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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全面爆发后，八路军第 120 师

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

在 八 路 军 总 部 的 具 体 指 挥 下 ，南 出 晋

中，北上大青山，东进冀中、平西和北岳

恒山地区，开辟了广泛的敌后抗日根据

地。至 1938 年 12 月，以晋西北和大青山

为主要组成部分的晋绥抗日根据地，已

拥有 50 余个县城，人口将近 1000 万人，

成为我党我军在华北地区一块重要的

战略基地。

从地理位置上看，晋绥地区位于黄

河以东，与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

边区隔河相望。自抗战全面爆发以来，

侵华日军不止一次想要渡过黄河，攻击

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中枢所在地，晋绥

抗日根据地因此成为陕甘宁边区东侧

的重要屏障。同时，晋绥以东地区广泛

分布着党在敌后建立的众多抗日根据

地，这一地区也成为沟通中央与地方的

重要中转基地。虽然此时的晋绥抗日

根据地已初具规模，但受敌情、地形、经

济和友邻部队等各种主客观条件影响，

斗争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侵华日军进占广州、武汉后，抗日

战争逐渐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蒋介石

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也改变了对共

产党和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的态度，呈

现出“反共反人民”的趋势。1939年 1月，

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虽公开表示

要坚持抗战，但在具体会议中讨论的是

如何对抗共产党的问题，并制定“溶共”

“防共”“限共”“反共”方针，其假抗日、

真反共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处于晋

绥一带的是国民党山西地方实力派阎

锡山，他于同年 3 月在陕西宜川秋林镇

召开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史称

“秋林会议”，其主要目的是对辖区内共

产党领导的各类武装进行改编，并做好

“和日”的准备。

文武结合，坚决反顽

“秋林会议”后，阎锡山开始组织各

种反共行动。首先，弱化党组织在部队

中的作用。他将山西新军中由共产党

员担任的主要领导调离岗位，委任其为

国民政府高官，实质上是要这些部队脱

离共产党的领导。随后，下令取消了决

死第 1 至第 4 纵队的政治委员制度，并将

每个纵队一分为二，由其晋绥军的顽固

分子担任军事主官。其次，在经济上对

八路军实施严密封锁。阎锡山将晋西

北地区划为晋绥军的 10 个“师管区”之

一，不准八路军在这里筹粮筹款，声称要

“ 困 死 八 路 军 ，饿 死 八 路 军 ，赶 走 八 路

军”。最后，蓄意制造多起摩擦事件。在

阎锡山的默许下，晋绥一带的顽固派向

由共产党领导的党、政、军、民组织发起

进攻。其中较为严重的是 1939 年 12 月

发生的“晋西事变”，多个县的民主政府

党员干部和八路军后方医院的伤病员

遭到屠杀，遇难者达到 200 余人。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阎锡山的反动

行为，并通过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山

西省委对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反顽斗争

作出指示。经过研究，中央领导同志普

遍认为，“投降是当前时局的最大危险，

而反共与倒退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

为应对这种愈演愈烈的危险情况，必须

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局着眼，

既要坚决斗争，又要讲究策略。为配合

中央决策，晋绥抗日根据地主要领导分

别在《五日时事》《新西北报》上发表文

章，宣传党的政策、揭露顽固派的丑恶

面目，号召广大抗日军民在共产党领导

下，坚决同这种反动、顽固的行为作斗

争，形成了一定的舆论氛围。

与 此 同 时 ，党 领 导 下 的 人 民 武 装

力量也开展了强有力的斗争行动。“晋

西事变”后，为保护当地进步力量，第 6区

专员公署和决死第 2 纵队宣布成立“抗

日 拥 阎 讨 逆 总 指 挥 部 ”，举 行 誓 师 大

会，准备开始反击。自 1939年 12月 10日

起 ，该 部 兵 分 两 路 ，对 盘 踞 在 隰 县 、石

楼 、永 和 、大 宁 、蒲 县 等 地 的 顽 固 派 军

队 和 部 分 日 伪 军 开 展 进 攻 ，不 仅 消 灭

敌 有 生 力 量 ，还 向 当 地 群 众 展 示 我 军

的军事实力和坚定抗战的决心。为维

护 抗 日 民 族 统 一 战 线 ，党 领 导 部 队 始

终 把 握 好 军 事 斗 争 的 方 法 和 力 度 ，打

出“坚持山西抗战”“坚持山西团结”等

口号，有选择性地进攻敌顽武装势力，

八 路 军 部 队 则 多 在 侧 翼 掩 护 ，尽 量 减

少 与 阎 锡 山 晋 绥 军 的 正 面 冲 突 。 随

后，毛泽东、周恩来先后向阎锡山发出

亲 笔 信 ，并 由 萧 劲 光 、王 若 飞 、王 世 英

等 人 与 阎 锡 山 面 谈 ，“ 晋 西 事 变 ”最 终

得 到 和 平 解 决 ，晋 绥 地 区 的 抗 日 民 族

统一战线也得到维护。

分段实施，挤走日伪

1942 年秋，由于侵华日军对晋绥抗

日根据地不断进行“扫荡”“蚕食”，导致

晋绥抗日根据地的面积、人口、物资等

严重减少，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甚至

也暂时撤退至晋西北的偏关一带。面

对这样的形势，晋绥抗日根据地在中共

中央的指示下，着手开展“挤敌人”的斗

争，努力扭转被动局面。

“挤敌人”的斗争在受敌人侵害最

为严重的第 8 军分区重点展开。当时，

盘踞在此的日伪军多达 6000 余人，而八

路军只有 2000 余人，且武器装备水平与

敌 人 相 差 较 远 。 为 减 少 损 失 、循 序 渐

进，第 8 军分区党委按照 3 个步骤，分阶

段实施“挤敌人”的斗争。第一阶段，展

开“ 敌 进 我 进 ”的 行 动 ，站 稳 脚 跟 。 自

1943 年 2 月起，多支武工队渗透进入敌

占区，择机对出动的日伪军进行伏击，

使这一地区敌人的心理受到震慑，大多

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外出。第二阶段，打

破敌人“维持”，发动群众。失去日伪军

的支持，多地反动“维持会”难以为继。

已经深入各村的武工队立即着手逮捕

死心投敌的“维持”分子，进行公审、严

厉惩治，获得群众的广泛支持。第三阶

段，迁走部分群众，坚壁清野。为进一

步 孤 立 敌 人 ，部 分 县 委 在 充 分 征 求 意

见、尊重群众选择的前提下，组织群众

搬家到根据地。缺少筹粮基础的敌军

只能从较远的城市运送补给，八路军部

队顺势展开袭击敌人交通线的行动，使

这一地区的日伪军补给更加困难。

大举反攻，收复失地

通过 1 年多“挤敌人”的斗争，晋绥

抗日根据地共挤退敌人据点 100 余个，

收复村庄 2600 余个，解放群众 36 万余

人，取得扭转本地区抗战局势的巨大胜

利。为进一步打击侵略者，扩大对敌斗

争的战果，晋绥军区决心发起 1944 年秋

季攻势，扩大根据地，并切断敌人的多

条重要交通线。自 8 月 28 日起，各分区

部队分别在忻县、五寨、静乐、汾阳等地

攻击敌人据点。

1945 年 1 月，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发

出《关于 1945 年对敌斗争工作指示》，提

出要进一步发动群众，巩固与扩大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以最大力量开展敌后之

敌 后 的 工 作 ，为 将 来 反 攻 创 造 有 利 条

件。晋绥军区根据这一指示，决心发起

1945 年春季攻势，主要任务是夺取离石

到岚县的公路，为开展更大规模的反攻

创造条件。自 2月 17日起，我军先后解放

岚县周边的下西山、西属巴、方山、赤坚岭

等 地 ，县 城 中 的 伪 军 在 孤 立 无 援 的 情

况 下大部逃跑，岚县不攻自破。自 3 月

中旬起，我军又先后收复多处据点，使

第 1、第 2、第 8 分区连成一片，大幅扩大

了根据地面积。

8 月 8 日，苏联红军对日宣战。9 日，

毛泽东同志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对日

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在强大的军事

压力下，日本政府被迫发出乞降照会。

8 月 10 日和 11 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连

续发布 7 道进军命令，其中第 3 道与第

4 道发给贺龙，分别部署了北进绥远、肃

清 山 西 境 内 伪 军 、统 一 部 队 指 挥 等 工

作。据此，晋绥军区成立了以贺龙、李

井泉统一领导下的 3 个指挥部，北线以

归绥为中心，南线以太原为中心，开展

大规模的反攻作战。反攻部队所到之

处，群众欢欣鼓舞，纷纷参军参战、支援

前线。经过近 1 个月的作战，日伪军被

压缩到数量有限的几座县城中，败亡之

势尽显。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晋绥抗日根

据地的党、政、军、民共同努力，在黄河

东岸竖起一道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坚强

屏障。同时，它与华北众多抗日根据地

相互联系、相互策应，成为支撑敌后抗

战的重要堡垒。

晋绥抗日根据地—

支撑敌后抗战的重要堡垒
■范晓峰 李梦蝶 周 一

沁源，西汉置县，位于山西省中南

部太岳山麓，是晋东南、晋南、晋中交会

之 地 ，位 置 十 分 重 要 。 全 面 抗 战 爆 发

后，沁源作为太岳抗日根据地党政军领

导机关所在地，被侵华日军视为心腹之

患。1942 年 10 月，日军集中重兵对沁源

实施新一轮大“扫荡”。11 月中旬，针对

敌意欲长期占领沁源并“伪化”该地区

的 企 图 ，太 岳 军 区 向 全 区 部 队 发 出 了

《围 困 腹 地 之 敌 ，断 绝 其 补 给 线》的 命

令，中共太岳区党委也作出“在党的一

元化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广泛开展

群众性游击战争，实行长期围困，战胜

敌人”的指示。在随后长达两年半的时

间里，沁源围困指挥部带领广大军民，

采取持久武装斗争策略，以多种战术与

敌周旋，于 1945 年 4 月将日军逼离沁源，

取得最终胜利。其中，被誉为“爆炸铺

地运动”的地雷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爆炸铺地运动”的物质基础是地

雷，因此，太岳军区将推广地雷制造技

术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在工兵专家聂

培彰的指导下，军区通过石雷技术大训

练、专门技术研究班、分会石雷训练班

等多层次培训，培养出大量技术过硬的

造雷骨干。

随着地雷制造技术的普及，一场军

民广泛参与的造雷运动全面展开。当

时的一首歌谣唱道：“一个石头蛋，中间

钻眼眼，别看个儿小，本事不简单……

人人都学会，保卫咱家园。”沁源某村武

委会主任王进楷曾这样描述，“白天女

的纺花，男的织布，晚间还一块打雷，把

打雷和生产很好结合起来了”。

轻快的歌谣和简单的叙述背后，却

包含着鲜为人知的艰辛。为达到作战效

果，沁源围困指挥部要求将地雷布设在

敌军必经的大路、小路、岔口各处，不单

是道路，在敌据点周围半里地至 5 里地，

凡可行走之处，哪怕是无人居住的村庄，

都要布上雷阵、雷群、雷网、单个雷和陷

马坑。埋设地雷的时候，每个村都有特

定的布雷区，插着自己的旗子，“从河边

一直到山底下，都铺满了（地雷）”。不难

看出，要使爆炸能够“铺地”，必须要有足

够数量的地雷。王进楷所在村子的计划

是造400枚地雷。只有100余人的小村庄，

要在短时间内以手工方式造出 400 个由

石头凿成的石雷雷壳，再安装火药引信，

其难度可想而知。

不仅如此，随着围困战的持续，体

现沁源军民智慧的新雷种不断出现：梅

花雷、自卫雷、雷中雷、弓拉雷、草人雷、

黄蒿雷、连发雷、母子雷、绊炸雷、陷炸

雷、踏拉雷……此外，布设地雷时还要

尽可能用乱物、灰土、杂草等对雷区的

地貌进行改造，将各种雷阵、雷网伪装

起来，使敌人难以辨别，最终形成敌只

要离开据点就会遭遇爆炸而流血伤亡

的恐怖雷区。这种特殊的战法也因此

被太岳军区武委会副主任张明形象地

称为“爆炸铺地运动”。

敌人并不甘于坐以待毙。为破坏

拴在圪针网上的地雷，敌人采取用火烧

和绳子远处拉的办法，对此，沁源军民

改将雷踏埋在圪针底下或网空里，使火

烧和拉绳都失去效果。一招不灵，敌人

改用手工慢挖起出地雷之法，但沁源军

民研制出被挖后依然可炸的自卫雷和

雷中雷，使敌人再也不敢徒手挖雷。之

前敌军在霍县曾用水来浸湿地雷，但沁

源的地雷带有防潮功能，因此水攻也无

能为力……

除不掉只好躲，为避开地雷威胁，

敌军将运输线路改为涉水行走或贴山

找“死角”通过，此举得逞几次，但随着

可沉于河底的水雷和可悬于树丛中的

半 空 雷 的 出 现 ，这 些 路 也 走 不 通 了 。

见 此 情 形 ，凶 残 的 敌 军 胁 迫 被 强 掳 的

当 地 百 姓 驱 赶 牛 羊 为 其 开 路 ，这 一 毒

招给沁源军民提出难题。然而具有延

时引爆功能的踏拉雷的出现，使敌人诡

计 再 次 落 空 ：前 面 百 姓 踏 上 时 地 雷 不

响，后面敌军走过时却遭打击。无奈之

下，日军甚至引进地雷探测设备，妄图

以“高科技”破解地雷阵。谁知，沁源军

民很快找到对付洋玩意的土办法——

雷上雷，即埋两层地雷，上下联结，敌人

一旦起出探到的上层雷，就会牵动下层

雷，仍旧难逃一炸。此外，针对敌军遇

袭后习惯向壕沟隐蔽的特点，沁源军民

还巧妙设计出联动爆破系统——连踏

雷，通过同步触发主道与沟壑的地雷，

形 成 广 域 杀 伤 。 由 于 石 雷 制 造 不 易 ，

沁源围困指挥部参谋长王鹏飞还专门

研发出瓷质的瓶瓶雷、罐罐雷，受到太

岳军区奖励。

在麻雀战和冷枪战的紧密配合下，

沁源“爆炸铺地运动”给予被困日伪军

重大打击。到 1944 年底，沁源民兵发动

爆破 589 次，炸死炸伤敌军 940 人。城外

遍 布 地 雷 ，城 内 的 日 伪 军 轻 易 不 敢 出

城，但是给养又解决不了，无奈只好开

始吃战马。几十匹战马吃完后，只能吃

糠吃豆皮和玉茭皮子。

1945 年 3 月，太岳军民向留驻沁源

之敌发动最后的围攻。打头阵的仍然

是地雷。300 余名爆炸能手在敌军周围

密布多层地雷网、地雷阵，布设数以千

计 的 各 型 地 雷。日军整整 8 天闭门不

出，第 9 天为接应从沁县前来的运输大

队，一出动就在北禅堂等地踏中 7 发连

爆的母子雷，北园村、河西村等地的爆炸

声也此起彼伏……不到 1 个月时间，敌

人踏响地雷数百颗，最后实在无法坚持，

不得不呼唤援军。4 月 11 日，在 1000 余

名日军的接应下，沁源残敌仓皇逃往沁

县，沁源围困战胜利结束。

4 月 23 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太

岳新华日报》社论：“沁源的日寇是被八

万余军民汇成的巨流赶走的，它比一般

县城的光复有更其重大的意义，值得我

们分外高兴；有更宝贵的经验，值得我

全区军民研究学习。”

威震敌胆的沁源“爆炸铺地运动”
■蒲 元 荣 帅

1943 年 5 月，国民党军庞炳勋、孙

殿英等部投敌后，即纠合豫北伪军杜

淑等部组成伪第 24 集团军，下辖暂编

第 5、第 6、第 7 军和独立第 1、第 2 旅及

太行保安队等部，分布在新乡至安阳

间平汉铁路上各要点及其两侧地区，

配合日军进攻我抗日根据地。

7 月 10 日，盘踞平汉铁路西的伪暂

编第 5、第 7 军和太行保安队共 2 万余

人，在日军第 35 师团 3 个步兵大队配合

下，侵占我太行区的林县城及其周围地

区。为歼灭侵占该地区的伪军主力、重

新开辟太南抗日根据地，第 129 师贯彻

八路军总部的作战意图，决定以太行军

区、冀南军区主力一部和冀中警备旅发

起林南战役。

战前，在南起辉县西平罗、四寨，北

至林县姚村这一区域内，日军和伪军总

兵力达 2万余人。虽然敌军兵力是我军

3倍，但其部署较为分散，且伪军内部动

荡不稳，与日军亦有矛盾。鉴于此，第

129 师决定以优势兵力分割包围，各个

歼灭林县城及其周围据点的伪军主力，

然后在有利条件下扩大战果，继续消灭

林县以南各据点伪军。此次作战分为

东西两集团，具体部署为：以第 13、第

771 团全部和第 1、第 10、第 34 团、警备

旅第 2 团各一部为东集团，向林县城北

之姚村、城东之横水和城东南之东姚等

地伪军进攻；以第 769 团（附山炮连）、

第 20 团、警备旅第 32 团全部和第 2、第

3、第 32 团各一部为西集团，向林县城

及其西南的合涧、原康等地伪军进攻。

另以师部特务营一部、太行军区第 5 军

分区义勇军结合地方武装，向水冶、观

台之线积极活动，阻击由安阳可能出援

之敌；以抗大第 6 分校组成的武装工作

队，在东姚、临淇、原康地区积极开展游

击战，牵制和袭扰敌人；以太岳军区部

队向白晋路之敌出击，以策应主力部队

作战。

8月 18日 0时 30分，战役正式打响。

我东集团避开敌前哨据点，以主力插

入敌纵深，包围林县城东北的南北陵

阳、东 西 夏 城 等 伪 军 据 点 ，以 吸 引 林

县 城 伪 军 的 注 意 。 西 集 团 乘 势 集 中

主力向林县城及城西北外围据点发起

进攻。至天明，伪军数次反扑均被我

击退或歼灭，但仍凭借第 24 集团军前

敌 指 挥 部 和 保 安 司 令 部 核 心 阵 地 顽

抗。战至中午，林县城之伪军全部被

歼 ，城 内 残 留 的 头 道营之日军据点被

我包围。

当日夜，我军集中力量对头道营

之日军据点展开进攻，敌人趁夜暗退

往县城南关据点待援。19 日，林县城

郊外围据点亦全部肃清。在西集团向

敌发起进攻的同时，我东集团除准备

阻击由安阳出援之敌外，先后攻占南

北陵阳、东西夏城、姚村等据点。20日，

我 东 西 两 集 团 乘 胜 南 下 ，扩 大 战 果 。

东集团收复东姚集，攻占李家厂，横扫

鹤壁集、西鹿楼以西地区；西集团收复

合涧、原康，进击临淇，攻克西平罗、南

平罗。

24 日，安阳出援的 1000 余名日军

进抵林县，辉县出援的 400 余名日军到

达临淇。26 日，敌从林县、临淇出动进

占原康，并西进至连家坡一带，在遭我

西集团的迎头痛击后，于当晚渡河撤回

林县。是时，秋雨连绵，山洪暴发，渡河

日军被河水淹没冲走者达 100 余人，我

军亦因渡河困难而停止追击。林南战

役至此结束。

此役历时9天，共歼灭日伪军7000余

人 ，攻 克 据 点 80 余 处 ，解 放 了 林 县 以

南、辉县以北拥有 40 余万人口的广大

地区。战后，《新华日报》太行版在《评

八路军豫北大捷》一文中，称“林南战

役是太行山上 3 年来继百团大战之后

最大的一役”。林南战役使林县南部、

辉县北部的敌人遭到毁灭性打击，巩

固了刚刚创建的林县、汤阴、汲县、淇

县、辉县抗日根据地，为八路军继续向

南发展打开了局面。

林
南
战
役

■
孙
志
云

“家里有一本土布包裹起来的医

书 ，是 红 军 战 士 手 写 的 ，你 要 好 好 留

着。”这句父亲临终前的叮嘱，让湖南

省永州市蓝山县毛俊镇鹊峰村村民李

永红始终铭记在心。

去年夏天，李永红将珍藏多年的

医书捐赠给湖南革命军事馆。这本用

黑色棉线装订而成的医书，共计 158 页，

虽历经岁月沧桑，仍保存完好。泛黄

的书页上，繁体竖排的毛笔字迹清晰

可辨，工整地记载着伤寒、受暑、湿气、

中风、风痛、咳嗽、气喘等 30 余种常见

病症的治疗药方。这本倾注着红军战

士心血的医书，揭开了红军长征经过

蓝山的历史，见证了红军长征途中的

军民鱼水情。

1934 年至 1935 年红军长征期间，

多 支 部 队 曾 先 后 经 过 蓝 山 县 。 一 路

上，红军一方面要突破国民党军的围

追堵截，另一方面还要保持高强度急

行军。在极端恶劣的战斗环境下，红

军伤病员数量急剧增加。当时，一位

名叫“小于”（音）的红军战士因伤势过

重无法继续随军行动。当地村民李范

儒（李永红的曾祖父）冒着生命危险将

其秘密收治在家中，用中草药帮其疗

伤。李范儒出生于 1897 年，早年在云

南游历期间曾于中药房学艺，回乡后

以行医济世为业。他将小于藏匿于自

家阁楼中，用一堵假墙遮挡入口。大

约一周后部队开拔，由于小于伤势未

愈，带队干部决定让其继续留在李家

接受治疗。

在治疗养伤期间，小于与李范儒

结下深厚情谊。在一次长谈中，李范

儒感慨自己文化程度有限，许多珍贵

药方恐将失传。小于听闻，主动提出

自己可以帮忙将药方记录下来，整理

成册。就这样，在李家的阁楼上，展开

了一场特殊的文化传承：李范儒逐一

口述药方内容，小于则用毛笔认真记

录。经过半个多月的努力，一本手写

医书顺利完成。

在李范儒一家精心照料下，红军

战士小于很快恢复了健康。这本医书

原是小于为感谢李家而协助整理的，

临别时，小于坚持将完成的医书留给

李范儒，希望这本凝结众多医疗经验

的医书能为更多村民解除病痛。为把

这本手写医书保护好，把这段红色精

神传承好，李范儒及子孙都会将医书

作为重要遗物交由后人妥善保管。

如今，这本红军战士手写医书被

湖南革命军事馆收藏。李永红希望以

这本医书为载体，讲述好红军时期军

民鱼水情深的故事，让长征精神代代

相传，成为激励人们奋进的强大精神

力量。

手写医书见证鱼水情深
■王希明 白莉娟

伟大胜利的战略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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