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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历史链接历史

1938 年 7 月，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

县町店镇芦苇河下游河套地区，八路

军第 115 师 344 旅打响了堪称“晋南地

区平型关大捷”的町店战斗，又一次粉

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

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

当初英雄喋血的土地，如今已布

满道路楼宇，车来人往一片繁华，芦苇

河岸边树立的町店战斗烈士纪念碑，

还在诉说着那段以铁血斗志书写的抗

战历史。

1938 年初，日军沿同蒲路南下占

领晋南及豫北诸城后，疯狂进行烧杀

掠抢。五六月间，山西抗日决死纵队

一 部 和 国 民 党 军 卫 立 煌 部 ，在 侯 马 、

曲沃地区奋起抵抗。经过数次战斗，

一度拔除了敌军若干护路据点，将一

部 日 军 围 困 在 曲 沃 城 内 。 日 军 急 调

驻 豫 北 的 第 108 师 团 主 力 北 上 晋 城 ，

欲从古驿道阳城町店地区出击，打通

与晋南敌人的联系，救援曲沃城内被

困日军。

此时，先后参加了平型关战役、晋

东南反日军九路围攻作战的八路军第

115 师 344 旅 正 在 长 治 一 带 整 训 。 为

打破日军这一企图、支援侯马友军作

战 ，八 路 军 总 部 命 令 第 344 旅 赶 赴 阳

城 ，隐 蔽 设 伏 、寻 机 歼 敌 。 接 到 命 令

后，344 旅旅长徐海东、政委黄克诚立

即率 687 团、688 团及新兵营 1 个加强

支队，从长治出发，经一昼夜急行军于

7 月 1 日抵达阳城以北 10 公里的町店

北山。

町店地处芦苇河畔，南北两面是

山，地形险要，晋（城）侯（马）公路穿村

而过，是晋城日军增援侯马的必经之

地 。 只 要 控 制 了 南 北 面 山 上 的 制 高

点，如日军经过町店地区，我军便可居

高临下，打它个人仰马翻。7 月 2 日，

344 旅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徐海

东对敌情和战场环境作出详细分析，

认为日军自恃装备精良，因此骄狂无

比、目空一切，只要利用日军骄横麻痹

心理，在芦苇河畔预设阵地，把工事构

筑在路边 200 米至 100 米处，即可收获

极佳的伏击效果。

定下作战决心后，徐海东作出具

体战斗部署：687 团 1 营、2 营占领町店

北侧的富家坪和东北方向的高地；688

团 1 营、2 营占领下黄岩以北松树岭、东

屹坨一线的高地，分别担任攻击町店

和上、下黄岩日军的任务；687 团 3 营隐

蔽在町店东南美泉村公路两侧高地实

施阻援；新兵营部署于周边高地负责

机动增援。会后，干部速归连队，分头

进行战前准备工作。

344 旅入驻阳城后，受到中共阳城

县委与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县委根

据我军战斗需要，组织各村自卫队积

极备战，很快组成了支前队、担架队、

运 输 队 等 ，随 时 准 备 支 援 我 军 作 战 。

同时，自卫队还派出队员站岗放哨、盘

查 行 人 ，组 织 邻 近 地 区 群 众 转 移 撤

离。当地一大批有志青年纷纷请求参

加战斗，经旅首长批准，组成了 40 余人

的参战特别支队。

7 月 3 日，酷日当头。敌机在町店

一带盘旋侦察后，徐海东马上接到敌

情报告：敌机械化联队及汽车辎重已

渡过沁河，其先头骑兵已进入黄崖休

息，其余日军即将进至义城、町店。徐

海东迅速命令各部在芦苇河两侧高地

预设阵地，埋好炸药准备战斗。午时

许，敌首、尾前后进入町店、义城一带

我伏击圈。因天热难忍，日军将车停

到河滩大路上，把枪架在一起，赤身进

入芦苇河洗澡。

就在这时，徐海东一声令下，埋伏

在河谷两岸的我军向敌猛烈开火，击

毙河中大批日军。残余的日军夺路逃

跑，我军对敌进行追击分割包围，毙伤

多名日军。

我军在抗日初期装备简陋，多采

取游击战，日军认为我军不会与其长

时 间 缠 斗 和 对 攻 ，且 会 快 速 撤 出 战

斗。所以，在町店战斗中，日军虽受重

创，但倚仗精良的装备，迅速组织力量

进行反扑。

当夜，徐海东等旅领导分析敌情，

判定敌人以为我军偷袭成功后会即时

撤走，必然组织反攻袭击我身后，遂决

定将计就计，杀敌一个回马枪：688 团

和 晋 豫 游 击 支 队 在 町 店 附 近 隐 蔽 待

命，以阻击反扑之敌，其余部队则虚张

声势，佯装北撤以迷惑敌人。

次日拂晓，日军 500 余人果然沿路

反扑来袭。其间，日军多次实施空中

侦 察 和 火 力 侦 察 ，均 未 发 现 我 军 踪

迹。当日军行至八里湾附近时，我军

各部按战斗部署立即向敌发起进攻。

日军面对突袭混乱不堪，稍事整顿后

组织反击。我军勇猛冲杀，打退日军

多次反击。我阻援部队亦打退由周店

西援的日军。18 时，驻沁水日军一部

增援町店，344 旅予敌以重大创伤后，

于 20 时撤出战斗。7 月 6 日，日军在炮

火掩护下，再次窜入町店一带企图反

扑，我军已经消失在太行太岳之间的

崇山峻岭中。此役，我军共击毙日军

500 余人，击毁敌汽车 20 余辆，缴获大

量军用物资，沉重打击和迟滞了日军

西援的行动，有力地支援了友军组织

的侯马之战，进一步壮大了我党我军

声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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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出延安，转战陕北。在解放战争

头 8 个月，人民解放军经过 160 余次重要

战役战斗，歼灭国民党正规军 66 个旅，

加上非正规军共 71 万人，粉碎了国民党

军的全面进攻。从 1947 年 3 月起，国民

党军开始转入重点进攻，将矛头指向陕

北和山东（即“双矛攻势”）。

1947 年 2 月 28 日，蒋介石一通急电

把胡宗南召到南京，面授进攻陕北的作

战计划。实际上，早在 1946年 5月 16日，

国共和谈尚未完全破裂时，胡宗南就曾

向蒋介石建议通过“犁庭扫穴”的闪击行

动直捣延安、荡平陕北。1946 年 10 月中

旬，胡宗南再次提出突袭延安、攻占陕

北。随着国民党军全面进攻战略被挫

败，攻陕北、占延安的阴谋又被蒋介石提

上议程，令胡宗南以 3 个月为期夺取延

安、歼灭陕北我军主力。

为实施这次进攻行动，仅胡宗南部

投入正面攻击的精锐部队就有 14 万余

人，另有榆林邓宝珊及青、宁马家军等配

合的部队共 24 万余人。蒋介石为胡宗

南调遣作战飞机近 100 架，从侦察机、战

斗机到重型轰炸机等，国民党空军几乎

所有最先进的飞机都投入了陕北战场。

1947 年 3 月 13 日，国民党军声势浩

大地对延安发起进攻，企图“三天占领延

安”，结果自损 5000 余人，且只得到一座

空城。中央机关和陕甘宁边区部队早已

撤出延安，开始转战陕北。3 月 29 日，在

陕北清涧县枣林则沟村召开的政治局会

议上，中共中央作出两大重要的决策。一

是将中央领导机构一分为二，由毛泽东、

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和军委机关组

成中央前委，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

争；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

委员会，转至河北平山县进行中央委托的

工作。二是决定西北野战军在陕北依靠

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与胡宗南主

力周旋，寻机歼敌。

转战陕北，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

重要转折点。在国民党重兵深入陕北解

放区腹地的严峻时刻，毛泽东同志不顾

个人安危，以坚韧的毅力和惊人的魄力

率领中央机关在陕北转战，以微弱的兵

力牵制拖垮了胡宗南的 20 余万精兵，使

其精疲力竭，不能投入其他战场，减轻了

其他战场的压力，对解放区军民起到了

巨大的鼓舞作用。

指挥若定，运筹帷幄。转战于陕北

的山峦与沟壑之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

志从容若定，在小小的窑洞里指挥各战

区部队作战，取得节节胜利。

在西北，西北人民解放军根据毛泽东

指示之方针，充分利用陕北群众基础好、

地形险要、回旋余地大等有利条件，针

对 胡 宗 南 急 于 决 战 的 心 理 ，采 取 蘑 菇

战术与其周旋。3 月 24 日至 5 月 4 日，我

军连续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

三捷，共歼灭胡宗南部 1.4 万余人，有力

地挫败了胡宗南的嚣张气焰，稳定了陕

北战局。5 月下旬至 7 月上旬，我军又取

得了陇东、三边战役的胜利，歼敌马鸿逵

所部 4700 余人。8 月 18 日至 20 日，我军

在沙家店战役中全歼国民党整编第 36

师，一举扭转了陕北战局，陕北战场从此

开始由内线防御转向内线反攻。

在华东，华东野战军正与国民党军

24 个整编师 60 个旅约 45 万人的兵力鏖

战。中共中央指示华东野战军：不性急

不分兵，诱敌深入相机歼击。4 月中旬

至 5 月 初 ，华 东 野 战 军 组 织 蒙（阴）泰

（安）等 战 役 ，歼 敌 2.8 万 余 人 。 5 月 中

旬，华东野战军以优势兵力取得孟良崮

战役胜利，歼敌整编第 74 师及整编第 83

师 1 个团，共 3.2 万余人。7 月，相继进行

了南麻、临朐等战役战斗，歼敌 1.8 万余

人。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基本上被粉碎。

在陕北、山东解放区军民迎击国民

党军重点进攻的同时，晋冀鲁豫、晋察冀

军区和东北民主联军，按照中央军委的

统 一 部 署 ，不 失 时 机 地 转 入 战 略 性 反

攻。晋冀鲁豫野战军于 3 月下旬至 5 月

上旬，发起豫北攻势和晋南攻势，歼敌

5.5 万余人，收复和解放了豫北和晋西南

广大地区。晋察冀军区主力先后发起正

太、青沧、保北战役，歼敌 5 万余人，打通

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的联

系。东北民主联军于 5 月 13 日至 7 月 1

日发起夏季攻势，歼敌 8 万余人，收复城

市 42 座。各个战场的胜利，有力地策应

了陕北和山东地区的作战，推动了全国

战争形势向全面反攻转变。

全面进攻，星火燎原。经过 1年的作

战，人民解放军各战区迅速打开局面，队

伍持续壮大，武器装备极大改善，士气日

益高涨，这些都为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条

件。6 月 30 日夜，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

鲁豫野战军主力从张秋镇至临濮集段南

渡黄河。一夜之间，4个纵队共 12万余人

全部渡过黄河，晋冀鲁豫野战军像一枚重

磅炸弹一样炸开了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

随即打响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军

战略进攻的序幕。

7 月 21 日至 23 日，中共中央在陕北

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深入讨论

人民解放战争转入全国性战略进攻后的

有关任务，部署各战略区的协同作战问

题。8 月 7 日，刘邓大军主力部队分左、

中、右三路，从鲁西南的巨野、郓城地区

出发，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征程。

从鲁西南到大别山，先要越过国民党军

严守的陇海铁路，跋涉素有“死亡区”之

称的黄泛区，再渡过沙河、汝河、淮河三

条大河。在国民党军 20 余个旅的围追

堵截下，刘邓大军只用了 21 天，胜利挺

进大别山，随后迅速完成战略展开。继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陈谢大军于 8

月下旬渡过黄河，挺进豫西，陈粟大军 9

月越过陇海铁路南下，挺进豫皖苏。至

此，三路大军呈“品”字形部署到外线，形

成了“中央突破，两翼牵制，三军挺进，互

为犄角”的战略进攻态势。

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已发展到可

以燎原的时候了。三路大军近 40万人马

实施战略展开，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

间，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态势已

经形成。此后，我军主力部队在国民党

控制区腹地经过 4个月作战，解放县城近

百座，吸引和调动南线敌军 160个旅中的

90个旅于自己周围，歼敌近 20万人。

10 月 10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

表宣言，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

起来，“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12

月 25 日至 28 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

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研究讨论了彻

底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的军事、

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方针和政策。中国

共产党明确的政治主张，为人们指明了

革命胜利发展的前途和希望。“中国人

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

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

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

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

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

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

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

国的胜利”，毛泽东同志掷地有声地点

评 1947 年。

1947：中国革命战争转折之年
■王凤春 张岱臣

在山东博物馆，珍藏着一柄抗日战

争时期民兵使用过的单刀。这柄单刀不

仅是见证渊子崖保卫战的珍贵革命文

物，更是彰显中国人民英勇不屈、反击侵

略的斗争精神的物证。80 余年前，面对

1000 余名日寇的疯狂进攻，山东省莒南

县渊子崖村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凭借

简陋的土枪土炮、大刀长矛奋起反抗，谱

写了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农民自发组织的

规模最大的村庄保卫战。

渊子崖村位于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

板泉镇，是一个拥有 350 余户人家、1500

余口人的普通村庄。20 世纪 30 年代，当

地土匪猖獗，渊子崖群众深受其苦。为

躲避匪盗祸乱，渊子崖群众在村子周围

筑起了 5 米多高、1 米多厚的土夯围墙。

墙上设有垛口、枪眼，四个角还各建一座

炮台。远远望去，渊子崖村就像一座密

不透风的城堡。

1938 年春，渊子崖村安宁的日子被

打破。日寇铁蹄踏进了山东腹地，向沂

蒙山区大举进犯，在距离渊子崖村不远

的沭河西岸小梁家建立了据点。此后，

日伪军经常到渊子崖一带“扫荡”，残杀

百姓、掠夺财物。

1940 年 1 月，八路军山东纵队二旅

独立营来到渊子崖村。他们关心群众，

和蔼可亲，对敌斗争勇敢。村民意识到，

只有八路军才是真正抗日的队伍。同年

10 月，八路军抗大文工团也来到渊子崖

村，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年底，在党

的领导下，渊子崖村建立起抗日民主政

权，成立了农救会、妇救会、青年抗日先

锋队等群众抗日组织，还先后组建了抗

日自卫队和游击小组。村民将过去打土

匪用的枪支、大刀、长矛等集中起来，作

为对敌斗争的武器。

1941 年冬，山东抗日根据地进入最

艰苦的岁月。中共板泉区委和区人民政

府号召群众在全区开展对日伪军抗粮、

抗捐活动。在了解抗粮、抗捐的意义，斗

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之后，渊子崖村民

纷纷表示：不交一粒粮，不出一分钱，饿

死汉奸，困死日本鬼子！

之后，小梁家据点的汉奸伪军曾多

次到渊子崖村要钱、要粮，都被村民打

跑。渊子崖村因此成为敌人的眼中钉、

肉中刺。

1941 年 12 月 20 日凌晨 ，到沂蒙山

区进行“铁壁合围扫荡”的 1000 余名日

军，路过渊子崖村附近，由小梁家据点的

汉奸伪军带路，突袭渊子崖村。

面对日军的长枪大炮和数十挺重机

枪的火力威慑，全村 300 余名自卫队员，

在村长林凡义的带领下同仇敌忾，利用

村子的围墙，拿起土枪、土炮、大刀等英

勇抗击敌人进攻。敌人先是炮轰围墙和

村庄，然后出动步兵攻击。当敌人进入

我方炮火覆盖区域时，阵地城墙上的“五

子炮”发出一声冲天怒吼，土枪、土炮一

齐喷出冲天火舌，炮弹打在日军队伍里

冒出滚滚黑烟，打得日军惊慌乱阵，倒退

了数十米。

眼见强攻不成，敌人选择相对薄弱

的东北围墙猛攻。众多村民冒着弹雨，

用门板、石块把缺口堵上，等日军靠近就

用枪打，家里没有枪的就用石块砸向敌

军，用锨、铲、钩等农具打。敌人进攻受

挫后，再一次发起炮击，炮弹如雨点般打

到城墙上，东北角城墙被炸开了一个缺

口。不少自卫队员英勇牺牲，一个又一

个自卫队员冲上去，但依然没能够堵住

缺口。

日军攻入村里后，平日里面朝黄土

背朝天的渊子崖村民，同手持枪炮的敌

人展开血淋淋的巷战、肉搏战。惨叫声、

怒骂声、砍杀声弥漫在整个村子的上空，

上至六七十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孩

童，男女老幼齐上阵，用鲜血和生命守卫

着村子，抗击着凶残的侵略者。不管敌

人怎样残暴，即使亲人们在身边接连倒

下，村民们对待敌人只有一个办法：打！

渊子崖保卫战从早上打到傍晚，全

村房屋大部分被日军烧光，村民们在巷

战中坚持到最后一条街。在敌我实力差

距悬殊的情况下，沭水县委宣传部长徐

坦身负重伤，板泉区委书记刘新一、区长

冯 干 三 、区 委 宣 传 委 员 赵 同 等 壮 烈 牺

牲。天快黑时，敌军被赶来增援的八路

军山东纵队二旅五团三营和县委临时召

集的各区中队打跑了。这场战斗共毙伤

日伪军 154 人，渊子崖村共有 147 名村民

壮烈牺牲。

在这次战斗中，尽管敌我力量悬殊，

但村民们在党的组织带领下，以“来一个

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的豪迈之气，用

血肉之躯抵御残暴的侵略者，以落后简

陋武器抗击装备精良的敌人，打出了农

民群众抗战的气势，展现出了中国人的

血性与骨气。

渊子崖群众英勇抗击的事迹，在全

民 族 抗 战 历 史 上 谱 写 了 辉 煌 的 一 页 。

为颂扬渊子崖群众的英雄事迹，毛泽东

同志亲自在延安《解放日报》上撰文，高

度评价该村是抗日战争村自卫战的典

范。1942 年，渊子崖村被滨海专署授予

“抗日楷模村”。1944 年，沭水县政府在

该村北面的山岭上立塔纪念，塔身铭刻

了渊子崖保卫战中死难烈士的名字。

2015 年 8 月 ，经 党 中 央 、国 务 院 批 准 ，

“渊子崖抗日楷模村村民（1941）”被民

政部列入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

群体名录。

“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
—山东省莒南县渊子崖保卫战

■王世枚

华章 75 年·解放记忆

上图上图：：被誉为被誉为““中华抗日第一村中华抗日第一村””的渊子崖村的渊子崖村。。

左图左图：：渊子崖保卫战中民兵使用的单刀渊子崖保卫战中民兵使用的单刀。。

1947 年，是解放战争的第
二年，也是中国革命重要的转
折之年。这一年元旦，毛泽东
同志在《解放日报》发表新年祝
词，他总结过去的一年中国人
民为争取和平、民主、自由的运
动和斗争是胜利的。毫无疑
问，这胜利源自全国各地日见
高涨的群众运动，源自解放区
各阶层人民粉碎反动派进攻所
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也源
自人民解放军各战略区的积极
抗击。2月 1日，毛泽东同志进
一步指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
到一个新阶段，我党的任务是
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
利而斗争。

《《胜利到达大别山胜利到达大别山》（》（19471947年年 99月月，，裴植摄裴植摄）。）。

19471947年年 44月月，，突击连战士强渡微水突击连战士强渡微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