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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例

1938 年 2 月 中 旬 ，日 军 向 晋 西 、晋

南 地 区 发 动 进 攻 ，国 民 党 军 队 节 节 溃

退 。 至 3 月 上 旬 ，日 军 先 后 侵 占 了 临

汾 、汾 阳 、离 石 、风 陵 渡 、黎 城 、长 治 等

重 要 城 镇 ，打 通 了 同 蒲 铁 路 南 段 和 邯

郸 至 长 治 的 公 路 ，进 入 晋 东 南 和 晋 西

吕 梁 山 地 区 ，并 向 晋 西 黄 河 各 渡 口 进

犯。

一

为了牵制日军向晋西和晋南的进

攻，八路军第 129师、第 115师第 344旅和

第 5 支队奉八路军总部命令，于 3 月上旬

由正太铁路转移至晋东南的襄垣、武乡、

辽县（今左权县）地区。部队一面发动和

组织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一面以主力

捕捉战机打击日军，在邯长公路上连续

取得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的胜利，有力

打击和钳制了侵入晋东南日军的后方交

通运输线。

侵 入 晋 东 南 的 日 军 遭 连 续 打 击

后，为保障其后方安全，决定于 4 月初

对晋东南地区进行围攻。八路军获悉

日军这一企图后，朱德总司令、彭德怀

副总司令于 3 月 24 日至 28 日召开了东

路军将领会议。会议决定以一部主力

在地方部队、游击队的配合下，钳制进

犯 的 各 路 敌 军 ，并 确 定 了 动 员 群 众 的

任务。

4 月 4 日，日军集中兵力 3 万余人，

由同蒲、正太、平汉铁路线及长治、屯留

等地出动，分九路向晋东南地区的八路

军进行大举围攻。日军以第 108 师团为

主力，由长治、屯留和平定出发，分三路

向沁县、武乡和辽县进攻；第 20 师团一

部由洪洞向沁源进攻；第 109 师团一部

由祁县、太谷和榆次分两路向沁县、马

坊进攻；第 16 师团一部由元氏、赞皇、邢

台和涉县分三路向九龙关、浆水镇和辽

县方向进攻。

当各路日军开始出动时，朱德、彭德

怀令八路军一部分兵力由辽县以南转移

至日军合击圈外的涉县以北地区，隐蔽

待机；令留在内线的八路军部队积极阻

击、袭扰和疲惫日军，为转至外线的部队

创 造 战 机 。 同 时 ，令 晋 察 冀 军 区 和 第

120 师各以部分兵力向平汉、同蒲、正太

铁路线出击，牵制日军，配合晋东南地区

部队的反围攻作战。

二

8 日，朱德、彭德怀命令各部乘日军

分进之际，集结优势兵力，从侧背给日军

以各个打击与歼灭。随后，朱德发布了

《粉碎日军大举进攻之部队政治工作纲

领》，号召东路军各部深入进行战斗动

员，并协助地方政府切实动员民众做好

战斗准备。

晋东南地区峰峦起伏，山高路险，日

军的机械化装备难以发挥作用。八路军

组织游击队、自卫队带领群众采取空室

清野、清除汉奸、改造地形等办法，群众

处处给八路军以帮助。在朱德、彭德怀

的统一部署下，各路日军都遭到中国内

线部队的拦截阻击。

至 11 日，由榆次出动的日军，被八

路军第 129 师独立支队阻滞于阔郊、马

坊一带；由祁县、太谷出动的日军在攻

占洪子镇后，被游击队阻止于东、西团

城地区；由洪洞出动的日军，被决死队

第 1、第 3 纵队包围于沁源地区；由涉县

出动的日军，被阻滞于麻田地区；由邢

台出动的日军，被第 129 师先遣支队等

部阻滞于浆水镇以东；由元氏、赞皇出

动的日军，被第 129 师游击支队和当地

游 击 队 阻 滞 于 九 龙 关 以 东 地 区 ；由 平

定、昔阳出动的日军，在第 129 师秦（基

伟）赖（际发）支队、汪（乃贵）支队和第

115 师 第 5 支 队 等 部 不 断 阻 击 和 侧 击

下，多次变更进攻路线，于 14 日进至辽

县、芹泉地区。

至此，九路日军，除长治、屯留、平

定 出 动 的 三 路 外 ，其 余 六 路 均 被 阻

止。而侵入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腹地的

日军第 108 师团，由于不断受到我根据

地军民的袭扰，军心受挫、后勤补给受

困 ，并 且 孤 立 、突 出 ，陷 入 了 饥 饿 疲 惫

和被动挨打的境地。鉴于上述有利的

战 场 态 势 ，八 路 军 总 部 决 定 给 予 敌 军

以歼灭性打击。

三

15 日，日军北犯榆社扑空后，仓惶

撤回武乡，并于当日黄昏放弃武乡，连

夜 沿 浊 漳 河 东 撤 。 第 129 师 师 长 刘 伯

承当即命令 4 个主力团迅速发起追击，

歼 灭 该 敌 于 运 动 中 。 具 体 部 署 为 ：第

772 团和第 689 团为左纵队，第 771 团为

右 纵 队 ，沿 浊 漳 河 两 岸 山 地 实 施 平 行

追击；第 769 团沿武乡至襄垣大道尾追

敌人。

16 日晨，我军在敌两侧实施平行追

击的部队超越敌人，在长乐村附近将敌

大部截住，并迅速发起攻击。

此时，日军先头部队已过长乐村，

立 即 调 头 回 援 ，集 结 1000 余 人 扑 向 我

戴家垴阵地，企图迂回到第 772 团侧后

逆 袭 。 刘 伯 承 见 情 况 紧 急 ，命 令 陈 赓

抽 调 1 个 连 守 住 戴 家 垴 。 陈 赓 于 是 派

第 772 团第 10 连死守戴家垴。该连与

10 倍于己的日军血战 4 小时，打退敌人

多次进攻，其中 1 个排全部壮烈牺牲，

阵地失守。在此危急关头，第 689 团及

时赶到，一阵猛冲猛打，夺回了戴家垴

阵地。

下午 2 时，由辽县来援的日军 1000

余人向我第 689、第 772 团阵地猛攻，但

均被我军阻止，而被围于长乐村以西之

敌，也已悉数被歼。激战至下午 5 时，从

辽县方向又来了一支上千人的日军，刘

伯承判断歼灭敌人援军已无把握，巩固

胜利已成必要，遂命令抽出部分兵力进

行分散游击，迷惑日军援军，掩护主力

部队安全退出战斗。

在部队撤退时，八路军第 772 团团

长叶成焕头部中弹受重伤牺牲。这是八

路军的重大损失。得知叶成焕牺牲的消

息后，朱德总司令非常悲痛，亲自前去向

叶成焕同志的遗体告别。

长 乐 村 战 斗 共 歼 日 军 2200 余 人 ，

缴获大批武器弹药，重创日军第 108 师

团，也震慑了日军其他各路部队，对粉

碎 日 军 围 攻 起 了 决 定 性 作 用 。 此 后 ，

其 他 各 路 日 军 纷 纷 撤 退 。 我 第 129 师

等 部 乘 胜 转 入 追 击 ，在 沁 源 以 南 及 沁

县、沁源间，在辽县、和顺间，又歼灭日

军一部。

27 日，困守在长治的日军向西南撤

退到张店等地时，又连遭我军截击，被歼

近 1000 人。至此，日军对晋东南的“九

路围攻”被彻底粉碎。

此 役 历 时 23 天 ，共 歼 日 军 4000 余

人，收复 19 座县城，巩固和扩大了晋冀

豫边区抗日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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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粉碎日军“九路围攻”
■丁文涛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

侵 华 日 军 对 抗 日 根 据 地 进 行 了 更 为

残酷的封锁和“扫荡”，疯狂进行经济

掠 夺 ，大 量 伪 币 、法 币 和 假 币 涌 入 根

据地。这些行为造成金融秩序失控，

极 大 影 响 了 根 据 地 经 济 建 设 和 人 民

生 产 生 活 。 国 民 党 也 不 时 制 造 军 事

摩擦，封锁限制根据地发展。1938 年

秋，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

中指出：要有计划地与敌人发行伪币

及破坏法币的政策作斗争，允许被隔

断 区 域 设 立 地 方 银 行 ，发 行 地 方 纸

币。这期间，苏南抗日根据地在艰苦

卓绝的敌后抗战中，与敌展开了激烈

的没有硝烟的“金融战”。

一

1937 年 底 ，上 海 、南 京 沦 陷 后 不

久，苏南全境沦陷，工商业、农业、经济

和金融业几近瘫痪。日军扶持傀儡政

权，企图“以华治华”，对人民生活必需

品进行严格配给，强行要求群众加入所

谓的“消费合作社”。

1938 年，苏南抗日根据地初建时，

市面上流通的货币主要是法币。日军

将在沦陷区搜刮的大量法币抛向根据

地，造成法币在根据地内贬值。汪伪

政府建立伪中央储备银行，大量发行

和 强 制 使 用“ 中 央 储 备 银 行 券 ”。 起

初 ，法 币 还 能 与 伪“ 中 储 券 ”等 值 流

通。不久后，日本伪造大量法币，用以

采购军需或者民用物品，恶意扰乱市

场，以此拖垮根据地经济。

老百姓对法币愈加不信任，对伪

“中储券”又深恶痛绝，民间流通货币一

时紧缺。很多地方恢复了以物易物的

原始方式进行交易，乡间常常用粮食、

布、棉纱等实物来代替货币。

1941 年 4 月，苏南第二行政区经济

委员会发布《整理与取缔代币券并组织

基金保管委员会暂行办法》，整顿金融，

消除流弊，成立基金保管委员会，发行

“江南商业货币券”。因为“江南券”有

充足的准备基金保证，信誉高，受欢迎，

成为根据地的主要辅币，逐渐将原有不

良劣币清除出流通领域。然而，汪伪政

权极力禁止“江南券”的发行和流通，要

求收到后立即焚毁，不得藏匿。

二

1942 年 7 月，中共苏皖区党委在溧

水县里佳山村召开扩大会议，提出成立

惠农银行，发行“惠农币”，与伪“中储

券”作斗争。

12 月，苏南抗日根据地的首家银

行——惠农银行在丹阳县延陵镇正式

成立。为提高惠农币信用，惠农银行

以 粮 食 和 部 分 金 银 作 保 证 。 银 行 以

“惠农”为宗旨，为支持农业发展、提高

群众收入、改善生活水平，作出了积极

贡献。

为躲避日伪军“扫荡”“清乡”“蚕

食 ”，惠 农 银 行 印 钞 地 点 随 时 转 移 。

惠农币发行后，中共苏皖区党委及时

出台规定，要求根据地辖区内的各市

场交易必须使用惠农币结算；在各流

通地区设立货物过境税收处，但凡涉

税卡的地方，货物进出必须以惠农币

缴税。为了方便群众兑换惠农币，在

一 些 地 方 设 置 了 兑 换 处 。 1943 年 3

月 ，《苏 南 施 政 纲 领》宣 布 ：调 整 金 融

关系，坚决禁止伪币，保护法币，巩固

惠 农 币 之 流 通 。 惠 农 银 行 积 极 开 展

借 贷 业 务 ，调 配 资 金 资 源 ，调 整 金 融

关 系 ，让 根 据 地 内 经 济 交 易 活 跃 起

来，抗日政权有了一定的财税来源。

至 5 月 ，中 共 苏 皖 区 党 委 根 据 敌

我情况，作出《关于五、六两个月财经

工 作 的 紧 急 决 定》：惠 农 币 由 财 经 机

关 定 期 收 回 ，至 于 一 元 、五 角 惠 农 流

通 券 仍 然 保 持 流 通 ，但 不 得 公 开 宣

布 ，惠 农 银 行 名 称 仍 然 保 留 。 10 月 ，

日伪军开始在茅山东部地区进行“清

乡 ”。 为 应 对 南 北 夹 击 的 险 恶 局 面 ，

新四军决定撤销惠农银行，用银元或

实 物 兑 换 收 回 流 通 的 惠 农 币 。 由 于

当时苏南抗战形势严峻，惠农银行存

在的时间很短暂，惠农币实际流通时

间不到一年，发行量不足。但惠农银

行 为 防 御 日 本 的 金 融 掠 夺 和 对 敌 货

币斗争积累了宝贵实践经验。同时，

惠农银行发放农民贷款，为群众生产

生活提供了帮助，促进了江南地区减

租减息工作的进行。

三

除了惠农银行外，苏南抗日根据

地 还 成 立 了 另 一 家 银 行 —— 江 南 银

行 。 1944 年 底 ，粟 裕 率 军 南 下 时 ，工

作 人 员 携 带 1000 万 江 淮 币 同 行 。 为

使 这 批 江 淮 币 能 在 苏 浙 皖 边 根 据 地

流通使用，工作人员在票面背后加印

了“ 苏 浙 ”二 字 。 江 淮 币 受 到 了 苏 南

抗 日 根 据 地 人 民 群 众 的 热 烈 拥 护 和

信 任 。 随 着 苏 南 抗 日 根 据 地 不 断 扩

大 ，货 币 需 求 也 日 益 增 大 ，这 1000 万

江 淮 币 已 远 不 够 市 场 所 需 。 重 建 银

行、发行新币迫在眉睫。

1945 年 6 月，江南银行成立，隶属

苏浙行署财经处管辖。江南银行通过

支持公营贸易、发放农贷、支付军政人

员津贴、兑换伪币等渠道来发行江南

币。江南币发行初期，苏南行署即发

布公告，确立江南币作为唯一通行货

币 的 法 定 地 位 。 为 保 护 人 民 群 众 利

益，允许持有伪“中储券”的群众兑换

江南币。

9 月，苏浙军区党委和行署在紧急

部署部队和地方党政干部北撤的同时，

决定江南银行停发江南币，财经处用黄

金及棉布、粮食、食盐等物资回收流通

中的江南币。成立不到 4 个月的江南

银行退出历史舞台。

苏南抗日根据地的举措，有力抗击

了日伪货币入侵，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

经济封锁，稳定了根据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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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苏南抗日根据地成立的首家银行——惠农银行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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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 3 月，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

继续坚持山东内线作战的方针，准备开

展春季攻势，集中兵力扫清胶济路国民

党军。胶济路西段国民党军防御相对

较弱，国民党军整编第 32 师刚由兖州调

驻周村，加上交警第 1 总队、淄博警备旅

以及地方保安部队，共约 4 万人。他们

布防在东起张店、西到明水、北至齐东、

南达博山的地区内，防御范围大，兵力

分散。

周村是胶济路西段的重镇，战略地

位十分重要。我山东兵团决定以第 7、

第 9 纵队夺取周村、张店；渤海纵队攻取

邹平、龙山、明水一线，并与第 7 纵队阻

击济南东援之敌，鲁中军区部队攻取淄

博，并阻击潍县方向可能来援之敌。

攻打敌军的主要据点，按常规是先

打外围，层层剥皮，逐次攻击。但在周村

战役发起前，第 9 纵队司令员聂凤智依

据对敌情的周密侦察和分析判断，最终

决定采取“挖心战术”，即远途奔袭，直取

周村，先打掉敌人的指挥中枢，然后四面

开花，乘胜扩大战果。山东兵团批准了

“挖心战术”的作战方案。

3 月 1 日 ，山 东 兵 团 参 战 各 部 从 掖

县地区出发，向西疾进。经过 7 天急行

军，各部按预定时间到达集结位置，分

散隐蔽。

10 日，第 9 纵队按照预定计划，向周

村快速穿插。时值春季，却罕见地下起暴

雨。顷刻之间，沟满壕平，道路被淹没。

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导致第 9纵队

原本整齐的行军队伍陷入了泥泞之中。

弹药受潮，被装湿透。夜中，四周浓黑一

团，连向导也辨不清方向。正在开进的

各部，道路不识，首尾难顾，有时一个村

庄或山头来回走了几次，最后发现还在

原地。

当天晚上，第 7 纵队首先包围张店。

11 日晨，张店守军弃城突围，被歼于郊

外，其中被俘 4000 余人。张店外围守军

匆忙向周村收缩，聚拢在城内，以求固

守，加强防御。此时，驻守周村的国民党

军已超过原有国民党守军的数倍，敌情

出现了新的变化。

受暴雨影响，电台淋雨受潮，我第9纵

队与兵团间的联络一度中断。聂凤智正

确理解和坚决贯彻兵团的作战意图，当机

立断，决定乘敌军立足未稳、部署混乱之

际，给予敌人以歼灭性打击。

12 日清晨，第 9 纵队迅速向周村的

敌人发起进攻。战斗打响不久，第 73 团

第 7 连仅用十余分钟就成功打开一个突

破口，由北门突入城内。

攻城部队把守军分割成六块，经 18

小时激战，并配合强有力的政治攻势，最

终全歼守军整编第 32 师师部及所属第

141 旅 和 新 编 第 36 旅 大 部 ，共 1.5 万 余

人，俘旅长以下 1.3 万余人。

由于指挥中心被摧毁，周村外围各

据点守军惊慌失措。随后，淄川（今淄博

市淄川区）、桓台、东阿、肥城等均被我军

攻克。周村战斗遂告结束。

周村战斗—

远途奔袭 破敌中枢
■赵前松

1938年 4月 4日至 27日，八路军粉碎日军“九路围攻”作战要图。

资料图片

1948年 3月，我军在淄川城内与国民党军进行巷战。

《解放军画报》资料室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