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旧闻新读10 责编 /贾晓明 李冰洁 校对 /耿斌 排版 /芦珊

2023年12月14日 星期四
投稿邮箱：jiaxiaoming1@163.com
联系电话：（010）88146757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全面抗战爆发后，鲍夫受抗日救
国思想的影响，投笔从戎，来到华北
抗日前线，找到冀南行署主任兼冀南
游击队司令杨秀峰，要求参加共产党
领导的抗日武装。

1938年10月，鲍夫参加冀北游
击队，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游击队中，他先后任青年股长、
宣教科长。鲍夫性格开朗，感情奔
放，把机关和部队的文化搞得非常
活跃。他平时深入基层和战士打成
一片，很快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政工
干部。

1940年，鲍夫任三支队区队教
导员，参加了临城以西蝎子沟战斗。
战斗中，他在冀游首长的指挥下，周
密布置，合理安排兵力，将优势兵力
的敌人牢牢阻击在山谷中。战斗中，
鲍夫见敌人准备向后逃窜，当即率领
战士们跃出战壕，冲向敌群。经过激
烈的白刃战，敌人招架不住，被打得
四处溃散，鲍夫带领战士们乘胜追
击，俘虏100多个敌人，胜利完成了
此次任务。

此后，上级调任鲍夫到晋东武工
队工作。在晋东武工队，鲍夫头裹毛
巾，身着紫花粗布便服，腰里挂着一
支盒子枪，以武装工作队员打扮出现

在群众中间。
1942年10月，鲍夫从晋东武工队

调到临城县独立营，任政委兼代理县委
书记。上任后，鲍夫结合自己在晋东地
区的斗争经验，依靠当地群众，积极进
行反“蚕食”、反“扫荡”斗争。在他
的带领下，临城地方武装和民兵进行了
整顿，并针对敌人的“囚笼政策”，普
遍建立起兵民联防机制——敌人不来就
帮助群众搞生产，敌人来了就掩护群众
撤退，瞅准机会就打。在将近三年的时
间里，鲍夫带领部队走遍了临城的山山
水水，历尽了无数艰难困苦，坚持和敌
人开展斗争。他按照上级“敌进我进”
的要求，亲自率领武工队和县独立营深
入“敌后之敌后”，袭击敌人的据点炮
楼，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同时，他
还积极开展在敌人内部的敌工工作，建
立“内线”，争取了多个据点的伪军起
义投诚。到 1944 年，在鲍夫的领导
下，临城抗日军民基本粉碎了敌人的

“囚笼政策”，打开了临城抗日斗争的新
局面。

1944年11月，鲍夫率领两个班在
前往游击区一个村子时，途中和大批日
伪军遭遇。为掩护村中群众转移，鲍夫
和4位同志英勇阻击敌人，在战斗中壮
烈牺牲，年仅27岁。

鲍夫战斗在临城
粱银安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挽救民族
危亡，中共山东省委制定了在全省
分地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计划和
组织抗日游击队的“十条纲领”，迅
速派遣干部分赴各地组织实施。10
月下旬，共产党员姚仲明奉中共山
东省委的指示，来到长山中学。他
以长山中学国文教员的身份为掩
护，在校长马耀南的密切配合下，
会同长山中学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
队队员，以长山中学为中心，展开
了抗日救亡运动。11月初，中共山
东省委又派来了廖容标和赵明新，
并根据省委指示，成立了以姚仲明
为组长的直属省委领导的中共长山
中学特别小组。

在马耀南的积极支持下，他们抵
制了国民党教育厅关于长山中学南迁
的命令，挫败了特务分子的破坏活
动，加紧了起义的准备工作。他们在
教职员工中成立了“教学研究会”，
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团结教职员工。

11 月下旬，他们又以开办“民众夜
校”为掩护，举办了游击战骨干训练
班，培训抗日骨干 60 多人。与此同
时，他们还在长山中学师生和训练班学
员中发展了一批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
员，吸收李寿令等人入党，壮大了长山
中学抗日骨干力量。另外，他们还创办
了《抗战小报》，在学生中组织成立了

“抗日讲演会”，带领学生到街头和农村
讲演，宣传抗日。马耀南还利用自己的
社会地位和声望，联络地方各界人士成
立了“长山县抗敌后援会”。

在积极做好抗日武装起义组织准备
的同时，中共长山中学特别小组经过慎
重考虑，选定紧靠黑铁山的长山九区作
为武装起义的地方，并派赵明新、魏思
文到长山九区开展党的工作，建立花山
党支部，为举行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奠
定了基础。

1937年12月23日，日军飞机轰炸
了长山县县城，炸弹落在了长山中学和
县政府附近。国民党县政府和县武装大

队随之南逃，社会一片混乱。与此同
时，日军南渡黄河，逼近长山。24
日，中共长山中学特别小组连夜召开紧
急会议，研究决定：把师生拉到长山九
区的卫固一带打游击。

姚仲明、廖容标等人派20余名进
步学生先行一步，同长山九区的孙铁民
等人取得联系；马耀南赴二区和八区联
络人员和筹备粮款。随后，廖容标、姚
仲明率领长山中学师生转移到长山城南
的一个村庄里，召开了群众大会，对武
装起义计划作了布置。当晚，他们率领
60 多名自愿抗日的师生奔赴长山九
区。25 日，一行到达黑铁山下太平
庄，同提前到达的赵明新、周次温等人
会合，宣布建立中国人民抗日救国军第
五军。12月26日夜晚，由长山中学师
生和当地“民先”队员、抗日积极分子
组成100多人的起义队伍，集合在太平
庄小学校的院子里，姚仲明宣读了《告
同胞书》，举行庄严的黑铁山抗日武装
起义仪式。

27日黎明，起义部队登上了黑铁
山，打出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
五军”的旗帜。根据中共山东省委指
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由廖
容标任司令员，姚仲明任政治委员，
赵明新任政治部主任。几天后，马耀
南和原长山县保安大队携带武器先后
赶到太平庄。不久，马耀南担任了起
义部队的参谋长和临时行动委员会主
任。在马耀南、赵明新等的动员下，
附近群众纷纷慷慨解囊，每天都向第
五军送给养和粮食。

黑铁山起义不久，山东人民抗日救
国军第五军进行了统编，随后，高光
字、孟金山等人领导的工人抗日游击
队，张冲凌、孙铁民等人领导的农民抗
日自卫队也加入进来，起义部队迅速
壮大。

1938 年 1 月 8 日，起义部队夜袭
长山，首战告捷，一举歼灭了伪长山
县维持会，俘虏汉奸30多人，缴枪17
支。1月19日，他们又在小清河陶塘
口设埋伏，击沉日军汽艇一艘，全歼
艇上日军。此后，黑铁山起义部队又
在周村以西白云山麓的三官庙一带，
以 100 余人与日伪军 400 多人激战一
天，毙伤日军百余人。起义部队连战
连捷，声威大震，极大地鼓舞了广大
军民的抗日信心。各地的爱国志士和
抗日武装队伍纷纷投奔黑铁山起义部
队。不到半年，这支人民抗日武装队
伍就发展到30多个中队，近6000人。

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
贾晓明

1939 年 11 月，李先念等召集
鄂中、鄂豫皖、豫南三个区党委负
责人会议，组建新的豫鄂边区党
委，统一领导豫南、鄂中、鄂东党
的工作和抗日武装。1940 年 1 月 3
日，鄂东、鄂中、豫南三个地区中
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组编为新四军豫
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豫
鄂挺进纵队成立后，立即向鄂中地
区的日伪军发起攻击，粉碎日伪军
的“扫荡”，还击国民党顽固派对
豫鄂边区的“清剿”，取得了一个
又一个的胜利，开创了鄂豫边区敌
后抗战的新局面。

彭思桥是位于鄂皖边蕲春、浠
水两县接壤处的一个边界集镇。这
里地理条件优越，历来为兵家必争
之地。1940年 7月19日，为击破国
民党鄂东行署主任程汝怀对鄂东地
区抗日根据地的“百日围剿”，新
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派鄂东独立团在
彭思桥地区消灭了参加“围剿”的
顽军两个分队。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鄂皖边
各县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三月围
剿”，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抗日人
士，反共气焰嚣张。为配合苏皖兄
弟部队的反顽斗争，新四军豫鄂挺
进纵队派遣第九团进入鄂皖边。

3月，第九团到达彭思桥地区。
当时，该地区除驻有顽固反共的国民

党鄂东第十七纵队外，还驻有国民党五
战区第二纵队。由于所属派系不同，第
二纵队屡受鄂东第十七纵队的歧视，双
方矛盾很深。根据这些情况，第九团决
定利用顽军的内部矛盾，对第二纵队开
展统战工作，孤立第十七纵队。

3 月 12 日，第九团在彭思桥以东
地区向国民党顽军部队展开自卫反击
作战。战斗打响后，第九团发现顽军
守军中有第二纵队的一个中队。根据
这一情况，第九团政工组立即对该部
开展战场统战工作，组织战士对他们
喊话，并送信过去，说明新四军对第
二纵队的态度，答应在包围中留一条
路让他们撤退。正在交涉时，沈部两
个中队赶来增援，向第九团阵地发动
偷袭，第九团立即予以反击。经激
战，第二纵队援军被第九团击溃，指
挥官沈训谟以下50余人被俘。第九团
团长吴昆与团政治部主任张文生亲自
做沈训谟等人的说服教育工作，向他
们宣传中共的团结抗日主张，并劝告
他们不要受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挑
唆，与人民为敌。沈训谟及被俘官兵
深受感动，在第九团指挥员面前表
示：绝对不再参加反共内战。第九团
当即释放了全部被俘人员，并解除包
围，让被围的第二纵队一个中队和沈
训谟共同撤走。随后，其余被围国民
党顽军部队在第九团的军事压力和政
治攻势下，全部缴械投降。

彭思桥战斗：统战工作显威力
刘思琪

三次反“围攻”

1935 年 7 月，为配合中央红军
和红四方面军北上，中共鄂豫陕省
委率红二十五军主动离开鄂豫陕苏
区西征，准备与主力红军会师。国
民党军在获悉红二十五军主力离开
陕南进入甘肃境内的消息后，遂于
7月 17日发布命令，除以部分兵力
尾追外，集中20多个团的兵力，对
鄂豫陕根据地实施“划区清剿”，
妄图以“分割包剿”“各个击破”
的手段，彻底摧毁革命根据地。

9月9日，中共鄂陕、豫陕两个
特委的负责人在商南县梁家坟召开
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树立独立坚
持斗争的思想，以陕南为中心，广
泛开展游击战争；将鄂陕、豫陕两
特委合并成立陕南特委 （后根据中
央指示改称鄂豫陕特委），统一领
导鄂豫陕边革命斗争，新的鄂豫陕
特委以郑位三为书记，陈先瑞为常
委；合编各游击武装，组建红七十
四师作为坚守根据地的主力部队；
确定作战方针是游击战，采取同敌
人“兜大圈子”的方法，灵活机
动，扬长避短，不同强敌正面触
碰，避免打硬仗，集中兵力，打击
分散、弱小、孤立之敌和地方反动
民团武装；紧紧依靠群众，广泛发
动群众、宣传群众，扩大红军。据
此，10 月 6 日，红七十四师在商南
县碾子坪成立，由陈先瑞任师长，
下辖两个营和手枪团、警卫连、通
信排、看护排，约700人。

12月初，鄂豫陕特委率领红七
十四师到镇安县青铜关以东的月西
沟。这时国民党第四十军部队已先
期到达青铜关，堵住红七十四师的
进路，而另一支国民党部队正从后
面紧紧追来，企图前后夹击，消灭
红七十四师。特委决定利用青铜关
山峰陡峭、谷深路隘、易守难攻的
有利地形和尾追之敌尚远的时机，
以小股兵力在月西沟诱敌，主力在
青铜关设伏，消灭前方堵截之敌，
为继续前进打开道路。

红七十四师五团一营、二营隐

藏在李家山、万家山，主力埋伏在月
西沟，布成一个“口袋阵”。手枪团
的两个班直插青铜关，主动诱敌出
关。青铜关守敌果然中计，两个连以
密集队形顺沟内开进。红七十四师一
营在左，二营在右，手枪团两个班断
后，给进入伏击圈之敌以猛烈打击，
将敌人消灭殆尽。此战，红七十四师
毙伤敌营长以下百余人，缴获长短枪
180余支，轻机枪4挺。

青铜关伏击战取胜后，鄂豫陕特
委和红七十四师又挥师陕南，进入镇
安、柞水、宁陕三县交界的菩萨店，
建立了菩萨店区苏维埃政府。12月中
旬，红七十四师继续西进，于26日出
其不意地包围了宁陕县城，将该县城
的守敌全部缴械，活捉了敌县长。随
后，红七十四师以宁陕、佛坪为中
心，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
起工农政权。国民党对红七十四师的
第一次“围攻”宣告失败，鄂豫陕根
据地的局势趋于好转。

1936年 2月，敌人又调集17个团
的兵力，以“严密封锁结合跟踪”的
战术，对红七十四师发动第二次“围
攻”，企图消灭红七十四师于宁佛地
区。红七十四师发觉敌人的企图后，
迅速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凤县挺进，沿
宝汉公路西下，在黄牛铺等地消灭敌
保 安 团 400 余 人 ， 缴 获 枪 支 300 余
支。行军途中，每到一地，红七十四
师即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共产党和红
军的政策，给贫困群众分粮分物。

凤县是西安通往汉中的要道，得
知县城被红军攻克，国民党军大为恐
慌，随即抽调 10 个团的兵力追击，
红七十四师得到消息后立即急速东
进，越过太白山，直抵鄂豫边的西
坪、荆紫关等地，于 4 月上旬摆脱了
敌人的围追堵截，重返商南县梁家
坟。至此，国民党军对红七十四师的
第二次“围攻”以失败告终。在梁家
坟，红七十四师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
整训学习，并召开会议，学习中央文
件，认真讨论贯彻执行中央新的政策
问题。

1936 年 5 月中旬，敌人又调动了
约20个团的兵力，对红七十四师发动
第三次“围攻”。这次“围攻”，国民

党军采取正规军与地方保安队相结合
的方法，以一个团的兵力驻守县城和
交通要道，在经济上严密控制陕南行
人和物资流通，同时组织 5 到 7 个团
的“追剿军”机动作战，企图在 3 个
月内困死红军。

为争取主动，红七十四师将部队
编为第一、第五、第六团。其中，第
一团在老根据地继续开展游击战；第
五团前往汉水北岸的新游击区；第六
团奇袭宝鸡，引敌西进，将敌人引开
后东返。5月至8月，红军3个团密切
配合，以机动灵活的战术四处打击敌
人的驻守部队，破坏敌人的交通补
给，让参加“追剿”的敌人疲于奔
命。红七十四师以实际行动揭露国民
党反动派散布的“红军已在陕南彻底
消灭”的谎言，鼓舞了根据地群众的
斗争情绪，打击了反动势力的嚣张气
焰。9 月，国民党对红七十四师的第
三次“围攻”宣告失败。

转战灵宝朱阳地区

1936年9月，红二方面军长征到甘
南后发动了成县、徵县、两当、康县等
战役，国民党在陕南东部的军队大部西
调，围堵红二方面军北上。为了牵制国
民党军队，策应红二方面军长征，中共
鄂豫陕特委将红七十四师的三个团集中
起来，积极转战于镇安、柞水、商南、
洛南等地，牵制敌军于外线，有力地策
应了红二方面军北上。

11 月中旬，红七十四师进至豫
陕边，在富水关与大批敌人遭遇。红
七十四师立即投入战斗，激战近 1 小
时，毙敌近百人，取得富水关大捷。
随后，红七十四师沿豫陕边北上，转
入洛南，歼灭灵口、石家坡民团，来
到华山脚下转了 3 个大圈，并派手枪
团50多名战士登上华山，张贴标语以
迷惑敌人。红军“闹华山”的消息不
胫而走，搞得国民党周边驻军和保安
团纷纷向西安告急。

1936 年 12 月 11 日，红七十四师
一部经木桐沟进入朱阳镇的下河、秦
池一带，把当地的地方保安团击溃。
第二天，红七十四师经大村到新店，
消灭了在这一带为非作歹的国民党反

动地方武装“黑衣队”，随后乘胜追
击，击溃朱阳镇上的保安队。此后，
红七十四师向陕西省洛南县陈耳沟迂
回，沿路不但把各地的反动武装消灭
殆尽，还消灭了尾随而来的国民党正
规军数百人。

阻止国民党部队入陕

西安事变爆发后，“围剿”红七
十四师的国民党军队不知所措。中共
鄂豫陕特委、红七十四师在蓝田暂时
休整。

1936 年 12 月 21 日，原中革军委
总政治部统战部部长、西安事变前被
派往杨虎城部工作的李涛在蓝田县张
家坪与红七十四师取得联系。次日，
中共鄂豫陕特委在灞龙庙召开扩大会
议，由李涛传达周恩来的指示，介绍
西安事变的情况及当前的形势和任
务 。 12 月 24 日 ， 根 据 中 央 指 示 精
神，红七十四师改编为“抗日南路
军”(对内仍称红七十四师)。

1937 年 1 月，“抗日南路军”根
据周恩来的指示，向东开拔，进至潼
关、灵宝间，阻止国民党亲日派部队
入陕。同月 22 日，“抗日南路军”和
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并归红十五军
团指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7
年 2 月 5 日，红十五军团奉命撤离商
县。2月 8日，“抗日南路军”复用红
七十四师番号，奉命移驻长安县大峪
口进行整训。这时，全师已发展到
2100余人。

从 1935 年 7 月到 1936 年 12 月，
红七十四师独立坚持了鄂豫陕边区的
游击战争，和敌人20多个团以及地方
武装 3 万余人战斗上百次，打破了敌
人的三次“围攻”，歼灭国民党正规
部队与地方反动武装约4000人，缴获
各种枪3000余支。

全面抗战爆发后，红七十四师奉
命调往陕甘宁边区。1937 年 8 月 23
日，红七十四师在三原县城改编为八
路军第一一五师留守处，后被改编为
西北留守兵团警备四团和警备二团，
承担保卫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重
要任务。

（作者系北京市文史研究者）

红七十四师转战豫陕边
秦芸

1937年日军侵占天津后，便对
汉沽的盐化和农渔资源进行疯狂掠
夺。1943 年 8 月，中共丰玉宁联合
县八区区委书记武汉兴出面，将一
些青年盐工、渔民和农民组织起
来，取名“飞行组”。“飞行组”成
立后，多次从火车上夺取日军军
火，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提供了
很多武器，搅得敌人终日不得安
宁。1944 年夏，“飞行组”改名为
抗日民族先锋队，在中共党组织的
领导下继续从事抗日活动。

1945 年 7 月，根据中共冀热辽
区党委关于人民武装建设决定的指
示精神，中共丰玉宁联合县委决定
在路南(北宁铁路以南)抽调部分原抗
日民族先锋队队员为骨干，与报名
参军的青年一起组建一支地方部
队，取名盐区抗日工人团，政委由
中共丰玉宁联合县委书记艾群兼
任，副政委王克林，团长武汉兴，
副团长王绍义。

工人团成立之初，枪支弹药都
很匮乏。不久，侦察员得到确切情
报：“从塘沽会有十几个日本兵，
途经寨上镇的兴隆街，前往东洋化
学厂执行任务。”工人团领导经过
研究，决定由副团长王绍义率领李
焕文、张文有、王国章、李焕章、
宇光、李连绥和王德复组成行动小

组，连夜赶往寨上镇，待敌人通过时
伺机发动袭击，夺取武器，用以武装
工人团。

第二天天一亮，行动小组一行 8
人化装成商人和小贩，分别来到兴隆
街上，在一个繁华的路口处等待敌人
的到来。

不一会儿，12个敌人排着队沿街
走来，每人都肩扛着一支“三八大
盖”。当敌人的队伍走到李焕文身边
时，李焕文发出行动暗号。张文友、
李连绥、王德富 3 人立即动手“打了
起来”，招来不少人围观。当日本兵排
成纵队走到“打架现场”附近时，受
到聚集人群的阻挡，步伐慢了下来，
也伸着脑袋看“热闹”。张文友、李连
绥、王德富 3 人见状，立即扭打着冲
进敌人的队伍，把队伍冲散。随着王
绍义将草帽向天上一掷，行动小组的
其他组员迅速向各自选定的目标飞扑
过去，用事先准备好的扁担、木棍、
铁锹向敌人打去，瞬间就打倒了 8 个
敌人。没等其他 4 个敌人明白过来，
战士们就合力猛扑上去，和他们扭打
在一起。经过激烈而短暂的搏斗，4
个敌人也被打得倒地不起。

随着王绍义的一声大喊，战士们
立即扛起缴获的12支“三八大盖”撤
到河边，上了接应的小木船，安全撤
回了根据地。

工人团智夺“三八大盖”
孟纬

红七十四师是在红二十五军

离开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后，由留

在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的余部建

立起来的。红七十四师建立后，

在与上级失去联系、极端困苦的

条件下，不仅带领根据地人民粉

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取得游

击战争的重大胜利，有力配合了

主力红军的作战行动，而且在与

敌人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

大，部队由最初的 700 余人迅速

发展到20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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