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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玲珑山，漫漫黄金脉。山东招

远自古以盛产黄金而闻名，辖区内分布

着 2000 余 条 可 供 开 采 的 黄 金 矿 脉 和

1000 余个古老的矿洞，其中最著名的

就是玲珑金矿。抗战时期，招远军民睿

智果敢、舍生忘死，一次次越过敌军封

锁，向党中央密送黄金，成就“十三万两

黄金送延安”的壮举，极大缓解了陕甘

宁边区和党中央的财政紧张状况，为抗

战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延安封锁，急需“通货”

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后，中国工农

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国民党划拨的军费十分有限。抗战开

始后，战争消耗剧增，但国民党政府唯

恐共产党军队壮大，不时克扣甚至停发

军费，并实行经济封锁，阻断外援，致使

根据地党政军经费愈加困难。尤其在

弹药、医药购置和外事处理等问题上，

更是举步维艰，因为这些事项只能用黄

金和外汇办理。当时，党中央手中的黄

金与外汇极度匮乏，毛泽东、周恩来、朱

德等领导对此甚为关切。毛泽东曾说：

“把票子搞到延安什么东西也买不到，

多搞些‘通货’（即黄金）比较好。”

1938 年上半年，时任中共山东省

委书记的黎玉前往延安向党中央汇报

工作，亲身感受到延安的财政紧张和拮

据，提出利用山东胶东产金的有利条

件，向党中央输送黄金，支持延安经济，

缓解中央压力。日军侵华后，东北、华

北的黄金矿区皆被日军占据。山东是

抗日前线和根据地，黄金主产地集中在

胶东和鲁中，而位于胶东半岛西北部的

招远则占据其中的绝大部分。

回到山东后，黎玉立即指示胶东党

组织，不惜一切代价，筹集黄金支援党中

央。中共山东分局受命后，立即想方设

法在胶东等地密筹。筹金送延安，不仅

是一项急迫的经济任务，更是一项重要

的政治使命。1938 年 7 月，中共胶东特

委就设立了一个独特的金融机构——招

远采金管理委员会，1940 年 8 月撤改成

立玲珑采金局，领导胶东根据地军民多

方筹措黄金，组织根据地军民和矿工同

日伪军开展夺金斗争。

筹集黄金，为国而战

对于招远的黄金，日军觊觎已久。

1939 年 2 月 27 日，日军的铁蹄踏进招

远县城，第二天便侵占了玲珑金矿。由

于原来的开采规模不够大，日军占领玲

珑金矿后不久，又建设了一座日处理矿

石 150 吨的选矿厂，对玲珑金矿及周边

金矿实施空前规模的掠夺。为全面管

制黄金，日军在招远实施“治安强化运

动”，成立黄金稽管大队，对私卖黄金一

律没收，对亲近和倾向共产党、八路军

者“格杀勿论”。

面对日军的军事占领和疯狂盗采，

胶东区党组织军民采取多种形式的反

掠夺斗争。

第一种形式是直接控制金矿，组织

矿工采金。为筹集黄金，中共胶东特委

在招远秘密筹建金矿，领导群众采金。

当时的黄金主要靠土法提炼，生产出的

成品金均按照租赁协议筹集上来。由

于成立了专门机构和工会组织，又实行

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极大调动了群众

的采金积极性，黄金生产得以快速发

展。除实行个体生产外，胶东党组织还

成立了多种所有制形式的黄金生产组

织。这些生产组织每年的税金也有数

万两。

对于被国民党地方保安团所控制

的一些小规模矿点，胶东党组织决定秘

密控制金矿，团结工人群众掘金。据史

料记载，1939 年冬，中共胶东区委书记

王文秘密交给胶东区职工抗日救国联

合会主任苏继光一项任务：到招远筹集

黄金，要求其“像钉子一样深深地钻进

金矿，扎下根，确保完成任务”。由于当

时玲珑金矿已被日寇占领，苏继光把筹

金重点放在蚕庄矿区。他化装成矿工

融入到蚕庄金矿矿工队伍，并逐渐成为

矿工的主心骨。当他了解到天津籍矿

主许老板既有采矿权，又有枪支，且与

国民党地方武装矛盾很深，于是以国府

官员和山东省总工会的名义“视察”金

矿。在取得许老板信任、得到所藏枪支

后，组成工人护矿队，有效控制了矿区

生产。

第二种是伏击敌人运金车队，武

装夺取黄金。虽然地下党组织发动矿

工利用各种办法筹集黄金，但毕竟数

量有限，大批黄金仍然在日寇手中，一

车 车 富 矿 石 和 成 品 金 从 玲 珑 金 矿 运

出，流向日本。为尽快筹集到更多的

黄金，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胶东党组

织决定，采取更加直接的方式夺取黄

金，武装截击日寇运金车。当时，日军

掠夺的黄金主要通过龙（口）招（远）公

路 送 到 龙 口 ，经 龙 口 港 海 运 到 日 本 。

从玲珑金矿到龙口港沿途经过数十个

村庄，日军每隔几里就修建一个据点，

岗哨林立，重兵把守。招远军民团结

一心，紧密配合，先后在龙招公路沿线

的沙埠村、小李家、张星镇、槐树庄、馆

前姜家等处，多次伏击日寇运金车，炸

毁敌汽车 30 余辆，消灭日伪军 200 余

人 ，缴 获 了 大 量 富 矿 石 、金 精 矿 和 军

需、生产物资。

第三种就是组织矿工罢工，带领矿

工智取黄金。1941 年 6 月，中共胶东区

委安排人员秘密潜入敌人占领的玲珑

金矿，并制订了一系列行动方案。一方

面，秘密组织矿工罢工或怠工，破坏生

产设备；另一方面，秘密收集黄金、水

银、雷管和炸药等，上交组织支援抗日。

根据中共胶东区委指示，地下党

员姜璇在玲珑金矿组织矿工往外运黄

金。姜璇混入矿工队伍后，很快当选

矿课长。他利用职务秘密宣传抗日精

神。矿工们对日本人很是愤恨，听说

是为了抗日筹集经费，都愿意冒险参

加夺金行动。面对日军岗哨每天严格

的搜身检查，为了把金粉带出去，姜璇

和矿工们想了许多办法。有的把金粉

搓到头发里，回家洗出来；有的塞到菜

窝窝里，一边吃着一边让岗哨检查；有

的把金粉放到破棉袄的棉絮里，夹在

双层鞋底里、送饭篮子里；有的将高品

位的矿石偷偷带出来磨成粉，再提炼

出金粉。

最后一种方式是建立地下收购站，

从群众手中收金。抗战时期，除日军大

肆掠夺黄金外，一些私商也在大量抢购

黄金。对此，胶东党组织专门建立了负

责收购黄金的地下收购站，通过多种形

式与日军和私商争购黄金，当地的党组

织也积极配合，宣传黄金对共产党抗战

的作用，教育广大群众资共不资敌。当

时黄金收购工作不仅风险大，而且保密

要求高，即使对自己的父母、妻儿都必

须守口如瓶。在与日军的“黄金争夺

战”中，有不少优秀的胶东儿女献出了

宝贵的生命。

克服万难，密送黄金

筹金不易，运金更难。招远军民历

经千辛万苦从日军“虎口”里夺回来的

黄金，除满足自己的经费使用外，大部

分运往中共山东分局所在地——鲁南

地区，然后由此转送延安。这送金之路

不仅需要穿越敌军上百道封锁线，还要

越过犬牙交错的敌占区和国民党顽固

派控制区。为此，中共胶东特委和胶东

共产党领导的部队组成一批批运金小

分队，采取集中与分散结合、分段接力

等方法，将黄金秘密运至延安。为防范

泄密，送金分队都接到过严令：任何人

不许透露运送的时间、地点、部队番号、

兵力和交接过程。每一名送金队员都

严格执行了这一命令。

对于运送黄金路线的选择，因受战

争环境制约，不同时期走不同的路线。

1939 年至 1943 年，送金之路主要是经

过“渤海走廊”，即从我党在胶东的平

（度）、招（远）、莱（阳）、掖（县）边区根据

地出发，经胶莱河、昌邑、潍县北部沿海

地区、清河区寿光等县，南穿胶济铁路

进 入 鲁 中 区 、沂 蒙 山 区 、山 东 分 局 驻

地。自 1944 年秋后，由于胶东跟滨海

地区的交通线被打通，送金路线从“渤

海走廊”改为“滨海通道”，即从胶县、高

密穿过铁路，经滨海区诸城等县直达山

东分局所在地。

据山东招远县有关档案记载，1937

年至 1945 年，胶东特委和玲珑金矿筹

集 了 大 约 13 万 两 黄 金 送 到 延 安 党 中

央。在这条漫长的征途中，黄金从没有

短缺过半两，更没有一人携金叛逃，每

一两都交到党中央手中。在民族大义

面前，招远军民怀着对党忠诚的坚定革

命信念，舍生忘死，为抗战胜利作出了

巨大牺牲和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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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 4 月初，新四军第 2 支队与

第 1 支队在安徽歙县会师。新四军政治

部副主任邓子恢随即提议，创办一份新

四军自己的报纸，作为开展军队政治工

作、对群众进行政治宣传的一个媒介。5

月 1 日，《抗敌报》在皖南创刊，主要报道

党中央的抗日方针政策、人民武装进行

的抗日斗争和部分社论文章等。

创刊之初，由于缺少合适的印刷纸

张，《抗敌报》只能使用当地的黄土纸印

刷，又粗又厚还不美观。当新四军领导

了解到附近十几公里的小岭地区特产

宣纸时，专门派人同那里的宣纸手工艺

人取得联系，以新四军的名义和他们开

办了宣纸合作社。有了稳定的纸张来

源，《抗敌报》也由初创时期的 8 开 1 版，

逐步改为 4 开 4 版，并增设了文艺、战士

园 地 、抗 敌 剧 场 、新 文 字 、青 年 队 等 副

刊，广泛吸收一线官兵来稿，宣传作用

不断增强。至 1941 年 1 月停刊，《抗敌

报》共出版 221 期，在新四军内部乃至广

大的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都产生了巨

大影响，是名副其实的宣传利器。

讲战斗历程，鼓舞军心民心。抗战

之初，八路军、新四军及许多地方人民

武装，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战斗，取得了

许多骄人战绩。然而，在信息传递极为

不便的战争年代和日军严酷封锁下，华

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群众对我军战果并

不了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抗日的决

心和信心。为此，《抗敌报》以“坚持团

结、反对投降分裂，驱除日本帝国主义，

建立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为办报宗

旨，大力宣传我军对日作战的情况。

1938 年 5 月 12 日，新四军第 4 支队

在安徽巢县附近的蒋家河口一带伏击

日军一部。由于事先准备充分，我军仅

用 时 20 分 钟 ，在 自 身 无 一 伤 亡 的 情 况

下，全歼了日军第 6 师团巢县守备队 20

余人。这一战绩不仅震惊了日军，就连

蒋介石也致电祝贺：“贵军四支队蒋家

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7 月 30 日，

《抗敌报》以特刊的形式报道了此次战

斗的过程和战果，战士们看到兄弟部队

取得如此战绩，纷纷表示也要积极寻找

战机、打击敌人。不少根据地群众看到

报道中“残敌狼狈登船逸去，我无伤亡”

的文字后，拍手称快、信心倍增。

1940 年，新四军的敌后游击作战蓬

勃发展，先后在梅冲、何家湾、父子岭击

败敌人，同年 10 月又在左坑、枫坑、泾县

取得了 10 天内三战三捷的丰硕战果，总

计歼敌近 3000 人，粉碎了敌人对皖南的

“扫荡”。10 月 16 日，《抗敌报》发表社论

《我们在胜利中战斗》，详细报道了这些

战斗的经过，并对根据地群众的鼎力支

持作出高度评价，号召大家“继承今天

的 成 绩 保 持 下 去 ，争 取 更 大 的 胜 利 ”。

一篇报道，让新四军的战斗威风跃然纸

上，军民团结的抗敌斗志不断高涨，皖

南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写基层故事，丰富官兵生活。考虑

到战士的文化水平有限，《抗敌报》多以

浅显易懂的文字和生动别致的安排，吸

引官兵阅读。在普遍增强文化素养的

同时，将基层新闻广为传播，增进不同

单位之间的相互了解。

1939 年 初 ，为 更 好 地 开 展 体 育 训

练，以适应强度越来越大的战斗生活，

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撰写

《开 展 全 军 的 体 育 运 动》《军 队 中 的 体

育》等文章，刊发在《抗敌报》上。这些

文章喊出了“建军必先建人”的动员口

号，将拟在全军推广实施的体育活动分

为两类，一类是结合日常战斗生活的体

能训练项目，比如着装赛跑、障碍赛跑、

投手榴弹等；一类是结合重大节日、纪

念日举行全军范围的体育运动会。文

章配以具体的训练内容插图和体能考

核标准，便于理解和组织考评，基层官

兵可以直接对照报纸进行体育训练，极

为便利。

1939 年 5 月 30 日 ，新 四 军 在 军 部

云 岭 举 行 了 纪 念“ 五 卅 ”体 育 运 动 大

会，设置了赛跑、篮球、跳高、跳远等比

赛 项 目 。 在 大 会 举 办 过 程 中 ，《抗 敌

报》的记者们活跃在各个赛场，将运动

员 们 的 表 现 记 录 下 来 ，并 以 连 载 的 形

式报道了整个比赛过程。没有来到军

部比赛的官兵，在看到报道之后纷纷来

信来稿，有的当起了场外啦啦队，为运

动 员 加 油 助 威 ；有 的 则 开 始 了 异 地 竞

技，把自己的比武成绩亮出来，要和参

赛队员比试比试。一时间，新四军内部

掀 起 了 体 育 训 练 的 热 潮 ，官 兵 身 体 素

质得到显著提升。

刊重要评论，扩大政治影响。马克

思、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

论〉出版启事》中谈道：“报纸最大的好

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

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出当前的整个

局势，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

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为实现办报宗

旨，新四军政治部组织刊发数篇国内外

重要评论文章，以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特

视角，纵论战争风云、分析时局变化。

创刊以来，《抗敌报》先后发表《论

欧洲形势》《美国远东政策》《绝望挣扎

中的日寇》等文章，向处于敌后广大地

区的军民普及政治理论和时势知识，通

过深入浅出的讲解让读者看清风云变

幻的国际形势，深刻理解中国军民所进

行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

的重要地位。此外，报纸上还登载一些

外国人对新四军的评论文章，比如美国

记者斯诺的《新四军印象记》和美国作

家 史 沫 特 莱 的《新 四 军 优 秀 的 伤 兵 医

院》《史沫特莱在皖南》，从另一个视角

展现了新四军和根据地群众的战斗生

活状态。

为扩大我党我军尤其是新四军的

影响力，地下工作者把《抗敌报》剪成细

条夹带出去，在江苏、浙江、上海一带重

新拼接印刷，并广泛发行。生活在侵华

日军铁蹄之下的江浙沪群众，原以为自

己身处一个饱受压迫的“孤岛”，在看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积极作战

的消息之后，满怀信心地开展了多种支

援前线的活动。仅 1938 年至 1941 年，就

有 5000 余名上海学生、工人、公司职员

等 冲 破 层 层 阻 碍 ，来 到 皖 南 参 加 新 四

军，并带来了大量军需物资，有力支援

了新四军的作战，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得到进一步巩固。

1941 年 1 月 4 日 ，皖 南 事 变 前 夕 ，

《抗敌报》在新四军军部转移前出版了

最后一期，并及时将印刷好的报纸散发

到已经踏上征途的官兵手中。这一期

刊载了题为《临别赠言》的长篇社论，并

在社论上套红叠印 8 个大字：“告别皖

南，进军敌后”。社论中写道：“当我们

驱除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

新中国之时，我们一定能够重温今日依

恋 的 情 景 ，而 欢 欣 鼓 舞 于 新 中 国 的 诞

生！”无数官兵和群众读过之后不禁潸

然泪下，在痛心之余更是激起内心深处

抗击日寇、建立新中国的必胜信念，越

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打击侵略者，

为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敌后战场的宣传利器——

新四军在皖南创办《抗敌报》
■徐 升 周 一

在中国古代，大江大河既是阻挡敌

人的天然水障，也是航渡突击、远距离

运兵的自然通道。水运战术，在多次古

代战争中一再应用，成为中国古代军事

工程的重要内容，为江河地带决战决胜

提供重要保障。

水上运兵，是长途奔袭、迂回攻击

的重要助力。建武十一年春，东汉光武

帝刘秀在统一北方后，挥兵攻打蜀地。

割 据 蜀 地 的 公 孙 述 东 依 三 峡 、北 靠 巴

山，据险防守。刘秀则采取南北合击、

水陆并进、钳攻成都的作战方略：一方

面派大将岑彭等率 6 万余人，乘战船数

千艘，溯长江向西进兵；另一方面，命大

将来歙等从甘肃天水出兵，伺机南下。

为打破蜀军在荆门与虎牙“两山夹江”

的防御要塞，岑彭以攻击蜀军浮桥为首

要目标。攻击发起之日，汉军将士乘船

逆流而上，以火炬点燃蜀军浮桥、望楼，

风怒火盛，迅即将其烧毁。岑彭所率的

大队战船，乘风势急进，所向披靡。失

去 浮 桥 的 蜀 军 顿 时 大 乱 ，溺 死 者 数 千

人，残部退保江州。岑彭率兵马 3 万余

人 ，溯 三 峡 西 进 ，于 六 月 长 驱 直 抵 江

州 。 江 州 城 池 坚 固 ，岑 彭 调 整 进 军 方

向，率主力及降卒 5 万，溯涪水直指垫

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数十万石，以充军

粮。公孙述急调重兵南下增援，据守广

汉、资中、黄石等地，形成一道保卫成都

的防线。针对蜀军的新部署，岑彭也临

机应变，令降卒 5 万牵制蜀军，亲自率主

力取道江州，溯江西进。八月，岑彭攻

占黄石，击败侯丹部蜀军。接着，他率

兵向蜀军防线的背后进击，昼夜倍道兼

程，疾驰 2000 余里，攻克武阳，出精骑驰

袭广都、直逼成都。蜀军无不震骇，连

公孙述都不禁惊呼：“何其神也。”岑彭

的南路攻蜀，是中国战争史上第一次溯

三峡进军，他利用江河实施水上机动，

两次取道江州，北突西进，势如迅雷，为

东汉统一蜀地创造了重要战机。

水上运兵，也是故布疑阵、麻痹敌

人的重要战场。隋开皇八年，隋文帝杨

坚作出南伐攻陈的部署。次年正月，命

令吴州总管贺若弼率军从广陵渡过长

江袭击陈军，为隋朝大军攻克陈都城建

康铺平道路。渡江作战前，贺若弼为迷

惑敌军，命人把大部分船只隐藏起来，

只在水道里摆放了五六十只破船。陈

军见后以为隋军船只不足，无法渡过长

江，便对隋军放松了警惕，渐渐产生麻

痹轻敌的思想。与此同时，贺若弼频繁

地组织江边隋军换防，每次换防都要到

广陵集中，并且大造声势，多插旗帜，多

搭帐篷。看到隋军的这种姿态，陈国守

将刚开始还比较警惕，认为贺若弼要进

兵来犯，马上集结精锐兵力准备迎战。

发现隋军换防后、就松懈下来，把军队

又调了回去。此后，隋军又屡次三番地

组织换防，陈军对此习以为常，不再加

以 防 备 。 孰 料 ，贺 若 弼 在 换 防 的 掩 护

下，早已把大军调集部署妥当。次年，

贺若弼见陈军江防部队已经完全解除

作战准备，突然挥师杀过江去。隋军渡

江时，陈军竟然丝毫未发觉。待隋军发

起攻击时，毫无防备的陈军落荒而逃。

贺若弼顺利渡过长江，攻克南徐州，沿

江陈国守军望风而逃。贺若弼越战越

勇，仅用几天时间就打到建康，轻易攻

占钟山，屯兵于白土冈以东。数日后，

隋军俘获后主陈叔宝。立国 32 年的南

陈由此灭亡。

水上运兵，是出其不意、跨越天堑

的重要手段。北宋开宝四年，宋太祖赵

匡胤亲临讲武池，阅训水军，准备讨伐

南唐。当时，阻挡宋军进军步伐的最大

障碍，是南唐军队固守的长江天险。开

宝七年七月，池州进士樊若水向赵匡胤

献策称，长江并非天堑，可造浮梁以渡

大军，并详述浮梁架法、长短数目与时

期变化等。赵匡胤力排众议，以樊若水

为南征向导，并下令荆湖蜀等地，建造

大舰、黄黑龙船数千艘，准备特制竹竿

等物，为渡江造船造桥做好准备。同年

十月下旬，宋军发起灭唐攻势，宋将曹

彬率水陆军 10 万人发起进攻，南唐沿江

守军未加防范。宋军越过南唐屯兵要

地湖口，在池州以西的峡口寨登陆，沿

长江南岸东进，不战而克池州。宋军命

樊若水以黄黑龙船、大舰、巨竹为部件，

在石牌口架设浮桥。闰十月十三日，宋

军继续东进，大败各地南唐守军，连续

攻占铜陵、芜湖、当涂等地，在采石矶击

破江南 2 万余唐军。十一月初九，赵匡

胤下诏把石牌口的浮桥移动到采石矶，

以便集中在和州的宋军主力渡江。浮

桥 3 日而成，不差尺寸。大军通过时，如

履平地。宋军大将潘美率领的马步兵

由此迅速渡江，与曹彬会合。南唐重臣

初闻宋军在采石矶架浮桥时，还大言不

惭：“载籍以来，无有此事，此必不成。”

等到宋军江北大军由浮桥渡江，南唐君

臣才感到害怕，匆忙调兵选将、水陆相

济，攻打浮桥，然而均遭败绩。宋将曹

彬乘胜追击，大败南唐军 10 万人于金陵

城下，包围金陵。次年十一月，曹彬发

动总攻。月底，金陵城破，李煜奉表纳

降，南唐由此灭国。

逐流江河巧运兵
—中国古代的水运战术

■洛旭阳

中国古代军事工程与战法

1940年 5月 22日《抗敌报》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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