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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全 面 抗 战 爆 发 后 ， 清 华

大学举校南迁，与北大、南开合并成

西南联合大学。在迁校的过程中，叶

企孙全面负责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的

抢运工作，为支持导师工作，叶企孙

的得意弟子熊大缜放弃了出国深造的

机会，成为叶企孙的重要助手。不

久，叶、熊被迫转至天津，在英租界

清华大学同学会，建立临时办事处，

安排帮助南下师生员工和家属顺利通

过津门。

1938 年 3 月的一天，熊大缜告诉

叶企孙，他已决定去冀中，帮助那里

的人民武装抗日，因为那里需要科技

人员。叶企孙对此非常敬佩，嘱咐他

为抗战出力，并表示自己也暂不去昆

明，留在天津，如果熊大缜有什么需

要帮助，可以去找他。

熊大缜到达冀中抗日根据地后，

先在军区修械所当技术员，负责组织

武器弹药的生产，担任八路军冀中军

区供给部长，全面负责军火的供应和

整个根据地的物资供给工作。与此同

时，熊大缜还着手筹建技术研究社，

开展烈性炸药、地雷、雷管等研制工

作，以炸毁从北平到沧州、石家庄一

线的铁路，切断日伪的交通大动脉；

此外，他还研究、安装短波通讯工

具，以保证军事通讯的畅通。要完成

这一工作，就需要购买

材料和寻找相关的技术

人 才 ， 于 是 熊 大 缜 于

1938 年 的 端 午 节 来 到

天津，寻求恩师叶企孙

的帮助。

师生见面，叶企孙

非常高兴。听说八路军

希望更多的知识分子前

往根据地参加抗日的号

召后，叶企孙立即表示

愿意积极联络更多的清

华师生前往冀中，为抗

战出力。

此后，叶企孙利用自己留津的空

隙，秘密帮助抗日根据地在后方购买了

一批雷管、炸药以及军用物资。同时按

熊大缜的要求，先后介绍了汪德熙、李

广信、阎裕昌、林风、刘维、葛庭燧、

胡大佛、李琳等清华师生、职工和平津

高校的毕业生去八路军冀中军区参加

“技术研究社”，开展各种军火、通讯设

备的研制工作。熊大缜得到了叶企孙推

荐的人才与购买的材料后回到部队，在

制造炸药的同时，又用土办法、土设

备 成 功 地 研 制 出 了 合 格 的 枪 炮 弹 药 。

阎裕昌到达冀中后，很快就解决了地

雷 遥 控 引 爆 的 问 题 。 1938 年 9 月 ， 熊

大缜等几位技术人员与官兵一起，在

平 汉 铁 路 保 定 方 顺 桥 附 近 埋 设 了 由

“技术研究社”研制的含 TNT 烈性炸

药的地雷，将驶来的日军机车车头炸

得粉碎。随着这种含 TNT 烈性炸药的

地雷在冀中平原广泛应用，日军被打

得死伤惨重。

日本特务很快便发现八路军拥有了

现代科技手段，这使得叶企孙在天津的

工 作 十 分 危 险 。 但 他 始 终 毫 无 畏 惧 ，

积极奔走在抗日后方，用募集到的抗

日善款采购炸药、雷管、药品、通讯

器 材 、 各 种 军 工 原 料 、 零 件 甚 至 车

床，源源不断地穿过封锁线运送到根

据 地 。 他 还 在 杂 志 上 发 表 文 章 指 出 ，

“在冀中，有一支抗日的队伍，动员全

国有志青年去支援”，并且给出了安全

去冀中的方法。在他的号召下，大批

有志青年纷纷前往抗日根据地，参加

了八路军。

叶企孙非常挂念战斗在抗日根据

地 学 生 的 安 危 ， 常 常 通 过 密 信 联 络 。

1938 年九十月间，叶企孙在天津的活

动受到日伪的严密监视，他迫不得已

于 十 月离开天津南下，经香港辗转到

西南联大。

叶企孙帮助冀中抗日
徐轶

Z 红色足迹

1949 年 4 月 渡 江 战 役 打 响

后，解放军二野四兵团一路高

歌 猛 进 ， 日 夜 兼 程 追 歼 逃 敌 ，

在闽浙赣边游击纵队和群众的

有力配合下，于 5 月初迅速解放

位于赣东北的鹰潭区域，为解

放江西全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Z 史海观澜

Z 史事经纬

挺进赣东北

1949 年 2 月初，中共中央军委同

意淮海战役总前委上报的组织第二、

第三野战军分成东、中、西三路大军

渡江作战方案。3 月，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二、三野战军奉命集结长江北岸

待命渡过长江、担负解放江南各省市

的战斗任务。

在进行军事准备的同时，中共中

央还进行了新解放区建立人民政权的

准备工作。1949 年 1 月中旬，按照中

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华北局从冀鲁

豫边区抽调 3900 名干部、1330 名战

士以及后勤、通讯人员，组成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南下干

部支队，为接管新解放区做准备。

4 月 9 日，南下干部支队到达安

徽合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合肥

宣布了中共赣东北区党委、赣东北行

政公署和赣东北区军区的组成。4 月

18 日，中共赣东北区党委在安徽桐

城宣布上饶、贵溪、浮梁、波阳四个

地委、专署和军分区的组成，其中贵

溪地区辖弋阳、贵溪、余江、东乡、

进贤、金溪、资溪 7 个县。

1949 年 4 月 21 日凌晨 1 时，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二、三野战军发起横渡

长江战役。22 日，二野四兵团渡过

长江后兵分数路纵队向赣东北腹地和

沿浙赣边境挺进，日夜兼程追歼逃

敌。5 月 3 日，二野四兵团第十三军

第三十七师在师长周学义、政委雷起

云指挥下解放万年县，第三十八师第

一一二团解放弋阳县，并切断浙赣铁

路；与此同时，第十四军第四十一师

从万年县出发沿昌景公路南下追击逃

敌，锋芒直指浙赣线上的贵溪、余江

县城和鹰潭镇。

解放贵溪县

1949 年 1 月 1 日，在闽北一带坚

持革命斗争的中共闽浙赣省委根据中

共中央的指示，把包括贵南游击队在

内的人民武装力量统一整编为中国人

民解放军闽浙赣边游击纵队。1 月 31

日游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曾镜冰率

100 余 名 武 装 人 员 从 福 建 省 南 古 瓯

（即今南平地区） 出发，向江西省贵

溪进军，以迎接和配合解放军主力部

队解放闽浙赣地区。

3 月中旬，闽浙赣边游击纵队进

入贵溪冷水坑，在贵南老区开展群众工

作，发展党的组织，扩大群众武装，收

缴民团枪支，拦击散兵游勇。3月底，

游击纵队兵分三路：一路向朱家源、花

桥、文坊挺进；一路向耳口、圳上、上

清挺进；一路向上祝、江坊、塘湾

挺进。

这些地方许多村庄原来在土地革

命战争时期都是革命基点村，游击纵队

到来的消息不胫而走，老党员、老接头

户纷纷前来联系，主动串联群众，积极

参加革命，贵南山区呈现一派迎接解放

的新景象。

4 月 2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

雄 师 横 渡 长 江 ， 挥 师 南 下 。 28 日 ，

贵溪县国民党地方官员和反动武装纷

纷向塘湾逃窜，途中遇到闽浙赣边游

击纵队的拦截。这股敌人见大势已

去，表示愿意向游击纵队缴械投降。

5 月 3 日 ， 游 击 纵 队 和 平 解 放 塘 湾

镇，为解放贵溪县城扫清了障碍。

5 月 4 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

二野四兵团第十三军第三十七师第一

一○团两个营兵临贵溪县城城下，国

民党军千余人投诚，贵溪县城得以

解放。

贵溪县城解放的消息很快传到塘

湾，当晚 8 时闽浙赣边游击纵队副司

令员陈贵芳要通了贵溪县城的电话，

随后集合队伍连夜向县城进发。5 月

5 日晨 7 时许，游击纵队踏上了贵溪

城下的浮桥头，解放军第一一○团团

长吴效闽亲自出城迎接，两军在贵溪

县城大南门胜利会师。

5 月 6 日，贵溪县召开了 5000 余

人的群众大会，庆祝贵溪解放和闽浙

赣边游击纵队与主力部队胜利会师。

5 月 7 日，南下干部支队第六大队第

九支队 100 余人接管贵溪县政权，宣

布成立贵溪县人民政府。

解放余江县

1949 年 1 月三大战役结束，全国

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2 月，余江县

城一些有识之士审时度势，纷纷前往南

昌寻找报效国家的渠道，余惠桑、许恕

慈等人分别加入农工民主党、民盟等组

织。4 月，余江县农工民主党、民盟、

民革等民主党派组织相继成立，这为 5

月份成立的余江县人民临时治安委员会

打下了组织基础。

1949 年 4 月下旬，胜利渡江的中国

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开展追击作

战。余江县城国民党政府官兵胆战心

惊、惶惶不可终日。5 月 2 日，县保警

队 200 余人在队长杨泗魁的带领下逃出

县城，躲进离县城 15 里的云盖峰山上

企图顽抗；县警察局局长缪茂涟接到县

长卢权逃走的报告后也带领 100 余名警

察弃城过河，向邓埠方向逃窜。

5 月 3 日，国民党余江县政府彻底

崩溃，县城已处于真空状态。为维持社

会秩序，防范抢劫事件发生，保护机关

财产和仓库安全，余江县农工民主党、

民盟、民革等组织负责人召集各界人士

商讨，决定成立余江县人民临时治安委

员会，余惠桑为主任。随后委员会成

员周达生以农工民主党江西省民主自

卫军第九纵队司令员名义，收集私人

枪支，策反军警起义，将县保警队拉

回县城，收编为第一大队，将县警察

局警察收编为第三大队，担负城内要

地的岗哨和巡逻任务。治安委员会则

分派人员做好迎接解放军进城的准备

工 作 ： 有 的 上 街 张 贴 布 告 、 散 发 传

单 ， 宣 传 共 产 党 的 政 策 ， 安 定 人 心 ；

有的查封仓库，管理电讯器材，通告

各机关、学校人员谨守岗位，保护公

共 财 物 ， 听 候 接 收 ； 有 的 赶 制 红 旗 、

标 语 ， 筹 集 供 应 过 境 部 队 的 物 资 用

品，打听解放军进城的消息。

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四兵团

第十四军第四十一师先头部队追击国民

党军从万年县进入余江县北部画桥地

区，并在黄庄宿营。5 月 4 日 9 时，解

放军第十四军第四十一师先头部队由余

江县人民临时治安委员会人员引导从北

门进入锦江镇县城解放余江。同日，解

放军乘船渡过信江向余江县南部进军，

解放余江全境。5 月 10 日，南下干部支

队第六大队第三中队 100 余人接管余江

县政权。5 月 14 日，在余江县城锦江镇

中山堂召开庆祝余江解放大会，宣布正

式成立余江县人民政府。

解放鹰潭镇

1949 年 4 月底，随着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二、第三野战军部队渡过长江后南

下追击国民党军，鹰潭镇这个浙赣线上

的军事要地就出现了紧张气氛。解放军

追击国民党军已向赣东北步步逼近的消

息传来，鹰潭镇上的国民党交警总队以

及“头面人物”先后逃走。作为地方上

主要群众组织的商会，临时决定更名为

“鹰潭镇各界联谊会”，并出面组织了一

支 约 有 100 人 的 “ 巡 逻 队 ”， 上 街 执

勤，维持地方治安。

5 月 5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四

兵团第十四军第四十师一部从万年南下

追击国民党军，午后解放军先头部队到

达夏埠汪家的消息传到鹰潭镇。下午 3

时左右，“鹰潭镇各界联谊会”派出代

表王阜福、汪明球过信江迎接解放军。

傍晚 6 时左右，解放军先头部队一个连

分乘民船渡过信江，登岸后从大码头一

路纵队进入街区，两旁群众热烈鼓掌致

敬，鞭炮声响彻码头上空，鹰潭镇得以

解放。

当晚，解放军不顾连日行军作战的

疲劳，不愿打扰百姓，就在镇里万寿宫

和葛仙庙两处打地铺住下。

5 月 7 日，中共贵溪地委、贵溪行

政督察专员公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贵溪

军分区主要领导人抵达鹰潭镇。随后不

久中共贵溪地方委员会、贵溪行政督察

专员公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贵溪军分区

在鹰潭镇正式成立。

（作者单位：江西省鹰潭市政协）

解放赣东北鹰潭区域
况建军

1948 年 7 月 15 日 ， 解 放 军 华 北

军区野战部队为切断国民党军控制的

平汉线北段，发起第二次保北战役。

为配合战役进行，钳制南援之敌，华

北军区野战部队四纵队十二旅奉命奔

袭香河县城。

1948年 7月 18日 21时，十二旅多

路冒雨西进，翻越两座山，涉过六条

河，在每人平均负荷 50 斤的情况下，

经过 180 里的一昼夜急行军，于 19 日

19时许，准时、隐蔽地到达渠口镇地

区。20日 9时 30分，在兄弟部队的配

合下，十二旅全部清除了敌人设在香

河县城外围的工事，主力迅速逼近城

下，将城内守敌包围起来。

16 时 30 分，总攻香河县城的战

斗开始。三十四团突击队冒着敌人的

枪林弹雨发起冲锋，很快抱着炸药包

飞跃到城脚下，一声巨响炸开东门。

后续部队立即冲了上去，用火力协助

突击队巩固了突破口。与此同时，突

击连主力迅速排除了桥头拒马，仅用

十分钟即通过护城河，冲入城门，控

制了城门楼。

守敌见东门被突破，立即呼叫飞

机 8 架对解放军先头部队疯狂俯冲扫

射，妄图封闭突破口，并集中兵力发

起反冲锋，企图阻止已经冲入城内的

解放军指战员。

三十四团发起更加猛烈的冲击，

很快打退了敌人的反攻，以一部兵力

扫除城墙上的残敌，主力乘胜向城内

纵深发展。

不 久 ， 担 任 攻 取 北 门 、 西 门 任

务的三十五团、三十六团也相机攻

破城内，杀入城内，与三十四团会

合。解放军各部经过激烈的战斗，攻

占了敌公安局、县政府和其他重要据

点。香河守敌沿街巷四处溃退。至 19

时 ， 香 河 城 墙 已 被 解 放 军 全 部 突 破 ，

一 股 敌 人 乘 乱 从 城 西 北 角 缺 口 溜 出 ，

遭 到 解 放 军 三 十 六 团 三 营 的 迎 头 打

击 ， 很 快 被 全 部 歼 灭 。 激 战 至 20 时 ，

仅剩位于县城东北角水塘中的魁星楼炮

楼和城墙上的一处坚固碉堡仍在负隅顽

抗。三十四团指战员调来山炮，连发数

弹，将城墙上敌人碉堡摧毁。同时，三

十四团七连两个排打通墙壁，与三连

及三十五团一部共同向水泡中的敌人

炮楼发起最后的进攻。炮楼内的守敌

见大势已去，遂停止射击，全部缴械

投降。20 时 30 分，战斗胜利结束，香

河县城全部解放。

此战，十二旅全歼香河县城守敌

1000 余 人 ， 被 四 纵 授 予 “ 军 政 全 胜 ”

锦旗一面。

华野勇克香河县
杲学军

1949 年 下 半 年 ， 从 大 陆 败 逃 到

海南岛的国民党军队日益增多。敌人

依仗人数优势，不断对各解放区和琼

崖纵队进行疯狂的进犯。在中共琼崖

区党委的领导下，琼崖军民连续挫败

敌人的进攻，并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为迎接和配合野战军渡海解放全海南

作好了必要的准备。

1949 年 10 月 1 日 ， 当 新 中 国 第

一 面 国 旗 飘 扬 在 天 安 门 广 场 上 空

时，海南岛上也有一面五星红旗徐

徐升起。当日，在白沙县毛贵乡琼

崖纵队司令部门前的广场上，纵队

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冯白驹召集琼崖

党政军干部、战士以及海南岛各族

同胞 1000 多人隆重集会，庆祝新中

国成立。

10 月 1 日 黎 明 ， 广 场 上 放 响 12

门礼炮，军号声和欢呼声四起。早上

6 时整，海南岛上第一面五星红旗徐

徐升起，人们激动地呼喊“中华人民

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等口号。

上午 8 时，庆祝大会正式开始。

大会主席台正中央挂着一面巨幅五星

红旗，旗帜的两边分别挂着毛泽东和

孙中山的巨幅画像。琼崖党政军领导

人分别上台发表讲话。冯白驹在讲话

中，号召琼崖军民在中共中央、毛泽东

主席的领导下，团结奋战，抗击败逃来

海南的国民党军队，并指出：解放了华

南的人民解放军野战兵团一定会来支援

我们，岛上的敌人一定会被消灭，胜利

的曙光一定会照亮琼崖。

9 时开始，运动会正式开幕，依次

进行了篮球、排球、射击比赛和大人

组、儿童组“肚棒赛”，接着又开展了

别开生面的“女子穿针赛跑”。

下午 4 时，从根据地各地赶来的文

工队身着五颜六色的“化妆服”汇集在

一起表演。青年团筹委会主任吴乾鹏化

妆成老农指挥队伍游行。冯白驹等也添

上了胡须，打扮成老农模样，加入到游

行队伍的行列，其诙谐幽默的表演引发

围观群众的阵阵笑声。副政委黄康、副

司令员吴克之联袂演出了 《牛头不对马

嘴》“土戏”，政治部文工团表演的土风

舞和白毛快板，也博得了观众们阵阵热

烈的掌声……

晚 8 时，文娱晚会开始。首先，由

青 年 剧 团 演 出 新 编 现 代 琼 剧 《白 毛

女》，其后有歌唱、快板、魔术、舞蹈

等精彩节目。晚会最后一个节目是由副

政委黄康、定南后勤部主任和振中副参

谋长领衔演出的 《人民的胜利》 现代

剧。演出直至 2 日 5 时方才结束。

1949年，五指山革命根据地欢度“十一”
金阁

1938 年 9 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

三四三旅政治委员萧华率旅机关一

部到达冀鲁边区的山东乐陵，整编

当地抗日武装及先期到达的八路军

部队一部，成立了八路军东进抗日

挺进纵队 （简称“挺纵”），萧华任

司 令 员 兼 政 治 委 员 ， 下 辖 第 五 支

队、第六支队及津浦支队。

1939 年 1 月，“挺纵”第五支队

奉命由乐陵转战至陵县，连续重创

日伪军。当时，陵县县境内有两支

较 大 的 武 装，一是西部的于志良部

土匪 （于被日伪任命为伪鲁北保安第

九旅旅长兼陵县伪县长），二是东部

的“十八团”。“十八团”原为 18 个

村子的“联庄会”，以护村为宗旨。

抗战开始后，这个团在共产党的影响

和感召下，较为开明进步。共产党

也曾先后派人在十八团所辖各村建

立了党支部，成立了农会和抗日群

众团体。

1939 年 3 月 8 日，于志良部勾结

日军，在“十八团”范围仓上村一带

残 害 民 众 。“ 挺 纵 ” 第 五 支 队 闻 讯

后，应该团及民众的请求，连夜驰援

仓上村，一举击溃该部。

几天后，不甘心失败的于志良勾结

驻德县地区的日军，对冀鲁边区抗日根

据地进行“扫荡”，企图消灭该地区的

抗日武装。“挺纵”第五支队采取避实

击虚的战法，主动由乐陵等地撤出，深

入日伪军占领区，进行反“扫荡”作

战。于志良以为有机可乘，在日军炮火

支援下，再次率所部向陵县东部的“十

八团”发起进攻，企图消灭该团，全面

控制陵县。

11 日，第五支队支队长曾国华率

两个营的兵力由乐陵向陵县城奔袭，途

中遇见“十八团”前来求援的人员。为

了保护这支保境安民的自卫武装，发动

群众团结抗日，曾国华率部连夜向“十

八团”驻地陵县城东的前苍、后苍一带

疾进，将正在烧杀抢掠的日伪军包围并

立即发起猛烈攻击，“十八团”积极助

战。第五支队仅一小时就结束了战斗，

日伪军大部被歼，余部逃散。

此次战斗，八路军共毙伤日军 50余

人、伪军 1000余人，俘伪军旅长于志良

以下 200余人，缴获迫击炮 1门、机枪 10

余挺、步枪700余支。战后，根据乡亲们

的意愿，八路军收编了“十八团”，成为

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地方武装。

“挺纵”第五支队两打于志良
佟雪辉

解放军突破城墙解放军突破城墙

解放军指战员追歼逃敌解放军指战员追歼逃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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