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旧闻新读10 责编 /贾晓明 李冰洁 校对 /宋炜 排版 /侯磊

2024年4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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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年8月，中共江西省武
宁县委员会在大洞彭坪叶家祠重
新成立。9月3日，在向家山召
开了第二次“四源”（泉口的全
家源、洪家源、周家源、戴家
源） 积极分子大会。会议决定，
以最快的速度发动群众，组织农
民武装，开展武装暴动。随着革
命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江西当局
极度惊恐，责令各地土豪劣绅、
流氓地痞，组织团防，镇压革命
运动。“四源”、大洞彭坪一带的
土豪劣绅在国民党县政府支持
下，纠集了流氓、土匪 60 余
人，于 1929 年 9 月中旬成立了

“鲁桥团防”。鲁桥四面环山，是
由横路经泉口到湖北通山、阳新
等地的必经之路，战略位置极为
重要，国民党武宁县为了守住鲁
桥，还派出部分靖卫队驻扎鲁桥
协防。

这年9月上旬，中共湘鄂边
特委和红五军军委召开联席会
议，决定打通井冈山与湘鄂赣、
湘赣边区的通道，连成一片，并
进一步发展党组织，扩大工农武
装，消灭反动势力，建立苏维埃
政权，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
为实现上述目标，红五军以纵队
为作战单位，分散游击。其中，
以李灿为纵队长、何长工为党代
表的红五纵队挺进武宁。

为了解除敌人对鄂赣边武宁北
部农村的威胁，红五纵队决定和武
宁当地军民一道，拔除“鲁桥团
防”据点。

为了打好这一仗，红军和中共
当地党组织进行了充分准备。党组
织派成传岭、成敬斋等人到鲁桥进
行了周密侦察，掌握了鲁桥的地
形、岗哨、团防人数，武器装备等
情况和活动规律。

11月26日黄昏，李灿率领红五
纵队与龙燕区赤卫队悄悄来到大洞
箬田，和成传岭带领的土枪队汇合。

经过商议，红军决定分兵3路
向鲁桥进军——第一路从港子口沿
河前进，潜伏在鲁桥后背山，占领
有利地形、伺机发动主攻；第二路
由上边源出发，占领鹤楼坪东阴坳
的山头，策应第一路；第三路埋伏
在巷口大源山下佛堂，堵截敌人归
路、阻击敌人的援兵。

11月27日凌晨1时，红军和
赤卫队、土枪队直奔鲁桥，迅速接
近敌军阵地，在干掉哨兵后，迅速
将敌人营房包围起来并发起攻击。
敌人勉强抵抗一下，便想夺路向外
突围逃窜。刚逃到下洋山油榨，就
被埋伏在这里的红军和游击队全部
活捉。

这次战斗，红军和游击队共毙
伤敌人20人，俘敌30余人，缴枪
40余支以及大批弹药。

拔除“鲁桥团防”据点
谢飞鹏

1939年10月中旬，侵华日
军为了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实施

“扫荡”，加紧修建从张家口到涞
源之间的公路。为了打击敌人，
晋察冀军区命令一分区出动部
队，对位于麻田岭地段、正在修
路的日伪军实施破袭战。

接到命令后，一分区立即将
特务营和一团三营800多人组成
北上支队，于10月19日秘密进
至麻田岭。经过侦察发现，驻守
在麻田岭的是伪军李守信部一个
骑兵营，担任保护山下修路工程
队的任务。这伙敌人害怕八路
军的袭击，故而把驻地设在麻
田岭半山腰上。北上支队经过
研究，决定实施“上下夹击”
战术——特务营负责攻打驻山
脚下筑路队，三营的任务是偷
袭麻田岭，消灭伪军骑兵营。
为了出其不意打击敌人，部队
领导要求三营从陡峭的山岭北
面登山，到达山顶后再从南面
下到半山腰，直插敌骑兵营驻
地的背后发起攻击。

麻田岭北面山峰陡峭，崎岖
险峻且没有路，加上天气寒冷。
指战员克服了重重困难，艰难地
登上山顶，再从陡坡上小心翼翼
地滑下来，天黑后迅速包围了敌
人驻地。敌人做梦也没想到八路

军会从陡峭的山顶下来，被打得措
手不及，很快设在营房外的阵地全
部被占领。敌人只得退入坚固的营
房，继续负隅顽抗。

八路军战士随即发起进攻，但
由于敌人火力强大，均未奏效。这
时，有战士看见敌人丢弃的满地草
席子，忽然想到了用火攻的办法，
于是把草席打成捆，卷上莜麦秸点
着火后将草席扔到房子附近。由于
当时正值冬季，山上干燥且风大，
大火很快燃烧起来。营房里的敌人
无法忍受，只得从门里冲出来。八
路军战士早已架好了机枪，对企图
突围的敌人进行扫射，不少敌人被
击毙，但由于天黑，仍有不少敌人
突出包围，向山下逃窜，企图和山
下的敌人汇合。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时八路军特务营已经击溃敌人的
修路工程队，解救出所有民工，并
立即向山上发起了佯攻，和三营形
成了上下夹击之势。敌人走投无
路，一部被歼，大部乖乖举手
投降。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战斗，北上
支队毙伤、俘虏敌人各100多人，
缴获机枪 10 挺，步枪 100 多支，
还有大量的弹药、粮食和马匹。在
被解救群众的帮助下，北上支队破
坏了刚刚修好的公路后胜利回到根
据地。

夜袭麻田岭，八路军“上下夹击”
孟 纬

一一一师毅然举义

甲子山位于山东省莒南、日照交
界处，海拔480米，山势险峻。该地
位于日(照)莒(县)公路以南，东濒黄海
沿岸，南望滨海平原，西接沂蒙山
区，北达胶济铁路，战略位置十分重
要。抗战时期，东北军一一一师驻扎
在这里，距离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
区机关仅二三十里。

东北军一直是八路军的主要团结
对象，过去与八路军基本上友好相
处，但在蒋介石发动“反共高潮”
后，其内部进步力量与反动势力分化
明显、斗争尖锐。1942年夏，国民党
顽 固 派 阴 谋 发 动 第 三 次 “ 反 共 高
潮”，企图杀害中共特别党员、一一
一师三三三旅代旅长万毅。身患重病
的一一一师师长、抗日爱国将领常恩
多(中共特别党员)，对国民党顽固派
的妥协投降反共政策极为不满，在弥
留之际毅然决定率部脱离国民党军
队，并留下遗嘱，令全师官兵在其去
世后，“务要追随郭维城，贯彻张学
良主张，以达到抗日锄奸之大欲”。8
月2日，万毅进入滨海抗日根据地。3
日，常恩多、郭维城在甲子山区址坊
村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宣告一一一
师脱离国民党军，改称东北挺进军，
郭维城受常恩多委托，掌握部队。

8月5日，中共山东分局召开紧急
会议，听取万毅等汇报，表示支持他
们的行动，并即刻派万毅返回该师，
协助常恩多、郭维城掌握稳定队伍。
9 日晨，常恩多病逝。面对复杂局
势，郭维城接受中共山东分局提出的

建议，取消“东北挺进军”番号，仍然
用一一一师番号。万毅、郭维城为副师
长，郭维城兼政治部主任，率领部队进
入抗日根据地整训。

一战甲子山

一一一师举义后，该师部分顽固派
军官逃离队伍，纠集溃兵，勾结日照顽
军李延修部及国民党游击独立第七支队
朱信斋部抢占甲子山区，抢修工事，加
固堡垒，伺机与日军接触，妄图长期与
抗日军民为敌。1942 年 8 月 6 日至 13
日，他们先后占领了黄墩、浮棚山、址
坊、东上涧及甲子山主阵地，并加修原
有工事。

为巩固滨海抗日根据地，发展抗日
救国力量，八路军山东部队乘顽军立足
未稳，组织部队发起了第一次甲子山反
顽战役。

14日夜，八路军山东纵队二旅四团
首先攻占了大小青山，二旅六团和独立
旅一团迅速抢占了蒲汪、滩井，撕开了
顽军甲子山防线的缺口。一一五师教二
旅六团从50公里外冒着滂沱大雨赶到指
定地点，在进行作战动员后，立即投入
战斗。该团指战员一鼓作气攻占了东上
涧、草岭前两村庄，歼顽军朱信斋部一
个连。天将破晓，该团利用浓雾隐蔽接
近顽军，乘势突破了三皇山和陡山河一
线高地。

17日夜，八路军讨顽各部队分别从
西北、西南两面向甲子山顽军发起攻
击。经一夜激战，一一五师教二旅六团
占领了三六零、四五零、五六零等高
地，毙伤顽军300余人，并打退了顽军3
次反扑。与此同时，原一一一师独立旅

一团也从正北面突破甲子山中腰地段至
李家官庄及周围高地，消灭顽军一部，
与一一五师教二旅六团会合后立即向东
扩大战果，最后攻占了甲子山主峰。

18日，顽军全线崩溃，分头向北逃
窜，八路军各部立即展开追击、截击。
山东军区二旅六团在蒲汪一带将顽军一
个营包围并歼灭。19日8时，一一五师
教二旅六团及独立旅一团也在莒日公路
边沿的高山头附近截住顽军2个营。顽
军仓皇迎战，被消灭大部，残部向日莒
公路以北溃逃。至此，甲子山区被八路
军收复。

此次战斗，共毙伤国民党顽固派军
队500余人，俘650余人，缴获轻机枪5
挺、火炮 1 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战
后，除山东军区二旅六团留在甲子山区
开辟根据地外，其他部队分别返回原
驻地。

二战甲子山

1942年 10月，原一一一师部分顽
固派官兵再次联合朱信斋、李延修等
部，乘滨海抗日根据地军民全力对抗日
伪的“扫荡”之机，兵分两路向驻甲子
山区的八路军偷袭，企图重新占领甲子
山区。顽军一部由西向东，攻占了薛
庆、文疃、草岭前等地，向浮棚山逼
进；另一部则由北向南，攻占了官庄、
黄墩、崔家沟、滩井等地，逼近了甲子
山主阵地。

12日，八路军山东纵队二旅六团，
在甲子山、浮棚山等阵地，与偷袭的顽
军展开激战，四团与五团从三皇山、上
涧连续向顽军发起攻击，八路军一一五
师教二旅四团赶来增援，掩护山东纵队

二旅六团撤至蒲汪阵地。
14日，八路军集中教二旅四团及滨

海军分区部队，向薛庆、草岭前的顽军
发起攻击，双方进行大小战斗20余次，
八路军毙伤顽军300人。

18日，因日本侵略军“扫荡”滨海
地区，为全力组织反“扫荡”斗争，八
路军主动撤出阵地，顽军乘机重占甲子
山区。

三战甲子山

随着滨海抗日军民反冬季“扫荡”
斗争逐步取得胜利，中共山东分局和山
东军区决定发起第三次甲子山战役。甲
子山附近的各抗日民主县政府也组织了
数千名民兵赶来支前。

12 月 16 日下午，中共山东分局、
八路军山东军区在莒南县坪上召开作战
会议。会议经过研究决定，调一一五师
教五旅、教二旅六团、山纵二旅五团、
山纵二旅六团、滨海军分区独立团、抗
大一分校、新一一一师共1万余人，组
成西、北、南和迂回四路纵队向敌进
攻，教五旅担任主攻任务。

17日晚 10时，第三次甲子山讨顽
战役打响。西路的教二旅六团、五团分
两路出击——六团迅速攻占了东璇子，
俘敌80余人，缴获步枪60余支，随后向
址坊和灯笼山发起进攻。五团迅速攻占
三皇山，切断顽军向西突围之路。在北
路，山纵二旅六团控制了浮棚山、云顶
山、蒲汪等地，并将由粮山口南援的顽
军朱信斋部击溃。新一一一师、滨海独
立团等部在万毅指挥下迂回到甲子山
东，直取南、北垛，再克赵家峪、刘家
彩等顽军阵地。南路教五旅十三团攻占
石场村东大碉堡，二营从东南方向攻击
朱芦，并击溃由朱芦增援石场的顽军。
十三团从正面进攻顽军主阵地。顽军企
图做垂死挣扎。他们一面收缩兵力、控
制要点；一面调集1300多人向十三团拼
死反扑。十三团坚守既得阵地，连续打
退了敌人的5次冲锋，毙伤敌300余人。
教五旅决定由旅特务连和十三团一部向
丈山进攻。

天亮后，教五旅攻击部队刚进入
作战阵地，罗荣桓、朱瑞、陈光等人
亲临指挥。经过激战，教五旅逐步把
敌人紧紧围在甲子山南麓南北长 5000
米、东西宽不到 2500 米的狭窄地带，
并实行工程作业，步步逼近敌人阵
地。顽军发起3次反扑，均被打退。26
日，顽军800余人由路北南援，被教五
旅击溃。顽军在八路军的久围之下，
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士气颓丧，军
心浮动。12月 30日晚，顽军残部分两
路突围，在八路军前后截击下均被消
灭。至此，第三次甲子山反顽战役胜
利结束。

经过 14 天的激战，八路军共毙伤
顽军1000余人，活捉1137人；缴获步
枪485支，短枪18支，轻重机枪22挺，
迫击炮3门，战马34匹。甲子山战役的
胜利，从根本上扭转了滨海区的局面，
为后来开辟滨北地区，打通滨海与胶东
区的联系，创造了条件。

（作者单位：河北省临城县政协）

八路军三战甲子山
王临红

1911 年 10 月，武昌起义的消息
传到云南临安，当地的云南同盟会支
部和在临安府各地的革命党人备感振
奋，加紧了响应起义的准备。时任驻
临安城的新军七十五标教练官、同盟
会会员赵又新，与新军中的革命党人
商议起义问题，感到力量薄弱，起义
成功的可能性较小，于是决定联络临
安府富商、民军首领朱朝瑛，扩大革
命力量。

朱朝瑛当时正为广西代招了两个
营 400 余人，暂驻临安四城楼、观音
仓等地。赵又新给朱朝瑛写信联络，
与朱朝瑛密商共举义旗事宜。朱表示
愿意率领新募三营士兵听令行事。赵

又新又派李镜明、吴传声到朱朝瑛家
商量响应起义具体事宜。

10 月 26 日，云南陆军讲武堂特
别班学生赵逢源、张绍楷等 19 人分
到七十五标见习。赵又新于 10 月 30
日与这批学生秘密见面，大家都表示
愿积极投身革命。于是，新军第一、
二营军官何海清、叶青山、吴传声、
李镜明等与见习生们一道，分头向士
兵们鼓动革命情绪。

同一天，省城昆明起义的消息传
到临安，对临安震动很大。得到消息
的朱朝瑛一面派人到新军联络，一面
立即召集民军官佐商议，决定尽快起
义。这时，七十五标接到云贵总督李
经羲的电报，要求他们于 11 月 1 日

“交出枪械，以防不测”。七十五标中
的革命党人决定立即响应省城起义。

11 月 1 日晚 10 时，驻临安南校
场的七十五标第一、二两营的革命党

人同时起义，何海清、盛荣超整顿队
伍，宣布革命宗旨。接着，直奔临安
南城。等在城内的赵又新立即将城门
打开，接应起义官兵入城。

一、二营起义军控制全城后，立
即以军号招降第三营，并给第三营
官佐送去信函，劝他们响应起义。
第三营管带赵瑞寿见大局已定，和
逃到三营的一营管带张韬商议后，
决定不做抵抗，向起义军投降，起
义军将赵瑞寿、张韬礼送出境，并
赠以大洋为旅费。还有临安巡防营
管带张鼎甲，也和义军联络，表示
响应起义。这样，临安城一夜之间
全部被起义军占领。

起义军于11月 2日在临安自治公
所召集军民各界举行会议，宣布取消
七十五标番号，朱朝瑛为起义军统
领，赵又新为副统领，组织云南南军
军政府。南军军政府电告昆明的云南

军政府，同时电告临安八属和开广思普
元郎一带，劝告各地官兵响应起义。

南军军政府成立后，积极招募新
兵，并派出部队到周边剿匪，以维持社
会治安。

鉴于蒙自是云南南部重镇，为此起
义军决定由朱朝瑛镇守临安，赵又新率
部前往蒙自。

当蒙自清军到达临安近郊时，起义
军派已归顺的临安巡防营管带张鼎甲率
部前往做工作。张鼎甲向蒙自清军官兵
晓以大义，并说明了全国的革命形势。
蒙自清军官兵听后决定响应起义。

个旧清军出动后，南军军政府一面
出兵迎战，一面立即向省城军政府求
援。省城军政府派罗佩金统领部队即日
南征。南军军政府得到消息后军心大
振，将前来镇压的个旧军击败。11月 7
日，赵复祥率军进入蒙自城接管道署。
19日，随着开化镇文炳率部反正，南防
各营皆望风而降，滇南各府、州、县遂
告光复。

12月 3日，蒙自旧军官、溃兵勾结
帮会、土豪发动叛乱。赵又新自感无力
控制，于是撤出以待援军。12 月 6 日，
罗佩金、朱朝瑛率领临安、个旧的民军
赶到，镇压了叛乱。不久，云南省军政
府任命何国钓为蒙自关道，至此滇南完
全光复。

赵又新、朱朝瑛领导滇南临安起义
贾晓明

1930年初，中共华容县委决
定拔掉东山地区最后一颗钉子
——塔市驿团防局，建立华容东
山苏区。县委把铲除塔市驿团防
局的任务交给了朱祖光大队。

塔市驿镇位于华容县东北
角，三面环山，一面是波涛汹涌
的长江。1930 年 1 月 15 日深
夜，朱祖光率领游击队冒着大雪
赶到预定地点，分三路包围了塔
市驿镇。

战斗打响后，游击队员奋勇
冲杀，很快除掉了各路哨卡的哨
兵，占领了制高点，拂晓前把敌
人压缩在最后一个据点——团
防局内。团防局原是一座祠
堂，条石作基，青砖砌墙，结
构牢固。残敌凭借坚固的建筑
物，进行抵抗。由于游击队没
有重武器和足够的炸药，朱祖
光组织多次进攻，都未能奏
效。正在这时，一名战士前来
报告说，长江上开来了一艘敌
人巡江的轮船。朱祖光一听，
顿时计上心来。——原来，华
容一带共产党人游击队非常活

跃，敌船为防遭袭击，在巡江的
轮船上都配有小钢炮。

朱祖光立即率领部分战士来到
江边，命令战士埋伏在江边，待敌
船开近，立即向它开枪。

敌船遭到枪击，果然慌忙向岸
上开炮还击。一颗颗炮弹落在团防
局附近，团防局里的守敌当时就被
吓得乱作一团——团丁们知道华容
游击队没有钢炮，以为是主力红军
来了。这时，游击队员遵照朱祖光
的命令，向团防局内的团丁高声喊
道：“我们主力红军来了，刚才开炮
是警告你们，再不投降，决不留
情！”由于当时尚在拂晓，天还没有
完全亮，团丁们看不清外面的情
况，听到游击队员的喊话，信以为
真，不少人停止了抵抗。

游击队乘机发起猛烈攻击，团
丁们纷纷缴械投降。团防局的正副
局长企图顽抗，被朱祖光和游击队
员当场击毙，缴枪30多支。

第二天，中共华容县委在明碧
山召开祝捷大会，华容县第一个区
苏维埃政府——明碧山区苏维埃政
府和党的区委员会胜利诞生。

朱祖光“借”敌炮弹破敌垒
梁银安

1942 年 8 月 3 日 ， 国 民

党军第五十七军第一一一师

脱离国民党顽固派，接受共

产党领导，2700 余名官兵回

归人民怀抱。然而，原该师

三三一旅个别反动军官，在

八 路 军 部 队 换 防 尚 未 赶 到

时，纠集溃兵，勾结土顽，

抢占甲子山区，妄图继续与

抗日军民为敌。

为了巩固滨海抗日根据

地，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

山东军区领导驻滨海抗日根

据地军民，连续发起了 3 次

反顽战役并取得了决定性胜

利，收复了甲子山区。

▲整装待发的八路军山东部队指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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