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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战争年代，秦锡

爵是鲁西南“家喻户晓的传

奇侦察英雄”。他对党无限忠

诚，智勇双全，受组织派遣

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打入敌

人 内 部 ， 从 事 秘 密 情 报 工

作，把敌方大量的政治和军

事秘密源源不断地传递到我

党和我军手中，为鲁西南对

敌斗争的胜利作出了特殊的

贡献。

出色的地下情报员

1939年春夏之交，日军侵入山东
省定陶县，组织伪军，成立伪政权。为
了救民于水火，中共党组织先后派了一
些共产党员到定陶开展工作。1939年7
月，中共定陶特别支部 （简称定陶特
支）正式建立。在党的领导下，广大人
民群众满怀爱国热情，群众性的抗日救
亡活动蓬勃兴起。随着定陶抗日形势的
发展，为取得对敌斗争的主动权，定陶
特支大力开展对日伪军的情报工作，并
建立起有效的情报网络。

1939年底，定陶特支决定在位于
定陶、菏泽交界处，敌人统治力量薄
弱、群众基础较好、交通相对闭塞的邵
楼村建立党的地下交通联络站。特支在
邵楼村筹资开了一个手工卷烟厂作为掩
护，由游文斋、邵超群、孔耀坤等地下
党员负责，来往同志均以买卖纸烟为名
进行联络工作。

1939年初，孔瑾斋结识了进步青
年秦锡爵，并有意识地对他进行革命教
育，引领他参加一些革命活动，秦锡爵
出身贫苦，富有正义感，好打抱不平，
对共产党人的主张尤为钦佩。经邵超群
等考察，秦锡爵很快被吸收加入了联络
站，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其间，秦锡爵在环境极端险恶、条
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充分发挥自己的
聪明才智，在地下交通站进行了卓有成
效的工作。1941年3月，刚满19岁的
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日
伪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的“三光”政
策，定陶境内的封锁沟如蜘蛛网一般纵
横交错，再加上岗楼林立，我党的活动
更加困难，也更难隐蔽。因为很多陌生
人在邵楼这个小村过于频繁地走动，引
起村内一些地主的怀疑，地下交通站不
得不从邵楼村转移到人口较多的定陶县
保宁集，在继续“卖烟”的同时又开了
个杂货铺作为掩护。

为了广泛开展抗日活动，搜集敌人
情报，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中共定陶
特支派人打入敌伪内部开展工作，在不少
村庄建立了“两面政权”，并安排地下党
员担任敌伪政权中的乡长、村长，甚至区
长。秦锡爵受组织派遣，化装成卖货郎，
以走村串乡为掩护，前往各地，向地下工
作者传达党的指示，并从地下工作者手中
取得秘密情报，传送回党组织。由于敌人
搜查严密，秦锡爵在得到写有情报的纸
后，匆匆看过一遍便立即将纸销毁。由于
秦锡爵记忆力极强，在传递情报中从未发
生过差错，为此多次受到领导的表扬。不

久，组织上又把接送过往同志、运送印刷
品等工作交给了他，秦锡爵均出色完成了
这些任务。

打入敌人“心脏”

1943 年夏初，秦锡爵受组织派
遣，打入汉奸王子杰部。王子杰是当时
定陶县有名的大汉奸，此人早年当过兵
痞，也混过土匪，烧杀抢掠，无恶不
作。王子杰一面勾结国民党顽固派，被
任命为定陶县县长兼保安十五旅旅长，
一面公开投靠了日伪。为了讨好日伪，
他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在定陶县制造出
许多血案，当地群众对他恨之入骨，称
其为“三害”（日寇、兵乱、灾荒）中
的重要一害。

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秦锡爵“顺
利”地被编入王子杰保安十五旅特务团
下属的特务营，担任三连一排排长，并
积极开展情报工作。1943年 7月，王
子杰和日伪因为分赃不均发生火拼。
15日拂晓时分，日伪军 400余人突然
将王子杰的一个营包围。秦锡爵得到消
息后，立即率部快速迂回到日伪军背后
进行袭击，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激战，打
死打伤日伪军数十名，终将日伪军击
退。在这次战斗中，秦锡爵冲锋在最前
面，击毙日伪数人，因此受到王子杰的
赏识，认为秦锡爵“可担大任”。

但王子杰生性多疑，提拔秦锡爵
前，派人对秦锡爵进行了一番精心“内
查外调”。结果他发现：秦锡爵一直在
本地长大，履历清白，为人忠厚，于是
就放心地将骑兵排排长这个位置交给了
秦锡爵。骑兵排担负着王子杰警卫排的
角色，秦锡爵自此成了王子杰的“贴身
护卫”，几乎天天不离王子杰左右，连
日伪顽派人对王子杰实施暗杀也被秦锡
爵识破。不久，王子杰便把他视为“心
腹”，让他住在自己的“心脏”——司
令部大院。秦锡爵表面虚与委蛇，暗中
搜集了王子杰部的大量情报，并通过联
络员将情报传送回根据地。同时，秦锡
爵在王子杰部中以特殊的方式广泛开展
工作，王子杰的几个重要团营长，都被

秦锡爵以拜把兄弟、交朋友等方式“笼
络”住了。秦锡爵经常用日伪袭击王子
杰部作为实例，告诫这些人：投靠日
伪，最终只会落得个“被过河拆桥的下
场”，“你们是中国人，不能投靠日本人
当汉奸，更不能专干欺负自己家乡父老
的事儿，省得落个千古骂名”。秦锡爵
的话在王子杰部官兵中产生了一定反响
——在后来的反摩擦战斗中，不少王子
杰部官兵采取了“消极作战”的态度，
甚至刚见到八路军便“一触即溃”。

智擒王子杰

不久，王子杰利欲熏心，公然勾结曹
县日伪军，准备进犯抗日根据地。秦锡爵
很快获得了详细情报，并通过联络员及时
传递给了党组织。中共鲁西南地委和军分
区得到这份情报后，立即决定集中力量，
消灭这股定陶县最大的汉奸武装。

接着，组织上通知秦锡爵，立即搞
到王子杰部4个团的布防以及武器装备
的详细情况。秦锡爵接到任务后立即行
动，会同其他打入王子杰部的我方地下
人员分别将 4 个团的情报秘密搜集起
来，再由秦锡爵汇总。几天后，组织上
派一位地下交通员大姐以媒婆的身份来
到王子杰的司令部说要给秦锡爵提亲。
两个人当着王子杰交谈，其间，秦锡爵
偷偷将事先准备好的情报交给了大姐。
中共鲁西南地委和军分区通过对秦锡爵
送来的情报进行分析研究，很快制定出
具有针对性的作战方案。

1945年4月5日，攻歼汉奸王子杰
部的战斗打响了。八路军鲁西南军分区
第十七、十八团和定陶县、曹县的县大
队将王部包围在裴河、谢庄等几个村
庄，于拂晓发起进攻。战斗一打响，秦
锡爵和其他地下党员便朝空中放枪，并
大喊：“八路军来了，快跑呀！”说着就
带头向王子杰部机枪阵地跑去。机枪阵
地上的敌人见“自己人”跑了过来，不
敢开枪，随后赶来的八路军指战员立即
攻入。敌人没了机枪掩护，更加乱作一
团，2000 余敌人没放几枪就当了俘
虏。王子杰率残部慌忙突围逃走，不

久，秦锡爵也带着几位地下工作者“归
队”。

4月中旬，八路军鲁西南军分区部队
会同地方部队，发起第二次讨伐王子杰
部的战斗。经过两次打击后，王部只剩
下1000余兵力。4月底的一天，王子杰
带领300余人外出抢粮，夜里住在碱常
店。秦锡爵以巡查布防情况为由，骑马
离开了王子杰，将这一情报派人送交军
分区首长。军分区立即派部队包围了碱
常店，并消灭了王部。战斗中，秦锡爵
命令骑兵排“掩护”，自己带着王子杰骑
马狂奔，在甩掉其他人后，一拳将王子
杰打于马下，生擒了王子杰，并通过喊
话，迫使骑兵排残敌20余人缴枪投降。

解放战争中坚持敌后游击斗争

抗战胜利后，秦锡爵告别了地下工
作，任定陶县陈集区武装中队副队长。
1946年6月，蒋介石挑起内战，派国民
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冀鲁豫军区党委
号召干部“区不离区、县不离县”，坚
持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斗争。为了打击
敌人的反革命嚣张气焰，秦锡爵带领区
中队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多次深
入敌占区打击国民党伪政权，半年内作
战数十次，击毙、抓获了敌人大小头目
40余人，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根据地群
众的革命斗志。

1947 年 8 月，国民党军侵入定陶
县，陈集区中队奉命转移到郓城县黄安
一带活动。为了摸清定陶县的敌情，区
委派秦锡爵等人潜回定陶侦察。当秦锡
爵等到达定陶县大何庄时，与大股敌人
遭遇，激战中，秦锡爵断后掩护战友撤
退，由于寡不敌众，不幸被捕。

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
秦锡爵始终坚贞不屈，丝毫没有动摇。
敌人气急败坏，将秦锡爵杀害于定陶县
朱集村北，牺牲时年仅25岁。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给予他高
度评价，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秦锡爵为
革命烈士。

（作者单位：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
人民武装部）

战斗在敌人“心脏”的传奇侦察英雄秦锡爵
王贞勤

1948年3月，人民解放军山东兵团
在胶济铁路西段取得周张战役的胜利
后，基本摧垮了国民党军在胶济线上的
防御体系，切断了济南、潍县国民党军
队的陆地联系，孤立了潍县地区的国民
党守军。山东兵团首长根据中共中央指
示，集中54个团的兵力，迅速发起潍县
战役。

当时，潍县县城及其外围据点的守
军，有国民党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兼整
编四十五师师长陈金城部的 4 个正规
团，加上两个保安旅(6个团)和其他土
顽武装，共4.7万余人。潍县县城分为
东西两城，中间隔着白浪河，有多座石
桥连通。敌人在县城内外设有3道“半
永久性的防线”：第一道防线设在城市
外围，筑有几十个独立据点，据点周围
设有地雷阵和多重障碍物；第二道防线

为四面城关，筑有高3米、厚4米的土
城寨，城寨外边又埋设了1000多个地
雷；第三道防线在两城城垣，城墙外壁
高 11 米至 13 米，内壁高 13 米至 16
米，城基厚9米，城头厚4至6米，上
面布有电网以及各种火力点。敌人对此
防御体系十分自信，称其为“鲁中堡
垒”，还宣称要“击破共军的围攻”。

针对敌人的防御体系，解放军首长
决定采取稳扎稳打、逐次歼敌的方针，
制定了“首先分割潍县与昌乐等地的联
系，消灭外围和四关守敌，夺取攻城阵
地，随后集中主力先攻西城，再夺东
城”的作战计划。

4月2日开始，解放军切断了潍县
的对外联系，随后完成了对潍县县城的
包围，并袭占县城近郊的飞机场、火车
站、发电厂以及城外制高点，缴获敌人
运输机两架。

战至18日，解放军攻克了敌人外
围据点50余处，并攻取了城关。在此
期间，青岛、济南的国民党军派出3个
师又5个旅的兵力从东西两个方向增援

潍县，沿途遭到解放军打援部队的节节
抗击，付出了伤亡 7000 余人的代价，
也无法接近潍县。

在肃清外围守敌后，解放军随即停
止攻击，一面休整，一面通过隐蔽挖掘
交通壕等战术逐步向城墙迫近。这一行
动不仅麻痹了守敌，连援敌也产生了错
觉，宣称解放军“伤亡甚大，放弃攻城
企图”，还开会庆祝“潍县解围”。

23 日夜，进攻西城的战斗打响。
解放军炮兵部队集中火力猛烈轰击敌人
阵地，随后爆破组对城墙进行爆破，用
120公斤炸药经过50分钟的连续爆破，
在城北城墙上炸开了一个突破口。九纵
二十七师七十九团首先登城，和守敌展
开激烈争夺，击退了敌人的十几次反
扑，并迅速向东西两侧发展。24日上
午，后续梯队相继登城，冲入城内，和
敌人展开巷战；与此同时，城南解放军
部队也突破城墙。激战至当夜，解放军
全部占领西城，守军大部被歼，残部逃
至东城继续顽抗。

26日夜，解放军攻城部队突入东

城，激战至27日12时，解放军占领了
整个潍县县城。部分敌人侥幸逃出县
城，在路上被解放军城外部队截歼。陈
金城化装潜逃，途中被解放军俘虏。潍
县县城解放后，周边守敌随之溃散。4
月29日，困守在安丘的国民党军队向
南逃窜，被解放军追歼。4月30日，被
解放军渤海军区部队包围的昌乐守敌近
万人企图分路突围，结果被解放军消灭
在城外。国民党山东保安第三师1500
余人好不容易逃窜至寿光，被解放军追
上并歼灭。至此，解放军彻底肃清了潍
县地区的守敌。5月1日至8日，各路
国民党援军得知潍县被攻克的消息，纷
纷撤退。

此次战役，解放军共毙伤、俘敌
4.6万余人，并争取潍县和诸城自卫队
等1600余人起义投诚。潍县战役的胜
利，拔掉了敌人的“鲁中堡垒”，切断
了济南、青岛之间敌人的联系，铲除了
潍县周围数十个县、镇的反动武装，使
胶东、渤海、鲁中三大解放区连成一
片。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发来贺电，
中共华东局、华东军区召开了庆功祝捷
大会，表彰参战部队中涌现出来的英雄
集体和个人，授予九纵队二十七师七十
九团为“潍县团”，所属八连为“潍县
战斗英雄连”，四、五、七连为“潍县
战斗模范连”光荣称号，一、六连和特
务连荣立集体一等功。

解放军勇破国民党“鲁中堡垒”
贾晓明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
人民的讨伐声中死于北京。6月7日
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任命蔡锷为四川
督军，熊克武为重庆镇守使兼五师师
长，派刘伯承任九旅参谋长，1920
年10月，又任命刘伯承为五师主力
第二混成旅一团团长。

刘伯承作战勇敢，他常对部下
讲：“现国事垂危，人民倒悬，我恨
不得扫尽贪官、污吏和他们的走狗。
至于个人安危，自立志革命以来早
已置之度外。”他的部下为他失去右
眼感到惋惜，他却说：“脑壳落了都
不怕，丢个眼睛算个啥哟！”刘伯承
在战前必亲临第一线了解敌情，查
看地形，甚至一个小土坡、一条干
河沟都牢牢地记在脑子里。他常常
是不思饮食，不顾疲劳，时常一整
天都忘了吃饭。战斗一旦打响，他
指挥若定，反而像无事一样，吩咐
军需官：“快给我下碗挂面来，打几
个鸡蛋。”熟悉刘伯承脾气的部下都
知道，大凡此时指挥官已是胸有成
竹了。

1921年，北洋军阀吴佩孚派其
精锐部队段其树旅进驻宜昌，准备入
川。这时，熊克武已经辞职，但仍控
制第一军，继任“川军各军总司令”
的刘湘为达到其借北洋军之手消除第
一军的目的，命令刘伯承率第二混成
旅孤军驰援宜昌。刘伯承率第二混成
旅赶到宜昌后，根据北洋军不善夜战
的特点立即乘夜袭击段旅，并亲自带
队冲入敌营同敌军展开夜战。双方激
战一昼夜，北洋军溃败，刘伯承指挥

第二混成旅乘胜追击，将该旅全部歼
灭。吴佩孚闻信大为震惊，急调主力
增援，并亲自到宜昌督战。正当双方
相持不下之际，刘湘见自己的如意算
盘破产，即令刘伯承率第二混成旅撤
回下川东，与吴言和。

1922年7月，刘湘自以为羽翼已
丰，便自称“四川靖难军总司令”，
命第二军军长杨森率3万多人开赴下
川东，企图一举消灭第一军。第一军
被迫撤至距顺庆（南充）100多里的
杜家岩。刘伯承闻讯后由成都赶到杜
家岩任第一路军指挥官，组织部队乘
夜向第二军反击。黑暗中，第二军两
个团不明地形，竟发生混战。刘伯承
闻讯后抓住时机指挥部队攻入敌阵，
获得胜利。第二天拂晓，熊军全面反
攻，敌军大乱，刘伯承指挥一军穷追
不舍，势如破竹，第二军在大竹虎耳
岩刚建立的起防线也被攻破，一直败
退到夔门。夔门有一处天险南天门，
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杨森军据险死
守。刘伯承亲临前线，率领部队仰
攻。第二军官兵听说刘伯承打来了，
顿时作鸟兽散，向夔府河边争渡，二
军二师师长唐式遵抓了一块门板泅渡
才逃脱性命。刘湘见大势已去，逃出
重庆回到他的老家大邑县去了，杨森
顺河东下，逃出四川，投靠了吴
佩孚。

刘伯承在两次“下川东”战役中
全歼北洋军段其树旅全部，重创刘湘
的第二军，表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
很快以足智多谋、英勇善战成为第一
军中举足轻重的青年将领。

青年刘伯承两次率部“下川东”
吕传彬

1939 年日伪占领山东莘县后，
伪军头子刘仙洲被日军任命为“模范
县长”，率部驻守莘县县城。不久，
中共莘县县委委派共产党员范永堂
等人打入敌人内部，在刘仙洲的伪
军中发展了多名共产党员，并建立
起地下党支部。经过多年工作，地
下工作者在莘县伪军中争取了一部
分力量。

1944年，随着抗战形势进一步
好转，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向敌人开展
了局部反攻。春季攻势后，八路军冀
鲁豫军区和冀南军区于5月合并，成
立了新的冀鲁豫军区。随后，冀鲁豫
军区军民向敌人发起更加迅猛的攻
势，接连收复了大片地区，将敌人伸
入根据地腹心区的封锁线和据点一一
摧毁。

1944 年 7 月，根据范永堂等提
供的情报，冀鲁豫军区七分区司令员
赵健民在程营召开军事会议，具体研
究了夺取莘县县城的作战方案。

7 月 31 日夜，赵健民指挥新八
旅二十二团、军分区基干团和各县基
干大队秘密来到莘县县城外，并做好
了战斗准备。同时，赵健民派出一个
连和部分地方部队，分头埋伏在距莘
县城 10 公里的公路两侧，据守要
点，并挖断公路数处，防止敌人乘汽
车来增援。

8月1日零时30分，在范永堂等
的策应下，八路军主攻部队首先从西

城门进城，按照预定计划分别扑向敌
人各住所，与此同时，地下党员赵缙
绅等人夺取了全城制高点——燕塔的
控制权。

八路军突击连进城后，由范永堂
带路一路奔向伪军保安司令部。由于
当夜下雨，突击连身穿雨衣跟在范永
堂身后一路前行，因此顺利通过敌人
岗哨，很快来到伪保安司令部。战士
们不放一枪就解决了伪军“突击队”
和“剿共班”，活捉了伪军司令兼县
长刘仙洲。八路军各部得到消息后，
同时向城内四个中队的伪军驻地发起
进攻。敌人失去指挥，顿时乱了阵
脚。战至上午10时，县城内伪军被
八路军全部歼灭。

当天下午，赵健民接见了被俘虏
的刘仙洲，向他宣讲了政策，并要求
他奉劝城外据点的伪军投降。刘仙洲
立即给王化、张屯、马厂、十八里
铺、赵庄等据点的伪军写了劝降信，
并跟随八路军敌工科指战员到各据点
外喊话。各据点的伪军看到大势已
去，除少部分溃散外，大部分纷纷
投降。

此次战斗，八路军消灭敌人100
余人，俘虏伪保安司令以下 2000余
人，缴获迫击炮1门、轻机枪12挺、
步枪1000余支、短枪100支、掷弹筒
10余个、迫击炮弹300发、掷弹筒弹
600余发、步机枪弹50万发。敌人储
藏的几百万斤小麦也被缴获。

打莘县，八路军擒贼先擒王
佟雪辉

1937年9月，川军第二十二集团
军出川抗战。1938年 1月，该部到
达山东。

当时，邹县以南两下店被日军占
领。第二十二集团军于2月13日向
两下店等地发起攻击，突破日军阵
地，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同时派出一
二七师第七五七团开赴曲阜、邹县之
间的敌后山区开展游击战。

该团前进途中，派侦察员化装进
入邹县县城，打探到2月14日 （农
历正月十五元宵节）曲阜的日军护送
高级军官到邹县参加一个重要活动这
一情报。得到报告后，七五七团决定
在曲阜和邹县中间的九龙山附近打一
个伏击战，消灭这股日军。

2 月 14 日，天下起了小雪，七
五七团秘密进入邹县至曲阜公路两侧
的伏击阵地——分别埋伏在小雪村和
凫村附近。上午 10时许，日军 3辆
汽车沿曲邹公路南下，离开曲阜没多
远，便进入伏击圈。指挥官一声令
下，埋伏官兵枪弹齐发，向日军猛烈
射击。当先的小轿车被手榴弹击中，
后面的日军汽车开足马力，企图冲出
包围圈，结果陷入陷阱。日军只得跳
下汽车迎战，很快被七五七团官兵包
围。经半小时激战，七五七团全歼这
股日军。并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3
支、手枪 3 支，汽车 3 辆，军用地

图、文件、作战资料等文件。
当天午后，据侦察员报告，从邹

县县城驶来一辆大卡车，车上有数十
名日军，沿曲邹公路飞驰而来，估计
是来救援已经被消灭的日军的。七五
七团立即高度戒备。当日军汽车开到
凫村村口时，发现公路已被破坏，立
即下车抢修公路。七五七团指挥部见
状，立即发出攻击信号，早已埋伏在
道路两端的伏兵先将公路封锁，切断
了敌人的退路，并集中火力向敌人猛
烈射击。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打
得手足无措，乱作一团。团指挥部随
即命令向敌人发起冲锋。七五七团官
兵跃出战壕，迅速向敌人猛扑而去，
与日军展开肉搏战，很快就结束了战
斗。共击毙日军25人，缴获轻机枪1
挺、步枪18支、大卡车1辆、报话
机1部、军用地图1套和敌军后方通
讯联络要图1张。

日军在小雪村、凫村被伏击全歼
的消息传到曲阜、邹县日军司令部
后，日军大为震惊，派出200余人分
乘多辆卡车，由曲阜向小雪村赶来，
意欲报复。七五七团占据有利地形，
给日军以迎头痛击。敌人在遭伏击后
仓皇败退，龟缩进曲阜城，在日军后
续大部队到来前再也不敢出来。七五
七团趁此时机按计划转进到山区进行
游击活动。

川军七五七团一日内两次设伏歼敌
郑学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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