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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社会活动家、地质学家丁文
江早年留学日本，通晓日文，早在
1919年巴黎和会时期，就对日本军国
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有所认识。此
后，随着对日本认识的逐步加深，丁文
江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更
是担忧。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
了九一八事变。丁文江接连发表文章，
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告诫国
人“全面的侵华战争迟早要发生”，同时
指出，“日本的实力不是无限制的”，“长
期抗战拖垮日本，应是可行的良策”。

丁文江还向北平各高校青年学生
发表演讲，呼吁青年积极参与“抵抗日
本，收复失地”的斗争，同时指出，“抗日
救国……是要有长期的决心和努力，才
能够有成效的”。

丁文江还接连发表文章，对国民党
政府的对日政策表示不满，认为国民党
当局在九一八事变中存在“很大的失
策”，“若是依然以苟安为目的，这是最
下流的自杀政策”。他还力劝蒋介石“立
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共同抗日，并提
出改革中国高等军事教育、培养新式军
事人才的建议，蒋介石不予采纳。

不久，国民党在南京秘密成立了一
个“国防设计委员会”，丁文江被聘为该
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兼矿冶专门委员。
其间，丁文江提出：“与其以国防为前
提，不如以经济为目的。前者虽是直
接的，效果是很有限的；后者虽是间

接的，影响是很可靠的。”并积极投身对
中国的矿产资源进行调查研究、制定开
发计划的工作。

1935年，日本企图侵占华北。华北
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原料和能源基地，一旦
华北失陷，长江下游以及东南沿海的用煤
将会出现十分短缺的局面。丁文江为此积
极推动江南运煤铁路的建设，并前往湖南
调查粤汉路一带煤矿储量与开采现状。

12月7日上午，丁文江来到湘潭谭
家山煤矿考察。一路上，他坚持徒步前
进，沿途考察岩层，仔细测量其倾角及
走向并进行了详细记录。到达谭家山
后，他并不休息，立即对谭家山进行地
质考察。

午餐后，他又要求下矿洞考察。当
时正值冬季，但矿洞内温度很高，即使
穿着单衣也会很热得汗流浃背。出洞
后，丁文江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湿透。由
矿坑洞口到工作室尚有一定距离，丁文
江到达工作室后，已经被冻得瑟瑟发
抖。随行人员劝他赶紧洗个热水澡，稍
作休息。丁文江仅烤了烤衣服，便立即
投入工作，结合调查数据，又总结出该
煤矿的开采改进建议。

12月8日，丁文江马不停蹄地来到
衡阳，准备下一步工作。由于连日爬山
探矿，丁文江感觉十分劳累，于是“点
燃了壁炉，关闭门窗入睡了”。第二天，
人们发现他昏迷不醒，虽经多方抢救，
然而病情进一步恶化，于1936年1月5
日逝世，时年49岁。

九一八事变后的丁文江
龙 悦

1934年10月红二、红六军团会
师后，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领
导下统一行动，于11月挺进湘西地
区，开创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蒋介石闻讯后，下令调集湖北、
湖南两省约 11 万人的国民党部队，
交给国民党军湘鄂川黔边区“剿共”
总司令徐源泉指挥，对根据地发动

“会剿”。红二、红六军团根据上级
“实行运动战，选择敌弱点，在运动
中各个击破之”的精神，对敌人发动
了一系列战役，消灭了大批来犯之
敌。

蒋介石接连损兵折将，又从江西
调来了八十五师等部队交给徐源泉，
令他“务必剿灭”红二、红六军团。

徐源泉的兵力虽然得到了加强，
但因屡遭红军打击，已经丧失了进攻
的勇气，所关心的只是保存实力和地
盘。为防止红军再入鄂西，7月30日
至8月1日，徐源泉先命令两支部队
向沙道沟推进；又命令第八十五师经
宣恩西南的晓关开往李家河；命令暂
编第四旅一部占领水田坝、一二三旅
占领李家河，接应八十五师。

红二、红六军团通过截获国民党

军八十五师的电报，掌握了敌人的调
动和配置情报，随即召开紧急会议商
讨对策。红二、红六军团首长经研究
后认为，敌八十五师新到鄂西，对当
地情况不熟悉，其行军路线沿途山高
林密，不但部队运动困难，侦察搜索
和展开也很困难；而鄂西其他敌军都
已分守在几个县城和较大的集镇上，
其间空隙很大，有利于红军的隐蔽穿
插；因此决定：利用敌八十五师的弱
点，集中主力，以伏击或截击手段将
其歼灭于运动之中。

为麻痹国民党军并给其造成错
觉，8月2日，红军一部突然向沙道
沟附近佯动进军。徐源泉得到报告后
果然中计，认为红军准备打击其派往
沙道沟的两支部队，因此慌忙下令这
两路部队停止行动，严加戒备。行进
中的国民党八十五师也得到红军向沙
道沟方向进军的情报，他们判断红军
打击的目标不可能是自己，于是放心
大胆地按原计划向李家河继续前进。

8月3日凌晨，进至沙道沟附近
的红军突然改变方向，沿着一条山中
的捷径折向西南方向，一路疾进，于
3日11时赶在国民党八十五师之前

到达了板栗园东南的利福田谷地埋伏起
来。该地位于板栗园与李家河之间，是
一个长约15里、宽不足1里的狭长谷
地，两边山势陡峭、森林茂密，是理想
的伏击战场。这一带也是红二军团战斗
过的地方，群众基础很好，因此当地群
众主动为红军封锁消息，传递情报，掩
护、配合红军的行动，因此红军行踪完
全没有暴露。

敌八十五师进至板栗园后，看见赶
集的群众来来往往，感觉“一切正
常”；加之侦察分队从李家河返回后报
告说，板栗园至李家河沿途道路畅通，
一二三旅也已经抵达李家河一线。敌八
十五师师长谢彬据此判断“红军距离尚
远”，于是命令部队迅速赶往李家河，
和友军会合。

12时左右，敌八十五师按五〇一
团、特务营、师司令部和五〇五团的行
进次序，进入伏击圈。红四师首先向敌
人开火，将敌五〇一团紧紧压制在谷
底。此同时，红六军团十七师已赶到战
场，从红四师的侧翼加入战斗。红军随
即居高临下发起多路突击，将敌人截成
数段。敌五〇一团很快被歼灭于三灵
沟、谭家岩地区。敌师长谢彬闻讯后，

随即命令残部匆忙展开——五〇五团主
力向巴里核高地进攻，特务营、五〇五
团一部向莫家坡高地进攻，企图夺取制
高点后固守待援。

当敌特务营、五〇五团一部爬到距
离莫家坡山顶40米处时，遭到捷足先
登的红六师的迎头痛击，很快被全部
消灭。敌师长见状，只得一面率残部
收缩到在巴里核高地一个土围子里负
隅顽抗，一面向李家河、沙道沟等地
的敌人求援。但各处敌人害怕红军围
点打援，加之和八十五师派系不同，
均不发兵救援。红二、红六军团为了
尽快结束战斗，命令参战各部协同发
起猛攻。激战至深夜，红军发起冲
锋，将敌师长击毙，残敌纷纷举手投
降。战至23时，红军全歼敌八十五师
师部另两个团又 1 个营，俘虏千余
人，缴获枪近千支、迫击炮6门、弹药
600多箱。战斗结束后，红二、红六军
团返回根据地。

此次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军对湘
鄂川黔根据地的“围剿”，更有力地配
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和红四方面军在川
陕根据地的斗争，同时为红二方面军的
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红二、红六军团歼敌板栗园
贾晓明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三十二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
在山东军区的指挥下，发起了解放青
岛、即墨的战役。

5月3日，战役正式打响。外围战
斗结束后，解放军各参战部队经过几
天休整，继续兵分三路，自5月26日
开始向守卫青岛的国民党军发动了全
线进攻。

作为中路部队的解放军三十二军
九十四师主力部队在连克敌人驯虎
山、后旺山、蝎子山等重要阵地后，
乘胜追击逃敌至丹山山下。

丹山号称“进出青岛的门户”，是
国民党守军的一个重要据点，驻有敌
人的两个加强连。为守住丹山，敌人在
战前曾强征大批民夫，在丹山从山下
到山顶修筑了大量水泥碉堡、暗堡和
交通壕等防御工事，还特别在险要的
位置上修筑了双层暗堡，几乎将丹山

“都掏空了”。
九十四师师首长将夺取丹山阵地

的任务交给了二八〇团、二八一团。
5月31日拂晓，九十四师先头部队向
丹山河附近的敌人部队发起袭击，将
其击溃。上午8时，丹山战斗打响。
二八〇团指战员从北、东北方向越过
丹山河向守敌发起冲击。在连续炸毁
敌人几座碉堡后，攻击部队受到了敌
人暗堡交叉火力及侧射火力的拦阻，
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师首长得到报

告，立即派二八一团投入战斗。晚 8
时，二八一团三营400名战士悄悄行军
到丹山山脚，匍匐前进至敌人阵地前，
突然向敌人发起猛攻。守敌仓皇应战，
并不断发射照明弹，企图阻止解放军的
进攻。

三营一面以机枪压制敌人的火力，
一面派出突击排出击，清除前进道路上
的障碍。突击排战士们顶着从山上倾泻
而来的弹雨，用爆破筒、炸药包炸毁敌
人埋设的地雷和一个个钢筋混凝土结构
的明、暗堡，用棍子、铁钳捣毁敌人设
置的铁丝网和鹿寨，开出一条十几米宽
的安全通道。

经过激战，二八一团攻克丹山的一
个山头。国民党军见状，立即拼凑了一
个团的兵力向解放军反扑。二八〇团、
二八一团指战员和敌人激战，阵地易手
达3次之多。九十四师部得到报告后，立
即投入预备队赶赴前线接应，并通知炮
兵连用大炮摧毁残存的国民党军暗堡。
战士们奋力打退敌人的反扑，于6月1日
9时冲上丹山顶峰，全歼守敌一个营，俘
虏敌人150余人，丹山战斗胜利结束。

九十四师在攻克丹山后，于6月1日
上午又夺下丹山南部的二六四高地，然
后经夏庄、石门庙、佛儿崖向李村进
军，当晚到达指定地点，突破了守敌的
最后防线。

6月2日，九十四师和兄弟部队沿胶
济铁路线进入青岛市区，青岛宣告解放。

九十四师丹山攻坚
尹向东

1945 年 11 月 10 日，新四军华
中军区组成华中野战军，粟裕担任司
令员。粟裕历来重视侦察、情报工
作，下令组建技术侦察队伍：把新
四军调研室的部分干部、苏中军区
的部分干部、苏浙军区的部分干部，
统一整编为华中军区司令部情报处，
代号“四中队”，由朱诚基担任处长
兼政委。为了扩充“四中队”的力
量，朱诚基从苏北、苏中地区选调近
百名学员，集中在淮安训练。谭震林
也派人通过地下党从敌占区搞来了一
批装备给“四中队”。为了加强建
设，粟裕经常把“四中队”的驻地安
排在靠近指挥所的地方，随时向他们
提出要求、询问情况，并帮助他们解
决困难。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了国共
双方的和平协议，悍然挑起内战。由
于苏中解放区位于整个解放区的东南
前哨，与南京、上海一线隔江相望，
蒋介石派12万大军进犯。粟裕、谭
震林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指挥华
东野战军在苏中同国民党军展开较
量。战斗打响后，朱诚基带领“四中
队”采用多种手段，多次侦查、破译
敌人的作战部署情报，为粟裕等华野
首长提供了一手信息。

7月10日，“四中队”得到了国
民党军集结四十九、八十三、二十五
3个整编师及整编九十九旅，准备在三

四天的时间里兵分四路，向如皋、海安等
地大举进攻，其中敌八十三师两个团分别
进驻在泰兴和宣家堡的情报后，立即向粟
裕做了汇报。粟裕据此情报立即召开会
议，经研究后决定：在国民党军其他部队
到来之前，消灭这两支孤军冒进的敌人。
7月13日，华野部队对这两股敌人发起了
进攻，经三天激战，将敌歼灭，缴获了大
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

就在华野部队和敌人激战之时，“四
中队”又从无线电台侦听中得知“敌各部
正从三个方向赶来夹击，但敌各部之间
相距较远”的情报。粟裕得到报告后，决
定集中优势兵力，采取远距离奔袭的战
术，对敌各个击破。经过一番鏖战，华野
部队再歼敌1.5万余人。

此战后，粟裕率部主动撤离主战
场，进行休整，此举给敌人造成新四军

“伤亡过大，无力再战”的错觉，继而
大肆分兵，对根据地进行“清剿”。敌
军的部署又被“四中队”逐一截获。粟
裕根据这些情报，一面命令主力继续休
整，一面派出部分部队与敌周旋，在运
动战中歼敌近3000人……

至 8月 31日，粟裕指挥华中野战
军连续取得宣泰、如南、海安、李堡、
丁林、邵伯、如黄路等 7 次战斗的胜
利，歼敌5.3万余人。战役结束后，粟
裕等华野首长高度评价了“四中队”，
表扬“四中队”在七次胜利中“都有贡
献，是无名英雄”。

苏中战役“四中队”屡建奇功
吴小龙

公开反对破坏抗战、破坏

团结的行径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
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宋庆龄对
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径早就有所
察觉。1 月 14 日，宋庆龄、何香
凝、柳亚子等人召开会议，决定向国
民党重庆当局发表宣言，并向民众公
开国民党当局的反共阴谋。柳亚子当
即拟就致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的宣言
《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
展抗日实力》，由宋庆龄领衔，何香
凝、柳亚子、彭泽民等一起署名。宣
言写道：“进攻共产党只能削弱抗日
力量，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正
是日本帝国主义想做而无法做到的
事，今日敌人既濒败境，唯欲我抗战
实力之削弱，以至于崩溃，于是唯欲
我发动剿共，以酿成无限制之内战
……”有研究指出，起草这个宣言
时，宋庆龄尚不知道皖南事变已经发
生，在国民党当局的阻挠下，此宣言
未能在香港和大后方公诸报端，但已
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不久，宋庆龄得
知皖南事变的消息，立即与何香凝、
陈友仁于 1 月 18 日联名通电蒋介
石，痛斥其反共行径。通电指出：

“弹压共产党则中国有发生内战之危
险，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
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

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

揭露皖南事变真相

1 月 19 日，保卫中国同盟召开
会议，由廖承志报告皖南事变真相，
并宣布“延安的抗议”，引起了全体
与会人士的同情激愤。与会的许多国
际知名人士纷纷表示，立即联络本国
媒体，公布事变真相。

保卫中国同盟之所以第一时间选

择向国外公布此次事变，主要源于国
民党对皖南事变事实的歪曲以及对于
新闻报道的控制。事变发生后，面对
中共的抗议，国民党发布通令，将责
任归咎于新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
遣。与此同时，国民党还发出指令，
要求各报社必须原文转载国民党对于
此事的通令，不许更改。重庆《新华
日报》 的稿件全都需要事先经过检
查，有关皖南事变的报道全部被扣
押。国民党中央还设立了“宣传部国
际宣传处”，专门负责对外宣传的新
闻检查——不仅限制电讯内容和发电
单位，而且还严格限制采访对象和采
访活动，连采访证上都严格规定了采
访时间、地点、对象。

埃德加·斯诺获悉皖南事变的
消息后，气愤至极，宣布“一旦把
事情的确实经过弄清楚，我就决定
无论如何都要报道出去”。斯诺动用
关系将关于皖南事变的电讯稿发
出，并刊载于 《纽约先驱论坛报》
《星期六晚邮报》等报刊上。与此同
时，斯诺还第一次报道了国民党封
锁边区的真实情况，以及他在西北
地区所亲眼看到的事态发展。斯诺
的报道打破了国民党封锁新闻的幻
想，恼羞成怒的国民党施加压力，
迫使斯诺返回美国。回国前，宋庆
龄对他说：“你会回来的……你是属
于中国的。”尽管斯诺被迫离开中
国，但他在宋庆龄的鼓励和支持
下，从1941年1月开始，在《保卫
中国同盟新闻通讯》 上陆续发表了
一系列文章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

1月 15日 《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
讯》 第 25 期发表了 《中国的新四军》
一文，文中特别提到了“直到最近得
到撤往北方的命令之前，新四军在华
中地区对侵略者发动了最强有力的广
泛抵抗。尽管它在以往几个月里同其
他中国部队之间发生了纠纷……目前
长江流域的局势极不明朗。”2 月 25
日，又发表了题为 《统一战线继续存
在》 的文章，向外界报道了事变的真
相，驳斥国民党的谎言：“中央政府内
外的亲日派散布混淆视听的谣言，企
图将一切爱国分子一律加以共产党的
罪名，把独裁假扮成统一。‘新四军事
件’就是这一伎俩的最近例证之一
……甚至当新四军已经遵从军令之
后，其一部仍在皖南遭到伏击和屠
戮。”4月1日，《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
讯》第38期刊载了一篇《中国内地一
位通讯员的公开信》，进一步揭露皖南
事变真相以及国民党对于民主人士的
迫害。信中特别指出：“进攻新四军的
结果，是把这一战略地区的大部分让
给了日本人，并把全国推到了内战的
边缘。”“当局否认新四军事件有任何

‘政治性质’，并想避免被指责为破坏
统一战线，于是着重迫害那些自由人
士和进步团体。”信中还转引了中国共
产党通过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向蒋介石
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的12项条件。

引发各界关注，形成舆论压力

《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 由于
报道内容的真实、及时、全面，广受

国外援华机构和海外华侨的青睐，刊
载的一系列文章将皖南事变真相传递
到世界各地，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
响。正如宋庆龄后来回忆所说：“世
界各地有许多人是在 《保卫中国同盟
新闻通讯》 上第一次知道了一九四一
年的‘皖南事变’，那正是日本对中
国的威胁最严重的时刻，而国民党竟
对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总部进行罪恶
的伏击与破坏。”

了解到皖南事变的真相后，海内
外舆论纷纷谴责国民党。在国内，各
界群众均表示愤恨与不满，认为皖南
事变不仅是国共两党问题，而且是民
众与反动势力斗争的问题，一些大学
教授在与廖承志见面时特别提醒：“你
们不要再同重庆的官僚讲什么团结统
一了，他们假借团结统一的名词，加
给你们的却是国法军纪。”国民参政员
张一麐与 400 多位旅港人士联名致电
国民政府及蒋介石，要求“制止内
战，反对枪口对内”。

海外华侨华人对国民党的罪恶行
径也同样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众多华
侨团体和个人纷纷致电蒋介石，抗议
皖南事变，要求团结抗战，一致对
外。1月22日，“加省华工合作会”通
电表示：“良以当此国家民族危机千钧
一发之际，正需团结而不暇，岂容分
裂而内战。曹植七步之诗，煮豆相
煎。岳飞十二金牌之诏，宋室以亡。
干戈对内，无异予敌人以可乘之机，
自相残杀，等于陷万劫不复之境地，
国家民族前途，何堪设想。”2 月 5
日，南洋华侨总会主席陈嘉庚致信国
民参政会，希望能够一致主张，停止
内争，加强团结：“值此敌焰犹张，国
仇未雪，如复自为鹬蚌，势必利落渔
人，民族惨祸，伊人胡底。”此外，古
巴、菲律宾、美国、墨西哥、缅甸等
地的华侨团体也在函电中表示，抗议
皖南事变，反对枪口向内。

许多国外的援华团体和人士也致
电蒋介石，呼吁保持团结，不要自相
残杀。1 月 27 日，莫斯科 《真理报》
斥责国民党解决新四军事件为“党派
褊狭之动机”，皖南事变“无异扩大内
战，而内战唯有削弱中国而已。”美国
一些知名人士和团体也在致蒋介石的
电报中指出：“这样的行动只会帮助日
本而有损中国的国际声誉。”希望蒋介
石“谨慎处理，不致使事态发展为中
国的危机，轴心国远东盟友之胜利。”
根据斯诺回忆，美国政府获知有关皖
南事变的电报后，表示“极感兴趣”，
并就此中断了向中国国民党政府提供
一笔新贷款的谈判。为此，蒋介石曾
在日记中感叹：“美国朝野已深受中共
宣传之影响，殊为遗憾。”

由于宋庆龄及其领导的保卫中国
同盟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及
时、真实地向国内外报道了皖南事
变，使得国内外能够第一时间获悉皖
南事变的真相，并迅速对国民党顽固
派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在此强大的
舆论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在参政会
上表示“以后再亦绝无剿共的军事”。
至此，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

“反共高潮”很快被粉碎。
（作者工作单位：宋庆龄陵园管理

处研究室）

宋庆龄领导揭露皖南事变真相
齐超儒

全面抗战爆发后，宋
庆 龄 高 举 抗 日 救 亡 的 旗
帜，创建保卫中国同盟，
广 泛 争 取 国 际 社 会 的 援
助，为新四军提供了大量
的战时物资与经费。更重
要的是，宋庆龄通过创办

《保 卫 中 国 同 盟 新 闻 通
讯》，宣传新四军抗战成
绩，不仅使得越来越多的
人了解到新四军的作战活
动，也了解到新四军最真
实的生活状况。皖南事变
爆发后，宋庆龄及其领导
的保卫中国同盟向海内外
揭露事变真相，引起世界
舆论关注。在中国共产党
和宋庆龄等爱国人士的共
同努力下，国民党顽固派
第二次“反共高潮”很快
被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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