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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朱殿封

1938年。
7月初的一天清晨，张一然随身带上枪弹，

独自从河北省南皮县董村绕路到庆云县，然后
转身由东向西走来。

9月中旬，仉鸿翰谨记哥哥仉鸿印的叮嘱，
离开家乡河北省盐山县仉小庄，跨过鬲津河由
北向南走来。

10月5日，李光远从宁津县起身，一路穿村
绕巷由西向东走来。

春节刚过，吕本支带领10名青年，从黄河
岸边济阳县启程，经过商河县城由南向北走
来。

他们从四面八方来到了同一个地方：乐
陵——— 冀鲁边区抗日军政学校。

冀鲁边区办“抗大”

黑云压顶。风丝不透。
处暑里“秋老虎”发威，热得夜睡人躺在

炕上翻烧饼。
午夜时分，乐陵城里蓦地窜出一彪人马，

他们偃旗息鼓，轻装简从，悄无声息地疾步西
行。似一阵风吹过，青纱帐发出沙沙声响，夜
猫子（猫头鹰）止住叫声，路边野兔仓惶钻进
草丛，惊奇地看着这支队伍呼呼走过。

后来在淮海战役中负伤致残的团政委刘文
正清楚地记得：这一天，是1938年8月25日（处
暑第二天）。当时他17岁。

这一天，刘文正和百余名八路军战士在永
兴支队二营六连周保才（一为周志飞）连长带
领下，去执行一项重要的特殊任务：前往鲁西
夏津县接应几十名抗日军政学校教官。

两年前，不满15岁的“小小鬼”刘文正在
陕西参加了“铁滚”——— 中国工农红军，当了
红二师政委肖华的勤务员。今年8月，肖华率领
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来到他的家
乡冀鲁边区。

抗日战争打响后，冀鲁边区遍地燃起抗日
烽火，边区民众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纷纷
拿起刀枪抗日杀敌。到1938年底，抗日武装发
展到1 . 5万多人，乡村党支部、农救会、青救
会、妇救会、儿童团纷纷建立。随之存在的问
题凸显出来：部队人员多数由农民、学生、教
师组成，间杂三教九流人员，其成分复杂，思
想复杂。战士抗战热情高，但不会打仗，不懂
战术，干部不懂训练和管理部队，急需提高军
事和政治素质。再就是部队严重缺乏干部，制
约了战斗力。因而，在挺进纵队到来之前，第
31支队和先期到达冀鲁边区的永兴支队，已着
手举办抗日干部培训班、军政训练大队。然
而，因缺少教官，影响培训质量。

肖华到达冀鲁边区根据地了解情况后，立
即从纵队直属机关和永兴支队抽调部分干部充
实到各部队，同时确定仿效延安“抗大”，在
纵队司令部驻地乐陵兴办冀鲁边区抗日军政学
校，培养军队和地方工作干部。纵队向一一五
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求援，派优秀干部
来担任教官。师部同意了请求，提出，这些干
部身经百战、文武兼备，是革命的宝贵财富，
他们前来途中要通过敌人封锁区和津浦路，必
须确保他们的绝对安全。因此，必须派出部队
前往接应。肖华与参谋长邓克明、政治部主任
符竹庭等同志反复研究，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周
保才连长。因为肖华的爱人王新兰也在这次调
配干部之中，刘文正受命参与了这次行动。

从乐陵前往夏津县有两条路，一条是南路
经过德平（现为临邑县德平镇）、陵县、恩县
（现为平原县恩城镇），一条是西路经过宁
津、吴桥、德县（现为德州市德城区）、恩县
或武城县。纵队领导分析，南路近，但沿途党
组织和地方抗日武装力量薄弱，民众基础差，
一连人长途跋涉中一旦遭遇敌人，没有接应，
容易闪失。西路较远，但沿途一半路程地带是
抗日根据地，相对安全。由此，选择了走西
路。

行前，肖华、符竹庭嘱咐周保才：“这次
任务特殊，没有告诉沿途地方党政组织和武
装，你们单独行动，遇到敌人尽力避开，非打
不可不要恋战，绝对保证教官们安全。”周保
才立正敬礼：“首长放心，一定完成任务！”

接近中午时分，周保才率队行进到宁津县
西面王圃囤村附近，前方传来几声枪响。侦察
员气喘吁吁跑来报告：“连长，有敌情！有一
股‘小红门’的红枪队在村头路口跟侦察班接
火了。”

当地“小红门”人数众多，组织的红枪会
投靠日伪军，如果被他们纠缠住，会很快引来
驻扎在宁津县城和津浦路一带的日伪军，那样
情况就严重了。红枪会不经打，但是今天打它
不是时候。周保才当机立断：“机枪班！”

“有！”“你们靠近了红枪会突然开火，打他
个措手不及，全体战士随后跟进冲过去！”
“是！”

“哒哒哒、哒哒哒”，枪声爆响，突如其
来，十数个红枪会员倒下去，其他人随即乱作
一团，四处逃避。枪声戛然而止，“哗”地刮
过一阵旋风。待惊魂未定的红枪会员回过神
来，周保才他们已无影无踪。

越过津浦路，走出二三十里，又遭遇冯二
剥皮手下一股顽军的阻击。周保才考虑战士们
经过半夜半天强行军已经疲惫，甩开敌人绕路
而行，对这一带地理情况不熟悉，若敌人尾追
堵截，将造成被动。当下上策就是打退敌人，
直冲过去。两强相遇勇者胜。周保才指挥一排
正面吸引、压制敌人火力，命令二排、三排从
两侧包抄过去，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经过一
个多小时激战，敌人溃退。

周保才带领战士赶到夏津八路军驻地。师
部首长了解了路上经历，又增派一个连护送教
官。9月2日早晨，战士们身披霞光，迎着朝
阳，兴高采烈地高唱着《八路军进行曲》大步
走进乐陵城：“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
坚定的方向！苦斗十年锻炼成一支不可战胜的
力量。一旦强虏寇边疆，慷慨悲歌奔战场；首
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游击战，敌后方，铲
除伪政权；游击战，敌后方，坚持反扫荡；钢
刀插进敌胸膛。巍巍长白山，滔滔鸭绿江，誓
复失地逐强梁。争民族独立，求人类解放，这
神圣的重大责任，都担在我们双肩。”

随后，冀鲁边区军政训练大队改为抗日军
政学校开学了！由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符竹庭
任校长，曾庆红任副校长，朱子伟任教育长，
学制由1个月一期改为3个月一期。

我们是抗日者的先锋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
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
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
肃、活泼，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
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
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
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抗日者的先锋！”

嘹亮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从古城乐陵
丁字街头东侧中学校园里飘出，飞向广袤的枣
乡原野。来自八路军、地方抗日武装、边区党
政基层和友军的战士、爱国知识分子、热血青
年们，在军校上午学习，早晨、下午军训，晚
上讨论。他们怀揣一个共同的目标：把日本鬼
子赶出中国去！

学习艰苦而快乐。
马冲（建国后曾任广西农业厅林业处处长

等职）对此记忆犹新：“当时没有自己的政
权，军队大部分时间打游击，随处筹粮食菜
金，规定指战员与学员同样，每人每日小米一
斤，青菜一斤，猪肉五钱，油盐各三钱，每月
每人津贴猪肉一斤或黄烟半斤的折价金，每年
单衣两套，棉衣一套，每月布鞋一双，毛巾一
条，两月一双袜子，一季一把牙刷牙粉，棉被
一般三年一床，棉衣被换季时交公。”

“那时我们的学习条件非常困难，课本只
有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是铅印本，也很
难得到，其余如游击战术、马国瑞同志的抗日
民运原则、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讲话等，则
全靠特委机关和部队政治部用手刻蜡纸油印。
刻印的小册子，字小而密，却非常精美清晰，
本子小巧易藏。得到一本大家争相传抄，以读
为荣，当时求知若渴而得一识一息却不易，所
以读后印象很深，讨论也更认真。”

清晨，学员全副武装在枣
林里排兵布阵。列队、展开、
卧倒、匍匐前进、瞄准、射
击、投弹、冲锋、刺杀……
“抗战已发生，大炮响连声，
前方我弟兄，勇敢杀敌兵，拿
一把青龙大刀显威风，活活像
关公。天色正黄昏，大炮刚刚
停，前方我弟兄，冲杀鬼子
兵，看他们一个一个脸发青，
刀下送了命。男的上前线，妇
女随后跟，男的去打仗，妇女
看伤兵，你看那男女老少齐上
阵，痛杀鬼子兵。男女齐上
阵，痛杀鬼子兵，杀声喊连
天，打败日本鬼，你看那老头
小孩齐欢呼，胜利真光荣！一
二三四！（《抗战歌》）”

上午，操场上400多名学员列队席地而坐，
鸦雀无声，聆听肖华司令员作《放弃武汉后的
形势与当前的紧急任务》报告。肖华讲到关键
处挥动着手臂：“同志们，武汉失守后，日寇
更向纵深扩展，敌军战线拉得越长，越力不能
及，越有利于我军开展敌后游击战。同时也要
看到，日寇为了保住占领区，下一步可能要以
重兵回师扫荡。目前我们的任务是，克服一切
困难，坚定必胜信心，打垮日、伪、顽匪的四
面围攻，借打胜仗迅速地发展抗日武装；大批
培养军政干部，提高战斗力；宣传党的抗日救
国政策，放手发动民众，依靠民众，逐级建立
抗日民主政权，发动一切抗日力量，坚持敌后
游击战争，争取最后胜利。”

中午，毒辣的太阳晒爆了大地。一声哨
响，学员冲出宿舍奔向操场。教育长朱子伟已
经风纪扣紧扣、身板笔直、立正站在烈日下。
学员们知道，大雨滂沱、风卷飞雪天气里中午
的哨声，多数是朱子伟吹响的。朱子伟高声
说：“同志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它前一个名字叫红军，我们是劳苦大众的队
伍，目标是解救全中国劳苦大众。现在，日本
鬼子强占了我们的国土，眼看要亡国亡种，我
们绝不当亡国奴！八路军是抗日救国的先锋
队，你们是先锋队的排头兵。同志们要发扬红
军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不怕苦、不怕死
的革命精神，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练身骨，
练意志，练本领。练兵场上多流汗，到战场上
就少流血。”

李光远终生难忘：“为了锻练学员，一夜
行军五六十里，次日又夜行军八十余里，连续
两夜的长途行军，人困马乏，不少人脚上磨起
了泡，有些害怕吃苦的人开了小差。副校长曾
庆红、教育长朱子伟召开大会讲话，勉励学员
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勇敢前进。同时公布愿
意回家者，允许回家。凡回家者，另列出一
队，随即离开了队伍。对多数留校的学员，进
行了整顿。”

晚上，豆油灯下，学员们分组讨论、交流
学习体会。“小鬼子占了大半个中国了，我原
先发愁，啥时候才能把鬼子打出中国去呀。听
了符（竹庭）校长讲毛主席《论持久战》的三
阶段，我心里算真亮堂了：持久战跟两个人撂
跤一样啊，开始咱身子骨弱，撂不过对方。随
着不断长劲儿，两人撂个平手了。接续着再长
劲儿，就把对方撂倒了。”

“啥叫游击战？邓（克明）参谋长讲得好
啊，游是走，击是打，游而不击是逃跑，击而
不游是拼命，这两个办法都不行。‘敌驻我
扰，敌疲我打，敌进我退，敌退我追’，这16
字诀把游击战术说到家了。”

“还有王（国华）主任讲的兵民是胜利之
本，咱们八路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有老百姓支
援咱们，瞧着吧，一定能打败小鬼子。”

锣鼓敲，琴弦奏，学员自编自演文艺节
目，校园充满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的气氛。文救会主任吕器创作的《难民参军小
调》搬上舞台：

左手拿着个瓢哟，怀中婴儿抱，举家逃
荒，就把饭来要。

“你家住在哪里？”
“家住在山东省，乐陵城正东，我的庄名

叫‘高廷’。”
“老乡，你为什么来要饭？”
“同志们，你问那干甚么？提起这事来很

伤心，止不住两眼泪纷纷。”
“去年的夏天，大水波浪翻，满地的庄稼

全被大水淹。”
“这水是谁放的呢？”
“问水是谁放，都是那小东洋，鬼子放水

淹了地，使得遍地闹灾荒。”
“你们要饭，要到何处算一站呢？你们参

加八路军不好么？”

“同志们的一席话，提醒我梦中人，咱们
大家齐去参加八路军。”

“参加八路军，还不快走么？”
“走、走、走，干、干、干，赶走日本

鬼，大家得平安。”
文艺骨干燕明（建国后任上海市农委副主

任、党组成员等职）后来说：“那时候，学员
还直接参加边区的重大政治斗争。”1938年10
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来到乐陵，
他对国民党乐陵县长牟宜之参加抗日活动极为
不满，冲着牟宜之大发雷霆，拍着桌子申斥牟
宜之：“你是我的人，为什么要听共产党指
挥？！”牟宜之坚持立场，跳起来慷慨陈词
道：“我牟宜之长这么大只知道自己是中国
人，谁坚持抗日、为民众谋福利，我就听谁指
挥，把钱粮就送给谁，你就是把手指拍断了也
丝毫改变不了我的主张！”沈鸿烈恼羞成怒，
以升迁为名要强行带走牟宜之。

肖华对此早有预料，提前作了充分安排，
组织万人请愿挽留抗日县长牟宜之。燕明、石
青等军政学校学员按照司令部和边区特委部
署，围住沈鸿烈的轿车，高呼口号：“拥护牟
县长主乐！”“挽留主张抗日的牟县长！”
“坚持抗战，反对摩擦！”几百名白发苍苍的
老大爷、老大娘，跪倒在地，面对沈鸿烈卫兵
架起的机枪毫不畏惧。众怒难犯，沈鸿烈看难
以带走牟宜之，只得狠狠地把他推下汽车。学
员从中经受了锻炼。

冀鲁边区的“抗大”，是培养军政干部的
摇篮。从1938年7月到1940年3月，前后共办了7
期，一期最短的1个月，最长的3个月，最多的
一期学员1000多人，共培养了2000多名干部。这
期间，边区地方抗日武装发展到2万多人，党员
发展到2 . 5万人。1940年3月，肖华所部八路军主
力分8批从冀鲁边区转战鲁西、鲁南地区，从这
里带走了近2万名子弟兵。

驰骋疆场杀敌寇

1938年初冬的一天，河北省东光县县大队长
王哲走出冀鲁边区抗日军政学校大门，兴奋地边
走边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
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九一八，
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
乡，……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哪年，
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爹娘啊，
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

眼下，王哲再唱《松花江上》这首歌，心
情已由极度苦闷转为斗志昂扬了。

1937年5月，因叛徒告密，哈尔滨党组织遭
受破坏，正在外地“读书”的王哲接到“祖父

病危速归”的电报，躲避叛徒、日伪军追捕，
从黑龙江省来到河北省吴桥县焦庄他姐夫家。
王哲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如同天天生活在黑暗
中，他记不清一天里多少次悲愤地哼唱《松花
江上》。不久，王哲几经碾转找到了中共津南
特委负责人马振华，接上了关系，投入发动民
众参加抗日的工作。1938年9月，王哲入冀鲁边
区抗日军政学校学习。

今天学习结业了，王哲按照组织派遣，到
吴桥、德县、德平三边地区发展抗日武装。这
年冬天，王哲参与建立了德县“中华民族解放
先锋队”，担任大队长。第二年9月，王哲同抗
日军政学校学员、德县的武连鹏和德平县的张
龙组建了“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二游击
大队”，他任指导员。之后，王哲先后任德县
和东光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兼县游击大队长。
他率领游击队员在青纱帐里打伏击、交通要道
上埋地雷、打炮楼、拔据点、炸军火库，出奇
制胜，神出鬼没，打得日伪军寝食难安。

日伪军打不垮王哲领导的游击队，便拉拢
引诱，给王哲送来伪县长的委任状，被他当场
撕得粉碎。敌人又派一名伪军潜入游击队做内
线，王哲识破后将计就计。一次，他故意把作
战行动方案透露出来，那个伪军准时送出“情
报”。第二天夜晚，日军少佐中尾率大队人马
前来“清剿”。王哲布下埋伏，敌人刚摸进埋
伏圈踏响了地雷，游击队战士们冲向敌人，枪
声、喊杀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日伪
军遭到突然袭击，乱作一团，慌忙迎战。此战
打死打伤日伪军300余人，缴获敌人枪支500余
件，子弹数千发，大获全胜。日伪军对王哲恨
之入骨，贴出告示：“有斩八路王哲头来献
者，赏大洋1000块，生俘王哲来献者，赏大洋
2000块。”

1943年4月27日，王哲和东光县委书记李光
前率领县委、县政府机关干部和战士80余人，
在河北省东光县西大吴村被日本少佐中尾和大
汉奸李文成（吴桥、东光等5县“剿共”总司
令）的近千名日伪军包围。王哲组织战士奋勇
突围，刚刚杀出一条血路，又被冲上来的敌人
堵死。敌人饿狼般地扑来，王哲和战士们的子
弹打光了……终因寡不敌众，李光前、王哲等
60多同志壮烈牺牲。王哲英年30岁。

1938年12月，马冲在抗日军政学校学习结
业后，受冀鲁边区特委委派，回到临邑县组建
了中共七县（临邑、商河、济阳、齐河、禹
城、陵县、平原）工作委员会（简称“七县”
工委），他任工委书记。接着，白手起家组建
抗日武装。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经
过周密计划，1939年7月7日清早，由尚精贵、
何风岐、刘来魁、蔡德礼等人，化装成赶集的
农民向临邑城东门走去。走到城门前，正遇上
一个伪军开门上岗，几个人突然冲上前去，捉
住伪军，用毛巾堵住嘴，捆绑起来。由蔡德礼
看守，尚精贵同何风岐持枪飞快闯进伪军宿
舍，用枪口对准还在睡觉的伪军，大喊一声：
“不许动！”刘来魁等人上前把挂在墙上的枪
支摘下来，卸下枪栓捆在一起，命令伪军起来
穿衣服。就这样，一枪未发，俘获一个班的伪
军11人，缴获长枪十支，弹药一宗。

继而，马冲、尚精贵带人接连消灭了伪军
一个班和一个排，他们从开始的十几人很快发
展到80多人。7月下旬，打出了“抗日环城大
队”大旗。后来，这支近400人的队伍改编为八
路军鲁北抗日支队临邑县第一大队。1940年
春，在马云齐的带领下，随肖华司令员所率八
路军开往鲁西战场，成为威震敌胆的一支抗日
武装队伍。

李光远在抗日军政学校学习结业，一路西行
回到宁津县。八年抗战，他大部分时间在这块土
地上战斗，真可谓是走刀刃，踩刀尖，步步惊险。
回忆这段经历，他感慨不已：“1941年夏天，我被
任命为中共宁津县长兼县大队长。宁津是日伪军
的治安‘模范县’，驻有日伪军2400多人，敌人在
这里实施了所谓‘治安肃正’、‘总力战’、‘保甲制
度’等统治手段，对村民实行十户为甲、一村为保
的保甲制，甲设甲长，保设保长。村村设情报员，
村民都发良民证，实行连坐法。辅之以‘囚笼政
策’，全县821个村庄，设立了122个据点、岗楼；开
挖了220多华里深宽都是一丈五尺的洪沟，再用
挖出的土在沟边筑成一道高墙；修筑了46条总长
475华里的汽车公路。县境内据点林立，洪沟纵
横，公路如网，把根据地切成条条块块，使抗日武
装主力无法展开，小股部队都难以活动，企图把
抗日武装扼杀在‘囚笼’中。”

极端残酷吓不倒八路军英雄汉。李光远领导
县大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换下军装，隐蔽行
动。

他们在我方掌控的村庄实行“二五减租”、分
半减息、雇工增资、合理负担，赢得民众支持。

他们到近敌区村庄贴标语、散传单、演出抗
日节目，召集民众开会：“乡亲们，黑暗是暂时的，
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够打败小鬼子。”

他们发动民众开展打狗运动，便于抗日武装
夜间活动。

他们夜晚带上刀枪和手榴弹，摸到日伪据
点、岗楼前喊话：“伪军弟兄们，中国人不打中国
人，小鬼子在中国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不要死心
塌地给他们卖命！”

他们悄悄走进伪军家里做工作：“告诉你们
的亲人不要作恶，抗日政府和八路军建有红黑点
功劳簿，谁作恶就在上面记个黑点，谁帮助八路
军就记个红点。”

他们出其不意地突然出现在罪大恶极的汉
奸特务面前，杀一儆百，震慑敌人。

1944年8月1日，全县军民总动员，一夜即将
敌人用一年时间修成的洪沟、多年来建成的公路
干线和全部电话线，都进行了大破坏；将伪编乡、
保甲制、情报员完全解散取消了，户口册、“良民
证”统统收起销毁了，使敌人各个据点、岗楼都陷
入了孤立瘫痪状态。到这年初冬，宁津全境只剩
下5个据点，日伪的“模范县”彻底垮台了。

……
历经风雨沧桑，不变的是那段历史事实。几

十年后，学员辛国治（建国后任南海舰队副政委
等职）、王猛（曾任武汉军区副政委，国家体委主
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等职）等
将军说起冀鲁边区抗日军政学校饱含深情：“我
们在那里转变了世界观，由单纯的抗日爱国思想
转变为共产主义思想，学到了军事战术。这些学
员成为冀鲁边区党政军基层干部的中坚力量，在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啊，抗日军政学校，冀鲁边区抗日武装的
摇篮！

■ 大刀进行曲·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冀鲁边区的“抗大”共办了7期，培养了2000多名干部。学员在这里转变了世界观，学到了军事战术，成为边区党政军基层干部

的中坚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冀鲁边区抗日军政学校———

啊，摇 篮！

1938年9月肖华率部抵达乐陵县城，受到当地万名群众的热烈欢迎

渤海公校欢送部分学员参加军政学校学习时的合影

冀鲁边区的战士在表演文艺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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