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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抗 日 战 争 的 烽 火 岁 月 中 ，有 这

样 一 份 报 纸 ，在 豫 皖 苏 边 区 和 淮 北 抗

日 根 据 地 久 负 盛 名 。 战 火 纷 飞 中 ，它

笔酣墨饱、字字千钧，持续报道抗日军

民 艰 苦 卓 绝 的 斗 争 ，揭 露 日 军 残 暴 的

罪行，宛如照破五更的“拂晓之光”，激

励着敌后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心怀信

念 、不 畏 艰 险 地 进 行 抗 战 。 这 就 是 由

新 四 军 第 4 师 政 治 部 主 办 的 报 纸 ——

《拂晓报》。

1938 年 秋 ，抗 日 烽 火 燃 遍 中 原 大

地，中共河南省委遵照中共中央指示，要

求刚刚组建的新四军游击支队向豫皖苏

边敌后挺进。部队出征前夕，新四军游

击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雪枫计划创

办一份报纸，用来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

张，记录报道新四军艰苦卓绝的敌后斗

争，鼓舞军民士气。

1938 年 9 月 29 日，在彭雪枫的倡导

和组织下，《拂晓报》在河南省确山县竹

沟镇创刊。30 日清晨，草纸三版、油渍

斑斑的《拂晓报》创刊号与整装待发的

指战员们正式见面。彭雪枫亲自题写

报名并撰写发刊词《拂晓报——我们的

良友》。在说明报纸为什么定名为“拂

晓”时，他满怀热情地写道：“‘拂晓’代

表着朝气、希望、革命、勇敢、进取、迈进

有为，胜利就来到的意思。军人们在拂

晓要出发，要进攻敌人了。志士们在拂

晓要奋起，要闻鸡起舞了。拂晓催我们

斗争，拂晓引来了光明。”

办报之初，两支铁笔、两块钢板、两

桶油墨、一块木板、一把油滚和半筒蜡

纸，便是报社全部家当。“我们共产党人

是科学的唯物主义者，又是革命的硬骨

头，应该不回避困难，永远是向着困难

进击的”“精神食粮比吃菜还要紧”“不

管 多 么 困 难 ，《拂 晓 报》是 非 健 全 不 可

的”……支队首长的话语鼓舞着这些没

有多少办报经验的年轻人，使他们暗暗

立下宏愿：要用艰苦奋斗精神办好《拂

晓报》，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油墨

用完了，就用锅灰调棉籽油印报；改造

旧油印机时缺少材料，就用细箩筛纱布

替换木框架上的铜丝，把群众支援的写

字台上厚玻璃板切割成印刷垫板；过滤

粗墨缺少工具，就用缴获来的战利品绸

衬衣料子一次次捏着过滤，挤出渣汁。

为改善报社的印刷条件，彭雪枫卖掉自

己的战马为报社购置印刷材料，并交给

部队一项政治任务——凡发现缴获的

物资中有油印机、油墨、纸张等，都要派

人送至报社。

在上级领导关心与支持下，在报社

成员齐心协力下，报纸的印刷条件得到

显著改善，旧貌换新颜：从草纸三版不

定期出版到新闻纸四开四版三天一期，

凡重要文章，还用红、蓝、绿、黑等多种

颜色套印。至第 63 期以后，《拂晓报》印

数可达五六百份，版面图文并茂、美观

大方。1939 年，在新四军游击支队东征

一 周 年 暨《拂 晓 报》创 刊 一 周 年 之 际 ，

《拂晓报》在涡阳县新兴集推出第 86 期

纪念版，共十张二十版，版面蓝底套红，

新 颖 夺 目 ，受 到 全 体 指 战 员 的 热 烈 欢

迎，在社会上也一传十、十传百，吸引了

大批读者。

1939 年 12 月，在《拂晓报》出版百期

纪念专刊之际，毛泽东同志发来贺信，并

亲笔题词：“坚持游击战争”。这既是党

中央对《拂晓报》的鼓励与鞭策，也是报

社成员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自创刊

起，报社成员就背着印刷工具随军转战

在黄淮平原。在穿越封锁线时，部队常

常要夜行百里，但只要一宿营，报社成员

便不顾劳累，认真细致地进行编辑出版

工作。据参与《拂晓报》创刊的成员单斐

回忆，有一次，敌人已经距离他们住的村

庄很近了，但当时最后一版报纸刚印刷

到一半，在随时都可能遭遇危险的紧急

关头，师指挥部派来一个加强连为报社

警戒，直到报纸全部印完后，报社成员才

同意撤离。在那段峥嵘岁月里，报社成

员始终满怀对党的赤诚和对新闻工作的

热爱，一手握枪、一手握笔，深入敌后战

场，连续不断地进行报道，真实再现新四

军在抗战中的英勇表现和顽强精神，把

一期期带着油墨香的《拂晓报》送到广大

军民手中。

随 着 部 队 发 展 壮 大 ，《拂 晓 报》逐

步成长为“华中油印报之冠”，记载当时

豫皖苏边区军事、政治、民运、文化、生

活的点点滴滴，揭露顽敌破坏抗日统一

战 线 的 卑 劣 ，传 递 战 斗 捷 报 频 频 的 欢

喜，是鼓舞士气、打击敌人、组织群众、

壮大人民力量、指导根据地建设的重要

思想阵地和强大舆论武器。除在边区、

根据地发行外，《拂晓报》还辗转运送到

重庆及西安，发行到昆明、贵州等地，寄

发 至 亚 洲 、欧 洲 、美 洲 等 地 区 ，成 为 宣

传 党 的 政 策 方 针 、宣 扬 中 国 军 民 抗 战

热 情 、塑 造 新 四 军 伟 大 抗 战 形 象 的 重

要载体。

1946 年，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拂晓

报》改名《雪枫报》，以纪念 1944 年 9 月在

河南夏邑与敌作战时牺牲的彭雪枫同

志。解放战争时期，该报继承“拂晓”精

神，继续活跃在华中大地上，持续报道豫

皖苏边区的重大战役和解放区土地改革

的火热场景，生动记录我军官兵的英勇

事迹和广大民工的支前热潮，进一步增

强军民团结一致共同克敌的信心。新中

国成立后，《拂晓报》几经调整，最终作为

中共宿县地委机关报继续发行，而从《拂

晓报》走出来的一大批优秀新闻人，也分

散到全国各地，继续为新中国的新闻事

业作出贡献。

从枪林弹雨中走来，在艰苦卓绝中

成长，《拂晓报》从最初那份发行范围有

限、内容质朴单一的战地油印小报，历

经风雨磨砺，逐渐蜕变成一份内容丰富

多彩、编排匠心独运，在国内外都极具

影响力的党报，激励着军民的斗志，传

播着革命的火种。如今，《拂晓报》作为

珍贵的文物被珍藏在博物馆中，而“拂

晓”精神激励着后人继续前行。

“拂晓引来了光明”
—抗日战争时期的《拂晓报》

■杨润鑫 张育豪

1949 年 1 月 1 日，为统一指挥机构

并构建稳固的大块根据地、迎接中国

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南下，中国人民

解 放 军 粤 赣 湘 边 纵 队 与 闽 粤 赣 边 纵

队、桂滇黔边纵队联合发表宣言，标志

着三大纵队的正式成立。粤赣湘边纵

队成立后，旋即对东江各地部队进行

统一改编。其中，江北支队改编为粤

赣湘边纵队东江第 3 支队。

2 月初，国民党军第 154 师一部及

国防部第 2 厅独立第 2 团向江北地区发

动进攻。面对来势汹汹、装备精良的

敌军，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 3 支队决定

集结主力，把握机会主动出击，从根本

上粉碎敌军的进攻。为此，东江第 3 支

队组建两个独立大队，同时在部队广

泛开展形势教育、阶级教育和立功竞

赛活动，激发官兵的革命热情和战斗

意志。

为寻找最佳战机，东江第 3 支队强

化情报收集工作。不久，部队获悉敌

军 计 划 从 博 罗 横 河 向 公 庄 、平 陵 进

犯。据此，支队领导决定部队由博罗

红头岭向官山撤退，诱敌深入，然后设

伏于博罗公庄的上坪歼击进犯之敌。

上坪，是横河通往公庄、平陵的必经之

地，地形狭长、东西两面环山、草木茂

盛，易于部队隐蔽，是理想的设伏用兵

之地。

3 月 15 日拂晓前，东江第 3 支队两

个独立大队进入埋伏地域，只待敌人

踏入，来一场“瓮中捉鳖”。

16 日，敌军由红头岭、柏塘、陈禾

洞分三路向公庄进犯。当从红头岭进

犯的 200 余名敌人进入上坪伏击圈时，

东江第 3 支队在东西两面伏击的部队

集中火力向敌扫射，并投掷手榴弹，声

如春雷轰鸣。敌军突然遭到打击，顿

时乱了阵脚。由于地形狭窄，敌人无

法架炮和使用重机枪反击，勉强抵挡

一阵后便向上坪村逃窜。敌人刚逃进

村子，又被我埋伏在村内的部队迎头

痛击。随后，我军发起全面冲锋，敌军

很快全线崩溃并缴械投降。其他两路

敌人听到枪声，企图赶来救援，也因途

中遭到东江第 3 支队打援部队的阻击，

很快撤逃。

上 坪 伏 击 战 仅 用 40 分 钟 便 告 结

束。东江第 3 支队以极少的伤亡，取得

较大战果：毙敌 39 人，伤敌 37 人，俘敌

营长以下 180 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及

电台等军用物资。

上坪伏击战大捷，如同一记重拳，

彻底粉碎敌军对江北地区的进攻，从

根本上扭转了江北地区的局势。此战

是粤赣湘边纵队许多战斗中的一个缩

影。从最初的 400 余人，发展到后来的

3.8 万余人，粤赣湘边纵队在解放战争

中连战连捷，不断发展壮大，活动区域

遍及 56 个县，成为广东人民解放战争

中力量最强、活动区域最广的地方部

队。其间，纵队共进行 800 余次较大规

模的战斗，歼敌 2.5 万余人，为广东解放

作出了重要贡献。

2004 年，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

安 墩 镇 的 青 山 坳 —— 这 个 粤 赣 湘 边

纵队曾经留下战斗足迹的地方，建起

粤 赣 湘 边 纵 队 纪 念 公 园 。 园 中 巍 峨

伫 立 的 纪 念 碑 、栩 栩 如 生 的 雕 塑 群 ，

向 人 们 诉 说 着 那 段 艰 苦 卓 绝 的 烽 火

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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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赣湘边纵队纪念公园粤赣湘边纵队纪念公园。。

抗战时期的《拂晓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