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秋副刊11值班主任/杨春 责编/贾晓明 校对/宋磊 排版/侯磊 邮箱/jiaxiaoming1@163.com

2024年 6月 11日 星期二

1938 年 8 月，为了发展根

据地经济，中国共产党在山西

省沁县创办了上党银号。上党

银号以及其所发行的上党票，

在打击伪钞、刺激生产、调剂金

融等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极大地促进了晋东南根据地的

战时经济稳定和发展，且积累

了一定的货币斗争经验，为后

来冀南银行的成立和发展积累

了经验。

Z 史事经纬

Z 红色足迹

Z 编后拾遗

1939 年 11 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

一次“反共高潮”，命令各路顽军向太行、冀

南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企图“驱除太行山

区八路军”，对晋东南八路军“形成包围态

势”，伺机“断然围歼之”。驻防冀西地区的

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军朱怀冰（外号“摩擦专

家”）接到命令后，首先率部袭击一二九师

先遣支队、青年纵队，打死打伤八路军 150

余人，抢走大量军用物资；同时准备发动大

规模的军事进攻。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

致电国民党当局，呼吁消除摩擦、团结对

敌，朱怀冰竟置之不理。为反击国民党顽固

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巩固太行山

抗日根据地和整个晋冀豫边区，八路军一

二九师遵照总部命令，奋起展开反顽作战。

1940 年 3 月 5 日开始，八路军一二九师青

年纵队、独立支队、先遣支队、独立游击支

队、三八六旅新一团、师部特务团及晋察冀

挺进支队、冀中警备旅共 13 个团，在八路

军总部指挥下，向分布在武涉公路以南，漳

河以北地区的国民党九十七军朱怀冰部发

起攻击，打响了涉及磁县、武安、涉县、林县

的磁武涉林战役。

3 月 5 日 2 时，八路军首先反击进占古

台、南王庄、齐家岭等地的顽军，连续攻拔碉

堡 50余座。朱怀冰部队遭受打击后，迅速龟缩

到南北两岔口、东西花园、南北贾璧一带。朱怀

冰认为他的部队阵地前有国民党新编第五军

作“屏障”，可以固守待援，不料新编第五军被

打入该军的中共地下党员晓以利害后，对八路

军持中立态度，允许八路军借道通过该军防区

围歼朱怀冰部。6日，八路军先后攻克了南北岔

口、东西花园、南北贾壁等地的顽军阵地。顽军

丢下后方机关和全部辎重向南逃窜。

八路军参战各部不顾疲劳，进行穷追猛

打，8 日 4 时，于姚村以东截住逃窜的顽军主

力一部，经 7 小时激战，歼其 3000 余人。其残

部 3000 余人溃逃至临淇地区，又遭到八路军

的截击。在八路军的反击下，朱怀冰仅率残部

约 2000 人狼狈退入修武县境内。

此次战役，八路军共歼灭国民党顽军和

其他土顽武装万余人，控制了武安公路以南、

西平罗和临淇镇以北地区。战役结束后，中共

中央及时命令八路军停止追击朱怀冰残部，

主动后撤，并提出休战。为了表示不愿扩大武

装冲突、团结抗日的诚意，八路军对俘虏进行

了教育后，分批交还给了朱怀冰等部。被俘虏

的家眷也派人送了回去。3 月中旬，国共两党

就停战、驻军达成协议，以临屯公路及长乐、

高平公路为界，以南、以西为国民党军驻区，

以北、以东为八路军驻区，共同抗日。

八路军重创“摩擦专家”
常 红

创立于危难之际

1938 年 4 月，八路军一二九师

带领晋东南军民粉碎了日军的“九

路围攻”，恢复并发展了以沁县为中

心的抗日根据地。随后中共冀豫晋

省委随同总部也返回山西省第三专

属所在地沁县。

1938 年 8 月，出于贯彻抗日根

据地“独立自主”的建设原则以及发

展根据地内部经济、稳定人民群众

日常生活的实际考虑，中共冀豫晋

省委决定成立自己的银行，掌握、发

展根据地的财政。8 月末，在根据地

八路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山西

牺牲救国同盟会以及山西省第三行

政专署和第五行政专署的组织筹备

下，上党银号在山西沁县正式创立。

银号内部设有会计股、发行股、总务

股和营业股等科室，归第三专署秘

书处、财粮科统筹管理。外部设有印

刷厂一处，负责办理纸钞、宣传小

报、公文表格等的印刷业务。

经过短时间的发展扩充，银号

人员陆续配齐，有出纳员、兑换员、

各股的干事、勤杂以及印刷、装订人

员等，共计 80 余人。所有工作人员

享受部队供给制待遇，穿军装。除了

给正、副管理各配备一匹马之外，行

政专署还给银号拨配冲锋枪 4 支、

手枪 2 支、步枪 8 支，骡马 6 匹及铁

皮保险柜 1 个，用于保障日常业务

的正常开展。银号实际负责人为主

管王贺五、副主管王干卿、会计股长

刘大枪、出纳股长焦俊熙、总务股长

范烈侯、营业股长李培云等人。

1939 年初，随着辐射范围的不

断扩大，上党银号又相继在长治、辽

县、沁源等地设立分号。银号除发行

纸币外，还开展了兑换、低利借贷、

救济失业工人等金融业务，并与伪

币进行了复杂的货币斗争。

多面额纸币的发行与流通

上党银号的基本任务是发行货

币，活跃经济，筹划财务，扶持生产。

上党银号发行的货币，称为上党票，

这是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行最早的

一种货币。

上党银号创办时的资金主要来

源于四个部分：其一是第三行政专

署划拨的 20 万元财政经费，以法币

和省钞作混合支付；其二是第三专

署下辖各县集资上缴以及士绅富商

的捐助，约 30 万元；其三是社会各

界捐赠 10 万余元；其四则是阎锡山

给晋东南抗日军民部队的供给经

费。通过经费划拨与军民自筹，上党

银号总计筹资近百万元，为纸币的

发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8 年 秋 ，上 党 票 正 式 印 制 ，

由银号副管理王干卿全权负责。建

设之初，计划按照三专区总人口平

均每人 3 元的数额发行上党票，总

发行金额共 300 余万元。印制的面

额分别为伍元（红版）、壹元（蓝版）、

伍角、贰角、壹角 5 种。其中，伍元、

壹元为本币，伍角、贰角、壹角等小

额钞票为辅币。

1939 年 3 月，为适应流通和使

用的需要，上党银号决定在本币和

辅币的基础上，发行分单位辅币。随

即在沁县桃卜沟增印壹分、贰分、伍

分三种辅币。不过，由于当时局势紧

张，这些以分为单位的辅币夭折于

萌芽之初，未能上市流通，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上党票的布局规模与流通

范围。

从钱币式样和印制过程来看，

上党票已经初步具备了近代纸钞的

特点和要素。所有票面上印有“上党

银 号 ”4 个 篆 字 、防 伪 暗 记 以 及 经

理、副经理的章印。印刷流程也非常

严格。设计人员要先把设计好的钞

票图稿精细地画在药板上，再反印

在石料上，然后由专门刻版人员精

心雕刻。工艺要求极其严格，没有任

何的辅助设备，一刀刻错，整版报

废。钞版完成后，装机印刷，上一遍

油墨印刷一张，印刷工人再用水布

抹一次版面。印成之后，经过清点验

收，打上编号，盖上骑缝章，经发行股

备案后方可发行。准予发行的上党币

由上党银号发行股派专人押运，用驮

骡走太行山路秘密送往沁县、屯留等

地，然后再转往其他分号。

上党票发行之初，因为信誉较高，

又因有多种面额便于交易，得到了民

众的普遍欢迎和广泛使用。上党票与

法币、晋钞、银圆相同比价流通于晋东

南抗日根据地第三、第五两个专署所

辖的 28 个县，流通区域覆盖晋东南地

区两万多平方公里，300 多万人口。后

期，在晋南、晋中、冀南和太行山东麓

的部分区县也曾流通使用，影响甚广。

光荣完成历史使命

上党银号成立后，曾在沁县郭村

等地驻扎，之后由于形势紧张，为了防

备日军进攻，银号又先后从沁县的北

神山、龙泉寺搬迁到沁源县的陈家岭、

崔家沟一带活动。1938 年秋，由于对

敌斗争的需要，上党银号及所属的印

刷厂才从沁县的桃拨沟搬迁到沁源县

的塔则沟，重新开展了各项业务，恢复

了印刷厂的生产。银号从沁源桃拨沟

搬迁前，先派了几名同志到塔则沟一

带察看地形，并向当地老百姓了解了

附近的情况，而后才派后勤人员到塔

则沟选房。他们选了 20 多间住房，选

择了印刷厂的机房，还选了马棚、草

房。一切准备就绪后，银号及印刷厂才

于当年深秋全部搬到塔则沟。印刷厂

的机器是拆开后用驮骡运到塔则沟

的。

上党银号及其印刷厂在塔则沟期

间，得到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都主动

为银号办事。他们常常去沁县、屯留、

安泽等地，为银号采购、驮运粮食及其

他物资，居住在塔则沟附近桦树背的

史来管则主动为银号做豆腐，并亲自

送到伙房。妇女们则利用空闲为银号

的同志们缝补、洗涤衣物。银号的同志

也经常和老百姓拉家常，帮群众解决

一些具体问题。在春种、夏锄、秋收农

忙季节里，银号的同志们利用休息时

间帮老百姓送粪、下种、锄苗、收割打

场，赢得了群众的赞誉。

1939 年 7 月，日军 6 个师团 5 万余

人，分六路向晋东南发动第二次“九路

围攻”。下属的第一〇九师团南犯交

口，侵占了沁县县城，上党银号的生存

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挑战。在

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根据上级指示，上

党银号与第三行政专署党、政、军机关

部队共同进行战略转移，到外线打击

日军。部队在转移途中与日军遭遇。八

路军利用山林有利地形与日军浴血奋

战，予敌重创，成功突出了日军的重

围。

上党银号总号再次跟随专署机关

向沁源西部大林区转移。行至牛窑坪、

韩家沟、姚家庄一带时，和日军发生激

烈战斗。日军大“扫荡”结束后，上党银

号随同决死一纵队继续战斗在沁源城

南一带。但在战斗中，上党银号所带的

几十驮账簿、钱钞都有散失，部分驮骡

落入敌手，大量钞票也在战火中毁于

一旦，但是银号的实力尚存，上党票也

仍然在继续发行和流通。

不久，根据形势需要，晋东南抗

日根据地划分为太行区和太岳区，在

太 行 区 党 政 机 关 的 领 导 下 ，1939 年

10 月 15 日 ，冀 南 银 行 在 黎 城 县 小 寨

村成立，发行冀南本位币。1939 年 10

月，冀南银行在山西黎城正式成立，

突破敌人重围的上党银号工作人员

及遗留财产相继并入冀南银行。尚在

流通的上党票也“以田赋、税收和向

冀南银行借贷的办法，按七折兑换收

回”（据《新华日报》华北版报道，截至

1942 年 1 月 3 日 ，已 收 回 上 党 币 110

万元）。至此，曾对山西抗战产生过重

大影响的上党银号完成了它的光荣

使命。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硝烟中诞生的上党银号
屈 欣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立

即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

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

长城，抵抗日本侵略者。山东省汶

上县的爱国知识分子曹志尚、刘启

文等人受其影响，利用在教育界的

工作之便，以汶上县县城内的力生

文化合作社为联络点，联络各方志

士，秘密酝酿抗日救亡活动。

当时，在济南齐光中学任教的

陈伯衡也随济南流亡师生南撤，经

汶上时，他听说旧友刘启文、曹志

尚等准备组织抗日队伍，遂产生了

强烈共鸣，便毅然决定留在汶上进

行抗日活动。

为便于接纳、组织同志，陈伯

衡 等 秘 密 成 立 了 “ 民 族 解 放 社 ”

（主要吸收爱国知识分子） 和“农

民福利会”（主要吸收进步农民），

并很快发展到 500 余人。

陈 伯 衡 、刘 启 文 、曹 志 尚 等 认

为：要想真正抗日救国，只有听从共

产党的领导。经商议，大家公推陈

伯衡去寻找共产党人来汶上领导抗

日。1937 年 11 月初，陈伯衡通过中

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先”的关

系，找到了中共鲁西南地下工委成

员江明。江明热情称赞了汶上义士们

的爱国主义精神，当即决定派遣共产

党员刘星，以中华民族抗日解放先锋

队的名义，协助陈伯衡等组织骨干，发

动起义。

刘星与陈伯衡一同回到汶上，住

在陈伯衡家中，详细听取了陈伯衡等

人的汇报，首先向领导骨干们传达了

中共中央关于“有枪出枪、有粮出粮、

有钱出钱”，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方针和中共山东省委制订的抗

日游击队十条纲领等，继之部署他们

分赴各区进一步扩大动员，筹备枪支

弹药，并决定将民族解放社、农民福利

会合并入中华民族抗日解放先锋队。

1938 年 1 月 14 日，刘星、陈伯衡

等在战湾村王相三酒店（此时力生合

作社已由县城城内迁至此地）召开了

部分领导骨干会议，决定了举行武装

起义的时间、地点及有关事项。会后，

大家分头行动，走村串户，从人员、枪

支、钱财等方面，做了大量动员筹备工

作，并先后在张场小学、战湾村召开两

次骨干分子会议，商讨武装起义事项。

陈伯衡和刘星还去了东平县，与东平

地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在人员和枪

支弹药方面得到了支持。

1938 年 1 月 ，日 军 200 余 人 占 领

了汶上县城。2 月 5 日，汶上、东平两县

爱国志士放弃春节团聚，化装携带各

自动员或买来的武器，从四面八方奔

向原汶上县老七区申垓村的永安寺，

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参加起义的有教

师、学生、青年农民、商人、手工业者，

也有不愿南逃的国民党士兵。陈伯衡

携其侄子陈允桐、陈允梅、陈允枫同时

参加起义，自带长枪 2 支、短枪 1 支。

起义队伍正式命名为汶上县人民

抗日自卫队。刘星分工政治工作，陈

伯衡、曹志尚负责军事行政，刘启文

负责后勤。2 月 12 日，起义部队在永

安寺进行了十余天的军事训练后，进

驻群众基础较好的杨集村。

同年 3 月底，抗日自卫队东渡汶

河，攻克了张楼维持会长杨承德的伪

据点，缴获步枪七八支。这次战斗，

锋芒初试，部队增强了斗志，提高了

威信，人员、枪支大大增加。以后，

抗日自卫队编为两个中队，一个宣传

队。1939 年初，陈伯衡、曹志尚先

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随着队伍不断壮

大和斗争需要，汶上抗日自卫队被改

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六支队一团。

永安寺起义前后
贾晓明

1939 年 5 月 30 日，东北抗日联军第

三 路 军 成 立 ， 全 军 800 余 人 ， 李 兆 麟 任

总 指 挥 。 抗 联 第 三 路 军 发 表 了 成 立 宣

言，热情歌颂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东北抗日游击运动，号召武装抗日的战

友们，东北各族人民、各界同胞“以最

大 的 精 诚 团 结 的 热 诚 心 、 忠 勇 和 毅 力 ，

去和敌寇血战，站在共同负责共同发展

共 同 胜 利 的 立 场 …… 以 积 极 果 敢 精 神 ，

来破坏日寇在东北之一切军政设施，截

夺敌寇武装供给，领导民众斗争，争取

东北抗日运动的新的开展”。

此后，北满抗联部队在第三路军总指

挥部统一指挥下，积极开展游击活动，黑嫩

平原的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当时，日军嫩江一号飞机场坐落在嫩

江县城东北方向 10 公里处，机场内设施完

备，停放着多架日军先进战机。为了打击日

军的气焰，李兆麟决定袭击嫩江一号飞机

场，将任务交给了十二团。

十二团接到任务后，利用嫩江一号飞

机场扩建的契机，派 18 岁的侦察班长史

化鹏以劳工身份打进机场。史化鹏在嫩江

群众支持下，混进劳工队伍。由于他干活

“卖力”，很快被机场当局委任为小队长。

利用这个身份，他很快摸清了机场兵力部

署、飞机类型和停放数量、配套设施及敌

人的活动规律等情报。一号机场扩建主要

项目是修跑道和停机坪，需要大量石方。

爆破山石危险性大。他就主动“请缨”学

爆破，还利用独立作业的机会，把他带领

的 12 名劳工发展成为救国会会员，在日

本关东军眼皮底下掌握了一支抗日力量。

日军守卫机场陆勤部队有 1 个守备中

队，3 个小队。7 月份，2 个小队押送劳工到

嫩江车站卸水泥等建材物资。守卫机场只

剩 1 个小队，力量比较薄弱，是攻打飞机场的

绝好时机。十二团得知这个消息，即刻决定采

取夜间奇袭行动，当时十二团已经改装为骑

兵团，从 200 多公里外的讷河县五区直扑嫩

江一号飞机场。

此 次 战 斗 ，十 二 团 实 际 投 入 兵 力 只 有

100 人左右，分为 4 路——三路分别埋伏于道

路上，准备阻击前来救援的敌人；十二团政治

部主任王钧亲率一队人马，经飞机场东南方

无人区潜入机场。

夜里 12 时，王钧率领的队伍率先行动，

他们清除了敌人哨兵，切断了电话线。12 时

30 分战斗打响后，史化鹏率队包围了日军守

备中队营房，将集束手榴弹投了进去，并辅以

机枪火力，干净利落地歼灭了 30 多个敌人。

接着，战士们向敌人的飞行员营房发起进攻，

击毙了几个妄图强行起飞的家伙，停在停机

坪上的 8 架敌机也被战士们引爆炸毁。

随后，十二团一面打扫战场，一面破坏了

机场设施，点燃了建设中的油库，烧毁了待运

物资。熊熊烈火中，嫩江一号机场被彻底摧

毁，全部化为灰烬。战斗结束后，王钧在日军

机场墙壁上写下了 12 个大字：今天折你翅

膀，来日平原再战！

抗联第三路军夜袭嫩江机场
吴小龙

1939 年新四军豫鄂挺进游击纵队成

立后，栗秀真被组织上任命为新四军豫鄂

挺进支队野战医院院长。当时，纵队司令

部驻八字门，政治部、随营军校、野战医

院等机构均驻八字门附近村塆。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成立后，活跃于

鄂豫边地区，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在

积极开展对日伪作战的同时，严格执行党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友军开展协

作，共同对敌。

当时，为防敌人进攻宜昌，友军一二

一师奉命防守襄河一线，豫鄂挺进纵队和

他们取得联系，并配合作战，取得了对敌

作战的多次胜利。随着战局的发展，伤员

越来越多，各路伤员如潮水般涌入医院，

栗秀真决定开放医院大门，收治所有伤

员。为了帮助伤员尽快康复，栗秀真率领

全体医护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

1940 年 5 月 1 日，日军发动枣宜会战。

为策应主力作战，一二一师奉命挺进敌后。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和一二一师部队密切

合作，歼灭日军一个运输大队 500 余人，缴

获大批武器弹药和骡马、军需物资。

几 天 后 ， 日 军 集 中 兵 力 进 行 “ 报

复”，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和友军一二一

师奋力反击，战斗十分激烈。栗秀真正率

领野战医院医护人员在湖北京山县石板河

东北的赵家冲一带为前线伤员治疗，由于

敌情紧迫，需要立即转移。在转移途中，

栗秀真遇到了一二一师师长牟廷芳。

栗秀真当即提出豫鄂挺进纵队野战医院

可派人参加战场救护工作，并可以赠送急需

的药品。牟廷芳听后非常感动。随后又委婉

提出：希望新四军野战医院能够帮助收治部

分伤员。栗秀真听后立即答应，并表示伤员

的吃住、治疗均由医院全部负责。

随后，栗秀真立即联系当地干部组织群

众担架队，将一二一师的伤员全部抬至野战

医院的隐蔽点，并立即组织力量抢救、治

疗。当夜，一二一师又派人护送一批伤员来

到新四军野战医院。栗秀真于凌晨率护理人

员及时进行抢救，并热情接待护送人员。

一二一师伤员住院期间，栗秀真本着“都

是抗日健儿”的原则，让他们和新四军伤员享

受同等的待遇——医院动员干部群众搞来的

牛奶、猪肉、鸡蛋、白糖都平均分配。治疗期间，

为了鼓舞士气，医院还组织友军伤员参加医院

举办的文艺活动，并向他们宣传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政策。一二一师的伤员都深受感动，不少

人提出：伤愈后要参加新四军。为了维护团结

抗战的大局，栗秀真和医院干部亲自出面，劝

说他们“坚守岗位，不能留下”。在新四军医务

人员的认真照料下，大部分一二一师的伤员恢

复很快。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一二一师伤员陆续

康复。1940 年 7 月末的一天，最后一批伤员

出院，栗秀真特别为伤员们举办了欢送会。

一二一师还派人到医院驻地致谢。

新四军救治友军伤员
杲学军

Z 史海观澜

▶
开
业
时
的
上
党
银
号

行进中的抗联指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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