作战 9 次，均取得胜利，并先
后攻克多处顽军重要据点，毙伤顽军
2300 余人，俘虏团长以下 1300 余人，
缴获火炮 5门、轻重机枪 40挺、长短
枪 1100 余支以及大批子弹、军需物
资，给顽军以重创。23日，战役结束。

黄疃庙战役取得胜利后，为进一
步巩固津浦路西根据地，并继续扩大
战果，新四军第四旅逼近顽军陈家湾
据点，第七旅靠近三官集威逼草庙之
敌，第五旅进驻黄疃庙，第六旅十八
团进据八斗岭，巢北支队一个大队越
过淮南路向西游击，另一个大队返回
西 山 驿 地 区 。 三 师 独 立 旅 南 下 和
（县）含（山）地区，打通了与七师部
队的联系，并收复江 （浦） 全 （椒）
大片地区。至此，津浦路西的敌我形
势发生根本性改变，淮南抗日根据地
得到空前的恢复和发展。

（作者为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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