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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军民包围赤城

1 945 年，随着大反攻的到来，
八路军冀察军区司令员郭天民，政委
刘道生根据上级指示，对部队下达了

“拔除赤城外围各点，进而占领赤
城”的命令。根据这一命令，八路军
平北部队及地方武装在军分区司令员
詹大南等的领导下，先后拔除了兴仁
堡、龙门所、样田、云州、镇宁堡等
日伪据点，将日伪军压缩到赤城县
城。城内伪军人心浮动，惶惶不可终
日，部分伪军秘密向八路军敌工人员
输诚，表示愿意起义，协助八路军克
复赤城县城。但由于不慎走漏消息，
这些人被日军抓捕杀害。

8月上旬，八路军平北军分区部
队和地方武装包围赤城，并做好了攻
城准备。由于形势变化，围城八路军
部队奉命前往张家口对敌作战，留龙
（关）赤（城）县支队等地方武装和
民兵，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协助下，继
续包围赤城县城。8月 1 5日，日本
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夜里，驻赤城
县城的日军连夜开赴张家口投降。八
路军平北军分区随即向留在赤城县城
的伪军、伪县政权人员发出最后通
牒，命他们立即放下武器投降。

伪、蒋合流，负隅顽抗

就在此时，赤城县伪商会会长白
耀珍突然跳了出来，宣称自己是国民
党战区司令蒋鼎文和流亡北平的国民
党察哈尔省党部派驻赤城的“察东五
县 （赤城、龙关、怀来、沽源、延
庆）先遣军司令、党务督导员、行政
专员”，要伪军和伪县政府听从他的
调遣，在国民党军到来之前“负责维
持治安”，拒绝向八路军投降。他还
拿出一堆委任状，将赤城县城内的各
级伪军军官、伪政权官吏全部“晋
升”，并拍着胸脯保证国民党正规军

“随后就到”，让他们“放心”抵抗城
外八路军地方武装。这批利欲熏心的
伪军军官和汉奸相信了白耀珍的鬼
话，自以为有了靠山，又觉得城外并

非八路军正规部队，于是让城中伪军
打起国民党“冀察战区挺进军第十三
纵队”的招牌，拒绝八路军的最后通
牒，并恭请白耀珍出任“少将司
令”，指挥守城。

白耀珍上任后，立即将伪县政府
人员组成“维持会”，监视、镇压城内居
民，同时命伪军威逼群众加厚城墙，还
在城墙上大肆构筑工事，增加火力点，
妄图以此抵抗八路军地方部队的进
攻。为了防止八路军发动夜袭，白耀珍
还自作聪明地命伪军抢夺百姓的棉花
和煤油放在城墙上，彻夜照明。

八路军平北主力部队在克复张家
口后，又迅速收复了天镇、兴和、宣化、
新保安、怀来、延庆、永宁和龙关等地，
消息传来，给赤城守敌震动很大。白耀
珍害怕军心动摇，天天唠叨“国军马上
就到”给伪军打气，但效果着实不佳。
为了让伪军死心塌地地追随他守城，
白耀珍想到了一条毒计。

当时，龙（关）赤（城）联合县
敌工部副部长安宏达等人每日在城外
对敌喊话，为和平解放作努力。一
天，“维持会”会长（伪县长）张星
五在白耀珍的布置下，向城外喊话，
表示愿意投降，并请八路军派人谈判
投降细节。几天后，安宏达带三名同
志来到城下，与张星五继续谈判。当
一行按时来到约定地点时，突然遭到
埋伏敌人的突袭，一位同志负重伤。
安宏达沉着应战，命其他同志掩护负
伤同志撤退，自己断后。由于寡不敌
众，安宏达英勇牺牲。人民群众对白
耀珍恨之入骨，强烈要求八路军正规
军迅速回师，消灭龙城守敌，为死难
同志报仇。

詹大南率主力回到赤城，
精心部署攻坚计划

1 945年1 0月初，在取得一系列
胜利后，八路军冀察（刘道生）纵队
八旅二十二团（由平北军分区十团改
编）在旅长詹大南的率领下开赴赤城
县城，和围城地方武装会师，将县城
围得水泄不通。为保护城内百姓的生
命财产免受损失，詹大南派和白耀珍

相识的投降人员携带信件进城，对守敌
官兵进行政治工作。然而白耀珍却愚蠢
地认为，八路军两个月只围不打，多次
劝降，说明八路军没有攻坚的兵力和能
力，于是将劝降者抓了起来，还挑了几
个伪军里的“骂街能手”，躲在城上碉
堡里，对城下八路军战士出言不逊，疯
狂叫嚣“土八路来一个杀一个”。为惩
戒这些嚣张的家伙，詹大南当即调来掷
弹筒手向城上开火。只一发炮弹，顿时
就听不到敌人叫骂了。

经上级批准，攻城时间定于10月
14日。战斗打响前，詹大南会同各级
干部，对敌情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制定
了详细的作战计划。赤城县城北面靠
山，东南临水，当时，城外北山制高点
上有一座炮楼，白耀珍特意挑了一些双
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家伙在这里据守。由
于这里可以俯视城外情况，詹大南决定
先打掉这个炮楼，为攻城扫除障碍。为
此，詹大南调来刚刚缴获的山炮，并让
随山炮一起被俘虏的日本炮兵开炮，谁
知这个俘虏竟拒绝开炮。詹大南见状，
拔出手枪顶住俘虏的脑袋，手指炮楼声
色俱厉地大喊。俘虏虽不懂说些什么，
但立即乖乖瞄准，连开数炮，发发命
中，炮楼顿时被夷为平地。

赤城城墙高三丈六尺，底宽三丈，
顶宽一丈五尺，寻常炮火很难炸开。如
何打开突破口呢？詹大南从土地革命时
期红军用棺材装满炸药炸开敌城的办法
得到启发，决定先把地道挖到城墙下
面，将炸药放好引爆，炸开缺口。围城
军民立刻动员起来。地道口选在城西约
70米远的一座大院内，干部民兵200多
人，日夜奋战，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将地
道挖到城墙下。接着，负责爆破的同志
将300多斤炸药装在汽油桶里，连同缴
获的几枚日军炸弹一齐放进城墙下面的
地道，又接上双股麻绳用来拉火引爆。
13日下午，詹大南亲自检查了爆破准
备工作，天黑后，又组织民兵将附近群
众一律转移到安全地区，这才来到前线
指挥部，此时已经是深夜2时。

瓮中捉鳖

1 4 日上午 9 时，解放赤城的战斗

正式打响。詹大南果断打出旗语，下令
起爆。随着一声巨响，城墙被炸开了一
道20多米长的豁口。埋伏在附近的突
击队战士一跃而起，踩着被炸碎的砖石
迅猛扑向突破口仰攻。然而，意想不到
的情况发生了：由于碎石异常尖锐，而
碎石之间缝隙很大，城墙中的泥土又异
常松软，战士们向上攀缘非常困难。而
此时守城敌人已经赶到突破口，疯狂向
战士们射击。詹大南见状，一面命令停
止攀城，一面立即召集干部到指挥部开
会，研究攻城对策，最后决定，仍选择
从被炸开的城墙段突破；先集中火力打
击城上敌人，然后突击队员举着门板发
起冲锋——部分同志用门板在前面抵挡
敌人子弹，部分同志将门板放在碎石上
铺成道路，以利后续部队前进。

下午 4 时，战斗再次打响。八路
军 （包括此前的开炮俘虏） 用山炮轰
击，轻重机枪同时开火，交织成严密
的火网，充分压制住了敌人火力。突
击队迅速接近突破口，在碎石坡铺上
门板，不久便攻上城头，沿着城墙向
两侧敌人猛打，扩大突破口。白耀珍
还想垂死挣扎，高叫着“杀身成仁”，
命令各处伪军集中力量反扑突破口，
结果各处城墙反被八路军乘势突破。
詹大南接到报告，随即命令预备队加
入战斗，和聚集在突破口附近的敌人
主力展开激战。八路军攻城部队兵分
数路猛打猛冲，对敌分割包围，晚上
10 点各处枪声停止。1500 人的守敌，
被毙伤 700 多人、俘虏 600 多人。有
100 余人侥幸逃出城外，也被詹大南
部署在城外的地方武装消灭。汉奸、
国民党“先遣军”头子白耀珍和伪县
长、国民党维持会长张星五等悉数被
八路军活捉。

10月 1 6日下午3时，赤城县城人
山人海，红旗招展，八旅在这里召开解
放赤城军民祝捷大会。战士们与获得解
放的赤城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共同欢庆赤城的新生。詹大南等部队首
长为英雄连队和战斗英模授旗戴花，会
场一片欢腾。

（作者系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县
政协文化文史学习和教科卫体委员会
主任）

詹大南率部打赤城
蒲润洲

1 945年初，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根
据中共中央“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
区”的战略方针，对敌人展开猛烈的
春、夏季攻势作战。在取得东平战役、
安阳战役的胜利后，7月下旬，冀鲁豫
军区又集中一、七、八分区主力，九分
区炮兵连及骑兵团，军区特务团及四
分区一部分武装发起阳谷战役。

阳谷县城是敌楔入冀鲁豫中心区
的坚固据点之一，战略地位十分重
要。据侦察，阳谷县城高三丈，外有
两道外壕、一道鹿砦；城墙上设有三
层火力；此外，守敌在城内西南和西
北分别筑有核心工事，可谓易守难
攻。守敌系伪华北治安军第四集团军
九团及伪阳谷县警备大队，另有在八
路军打击下逃入该城的伪寿张、朝
城、莘县等警备大队和一批反动会道
门成员，总数近 5000 人，配有轻、
重机枪，迫击炮和掷弹筒等武器。

为了克复阳谷县城，冀鲁豫军区
制订了周密的作战方案：第八分区为
攻城部队，由分区五、六、七团，九
分区炮兵连及八分区地方武装组成，

归分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万里、副
司令员何光宇指挥；以第七军分区部
队攻取堂邑，进逼聊城；以第四军分
区部队在临清外围进行牵制作战；以
第一军分区部队控制聊(城)阳(谷)公
路中段，阻击聊城可能出援之敌；另
以一部兵力扫清阳谷城外据点。战斗
开始前，八路军地方武装在夜间多次
袭扰阳谷县城，迷惑、麻痹敌人。

7 月 20 日，曾思玉率分区五、
六、七团和基干团、直属特务连、炮
兵连、九分区炮兵连及阳谷、寿张、
范县、莘县、朝城等县基干大队开抵
阳谷，于当夜8点完成对阳谷县城的
包围，各部队随即按照部署，开始紧
张的迫近作业和强攻城垣的准备工
作，根据地广大群众在干部党员带领
下纷纷赶来支前。与此同时，八路军
其他参战部队也分别进入指定位置。

21 日 2 时，八路军攻城部队发
起了试探性进攻。敌人慌忙迎战，并
投入预备兵力拼死抵抗。攻城部队经
过两次火力侦察和多次现场勘察摸清
了守敌城墙工事及火力配置，及时调

整了部署：炮兵抵近射击，击破城墙上
的敌人火力点；轻重机枪手和特等射手
组成火力队，交替封锁敌人的射击孔和
活动目标；各连在民兵的支援下，夜以
继日地进行土工作业，向城墙方向挖了
约200米长的交通壕，直通城壕下，掩
护突击队、梯子组、投弹组、爆破组安
全进入已挖好的掩体和掩蔽洞内；朝城
基干大队等地方武装也夺取了阳谷城外
围据点。

7月25日凌晨，八路军突击队在密
集火力掩护下，采取“多处突击、重点
突破”的战法，从五处同时攻击，一举
将城墙攻破，并击退守敌多次反扑，迅
速向纵深发展。8时，八路军各部已陆
续入城，和敌人展开巷战。

敌人为阻止八路军前进，慌忙派出
身穿画着“八卦”图案肚兜的会道门会
众，高叫着“刀枪不入”，顺着街道疯狂向
八路军冲来。为避免不必要的杀伤，八路
军指战员及时调整战术，改强攻为利用
民房逐步推进。经过短暂战斗，不仅攻入
了阳谷伪县政府，还发现并击毙了正在
叫嚷“身不过火”（枪打不死）的会道门头

子，会道门会众顿时作鸟兽散。残敌
见状，只得退入城西南和西北两处据
点，企图固守待援。实际上，冀鲁豫
军区打援部队早已击退了聊城出援的
日伪军，并乘胜攻克了堂邑县城以及
多处敌人据点，阳谷守敌已成“瓮中
之鳖”。不久，西南据点里的敌人，就
在八路军敌工部人员喊话争取下停止
了抵抗，先把日本顾问押送出来交给八
路军当“见面礼”，然后放下武器，徒
手走出据点投降。

为迅速攻克敌人最后的据点，曾思
玉集中了多挺轻重机枪、山炮和炸药运
抵前线，加强攻坚力量。7 月 26 日拂
晓，八路军向敌人核心工事发起了总
攻，炮兵和爆破组将敌人据守的高墙炸
开了一个3米多长的口子，突击队在机
枪手和“神射手”的掩护下蜂拥冲入敌
阵，将敌数百人压缩在一个狭窄的小院
子里。敌人组织了7次反扑，均被八路
军击退，一名大队长也被击毙。残敌企
图登上房顶逃跑，被八路军阻击火力拦
住，死伤大半，其余纷纷举手投降，伪
团长绝望中举枪自杀。9时36分，阳谷
战役胜利结束。

此次战斗，不仅铲除了鲁西腹地的
敌伪中心据点，摧毁了阳谷及逃亡阳谷
的寿张、朝城、莘县4个伪县政府，更
解放了阳谷、朝城、莘县全境，扩大了
根据地，使冀鲁豫军区第一、七、八，
三个军分区连成一片，为随后的全面反
攻创造了条件。

阳谷战役八路军一举铲除四个伪政府
贾晓明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
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赢得了抗
战的全面胜利。八路军平北主力
部队在克复张家口后，又以秋风
扫落叶之势，先后收复了天镇、兴
和、宣化、新保安、怀来、延庆、永
宁和龙关等广大地区。但就在此
时，驻赤城县城的伪军在国民党
特务的指使下，不仅拒绝投降，还
杀害前来劝降的八路军干部，公
然对八路军武装挑衅。对此，八路
军决定，坚决消灭这伙继续与人
民为敌的民族败类。10月 14日，
八路军围城部队在詹大南的指挥
下发起总攻，一举攻克赤城县城，
全歼伪军和国民党特务。本文作
者为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县文化
文史学习和教科卫体委员会主
任，以河北省档案馆馆藏的相关
史料为基础撰成此文。

八路军克复赤城县城八路军克复赤城县城

1 947年，在解放军西北部队集中
力量消灭胡宗南部之际，国民党青宁

“二马”集团趁机进犯陇东地区。5月21
日，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解放军
西北野战兵团兵分三路，挥师陇东，将
对敌作战的主要矛头指向国民党青宁

“二马”集团。在彭德怀指挥下，解放军
迅速突破陕甘两省边界，到达陇东的
怀安、悦乐、合水一线，展开攻势作战。

当时，华池县悦乐镇由“青马”骑
二旅三团驻守。西北野战兵团迅速敲
定了解放悦乐的作战方案：由新编第
四旅担任主攻，陇东独立团华池游击
队等地方武装配合作战。方案既定，西
北野战兵团随即快速穿插，将悦乐镇
包围得水泄不通，中共华池县地方武
装力量配合封锁了悦乐东南西北各方
的大道小路。

按照既定部署，解放军指挥部设
在悦乐镇东南8公里的张方塬，炮兵部
队用骡马驮着山炮、掷弹筒、榴弹炮摸
黑上山，将阵地设在李家峁塬畔和梁
家塬。另在新堡东西山间及悦乐镇西
南山岭要道岔口处部署了打援部队。

据侦察，盘踞悦乐镇的马步芳部
骑二旅三团，主要兵力驻守在镇西的
李家湾西山的掉巴梁、元讨山上，装备
精良，设有暗堡、战壕，工事较坚固，但
山下李家湾村只有一个连驻守。为了
迷惑敌人，悦乐镇战斗打响前的五六
天，根据中共陇东地委指示精神，地方

游击队天天在悦乐镇四周袭扰敌人。直
到战前，敌人听到枪声，还认为是地方游
击队在戏弄他们，防备日益松懈。

5月30日零时，李家峁、张方塬、梁
塬分别打出的三颗信号弹腾空而起，战
斗打响。解放军仅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就
摧毁了驻守悦乐镇及李家湾“马家军”的
防线，敌人大多被歼，残敌被驱赶到西山
阵地，凭借居高临下的地势和精良的武
器装备继续负隅顽抗。解放军遂将敌人
团团围住，逐步缩小包围圈。

到凌晨5点多，解放军将“马家军”
最后的 600 余人围困在西山的掉巴梁
上，并发起政治攻势。在劝说无效后，解
放军前沿指挥员经请示总部，令李家峁
和梁家塬重炮轰击敌人阵地。一阵重炮
之后，敌人死伤大半，重火力基本失去作
用。西北野战兵团主攻部队立即开始冲
锋，一举攻上山头，全歼守敌。

天亮后，战斗胜利结束，游击队、县
区干部和群众配合主力部队很快打扫清
理战场。这次战斗，打死打伤“马家军”
300余人，活捉马步芳骑二旅少将副旅
长陈应泉、上校团长汪韬以下 1500 余
人，缴获战马394匹及大批武器弹药和
物资装备。

在悦乐镇战斗中，华池县群众在县委
的领导下，积极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派人
为部队作向导送情报、担任警戒；在战斗
中干部群众冒着枪林弹雨救护伤员送饭、
送水、送弹药，保障了战斗的顺利进行。

解放军西北野战兵团力克悦乐镇
刘志洲

1 924年1 月，孙中山在共产国际
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改组国民党，确
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局面形成。

为帮助孙中山领导的广州革命政
权组建政治性、纪律性强的新式军队
和军事院校，苏联政府陆续派军事专
家到达广州。1924 年 5月，巴浦洛夫
到广州担任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海
陆军大元帅大本营高等军事顾问，但
两个月后，巴浦洛夫不幸溺亡。苏联政
府又派时任驻列宁格勒第一集团军司
令的布柳赫尔将军前来接替。

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留赫
尔是红军著名将领，他出身于农民家
庭，15岁外出谋生，当过学徒、工人，
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多次开除。第一次
世界大战爆发后，布柳赫尔应征入伍。
他作战英勇，多次身负重伤，被认为不
再适合当兵而被迫退役。此后他加入
布尔什维克，参加十月革命。苏俄国内
战争时期，他表现出过人的军事才能，
曾指挥红军多次击溃白匪军和叛乱武
装。因战功卓著，布留赫尔很快晋升为
将军，被委以军政要职。

1924 年 1 0 月，布留赫尔奉命赴
广州。为隐匿行踪，他以“流亡白俄”身
份进入中国。在办理护照时，工作人员
问写什么姓氏，他说：“我妻子（在哈尔
滨长大）叫加琳娜，就写加林吧。”工作
人员未听清，就随手填写了“加伦”。从
此“加伦”这个名字就成了布留赫尔在
中国的称呼。

到达广州后，加伦将军成为孙中
山及后来的国民革命军的军事顾问团
团长，广州政府总军事顾问。其间，他
和中国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通力合

作，协助主持军务大事，制定战略方针，
更积极推进黄埔军校的建设工作……其
非凡的军事天赋、过人的智慧以及平易
近人、严于律己的作风很快赢得了极高
的声望，“加伦”这个名字不仅越来越为
中国人所熟知，还引来了西方列强的关
注。曾有法国记者将加伦这个名字音译
成法语名字加以报道，致使列强怀疑是
法国在暗中支持孙中山，搞得法国总参
谋部赶紧解释说：翻遍了法军档案，也没
查出有这个人。

1925年7月，加伦因患重病回国休
养。1926 年 5 月，他重返中国协助北
伐。其间，他协助制定战略方针，并多
次亲临前线贯彻作战计划，还乘飞机亲
自侦察敌情，为北伐的胜利作出了重要
贡献。随着国民革命军的推进，加伦

“无伦走到何处，都要受到人们的热烈鼓
掌欢迎”，“加伦这个名字已在中国人当
中成了代名词，他们把所有的苏联顾问
都称作加伦了。”

加伦将军名字的由来
刘晓可

我从空军第八航校仪表专业毕业
后，于1951 年 8月被分配到空军十
五师四十五团一大队二中队当仪表
员，随部队参加抗美援朝作战。

当时有一种说法，把我们这些仪
表员称为“飞行员的眼睛”。我深感
仪表员工作重要、责任重大，所以不
管天寒地冻，我在维护仪表时都一丝
不苟，精心检查，不放过任何一个疑
点，并时时告诫自己：任何时候，小
心不为过，确保仪表处于百分之百良
好工作状态。

我们空军机场在安东(现在的丹
东)一线。飞机一般只能在正常气象
条件下起飞。但即使遇到异常天气，
地勤人员也要守在飞机旁待命。每天
天亮前，我们检查，使飞机处于“战
斗状态”。

在检修和管理过程中，很多工作
一个人是忙不过来的。于是电器员、
仪表员和无线电员编为特设组，共同
负责飞机的设备维护。当时，每架飞
机配备一台起动车，以保证飞机同时
起动、同时起飞。起动车是电器员管
的，光靠电器员一个人是根本无法管
好的。因为4部起动车要同时起动4
架飞机，所以在战备期间，特设组的
每个成员都是固定分管一部起动车
的，大家都能积极主动干好，确保飞

机按时、安全出动。
为了战备需要，特设组的电器员、

仪表员和无线电员一有时间就聚在一
起，相互教授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和技
术，真正做到“专业有分工，工作不分
家”。每位技术人员在努力学习本专业
知识的同时，一有空就向学习其他两门
专业的同志学习。其间，我在其他同志
的帮助下，掌握了电器员、无线电员在
飞行前、飞行后的检查内容，学会了电
器员装飞机电瓶的工作，学会了无线电
员换晶体、调整电台的工作。

除上述工作外，我们还有一项特殊
“工作”，就是“对抗”严寒。我曾两次
参战，时间都是隆冬和春寒时节。为了
对抗严寒，我和战友们不仅要学习对抗
严寒的各种知识和技能，还要准备齐全
的“装备”：工作服是皮毛的，工作鞋
是高筒的毡毛靴，还有皮手套。如果不
进座舱操作时，手套可以御寒，但如果
进座舱操作排除故障，我们就不能戴手
套了。有一次，我在座舱内排除氧气泄
露的故障，需要拆装氧气减压器，我左
手扶着减压器，右手拧螺帽，左手的4
个手指紧贴在氧气导管上。等故障排除
好，我回到室内一看，发现握导管的手
指起了一片像珍珠似的泡。此后，我和
战友们又掌握了一个御寒知识：手冻到
也会起泡，于是各自加了小心。

我是“飞行员的眼睛”
蓝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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