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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宋哲元坚定抗日立场

1936 年，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
华北发动新的侵略，调遣大批军队进
入山海关内，威胁北平、天津，并向
国民党当局提出“华北政权特殊化”
的无理要求。1936年 5月 5日，中共
中 央 发 出 《停 战 议 和 一 致 抗 日 通
电》，呼吁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
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
战争，同时决定派出干部到华北开展
上层统战工作。8月10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国共两党
关系、统一战线问题，会议确定：实
行逼蒋抗日的方针，继续国共谈判，
同时对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分别进行
统战谈判，并大力开展群众抗日运
动，以推动国民党政府走向抗日道
路。

同年冬天，张经武受中共中央的
委派，以红军代表的身份由西安绕道
上海，经山东、天津、河北等地前往
北平。一路上，张经武先后与各地国
民党地方实力派军政要员进行了会
晤，协商了联合抗日的具体办法。到
达北平后，张经武秘密住在同窗故旧
姚继鸣的家里，与姚以兄弟相称作为
掩护。不久，张经武通过秘密关系，
与国民党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河
北省政府主席、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
取得了联系。

多年来，宋哲元对蒋介石的消极
抗日政策一直极为不满。张经武见到
宋哲元后，转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
并对宋哲元率二十九军参加长城抗
战，获得喜峰口大捷的战果大加称
赞，同时向宋哲元宣传中共“联合抗
日”的主张，让宋哲元颇为感动。宋
哲元秘密安排张经武在颐和园的养云
轩住下，不久又任命张经武为“冀察
绥靖公署上校参谋兼南苑军官团教
官”。在张经武的说服下，宋哲元的
抗日立场更为坚定。1936 年 9 月 11
日，宋哲元亲自签署命令，将关押在
北平草岚子监狱的共产党员全部释
放，此后，一批共产党员以作战参谋

的身份进入了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
宋哲元还根据中共方面的要求，介绍
张经武去绥远会见傅作义，共商抗日
大计。

和韩复榘达成三项协定

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继续采
取消极、片面的抗日路线，导致日本
侵略军占领华北大片国土，并严重威
胁着山东。为了尽早挽救山东局势，
中共中央决定派张经武以军事联络官
身份前往济南会晤韩复榘，商讨释放
政治犯和发动群众等问题，同时争取
韩复榘的第三集团军参加抗日。

张经武迅速赶到济南，在中共山
东省委的帮助下，对韩复榘的思想和
处境进行了全面了解和分析。7月28
日晚，张经武前往国民党山东省政
府，会见了韩复榘。张经武直言不讳
地阐明了中共联合抗日的主张。韩复
榘出于自身安危的考虑，同意联合抗
日，但在商讨释放政治犯问题时，韩
复榘态度暧昧，借口推诿。张经武义
正辞严，据理力争，经过几次谈判和
耐心说服，终于就红军与国民党的第
三集团军联合抗日问题，达成了三项
协议：韩复榘答应以“铺保”方式，
立即释放关在第三集团军军法处的全
部政治犯；成立“第三集团军政训
处”，派中共党员协助工作；开办

“第三集团军政工人员训练班”，政治
教育由中共党员负责，学习马克思列
宁主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军
事训练由第三集团军负责。

三项协议达成后不久，60 多名
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获释出狱。此
后，中共方面通过与第三集团军合

作，开办了政工人员训练班，培养了
1500 多名抗战急需的军事、政工、
民运干部，壮大了山东乃至华北的抗
日力量。

扩大中共在山东的群众基础

在进行上层统战工作的同时，张经
武还配合中共山东省委适时地进行了
团结山东各界共同抗日的工作。在张经
武等的努力下，山东“民众抗日动员委
员会”“抗日救亡社”“抗战后援会”“战
地服务团”“青年先锋救国会”“妇女救
国会”等爱国抗日团体相继建立。

张经武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善于
把中共中央的指示与山东的实际情况
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统战工作。
11 月 26 日，他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山
东工作情况，并对山东抗日统战工作
提出了五点意见，即：根据山东最近
环境，山东工作重心是开展基层统一
战线工作；协助中共地方党组织在敌
占区布置和领导游击战争，建立临时
抗日政权；对山东地方士绅和各种武
装，多做工作，使之能逐步参加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在文化界开展反对失
败主义倾向的斗争，在民众中开展要
求抗日民主权利和直接减轻负担的斗
争；团结政训处中的进步干部和乡农
学校干部，打击国民党投降派。

张经武提出的这些建议，得到了
中央的认可和表扬。这些建议作为政
策实施后，进一步促进了山东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工作和抗日武装斗争的发
展。山东各地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纷纷举行起义，迅速掀起了抗
击日军侵略的热潮。

1937 年 11 月 底 ， 由 于 工 作 需

要，张经武调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
高级参谋，协助周恩来开展河南、湖
北两省的抗日统战工作，在短时期内
取得了显著成绩。1938年4月，中共
山东省委书记黎玉赴延安，向中共中
央汇报工作，要求派干部到山东以加
强领导力量。中共中央经过认真研
究，决定再次派张经武返回山东。

1938 年 8 月，张经武率领抗大、
陕北公学毕业的学员和一个营的兵力
共200人，向山东进发，一路上通过
丰富多彩的宣传发动行动，使更多的
人了解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
策。10 月下旬，张经武和黎玉到达
聊城，立即会晤了爱国人士、国民党
第六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
并转交了毛泽东给他的亲笔信，并转
达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对范筑先在敌
后与中国共产党开展合作、坚持抗战
的高度评价。

范筑先在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
后即发动民众建立抗日武装，并与中
国共产党建立了统战关系。张经武在
当年来到山东时便曾会见过他。在中
共的帮助下，范筑先收编和改造了大
批绿林和民团，组建了 32 个支队和
三路民军的抗日武装，并与中共领导
的抗日武装并肩作战，共同开辟了鲁
西北抗日根据地。11 月底，日军重
兵围攻聊城，范筑先率部坚守，与敌
激战数日，聊城失守，范筑先及中共
优秀干部和指挥员姚第鸿、张郁光等
数百名将士壮烈牺牲。张经武闻讯
后，心情极为悲痛。为了纪念范筑先
这位抗日英雄，八路军将范筑先余部
和共产党领导的鲁西北抗日武装，编
为“筑先抗日游击纵队”。

（作者系北京市文史研究者）

1938 年 11 月，华北日军在围攻冀
中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对冀南抗日根据
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八路军一二九
师将主力部队划为数个作战集团，转移
至日军侧后分区活动，连续袭击武邑、
阜城、富庄驿、景县、清河等日军据点
及后方补给线和守备部队，并以小股部
队开展游击战，疲惫、消耗日军，取得
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

日军为配合冀中、冀南作战，于
1939 年 1 月拼凑了 5000 余人，向八路
军太行抗日根据地“腹心地”——山西
辽县大举进犯。进犯日军沿途虽遭八路
军和游击队不断伏击，但仍不甘心失
败，继续强行向辽县各处“扫荡”。为
了彻底粉碎敌人的进犯，八路军总部和
一二九师命令三八五旅、三八六旅和抗
敌决死队各一部，在通往辽县县城的道
路上设伏打击敌人。

1月26日午夜，八路军三八六旅七
七二团一部在得到敌人进犯路线的准确
情报后，立即赶到煤窑沟口设伏。这里
有一条八九里长的山谷，谷内有直通县
城的大道，两侧悬崖陡峭，高不可攀，
是伏击敌人的理想战场。当时，八路军
在杨家庄村成立了炸弹厂，七七二团部
队在经过杨家庄村赶往设伏地点时，杨
家庄村炸弹厂及时将大批生产的手榴弹
交付给七七二团，战士们“只要拿得
动，就能拿多少拿多少”。

27 日 清 晨 ， 八 路 军 进 入 设 伏 地
点，居高临下，严阵以待。

当天早晨，寺坪村副村长高飞鹏护

送群众转移后，返村察看敌情，与日军遭
遇，日军军官令其带路。高飞鹏将计就
计，哄骗敌人说前面大路全让八路军、游
击队破坏了，走小道既近又安全。敌军官
信以为真，便让高飞鹏带路。高飞鹏遂带
着敌人从寺坪村走小道进入煤窑沟八路军
伏击圈内。

当敌人全部进入煤窑沟后，埋伏在
沟口的七七二团二营八连指战员首先从
敌人背后开火。当敌人回头张望之际，
高飞鹏立即向山上跑去，一面跑一面大
喊：“敌人来啦！快打呀！”埋伏在两面
高地上的七七二团、决死队指战员立即
向谷底的敌人猛烈射击。数十个日军没
来得及还击，就被打倒在地。活着的敌
人想躲到山谷两侧的石崖下反击，不想
山上手榴弹接连飞落，顿时被炸得血肉
横飞，身首异处。不到半个小时，敌人
死伤200余人。

敌指挥官指挥士兵向谷口突围失败
后，又集中力量向南面山头发起 4 次冲
锋，企图夺路而逃，但均被八路军的“手
榴弹雨”击退。值得一提的是，高飞鹏在
八路军战士的掩护下，成功摆脱了敌人的
追击。他回到阵地后，立即参加战斗，并
成功缴获步枪一支。

经过一小时激战，八路军毙伤敌人近
400人。日军害怕被歼，于是向八路军阵
地施放毒气，然后乘机突围，向粟城村逃
窜。七七二团在圆满完成伏击任务后，又
乘胜追击，和兄弟部队密切配合，在柏管
寺、前龙东山等地给敌人重创，最终迫使
敌人退出辽县县城。

八路军煤窑沟伏击破敌
尹善明

张经武是人民军队
中一位能征善战的传奇
将领，又是一位杰出的
统战工作者，在全面抗
战爆发前后，他受中共
中央委派，冒着生命危
险先后多次前往华北抗
日前线，在国民党将领
和民众中积极宣传中共
抗日主张，开展统战工
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39年8月，新四军五支队在司令
员罗炳辉的率领下越过津浦铁路，向东
挺进，开辟了以安徽省来安县半塔集为
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9年 9月 1日，侦察员报告：滁
县日伪军数百人将于 9月 2日向来安方
向进犯，企图歼灭在来安、滁县地区活
动的新四军，迫使共产党人领导的抗日
武装退回路西地区。罗炳辉获悉敌情
后，立即组织支队干部研究，决定率领
第十团和警卫营进至来安城北舜山集附
近的梁庄公路两侧设伏，迎击敌人。

9 月 2 日夜，罗炳辉率部赶到设伏
地点。战士们立即筑起工事，“静候”
敌人的到来。3日下午3时，日军一个大
队、伪军两个大队共约七八百人，向来
安县城方向进发。当这伙敌人进入新四
军的伏击圈时，罗炳辉一声令下，顷刻
间枪声四起，将日伪军困在严密火力网
中。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被毙伤数十
人，其他敌人纷纷跳进路边水沟躲藏。
日军指挥官命令日伪军组成战斗队形，
向新四军阵地冲来，企图夺取制高点后
突围。当他们扑到阵地前时，遭到罗炳
辉部署的三挺重机枪的同时打击，冲在
前面的十几个敌人被当场击毙。伪军见
状，立即向后逃窜，但日军仍嚎叫着向
新四军阵地疯狂扑来。当日军接近阵地
时，埋伏在阵地侧翼丛林、乱石中的战
士突然开火，日军被毙伤数人后，仓皇
撤退。

战至黄昏，罗炳辉见敌人渐渐支持

不住，果断下达了“全面出击”的命令。
战士们听到冲锋号声，立即冲向敌人。敌
人已丧失斗志，丢下一路尸体，向来安城
狼狈逃窜，罗炳辉率领部队一直追到来安
城下。

半夜时分，罗炳辉命令十团侦察排夜
袭来安城。30 多名侦察员携带短枪，乘
着夜色摸进城里，击毙了敌人哨兵，并在
日军、伪军驻地中间分别袭扰一阵，然后
安全撤出。日伪军不敢出动，只是躲在据
点里向外胡乱开枪放炮。

4日上午，侦察员报告：滁县日军乘
车增援来安。罗炳辉一面继续指挥部队围
困来安，一面立即通知八团在八石山设立
阵地，切断来安与滁县之间的道路。

下午 2 时许，来安城内忽然腾起浓
烟。罗炳辉判断，这是敌人准备弃城向滁
县逃窜前焚烧辎重，于是命令围城部队

“放敌人出城”。
来安城内敌人向城外突围，没有遇到

阻击，于是沿着道路向滁县方向狂奔。待
敌人全部逃出后，罗炳辉留下部分战士帮
群众救火并占领县城，自己则率领主力跟
踪追击。

当来安敌人溃退到八石山附近，正在
暗自庆幸死里逃生时，突然遭到八团密集
火力的迎头痛击。敌人慌忙迎战，不料背
后罗炳辉率领部队追击而至。敌人在新四
军的前后夹攻下土崩瓦解，被击毙无数，
其余的四散逃命。从滁县出动增援的敌
军，听到来安敌人已被击溃的消息，吓得
立即逃回滁县去了。

罗炳辉率部打来安
吴小龙

1949 年 7 月宁象战役结束后，国
民党军残部约 6 万人退据舟山群岛，
企图对上海、杭州地区实行海上封
锁。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奉命以第二
十二军及第二十一军第六十一师共 4
个 师 4 万 余 人 ， 采 取 逐 岛 攻 占 的 方
针，解放舟山群岛。

从 8 月 18 日晚开始，解放军渡海
登陆部队向舟山外围岛屿发起进攻，
相继攻占大榭岛、梅山岛、金塘岛等
岛屿。佛渡、六横、虾峙等岛的守敌
见状，吓得仓皇撤逃。六十一师旋即
进占佛渡等岛，并立即开始了夺取桃
花岛的准备。

六十一师在 9 月完成了突击部队
的组建；师、团干部和机关认真研究
了桃花岛周边潮水、风向的规律，侦
察了当面敌情、地形；在当地党组织
的协助下筹集了一批船只和相关物资
器材，并抓紧时间组织进行航海登陆
的训练和演习。到 10 月上旬，突击部
队已具备了渡海攻岛的条件，随时准
备投入战斗。

10 月 13 日，六十一师组织营以上
干部对桃花岛进行隔海侦察，发现桃
花岛守敌为国民党交警第九纵队和国
民党青年军第六六二团第三营，共约4

个营的兵力，但由于守敌军心涣散且换
防频繁，完整防御体系竟然尚未形成！
据此，六十一师立即确定了“抓紧战
机，乘敌立足未稳之际，迅速攻击桃花
岛”的作战方针，并决定于 18 日夜发起
夺岛战斗。

18日 18时 40分，解放军炮兵部队向
桃花岛守敌阵地发起炮击，第一八三团
和第一八二团第一营分别乘船起渡。

解放军渡海部队利用海雾夜暗的有
利条件向桃花岛迅速前进，直至距离桃
花岛约 80 米时，守敌才发现，渡海部队
遂向岸上敌人猛烈开火。经 13 分钟的激
战，六十一师各船队基本突破敌前沿阵
地，按照既定部署向纵深分割穿插，包
围并攻占岛上各个要点。

战至次日天亮时分，登岛解放军已
控制了所有渡口，切断了守敌和外界的
联系，并开始逐步肃清残敌。舟山群岛其
他岛屿的国民党军多次派出军舰，企图救
援桃花岛，均被解放军击退。19 日中午时
分，解放军登岛部队全歼守敌 1300 余人，
缴获迫击炮4门、火箭筒2具、轻重机枪80
余挺、卡宾枪和汤姆枪 700 余支、电台多
部以及其他大宗军用物资。

桃花岛战斗的胜利，为解放整个舟
山群岛创造了条件。

六十一师勇夺桃花岛
佟雪辉

张经武华北统战二三事
秦 芸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
动派的白色恐怖和血腥屠杀，使安徽
省六安地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
处于低潮。这年10月间，中共六安县
委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开始整顿
和发展党的组织，秘密组织农民协会
及工农武装，酝酿发动大规模的农民
起义。毛正初受组织委派回乡开展革
命活动。

1928 年秋，毛正初利用社会关
系，和江求顺等打入徐家集民团并担
任队长，暗中发展进步团丁加入党组
织。1929 年 11 月 25 日，领导徐家集
民团起义，一举获得成功，揭开六安河
西地区武装起义的序幕。随后，他率
部策应支援江家店民团起义，成立六
安四区革命委员会和红军游击大队。

1931 年 2 月下旬，安徽六安四区
红军游击大队改编为游击师，毛正初
任师长；不久又改称六安赤卫军总司
令部，毛正初任司令员，下辖 4 个团，
共3100余人，枪700余支。

此时，中共六安县委根据皖西北
特委指示，决定在新安集再一次举行
武装起义，并派毛正初任总指挥。
1931 年 5 月 2 日夜，毛正初集结赤卫
军5000人，分三路包围敌新安民团团
部火神庙。3 日拂晓，毛正初率部进
攻，将民团击溃后，率领起义大军连克
火星、郭店、单王、丁集等地，使淠河西
岸广大地区连成一片完整的革命根据
地。5 月，六安县苏维埃政府和县赤
卫军总指挥部在独山成立，毛正初任
赤卫军总指挥兼县独立团团长，统率
赤卫军 6 个团，计 2.5 万余人。同年
夏，毛正初被任命为中共皖西北特委
军事委员会常委。

革命根据地的迅猛发展，极大震
动了国民党安徽省主席陈调元，他立
即命令国民党四十六师岳盛暄部在六
安县民团的配合下“扫荡”河西苏
区。毛正初指挥县独立团和赤卫军
4000 余人，采取“选好地形、迂回
埋伏、依靠群众、诱敌深入、集中兵
力、各个击破”的战术，沿淠河设防，迎
击进犯的敌人。

骄横的岳盛宣认为当时皖西没有

红军主力，赤卫军“不堪一击”。6
月的一天，他派出一个警备团从徐集
方向直攻苏区。毛正初命令部队在徐
集以南的大林岗东、西、北三面埋
伏，自己和四区少共书记江求顺率
73 人组成的钢枪队在大林岗一片树
林附近迎敌。

中午1时许，敌人分两路纵队，向
大林岗逶迤前行。由于当日天气炎
热，敌人在骄阳下被晒得个个汗流浃
背。敌兵将重武器、给养全部放在骡
马上，敌军官则下马坐在凉轿上，让民
夫抬着前进。

当敌指挥官走进树林时，立即
命令停下休息，敌兵随即东倒西歪
地坐下乘凉。毛正初见时机已到，
立即开枪，战士们跟着一阵齐射，
击毙了数十个敌人。正当敌人惊慌
失措之际，埋伏在四周的游击队、
赤卫军、农协会员、少先队一跃而
起冲向敌人，霎时间将敌人分割包
围。敌指挥官刚要逃走，江求顺和
几个赤卫队员已经冲到他的面前，
将其俘虏。残敌仓皇溃逃，毛正初
率赤卫军奋勇追击，很快将敌人赶

到淠河河边。敌人纷纷跳河求生，
又有不少人被击毙、淹死在河里。
这一仗，赤卫军毙伤敌人 200 余人，
生擒敌官兵 93 名，缴获了大批枪支
弹药和驮着补给的数十匹骡马。

岳盛宣得到败讯后恼羞成怒，于
6 月下旬率领 1000 余人的“精锐正规
军”，从六安窑岗嘴渡过淠河，向武陟
山进犯。该敌采取骑兵、步兵齐头并
进的策略，企图一举击溃赤卫军主力。

毛正初得到报告后，经过反复思
索，决定再用“口袋阵”战术歼敌。他
亲率主力埋伏在武陟山上，又派出少
数赤卫军战士与敌周旋，且战且退，将
敌人引入包围圈。敌人和赤卫军接战
数次，更加坚信赤卫军“不堪一击”，越
发猖狂起来。岳盛宣下令士兵向武陟
山下“快速突击”。当敌军进入包围圈
后，毛正初大喊一声：“打！”顿时，钢
枪、土枪、土炮一起射向敌阵。掉以轻
心的敌人突遭打击，顿时乱成一团。
毛正初见状，下令吹起冲锋号，埋伏的
赤卫军和群众从田野、树林、山坡下一
齐冲出。岳盛宣见势不妙，率先拨转
马头逃命，敌人顿时全线崩溃。毛正
初指挥赤卫军和群众随后猛追，很快
将逃敌驱赶到新行河边。敌人纷纷跳
入河里，企图泅渡逃命，遭赤卫军一阵
射击，被击毙、淹死者不计其数。此次
战斗，赤卫军毙伤敌人200余人，活
捉300余人，取得了保卫河西革命根
据地关键一战的胜利。

毛正初两败岳盛宣
贾晓明

八路军山东纵队总指挥张经武 （左）、政委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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