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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殿封

遍野的枣树上的枣儿争先恐后涂红。
由司令员兼政委肖华率领的八路军115师东

进抗日挺进纵队开进枣乡乐陵县城。时间是
1938年9月27日。

“派兵去山东。”毛主席发令。肖华领命
来到冀鲁边区，与此前边区共产党人领导的
“第31游击支队”和先遣到达的曾国华、孙继
先部“永兴支队”会师，领导开辟抗日根据
地。

斗中求统 “会沈打鹿”

大好平原满目疮痍。八路军正经受四面暗
流涌动。

以乐陵为中心，北面，日寇收罗汉奸、伪
军拼凑建立河北省沧州伪政权，驻有日寇委任
的“华北自治联军副总司令”刘佩臣部；盐山
县有反动民团刘彦臣、刘彦芳、孙仲文部。东
南，惠民县驻有国民党鲁北行署专员兼保安司
令刘景良部。西南，德平县（现临邑县德平
镇）驻有国民党保安第五旅曹振东部；陵县有
勾结日寇的土匪于志良部。西面，河北省吴桥
县驻有国民党收编为“河北省民军第二路”的
地方民团张国基部。这几支队伍少则千人，多
者两三千人。他们中除了伪军刘佩臣部，多数
倾向抗日且又反共。另有多如牛毛的小股土匪
武装趁火打劫。

此刻，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和河北省
主席鹿钟麟秉承蒋介石《限制异党活动之办
法》的旨令，密谋策划组织“冀鲁联防”，不
断挑起限共、反共事端，妄图以软硬兼施、南
北夹攻的方式把八路军赶出冀鲁边区。

“有敌忽来；虽矢石至前；泰然自若。”
肖华冷静分析形势，对同志们说：“大敌

当前，我们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不管什么队伍，只要主张抗日，我们就联合；
谁破坏抗日，我们就针锋相对进行斗争。”据
此确定了“会沈打鹿”，斗中求统策略。

1938年深秋的一天，肖华根据八路军总部
关于“以抗日大计为重，尽量争取沈鸿烈抗
日”的指示，偕同国民党乐陵县长牟宜之前往
惠民县会晤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争取沈
鸿烈抗日。肖华深知工作艰难，因为此前他派
周贯五拜访牟宜之“摸底”，得知沈鸿烈前不
久给牟宜之写信：“务必统一军令政令于国民
政府，必须独揽党、政、军三权，一切事务不
容共产党和八路军插手……总而言之，务必使
共党、八路无法存身。要达到目的，必须心肠
狠，手段辣，做事绝。”

56岁的沈鸿烈没把22岁的肖华放在眼里：
一个娃娃也来和我谈判？

肖华一行离城30里，沈鸿烈派兵列阵示
威，企图吓跑肖华；肖华进城后，他避而不
见，打算气走肖华；肖华胸有成竹，不见“长
官”见民众，走上大街散发《给惠民各界慰问
信》，进医院慰问伤病，到学校讲演，惠民来
了八路军“娃娃司令”传遍全城。沈鸿烈见此
赶忙安排会见。

语来话往。肖华介绍冀鲁边区军民展开抗
战的大好形势，沈鸿烈非但不听，反而说：
“你们八路军防线在山西、河北一带，如今进
入山东，恐多不便。”

肖华柔中有刚，借力打力：“蒋委员长号
召全国：‘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
人不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的责
任’，沈主席对委员长的话还是要听的吧？”

沈鸿烈轻蔑地说：“我看你们是借用抗日
名义，积蓄力量，来扩大地盘吧？”

肖华义正辞严：“沈主席此话差矣。想必
沈主席心里清楚，贵党积极推行‘攘外必先安
内’‘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面对日
寇进攻不抵抗，大批政府官员携眷卷资逃离，
军队不放一枪望风而逃，把大片土地拱手交给
日寇。我党我军光明磊落，坚持抗日，浴血奋
战，把大片失地再从日寇手里夺回来，这也叫
‘扩大地盘’？”

沈鸿烈自知理亏，但仍狡辩：“乐陵是鄙
人治辖，还望肖司令不要染指乐陵政务，使省
府为难。”

肖华反驳说：“我军进驻乐陵，奉行国共
合作之政策，同全县父老风雨同舟，患难与
共，共同抗日，得到了各界民众的赞同和拥
护，这怎能叫‘染指乐陵政务’呢？”

这时牟宜之插话说：“沈主席，八路军兴
义师，锄奸逆，所到之处，民众无不箪食壶
浆，迎接抗日志士，卑职身为乐陵县长，并没
感到有不便之处。”

沈鸿烈听了，狠狠瞪了牟宜之一眼。
一番唇枪舌剑，沈鸿烈初次领教了“娃娃

司令”肖华的才干，双方达成抗日协议。
饭后，沈鸿烈找牟宜之谈话，许以专员职

务，以明升暗降手段削掉牟宜之的县长实权，
牟宜之当即婉言谢绝。

此时，鹿钟麟紧锣密鼓实施反共政策。他
召见民团头子孙仲文，委任为国民政府军第53
游击支队司令，为其拨款、配枪，专门成立一
个“官团”对付八路军。孙仲文派手下包围盐
山五区抗日政府，架设机枪威胁区政府制册交
印，听孙仲文指挥。继而扣押过往抗日工作人
员，活埋抗日干部。肖华派我冀南第六行署专
员、第六军分区司令员杨靖远交涉，劝阻孙仲
文停止反共无果。孙仲文怙恶不悛。

肖华决定拔“钉子”。第一次派杨靖远指
挥分三路攻打孙仲文部失利，杨靖远不幸牺
牲。肖华又派“挺纵”政治部主任符竹庭和周
贯五、崔岳楠出兵，1939年1月2日将孙仲文民
团消灭，建立第四区抗日民主政府。接着北进
拿下新海县，建立民主抗日政府，斩断了鹿钟
麟伸向边区的魔爪。

新中国成立后，被毛泽东称为“摩擦”专
家的鹿钟麟定居天津，他以普通公民身份积极
参与街道活动，再次被毛主席称为“街道工作
专家”。肖华见到鹿钟麟风趣地说：“我们是
不打不相识。”

策动万民请愿 挽留抗日县长
牟宜之随肖华面见沈鸿烈，沈鸿烈从他的

言行里判断：牟宜之积极抗日与共产党越走越
近。牟宜之的乐陵县长之职由沈鸿烈代表国民
政府任命，他岂容“自己的人”跟着共产党
走？

其实，沈鸿烈哪里知道，牟宜之已是共产
党的同路人。

一年前，牟宜之奔赴延安途中在西安被八
路军办事处“截留”，让他通过姨夫——— 国民
党元老丁惟汾的关系做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统战
工作。之后，他向周恩来提出愿回山东敌后抗
战。周恩来与丁惟汾商议，请他跟国民党山东
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打招呼，给牟宜之安排个适
当差事，沈鸿烈任命牟宜之为国民党乐陵县
长。

1938年5月牟宜之上任后，很快与共产党领
导的“第31游击支队”取得联系，说明自己是
抗日县长，支持共产党、八路军抗日。随后，
中共乐陵中心县委书记兼三路指挥杜步舟进驻
乐陵，他拨一个小分队给牟宜之负责警卫，送
给县公安局30条枪，抽调一批干部到县政府任
职。牟宜之接连干了剿匪、禁毒、抓汉奸三件
大事，乐陵百姓拍手称快。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克扣军饷，八路军经
费十分紧张。牟宜之将剿匪获得的钱和以前国
民党中宣部资助办《山东日报》的经费，全部
交给了八路军129师。刘伯承、邓小平、宋任穷
首长嘉奖牟宜之，说他“为党解决了大问题，
克服了大困难。”

沈鸿烈决定调走牟宜之。
肖华会沈不久，沈鸿烈致电肖华要来乐陵

洽谈政事。肖华预料沈鸿烈此行必有企图，但
又是争取沈鸿烈抗日的好机会，便一面准备接
待，一面安排布防。

这天，沈鸿烈带着国民党鲁北行署副专员
薛儒华及一个旅的兵力开到乐陵，他将其兵力
陈于乐南，与薛儒华乘坐银色轿车，以两辆大
卡车载一个排的兵力护驾，耀武扬威地进入乐
陵城，入驻县府。

乐陵各界抗日团体在南关搭台召开欢迎大
会，县城贴满了“欢迎沈主席抗日到底！”
“坚决拥护共产党八路军！”“坚持抗战，反
对摩擦”等红绿标语。参加大会的上万名民众
手持书写抗日口号的红绿三角旗，一早来到会
场。沈鸿烈登台围绕抗战讲了些冠冕堂皇的
话，话锋一转说要调牟宜之另有任用。这一下
好似一把盐撒进热油里，台下立即炸开了锅：
“牟县长不能走！”“坚决留下坚持抗日的牟
县长！”

沈鸿烈见情况不妙，赶忙离开会场，回到
县府还没坐稳就冲着牟宜之大发雷霆，拍着桌
子申斥：“你看把乐陵的老百姓弄成什么样
了？都被共产党赤化了，你也被赤化了，竟敢
收买人心，发动民众跟我作对，不要忘了，你
是我的人，为什么要听共产党指挥？！”

牟宜之毫不示弱，跳起来驳斥道：“什么
叫赤化？难道我与乐陵民众共同抗日就叫赤化
吗？你说我是你的人，天大的笑话，我牟宜之
长这么大只知道是中国人，怎么成了你沈鸿烈
的人？谁坚持抗日，为民众谋福利，我就听谁
指挥，把钱粮送给谁，就是你把手指拍断了，
也丝毫改变不了我的主张！”沈鸿烈没料到牟
宜之敢顶撞他，一时瞠目结舌，闭口无言。转
而，他许给牟宜之为省政府秘书主任，牟宜之
严词拒绝。

这时，乐陵镇镇长王世农（绰号大抓
鸡）、乐陵一区区长史兆庆、宋哲元的二弟宋
春元等各界代表十多人，挤到县政府客厅门
前，要求面见沈主席，挽留牟县长。沈鸿烈大
声斥责道：“你们凭什么挽留牟宜之？国民政
府的县长从来是上级任命，哪有民众说了算
的？”

王世农抢先回话：“报告沈主席，头顶青
天，脚踩黄地，当中就凭俺一颗赤淋淋的报国
之心，俺就要求留下牟县长。牟县长来到乐
陵，衣食俭朴，清廉刚正，压抑豪门，明断诉
讼，灭奸除霸，民心安定，百姓感德，有口皆

碑，他是俺乐陵百姓的大恩人，请沈主席留下
牟县长领导俺们一同抗日。”

“报告沈主席……”“报告……”，史兆
庆、宋春元等代表争相述说牟县长的功绩，一
个个情真意切，乃至声泪俱下。沈鸿烈一看再
纠缠下去没有好结果，气急败坏地向牟宜之呵
斥道：“立即随我回省府！”

一旁的薛儒华指令身边两个马弁，挟持着
牟宜之，强行推上汽车。

沈鸿烈的汽车开到县城南关，乐陵县动委
会主任王国华带领上万名民众挡住去路。燕
明、石青等抗日军政学校学员围住沈鸿烈的轿
车，茨头堡区武委会主任肖风山领着300多人围
住第一辆卡车，冀鲁边区妇救会宣传部长冯玉
卿和乐陵县妇救会主任李允明等带领青年妇
女、教师、学生围住第二辆卡车。众人高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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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号声震天
动地，吓得沈鸿烈胆战心惊，他下令朝着人群
开车。

“咕咚”！拥在车前的几百名白发苍苍的
老大爷、老大娘跪倒在地，哀求沈鸿烈留下牟
县长。沈鸿烈命令卫兵在车上架起机枪，民众
毫不畏惧，不少男青年怒目圆瞪，撸起袖子，
逼视着车上士兵。冯玉卿挤到轿车旁愤怒高
呼：“沈主席的枪是打鬼子的，不是打老百姓
的！”“拥护牟县长主政乐陵！”众人齐声附
和，喊声此起彼伏。沈鸿烈见众怒难犯，只得
狠狠地将牟宜之推下汽车，狼狈地逃出民众包
围。

牟宜之眼含热泪，在民众簇拥下回到县
府。

这天，乐陵县城像过节一样，庆祝斗沈挽
牟的胜利。

沈鸿烈回到惠民，气得砸桌子摔板凳，连
声说“一生没遇到过的三大耻辱”：“一是叫
老百姓给包围了；二是牟宜之这个不懂事的孩
子跟我跳起来了；三是让肖华那帮小娃娃说得
我无言以对。”

嗣后，牟宜之脱离国民党，走上抗日战
场，任泰山支队支队长。1939年春赴重庆随周
恩来工作一段时间后，跟随邓颖超去延安，受
到毛主席勉励和朱德总司令接见。同年9月应肖
华请求，牟宜之重返冀鲁边区，他赋诗《由延
安到冀鲁边》抒怀：“月明却照汉秦关，回首
微茫九点烟。事业尽抛封豕尾，河山犹待伏龙
肩。行间骑坐戎衣窄，酒畔谈兵战血鲜。鹤唳
风声惊日夜，扬鞭策马驰幽燕。”

把握“三有”反“摩擦”

树欲静而风不止。
1938年12月中旬，蒋介石调遣石友三、高

树勋的第十军团从鲁南进入河北省南宫县一带
冀南地区，配合鹿钟麟对抗日军民制造“摩
擦”。同月下旬，高树勋率暂编第一军移师他
的家乡盐山县。蒋介石想利用高树勋以乡土情
谊笼络人心，孤立、排挤八路军，但又怕他与
八路军接近，特地委派鲁北国民党党部主任、
鲁北保安部队政治处主任、CC派分子马皋如任
军政治部主任，监视高的行动。

佃农出身的高树勋曾给刘伯承当过副官，

跟随冯玉祥参加反蒋的“蒋冯阎中原大战”，
他的部队因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而受排挤。高树
勋因倾向抗日，与石友三貌合神离。肖华分析
认为，高树勋是团结的对象。他说：“我们要
以主动姿态欢迎高军北上抗日，协助高军搞好
粮食供应，争取中间派、孤立顽固派。马皋如
等反共分子若搞‘摩擦’，予以‘有理、有
力、有节’的坚决回击。我们的各级武装也要
严阵以待，以防不测。”

高树勋部抵达盐山县旧县镇，八路军机关
召开欢迎大会，肖华代表边区抗日军民致欢迎
词，将八路军129师刘伯承师长写给高树勋的信
转交他手。信中列举石友三、张荫梧、侯如
墉、朱怀冰等国民党部队同室操戈，在敌后制
造“摩擦”的种种事实，恳切地劝戒高树勋认
清形势，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要与石、张、
侯、朱等辈为伍，成为民族的罪人，遭国人的
唾骂。

肖华趁热打铁说：“日寇占我河山，杀我
同胞，掠我财产，在这民族危亡系于一旦之
际，还望高军长摒弃党派之争，秉持民族大
义，与八路军携手共赴国难。”

高树勋平时有点口吃，他慢吞吞地说：
“贵我虽属两党两军，但同属中国，外寇来
犯，理当同心御敌，高某愿与贵军联手抗
日。”

肖华和高树勋商定，双方交换抗日军事情
报，划分抗日阵地。高部驻扎盐山、庆云交界
处，肖华、邓克明、符竹庭数次前往与他交换
对抗日形势的看法，阐述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高树勋请肖华、符竹庭来军中作形势报告，他
们讲得深入浅出，有条有理，在其部队中引起
热烈反响。

阴云与阳光同行。
马皋如等反共分子见不得八路军与高军合

作，暗里策划一个个阴谋：
——— 在宁津县组建“河北保安第二总

队”，由鹿钟麟委任大地主王淮川为大队长。
——— 拉拢收买高树勋，保荐高的内兄刘松

龄任国民党宁津“二政权”县长。随即组建了
庆云、盐山、南皮等7个县的“二政权”，与已
有的中共抗日民主政府作对。

——— 刘松龄、王淮川网罗惯匪高华胜等亡
命徒，策反宁津抗日县大队三连连长刘福明叛
变。1938年12月25日夜间，十军团“二总队”大
队副梁连成、土匪高华胜任正副总指挥，刘福
明策应，冲进抗日民主政府大院，打死打伤10
余名抗日县政府工作人员和战士，逮捕政府秘
书盖津源，抢走枪支50多条，砸开监狱放跑土
匪罪犯数十人。抗日县长李毓贞越墙脱险。

肖华等敏锐地意识到，这是马皋如图谋挑
动八路军与高军发生冲突的前奏。研究决定，
从抗日大局出发，不与高军正面冲突，消灭保
安队匪徒“杀鸡儆猴”，给马皋如一个迎头痛
击。1939年1月下旬，肖华派曾国华率支队将
“保安第二总队”打得屁滚尿流，王淮川负伤
逃亡，俘获梁连成、高华胜和叛徒刘明福，救
回盖津源。八路军在乐陵县城西关召开群众大
会，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阴谋，处决
了这三名主犯。

马皋如不是省油的灯。
1938年，冀鲁边区庄稼几乎绝收，来年春

季发生罕见粮荒。肖华率领八路军与边区群众
一样吃糠咽菜，共渡难关。马皋如趁机在军中
煽动与八路军对立情绪，操纵“二政权”在高
军掩护下进入八路军管控区域到处催粮派款。
群众激愤，编歌谣说：“八路军，英雄汉，打
得鬼子团团转。十军团，不抗战，光向百姓要
白面。”百姓拒缴，就遭毒打非刑。刘松龄带
着高军一个排闯到宁津二区（柴胡店镇）要粮
要钱，逼死区长李武训（一写李务勋），活埋
了三区（杨盘镇）区政府的王希思等3名同志。

是可忍孰不可忍！
性格刚烈的三区区长崔益民（原名齐耀

庭）无比愤慨，赶往司令部向肖华请战。肖华
忍住愤怒制止说：“顽固派的目的就是以此激
怒我们，使我们与友军分裂。小不忍则乱大
谋，不可意气用事。我们的任务是团结抗日，
一致对外，还是要尽最大努力争取友军，反对
分裂。”肖华把崔益民留住数日消气。

肖华找高树勋交涉，高树勋心虚嘴硬，起
初矢口否认说：“肖司令，属下报告是贵军士
兵不守纪律，与我方抢夺粮食，我正想找你
呢。”

肖华原则面前不退让，他列举高军在庆
云、盐山、南皮、宁津等县种种胡作非为、危
害百姓、扣押抗日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据理
力争，既苦口婆心又理直气壮：“高军长，眼

下无数百姓宁肯自己饿肚子，吃野菜啃树皮，
吞食观音土，甚至宁愿自己饿死，省下救命粮
给八路军和贵军吃，他们是指望我们把小鬼子
打出中国去，不当亡国奴，过平安日子。”

“高军长，你当知道‘筷子兄弟’的故事
吧？面对河山沦丧，面对同胞无日不流血，我
们不能像‘筷子兄弟’当初那样相互抱怨，更
不能相互残杀，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而
应该像‘筷子兄弟’后来那样和睦相处，抱团
抗日呀。一双筷子容易折，十双筷子折不断
呀。高军长，军粮供应困难，应按约定与抗日
政府协商解决，不能擅自抢粮。”

肖华晓以大义，高树勋心内感慨：共产党
大仁大义，他们过去那些年从来没有怕过国民
党，现在怕从何来？还不是为了抗日救国才如
此委曲求全吗？于是口气软下来说：“肖司
令，过去的事情有些说不清，咱就不追究了
吧。”

肖华把握时机，诚恳地说：“高军长，我
此行就是为解决问题而来。”最后，高树勋答
应：一、在各地抗日政府协助下，解决军粮问
题；二、立即放回被扣的抗日政府工作人员。

国民党顽固派马皋如等人制造“摩擦”再
次失败。

肖华大义解救高树勋
节气进入小暑。
1939年7月12日拂晓，宁（津）、乐（陵）

交界的前、后宁寨枪声大作，日伪军突袭高树
勋部队防地。

日军从年初开始“扫荡”冀鲁边区抗日根
据地。肖华指挥八路军运用游击战、运动战的
战略战术，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使鬼子随时
遭受“无影拳”。高树勋则沿用国民党军队那
套老战法，既不肯东奔西走作战略转移，又不
愿化整为零缩小目标，常常是几千人的大军扎
堆，行动迟缓，因而在善化桥、刘背津、罗张
家三次遭受日伪军袭击。为此，肖华多次劝他
改变战略战术，他不听。6月初，高树勋在乐陵
城北臧家村一带与日军激战9小时获胜，便有些
大意。

7月上旬，占据乐陵的日军宫泽文雄探知高
树勋军部驻在前、后宁寨，调集沧县、南皮、
东光、宁津、乐陵等5个县的1000多名日伪军，
于11日深夜扮作运盐蓬车队，连闯三道关卡、
岗哨，悄悄包围了高树勋部，黎明敌人从四面
发起攻击。

此时，高树勋手下只有李春克一个旅和周
树一个团约2000余人，分住在前、后宁寨和相
邻韩家等村，别处的部队来不及集结。高树勋
措手不及，仓促率部阻击。日军来势凶猛，武
器十分精良，兵士作战凶悍，一度攻破村庄东
门。危急关头，高树勋调青年手枪营顶上去，
打退敌军。高军凭借丈余高的村庄围墙顽强抵
抗，急令驻在附近村庄的部队救援。驻五纸坊
的三个连和驻韩家的一个连欲向军部靠拢接
应，被日伪军阻击打散。

高树勋孤注一掷，下令突围，日伪军火力猛
烈，两次突围未成。两军鏖战一天，高军人困马
乏，弹药不足，力量渐渐不支。日军官见此，派人
喊话，要高树勋投降。高树勋勃然大怒：“我堂堂
中国军人，七尺男儿，只有战死沙场，岂有投降之
理！”高树勋一面下令部队死守，一面向驻守吴桥
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张国基、德平的曹振东发报求
援。张、曹为保存实力，拒不增援。

高树勋那个气呀！此时虎落平川，能奈他何？
全军危机！高树勋没法，给肖华发电求

救。驻在宁津县龙潭村的肖华接报，立即带领
部队急行军50多里，深夜一点多钟赶到前、后
宁寨外围，两点钟从北面展开猛攻。高树勋见
援兵来到，下令部队冲锋。日伪军腹背受敌，
不明虚实，拂晓紧急撤围。战后清点战果，仅
八路军就消灭日军60多人，伪军100多人，击毁
汽车4辆，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200余支和其
他部分军用物资，生俘两名鬼子。

时任《烽火报》出版科长孙学文（新中国
成立后任宁津县双碓联中校长）记述：此战十
军团将士牺牲100余名，村民牺牲70余人，炸毁
房屋80余间。

危难见真情。高树勋由此看清了共产党、
八路军是真正抗日救国，对抗日友军是真诚相
待，认识到搞反共“摩擦”没有出路。此后，
高树勋转移到三营盘驻防，他致信肖华，感谢
八路军救援，表示：十军团决定不执行蒋介石
的反共指示，与八路军合作共同抗日。41岁的
高树勋与22岁的肖华从此结为忘年之交，他将
自己一支心爱的手枪送给肖华，请肖华到他的
军队里宣讲《如何开展游击战术》。8月，高树
勋毅然率部队撤离冀鲁边区，其附属的“二政
权”随之垮台。我党派入高军的秘密政工人员
李恒泉、李向平、林恒非、何靖、于立平、姚
守诚撤出，回到边区党政机关。

1945年10月，高树勋率部在河北省邯郸前
线起义。1953年，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高树
勋，说：“树勋同志，你在我们最困难的时
候，帮了我们的大忙，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
记你的。”

1961年11月10日，时任河北省副省长高树勋
到宁津县视察水灾情况，专程来到韩家村，祭
奠22年前在那场同日本鬼子战斗中牺牲的国民
党军的20多名将士。其情实为可敬。

■ 烽火八年 山河壮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刀盗

肖华对沈鸿烈借力打力：“‘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的责任’，沈主席席对委员长的话还是要听的吧？”

对高树勋晓以大义：“一双筷子容易折，十双筷子折不断，面对国破家亡，我们应该像‘筷子兄弟’那样和睦相处，抱抱团抗日呀。”

肖华：挺进冀鲁边导演“筷子兄弟”

八路军115师师部在山西孝义县年头村合影(前排右七位肖华)

1939年肖华(前排左一)在鲁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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