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日战争时期淮南的谢家圩

是日伪顽在津浦路西的反动堡

垒。圩主谢少臣人称“谢黑头”，

长期担任伪合六区区长、伪定远

县县长等职。他依仗日伪顽为其

撑腰，在谢家圩组建了一支数百

人的汉奸、土顽武装，鱼肉乡里，

并向根据地猖狂进犯。新四军先

后多次组织力量予以痛击，最终

将此反动势力完全歼灭，谢黑头

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旧闻新读10 责编 /贾晓明 李冰洁 校对 /郑原圆 排版 /陈杰

2024年2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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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 年冬，中共江苏省第二次
代表大会在上海泉璋中学会议室秘密
召开。会上，中共南通、海门、如
皋、泰兴地区的党组织负责人李超
时、南通县委书记刘瑞龙先后汇报通
海如泰地区红军游击武装发展态势，
得到到会指导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江苏省委
书记李维汉、省委常委李富春、省委
候补常委陈云，中央军委委员、江苏
省委军委书记李硕勋等领导的高度重
视。他们一致认为：南通、海门、如
皋、泰兴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已经比较
成熟，具有建军的基础，决定在苏中
地区建立一支正式的中国工农红军。
当时中央苏区已有红十二军，浙西南
又有红十三军，于是将江苏境内的第
一支红军命名为红十四军。

1930年初，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书
记兼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周恩来选任何昆
为红十四军军长。2月10日，何昆化名
李维森，偕张爱萍、何扬、宋奇等，由
地下党交通员宗子祥护送，自上海乘船
至泰兴口岸，于2月14日抵达如皋西
南乡东燕庄，受到中共如皋县委、如泰
工农红军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何昆到达如皋后，首先着手健全
红十四军的军事组织，将通海地区的

中国工农红军江苏第一大队改编为第
一支队；如泰工农红军改编为第二支
队。下辖 1、2、3 大队(营)和特务
连，配备辎重、骑兵、炮兵3个队。
何昆兼第二支队长并亲自抓红军的军
事训练，给中、下级军事干部做卧
倒、射击、刺杀等示范动作，亲自向
战士讲授战术、武术。在他的教育
下，战士们的军纪和思想建设短期内
有了很大提高。

何昆带领红军指战员边练兵边投
入战斗，成立前期就取得三战三捷的
战果，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需
物资。1930年4月3日，中共通海特
委和红十四军军部在如皋贲家巷召开
建军大会，宣布中国工农红军十四军
正式成立。何昆在大会上宣读《告工
农及一切劳苦群众书》，并主持检阅
了主力红军和赤卫队。

建军大会后不久，为打通如泰游
击区与通海游击区间的联系，4 月
16日，何昆率红十四军分三路向盘
踞在老户庄的敌人发起进攻。战斗
中，何昆踏上第一大队队长张爱萍
的肩膀，手提机枪猛扫敌人，不幸
左胸中弹，在战士们的保护下，行
至横埭，终因流血过多壮烈牺牲，
年仅32岁。

何昆和红十四军的创建
洪 鸿

1938年，八路军在大青山地区
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迅速打开了
局面。在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同
时，党组织派刘洪雄等秘密进入日伪
统治绥察地区的中心城市归绥 （今
呼和浩特），开展地下工作。

为了便于工作，刘洪雄等在旧城
三官庙街开设了“新兴永”杂货铺和
焙子铺，作为联络点，安排彭光华做
联络工作。当时，蒙疆道教会会长王
信真和道士王从顺、王永茂都同情和
支持抗日战争，刘洪雄等人经常与他
们往来，启发他们的民族觉悟。王信
真等很快同意把蒙疆道教会会址旧城
财神庙作为中共地下党的活动据点。

1939 年春，为了进一步发展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群众参加抗日
活动，在中共归绥地下工委的领导
下，成立了秘密抗日群众团体绥蒙各
界抗日救国会（简称“抗救会”）。

抗救会以蒙疆道教会为掩护开展
活动，总部设在财神庙内，宁德青、
刘洪雄、贾恭、张克敏等共产党员为
抗救会负责人。

刘洪雄等以蒙疆道教会董事身份
主持救国会的工作，以吸收道教会
会员为名发展救国会员。他们通过
亲朋好友和同学同事等多种关系，
在各界各阶层人士中秘密宣传中共
的抗日救亡主张，揭露日军侵华暴
行，号召各阶层人士团结一致、共
同抗日。抗救会负责人经常在财神
庙内召集会员布置工作。期间一旦
发现院内进入可疑之人，他们便立
即站在黑板旁边，手执教鞭开始向

会员“布道”，等可疑之人走后，继
续开展活动。

在发展抗救会的同时，刘洪雄等
领导人还特别注意吸收优秀分子加入
党的组织，壮大党的力量，抗救会会
员中有不少人加入了共产党。随着党
员的不断增加，抗救会下设铁路、工
厂、学校三个党支部，并通过在归绥
城乡各地设立的多处活动据点和联络
点，建立起一个地下活动网。各界
人士为八路军筹集的粮款，购买的
军用物资、枪支弹药以及收集到的
情报通过地下交通员和地下活动
网，源源不断地被转送到游击区，
有力地配合了大青山游击战争和游
击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到 1940 年
初 ， 抗 救 会 会 员 已 发 展 到 200 多
人。中共归绥工作委员会成立后，
刘洪雄任组织部长。在中共归绥工
委的领导下，抗救会的工作越发生
机勃勃。中共归绥工委还从救国会
中动员选拔了进步青年50余人，送
往延安学习深造。

抗救会成员的抗日活动影响越来
越大，引起了日军的警觉。1940年8
月，日伪对抗救会成员及进步人士进
行了大搜捕，刘洪雄、贾恭等不幸被
捕。他们在狱中坚贞不屈，和敌人进
行了坚决的斗争，为中国革命事业和
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在日伪戒备
森严的归绥，开展了声势颇大的抗日
斗争，为坚持敌占区抗日斗争作出了
特殊的贡献，在内蒙古抗日斗争史上
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的成立和发展
常 红

1938年春，冀鲁边人民抗日武
装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了较
大发展，5月，八路军第五支队和津
浦支队挺进冀鲁边区，开辟、巩固和
发展了抗日根据地。1938 年 8 月，
三四三旅政委萧华率旅机关一部从山
西出发，于9月27日抵达山东乐陵县
城，整编当地部队，成立八路军东进
抗日挺进纵队，纵队辖第五、第六和
津浦支队，由萧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
员，邓克明任参谋长，符竹庭任政治
部主任。

萧华率挺进纵队深入敌后的冀鲁
平原，很快打开了局面。随后萧华一
面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伪和反
动地主武装，一面对国民党军各部队
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使冀鲁边抗日根
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至 1939 年 3
月，平原、禹城以东，惠民以西，沧
县以南，徒骇河以北的冀鲁边抗日根
据地基本形成。对此，国民党顽固派
组织“冀鲁联防”，试图以南北夹击

的方式, 把八路军赶出冀鲁边区。在
萧华的指挥下，挺进纵队本着“人不犯
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的原则，击溃、消灭了多支对根据地进
犯的国民党武装，打击了顽固派的嚣张
气焰。

1938年12月，蒋介石抽调国民党
十军团所辖暂编第一军高树勋部进入冀
鲁边区。萧华从抗战的大局出发，认为
高树勋部是可以团结的对象，对其进行
了积极争取。当高树勋率部进入鲁北
时，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机关为高树勋召
开了欢迎大会，并悬挂了“欢迎高军长
北上抗日”“欢迎爱国爱乡的高军长”
等大幅标语。萧华代表边区抗日军民致
欢迎词后，把刘伯承的亲笔信转交给高
树勋。信中刘伯承劝诫高树勋以民族利
益为重，不要沦为人民的罪人。

此后，萧华又数次前往高树勋驻
地，与他谈论抗日形势，宣传中共的抗
日主张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
理。征得高树勋同意之后，萧华还带领

一批干部到他的部队去作报告，使中共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
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
针，得到了高树勋部许多官兵的拥护。
日军为了消灭抗日力量，发展敌伪势
力，频繁派人向高树勋劝降。萧华识破
敌人阴谋，亲自找高，晓以大义，使日
军的阴谋未能得逞。

1939年7月11日深夜，日军得知
八路军主力不在乐陵，又得知高树勋部
分驻宁寨、韩家、吴纸坊一带，军备松
懈，于是首先派出宁津县日伪军向高树
勋部发起攻击，牵制其主要兵力，再命
乐陵的日伪军 1000 余人携带钢炮和
轻、重机枪，分乘20多辆卡车对高树
勋的军部驻地宁寨实施突袭。

高树勋率部仓促应战，拼死抵抗，
但因日军火力强大，数次突围未果，损
失惨重，高树勋在宁寨外围的部队回
援，也被日军拦击。见形势危急，高树
勋遂向驻扎在周边的国民党军张国基
部、曹振东部急电求援，但张国基、曹

振东为保存实力，对求援置之不理。高
树勋无奈，只得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向八
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求援。

萧华接报后当即做出救援高树勋部
的决定并立即集结泰山、长沙、湖南3
个支队，亲自率队驰援，经过25公里
的急行军，于 7月 13日凌晨 1点赶到
宁寨。此时敌人已将宁寨团团包围，萧
华一面命令骑兵连在外围纵横疾驰，以
为“疑兵之计”，一面命令部分战士向
周边敌人后勤补给基地发起佯攻，吸引
敌人兵力。凌晨2时，萧华见各部进入
预定阵地，于是命令从东、西、南3个
方向对敌人发起进攻。八路军发起猛攻
后，高树勋部也从寨中杀出。日伪军腹
背受敌，很快落荒而逃。

此次战斗，八路军击毙日军60多
人、伪军100多人，击毁汽车4辆，缴
获机枪2挺、步枪200多支。八路军的
果敢救援行动，让高树勋真正了解了八
路军，同时也看清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真
面目。战斗结束后，高树勋带部下一起
前往八路军的营地，当面向萧华表示感
谢，并表示愿与八路军携手抗日。

此后不久，高树勋率部撤离了冀鲁
边区。这段经历和感受使高树勋在思想
上已经倾向了共产党。1945年10月，已
经任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高
树勋毅然率部起义，成为解放战争中第
一位率部起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萧华率部救援高树勋
贾晓明

谢黑头卖身投靠日伪

全面抗战爆发后，谢黑头投靠日
伪，乘机扩张势力，并和国民党顽军
相勾结，多次和新四军发生冲突。谢
黑头本是定远县出名的盐枭，早在大
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便网罗了
一批亡命之徒，与当地共产党组织领
导的革命武装对抗。1938 年 3 月，
新四军第四支队挺进皖中抗日。为贯
彻中共中央要求江北新四军东进、创
建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先行东进
的四支队八团首先来到安徽肥东、定
远一带，八团一部就驻在肥东青龙厂
褚老圩。驻扎在褚老圩东边10余里
谢家圩的谢黑头，以“维持地方”为
名，行破坏抗战之实，很快将枪口对
准了新四军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
击队。

经过连续作战，新四军第四支队
开辟了以定远县藕塘镇为中心的津浦
路西抗日根据地。1940年初，新四
军江北指挥机关和主力部队由青龙厂
褚老圩迁至皖东藕塘一带。3月，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
正式成立，并召开了定远县抗日民主
政府成立庆祝大会，藕塘中心区和根
据地的群众代表以及城内开明绅士参
加了大会。区、乡民主政权也随之成
立，全县设定 4 个区、49 个乡。对
此，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谢黑头又恨
又怕，暗地勾结日伪军进犯定远。因
敌强我弱，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被迫
撤出县城，坚持游击战争。

同时，谢黑头又勾结国民党顽军
偷袭驻扎于青龙厂褚老圩的江北游击
纵队和四支队一部。战斗持续了一整
天，为保存有生力量，新四军撤离青
龙厂褚老圩，前往定远朱家湾一带。
谢黑头随后率部进入褚老圩，还配合
国民党顽军破坏新四军在吴家圩、张
桥、占鸡岗等地设立的抗日民主政
权，残杀抗日军政人员和群众数十
人。日、伪、顽均对其表示“赞
赏”，称其为“楔入抗日根据地的钉
子”。

当时，新四军受到日、伪、顽的
夹攻，路西根据地形势极为紧张。得

到 3 个“主子”赏识的谢黑头自以为
“高枕无忧”，平时龟缩在谢家圩内，每
当新四军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时，就出
兵骚扰根据地，并大肆抢掠。谢黑头的
罪恶行径，激起抗日军民的极大愤慨，
强烈要求新四军消灭谢黑头及其反动
势力。

新四军大破谢黑头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
江北指挥部所属的第四、第五支队和江
北游击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张云
逸兼任师长，郑位三任政治委员，下辖
3个旅及地方武装。新四军第二师活动
在淮南地区津浦路东西两侧，坚守着淮
南抗日根据地；从皖南突围出来的部分
部队及原新四军三支队挺进团和无为游
击纵队，整编成新四军第七师，主要活
动在巢湖东南至南京以西的长江南北地
区，坚守着皖江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
两块抗日根据地之间的合肥地区，尚被
日、伪、顽所控制，新四军暂时还处于
敌后游击状态。谢黑头在谢家圩大肆修
建工事，并勾结其他汉奸、土顽势力实
行“联防”，企图以此来阻止新四军的
打击。

1941 年 6月底，新四军二师六旅
应根据地群众要求，决定派十七团、十
八团对盘踞在谢家圩及附近据点的谢黑
头、牛登峰等汉奸、土顽武装发起
进攻。

6月30日，战斗打响。新四军六旅
指战员围攻谢家圩，半个月内进行了大
小战斗10多次，拔除了油坊户、花张
集等土顽的外围据点。但由于新四军当
时装备较差，缺少重武器（山炮仅有一
门，且只有3发炮弹），因此没有攻克
谢家圩。

谢黑头仗着圩墙坚固，武器精良，

命令手下拼命死守。战斗持续到 7 月
13日，国民党顽军援军赶到，以优势
兵力向新四军发起进攻。15日，新四
军鉴于敌众我寡，又赶上天气恶劣，大
雨倾盆，为避免无谓的牺牲，于是主动
撤出了战斗。此次战斗，新四军共毙伤
谢黑头部土顽及国民党顽军数百人，缴
获军用物资，给当地日伪顽以很大
震慑。

击毙谢黑头

1942年春，新四军力量有了较快
发展，武器装备也大为提高，铲除谢黑
头的作战计划再次被提上了日程。4
月，新四军二师四旅经过充分准备，奉
命拔除长期袭击根据地的土顽据点杞岗
和谢家圩。4月21日3时，十团从7个
方向同时发起突袭，使敌人无法相互支
援。经过激战，新四军攻克大小碉堡数
十个，全歼和谢黑头“联防”的杞岗土
顽牛登峰部。得到杞岗土顽被歼的消
息，谢黑头立即强迫附近群众在据点四
周增设了堑壕和堡垒，并向日军索取了
大批弹药，准备“死守待援”。

为了迅速攻克谢家圩，二师师部经
过悉心研究，部署了“长途奔袭、里应
外合”的周密方案，决定派四旅十团、
六旅十八团参战，以十团为主攻，十八
团配合打援。据侦察员报告：谢家圩围
有两道环形水壕，壕边均建有碉堡，水
壕上设置了吊桥，有专人把守，可谓易
守难攻。战前，十团认真研判了敌情，
决定先打入敌军内部，控制吊桥，而后
里应外合，一举将敌歼灭。不久，十团
派出侦察员成功潜入敌人内部，并争取
到敌人一个班投诚作为内线。

7 月 15 日夜，新四军四旅政委张
劲夫率十团一个主力营，由团政委钟铭
标指挥，长途远袭，直扑谢家圩新圩；

路西城防司令部副司令兼十八团团长陈
庆先率部配合打援，阻击附近的敌人。

7 月 16 日零时，十团一营秘密进
至谢家圩前。内线放下吊桥，打开圩
门，一营各连迅速通过第一道水壕，战
士们如潮水一般迅速冲入圩内。谢黑头
吓得魂飞魄散，一面慌忙命令手下利用
第二道圩内工事抵抗，一面向附近的日
伪军紧急求救。

谢家圩西面的日军据点接到求救
后，立即派出骑兵部队赶来。到达寺姑
滩时，听到谢家圩方向激烈的枪声，又
从望远镜中看见新四军强有力的阻击阵
地时踌躇不前。日军找来路边“百姓”
询问，得知“前方是新四军罗炳辉师长
的部队”后，更是大惊失色。原来，这
伙日军曾经在外出“扫荡”中两次“吃
过罗炳辉围点打援的苦头”。他们犹豫
再三，最后决定不再继续前进，只是象
征性地向新四军阻击阵地打了几枪，便
一溜烟逃回据点。

谢黑头见援兵不至，防线也被新四
军逐一击破，慌乱中只得钻进草垛妄图
躲藏，企图侥幸逃命，被一名战士击伤
后拖了出来。

待到东方破晓，新四军将谢家圩圩
内外工事拆毁完毕，撤到圩外休息待
命。此役，新四军击毙土顽24人，俘
虏123人，缴获长短枪133支，机枪2
挺。据张劲夫回忆：“谢黑头被用一块
门板抬到我的指挥所，我用棍子戳了他
一下，他把眼向我一翻，满眼凶光，难
怪群众那样怕他，这个坏蛋确实是一个
杀人魔王，当场就把他枪决了。”除掉
谢黑头，为当地扫除了一大祸害，为共
产党、新四军大面积拓展革命根据地创
造了有利的条件，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作者系安徽省新四军研究会
理事）

新四军铲除“谢黑头”
赵东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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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李春润以训练民
团之名，发展抗日队伍，组织数千群
众破坏铁路，袭击日伪军。他原是东
边镇守使于芷山的部下，因于芷山降
日而与之决裂。1932 年 4 月 21 日，
李春润与唐聚五等在桓仁县举行起义
誓师大会，成立民众自卫军和救国
会，被推举为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兼第
六路军司令，驻防辽宁新宾。日军闻
知这一消息，大为震惊，急令于芷山

“进剿”，并派出日军军官督战。
5月5日，于芷山率大批伪军向

新宾老城发动猛攻，李春润亲率卫队
营在新宾老城与进犯的伪军展开激
战。自卫军炮兵弹无虚发，击毙“伪
奉天省警备司令部少校参谋刘芷蕃及
团营副数员”。后因弹尽粮绝，在重
创伪军后，为保存实力不得不撤出阵
地，退入桓仁县境。

李春润率部退出新宾老城后，一
面整顿部队，准备夺回新宾，一面电
告桓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部请求支
援。总司令唐聚五遂命郭景珊、王彤
轩、张宗周等部前往支援，共同夺回
新宾。李春润与 3 人商议，决定从
东、南、西三面逼进新宾县城。

5月16日，李春润率民众自卫军
猛攻东昌台等地。伪东边保安游击大
队受到自卫军的两路夹击，大败而
逃，溃逃途中又遭到王彤轩的武术大
队截击，死伤严重。李春润率部乘胜

追击，又与敌军战于吴家堡，击毙督
战的日本顾问。

5 月 18 日拂晓，各路自卫军从
南、西、北三面向新宾县城攻击。鉴
于敌人在县城四周山上掘壕筑垒，机
枪迫击炮密布山巅，防守严密，李春
润遂采取了“以虚击实，拖垮敌人”
的战术。每到夜间，他派出小股自卫
军潜至县城附近鸣枪喊话，并把鞭炮
吊在铁桶中燃放模拟机枪扫射。守敌
闻有枪声，以为自卫军攻城，便拼命
开枪放炮，不几日，弹药消耗殆尽。
与此同时，自卫军宣传队还在山上不
断向伪军喊话，号召伪军“不要替日
本人卖命”“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部分伪军官兵果然响应，不少人只
是对空鸣枪，见时机成熟，李春润
命令王彤轩率武术队 500 余人首先
攻入县城，并调集白旗堡的大刀队
赶来参战。经过 4 昼夜的激战，消
灭伪军 200 余人，缴敌山炮、迫击
炮各 1 门，步枪百余支，子弹万余
发。于芷山亲自督战也无济于事。
不久，部分伪军官兵反正，打开城
门。于芷山于 5月 22日率残部向清
原方向逃去，新宾县城又重新回到自
卫军手中。

民众自卫军回师新宾，声威大
震，附近群众和小股抗日武装纷纷加
入自卫军。不久，李春润的第六路自
卫军从一营扩编至3000余人。

李春润指挥克复新宾城
刘思琪

抗战期间，张劲夫 （右一） 与战友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