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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后
拾遗

漆鲁鱼于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时期曾任中央苏区工农民主政
府卫生部保健局局长、江西省军区卫生
部长、川东特委宣传部长等职。

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顽固派掀
起“反共高潮”，重庆当局开始大肆逮捕
共产党员。组织上立即指示漆鲁鱼迅速
离开重庆，隐蔽前往成都、西康，继续开
展工作，并安排人员掩护。

漆鲁鱼得到指示当天，已发现有特
务在身后跟踪。他从容来到川康平民商
业银行总行，和银行职员朱斯白（地下工
作者）接上了头。漆鲁鱼故意大声问道：

“你们经理在吗？我要找他接洽一笔报馆
的汇兑业务。”朱斯白心领神会，立即将
漆鲁鱼让进了后面的办公室。特务并没
有跟进来——由于当时重庆绝大多数的
建筑都是依山建筑，没有后门，因此特务
以为只要守在正门，漆鲁鱼就“插翅难
飞”。但特务不知道的是，这家银行不久
前开了一个“边门”。朱斯白在办公室帮
助漆鲁鱼化装成脚夫模样，将他从边门
送出。

漆鲁鱼立即前往四叔娘凌树珍家，
向凌树珍简要托付了工作，然后赶往码
头，乘小船离开重庆。

小船行驶到一个码头时，漆鲁鱼上
岸，准备在这里换乘长途汽车继续赶路。
就在此时，码头上突然来了几个国民党
宪兵，让所有人排成一排，逐一搜身检
查。当宪兵检查到漆鲁鱼时，皮箱中的书
籍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正要盘问，忽然一
个人走了过来，和宪兵们“亲切”地打了

招呼，又向宪兵们“介绍”漆鲁鱼说：“他
是一个老师，我的本家亲戚，此次‘来重
庆’，是为了到这边教书，现在我来接他
去旅馆。”说着又给领头的宪兵手里塞了
些“好处”。宪兵们随即放行。

当晚，漆鲁鱼被“本家亲戚”安排在
一家客店，“本家亲戚”又帮助“处理”掉
了漆鲁鱼随身携带的“书籍”。

第二天，漆鲁鱼被送上一辆开往成
都的长途汽车，并被司机安排坐在最后
一排。他发现，座椅脚下车厢地板破了一
个洞，上面盖了一块木板。夜间，汽车开
进一个县城小站，车上人员需要在此休
息一晚，第二天继续赶路。由于防空原
因，县城里灯火管制，车站内一片漆黑。
车到站后，特务堵住车门逐个检查旅客。
每下去一名乘客，特务就点燃一根火柴
照一下脸。漆鲁鱼趁人们争先下车时，迅
速从脚下的洞中下到汽车底盘的缝隙中
隐蔽。当乘客全部下车后，特务在车门处
划了根火柴向内张望，见车厢内已“空无
一人”，随即离开。

漆鲁鱼随后按照事先约定来到一家
小客店。客店掌柜把他安排到杂物间，然
后从外面把门反锁。不久，警察前来

“查夜”，掌柜与伙计出面搪塞了过去。
警察走后，伙计打开锁并告诉漆鲁鱼
说：“明天天不亮就有一批军车去成
都，已经为你买了‘黄鱼票’（私自带
人的货车票）。”

第二天天不亮，伙计将漆鲁鱼送到
车上，并用篷布帮他隐蔽好。当天，漆
鲁鱼安全抵达成都，开始了新的战斗。

漆鲁鱼机智脱险
龙 悦

韩寿臣生于山东安丘一个普通农民
家庭。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他率
所属自卫队及乡农学校部分学生百余人
组成“抗日保乡联防队”，进行过一些
抗日活动。不久，该队被国民党军厉文
礼部收编，韩寿臣先后在厉部任大队
长、团长。1939年春，八路军山东纵
队一部挺进安丘抗日，为扩大抗日统一
战线，曾派代表与韩寿臣谈判共同抗日
事宜。共产党、八路军的统战活动得到
了国民党左派人士、韩团政训处主任张
竹坡的支持。韩寿臣也与八路军保持了
较好的联系，表示“互不侵犯”。不
久，八路军派张俊千等十几名党员先后
进入韩团，向广大士兵宣传中共抗日救
国的主张，激发起广大士兵的爱国心和
正义感，很快在韩团内发展了40多名
党员，并建立了党支部。

1943 年 8 月，厉文礼公开叛变投
日，任命韩寿臣为伪“鲁东和平建国
军”副指挥兼十团团长。对此，八路军
鲁中四军分区制定了“争取多数，打击
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方针，
先后数次派人与韩寿臣及其代表谈判，
使韩寿臣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政策有了
进一步的认识。

1945年6月5日，八路军鲁中部队
发起讨伐伪军厉文礼部的战役，仅用三

天，就击溃伪“鲁东和平建国军”指挥
胡鼎三的抵抗，攻克厉文礼总部驻地夏
坡村及16个敌伪据点。在战役打响前，
八路军派张俊千与韩寿臣进行了谈判，
希望他能在讨厉战役中率部起义。讨厉
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后，韩寿臣看到连装
备最强的胡鼎三特务团都被打垮，更加
坚定了起义决心。

起义前三天，八路军鲁中四军分区
副政委李耀文、敌工科长兼昌潍办事处
主任范筱文、敌工科干事张世祥、联络科
长张俊千在城南车戈庄小学与韩寿臣进
行了最后一次谈判，研究了韩团起义的
具体措施，并决定在八路军攻打厉部第
十六团王子春部时，韩寿臣配合战斗，并
率全团起义。

6月22日夜，李耀文率八路军向伪
军王子春部发起猛烈进攻，同时派一个
连来到韩寿臣团部，策应其起义。同
日，韩寿臣带领4个营在古城子宣布起
义，并迫使胡鼎三特务团的一个营同时
起义。随后，张世祥率部分指战员前往
韩寿臣部尚未参加起义的其他3个营进
行说服教育工作。在张世祥等的努力
下，韩部的这3个营也宣布起义。

1945年 7月15日，起义部队被八
路军山东军区授予“独立第四旅”番
号，韩寿臣任旅长。

韩寿臣部起义前后
常 红

1930年秋，共产党员刘善忠回到陕
西开展工作，与延川县共青团员高朗亭
相识。高朗亭此时正积极筹建游击队，准
备开展武装斗争。刘善忠听了高朗亭的
想法十分赞成，愿与他共同创建革命武
装。

1931年1月，高朗亭设法买到4支
手枪，并和刘善忠等组成了一个精干的
武装宣传小组。他们活动在延川、清涧、
安定、绥德一带，积极宣传共产党人的主
张，发动人民群众，组织秘密农会，建立
联络网点，为党组织传递情报，保护来往
人员。经过刘善忠、高朗亭等人的不懈努
力，到1932年1月，已发展到18个联络
点，数十个秘密农会。

1932年2月底，刘善忠和高朗亭等
向中共延川县委汇报了一年来的工作进
展。延川县委通知他们：可以伺机发动起
义，组建红军游击队，并责成刘善忠、高
朗亭负责。

3月11日，刘善忠、高朗亭等来到
清涧县淮宁湾开展工作，途中听说淮宁
湾雷珠山驻扎的民团团总邱树凯和部分
民团因事外出的消息，便决定抓住这个
时机上寨夺枪，解决“人多枪少问题”。

3月12日中午，刘善忠、高朗亭等3
人化装成绅士来到雷珠山寨子外，向守
寨团丁说他们是邱团总的朋友，今日路
过此地，顺便拜访一下。团丁们见三人派
头不小，又是“团总的朋友”，不敢怠慢，
连忙打开寨门迎接。

三人进入后，和留守的民团队长寒
暄客套，叙述着和邱团总的“深厚交
情”。民团队长有意巴结，领着三位

“团总的朋友”在寨内各处参观，并吩

咐团丁准备酒饭招待。刘善忠、高朗亭
等在掌握了寨内情况后，借出外小解的
时候互相进行了商议，决定趁吃午饭的
机会，把团丁们调动到一个窑洞里，一
举将他们俘虏。

开饭后，刘善忠、高朗亭等“热情邀
请”寨中团丁一起进餐。团丁们受宠若
惊，全部聚到一个窑洞里，把携带的4条
枪放在墙边，陪着3人吃了起来。

正当团丁们狼吞虎咽之际，刘善忠、
高朗亭三人离席而起，说声“兄弟们慢慢
吃，我们到上窑吸烟饮茶去了”，便来到
团总办公室，将放在这里的两条枪取下，
轻轻拉开了枪机，紧接着压进了一排子
弹，然后奔回窑洞，把枪口对准还在吃饭
的团丁们。刘善忠等大喝一声：“不许
动！”当团丁们不知所措之际，高朗亭一
个箭步走到墙边，把墙边放置的四条枪
和子弹袋夺了过来，随后高声说道：“我
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团丁们
吓得跪在地上磕头求饶，3人把他们关
进一间小屋，然后打开了团总的柜子，缴
获了里面存放的弹药，并将里面的票据、
账本付之一炬，然后背着缴获的枪支弹
药胜利而归。

3月 13日夜，刘善忠、高朗亭带着
战利品来到延川县田家川五号联络站。
中共延川县委书记曹必明早已在此等
候。曹必明向他们表示祝贺，并当场宣
布：中国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正式成立，
刘善忠为队长，高朗亭为政治委员。

14 日，刚刚成立的游击队北上绥
德，消灭了留仙嘴村的地主武装，并烧毁
帐契，开仓济民，得到了贫苦群众的热烈
拥护。不几天，队伍便扩大到70余人。

红军延川游击队的建立
杲学军

1947年12月，在国民党军对解
放区的重点进攻失败，解放军由防御
转为进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中原局
决定组建中共江汉区委、军区和行政
公署，领导开辟江汉解放区的战略任
务，同时组建洪山、鄂中、襄南地
委、专署和军分区。12月下旬，为
了掩护江汉军区主力和其他军分区部
队战略展开，襄南军分区部队按照上
级部署，迅速进入襄南地区，对该地
区的国民党军实施打击，恢复并发展
了襄南解放区。

国民党华中“剿共”总司令白崇
禧得到解放军在襄南活动的消息后十
分惊恐，慌忙拼凑部队发动“清剿”，
企图“趁解放军立足未稳之际予以驱
逐”。在接连两次遭受失败后，白崇禧
又于1948年4月动用10个团的兵力，
向襄南发起第三次“清剿”。

中共襄南地委根据上级指示精
神，针对国民党军此次“清剿”特
点，命令襄南军分区主力部队适时转
到外线作战；同时命令襄南解放区地
方武装、民兵组成游击集团，以机动
灵活的方式打击敌人，配合军分区主
力歼灭进犯之敌。

从4月7日开始，襄南军分区主
力部队主动出击，连克江陵境内的三
岔河、张家场和资福寺等地；地方武
装则不断袭击各地敌人驻军和交通
线，彻底打乱了国民党军的“清剿”
部署。

在取得一系列胜利后，襄南军
分区于 5 月下旬发起了攻打普济观
的战斗。

当时，普济观驻有国民党军一九
二旅第一团主力。5月25日，中共襄
南地委和襄南军分区在沙岗召开军事
会议，制定普济观战斗方案。会议决
定，集中分区主力和江监石、江荆
潜、监沔、天潜沔4个指挥部的武装，
一举消灭普济观守敌。具体战斗部署
是：军分区部队第一营布防普济观西南

的彭家台、赵家港、五家台一线，以防
新厂敌人增援；二营布防在普济观正南
陈家湾、曾家湾一线，随分区司令部一
起，随时驰援麻布拐或一营阵地；三营
布防于普济观东南方的聂堤、齐家堤口
一线，以便增援麻布拐方向。天潜沔指
挥部设防于普济观东面的台湖、黄家庵
及其北面；江监石指挥部驻守普济观东
南的齐家河岭、陈巷一线；监沔指挥部
则据守普济观西面的瓦子岗、周家塔一
线。上述3个指挥部构成对普济观的包
围圈。江荆潜指挥部和分区警卫营则在
普济观东南方向的麻布拐设伏，构筑工
事，以便坚决阻击从监利增援普济观的
敌人。

25 日夜晚，各部队按预定方案
进入阵地，迅速完成对普济观的合
围，中共普济地下区委除组织全区贫
农团有战斗经验的团员参加作战外，
还组织了1000多人的担架队、运输
队支前。

28 日，对普济观守敌实施包围
后的第3天，驻守监利县城的国民党
军两个营驰援普济观。当这股敌人进

至麻布拐时，在此设伏的江荆潜指挥部
和分区警卫连按作战预案，没有阻击，
放敌人继续前行。午后，这股敌人的先
头部队抵达齐家堤口，立即遭到分区部
队三营的阻击。与此同时，襄南军分区
部队主力迅速向麻布拐迂回包抄，和原
已埋伏在这里的江荆潜指挥部武装、分
区警卫连，构成了对麻布拐的大包围
圈。战斗打响后，敌人大部被歼，残敌
拼命突围，向监利方向回窜，途中又被
江监石指挥部武装拦截。襄南军分区部
队随后赶到，集中炮火向残敌进行轰
击。敌人走投无路，乖乖缴械投降。

麻布拐战斗一结束，襄南军分区参
战各部立即回师普济观。由于动作迅速
且隐蔽，普济观内被围之敌竟然没有察觉
到城外解放军的军事调动。随后，解放军
将俘虏押至普济观外喊话，以瓦解守敌军
心，又“露出破绽”，“撤走”普济观西、
北门外的部分部队。30日拂晓，普济观敌
人从北门、西门分别出逃。他们刚刚离开
普济观不久，就被埋伏在镇外的解放军和
地方武装分割包围。在一片“缴枪不杀”
的呐喊声中，被围敌人全部缴械投降。至
此，历时7昼夜的普济观战斗以解放军的
全面胜利告终。

此次战斗，解放军襄南军分区部队
共毙伤国民党军官兵近1000人，俘虏
2000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受
到中原军区首长的通令嘉奖。普济观战
斗后，各地的国民党军害怕被歼，纷纷
逃走，襄南军分区胜利粉碎了白崇禧的
第三次“清剿”。

解放军普济观战斗破“清剿”
贾晓明

从容部署

1937 年 9 月下旬，八路军第一
一五师副师长聂荣臻率领师独立
团、骑兵营、教导队和八路军总部
特务团各一部以及地方工作团部分
人员共约3000人，在山西省五台山
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至 11 月上
旬，上述部队和地方抗日武装基本
控制了平绥、正太、同蒲、平汉 4
条铁路干线之间的广大地区。11
月 7 日，中共中央的决定在五台山
地区成立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任司
令员兼政治委员。11 月 24 日至 12
月 22 日，晋察冀军区部队打退了
日军两万余人对边区的围攻，歼敌
千余人，使根据地在敌后“站稳了
脚跟”。1938 年，八路军晋察冀军
区部队连续对平汉、平绥、同蒲、
正太、平津铁路进行破袭作战，并
挫败日军的多次进攻，沉重地打击
了日伪军。

八路军在华北各地抗日游击战
的不断胜利和根据地的发展，引起
了 日 军 的 极 度 恐 惧 。 1938 年 10
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采取

“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将作
战的重点指向华北八路军。敌人不
断从华中、华南正面战场抽调兵力
到华北前线，并制定了“治安肃正
计划”，加紧“扫荡”根据地。

针对敌情，八路军制定了坚持
平原以巩固山区，巩固山区以支持
平原的相应对策，使主力机动于平
原和山区之间，对日军的进犯进行
了充分的迎战准备，并集中兵力，
对深入根据地比较孤立的日军予以
歼灭性打击。

1939 年 2 月开始，晋察冀军区
积极贯彻落实上级的指示精神，按
照八路军前方总部的整军训令，对
全区部队分期分批进行整军。整军
后，晋察冀军区下辖四个军分区和
六个主力团。其中，第二军分区辖
第四团，由韩伟任团长，萧文玖任
政治委员。第四团在整军中，进行
了形势教育，开展了军事训练，不
仅人员得到了补充，武器装备也有
了改善。经过整军后的四团干部战
士思想面貌焕然一新，求战情绪十
分高涨。

二分区所在地位于正太铁路以

北的河北和山西交界处，是晋察冀
军区的西大门，军事地位十分重
要。1939年以来，日军不断派兵到
二分区“扫荡”，均遭到二分区军
民的有力反击，被打得损兵折将。

夜袭破敌

日军不甘心失败，命日军独立
混成第四旅一部进占山西省盂县上
社镇，企图以此为基地，对二分区
进行“蚕食”，继而将占领区扩展
到滹沱河两岸。

第二军分区首长得到情报后，
立即命令四团出击，坚决消灭来犯
之敌，保卫抗日根据地。根据军分
区首长的指示，四团于 3 月 20 日夜
由五台县境内的豆村地区南下，22
日进至上社镇东北集结。

据侦察员报告，盘踞在上社镇
的日军有一个中队兵力，拥有轻、
重机枪和小钢炮等武器。这股敌人
占据该地时间较短，虽然仓促间修
筑了工事，但并不牢固。四团领导
经研究后决定夜袭，一举“端掉”
敌人的据点。

24日午夜，四团参战部队秘密
来到预定位置，四团第三营率先发起
进攻。突击队员很快夺取了上社北山
的两个堡垒，并攻入镇内。日军从睡
梦中惊醒，组织力量反击，被三营战
士“一顿”手榴弹打了回去。

敌人见反击无望，只得退入几
所坚固的住宅，凭借武器优势拼命
顽抗。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八
路军击毙敌人 50 多人。但因天近
拂晓，敌人飞机赶来扫射轰炸，为
了避免伤亡，四团指挥员随即命令
战士们主动撤出战斗，转移到上社
以东一带隐蔽。

英勇阻击

对于“撤出战斗”，有的战士
表示不理解，指挥员遂向各级指战

员传达指示：“根据以往经验，敌
人挨了打后，一定会派兵向根据地

‘扫荡’‘报复’。我们就在敌人的
‘眼皮底下’埋伏，等敌人来，在
路上打他个有来无回！”战士们听
后顿时情绪高涨，立即抢占有利位
置，加紧准备武器弹药，耐心等待
敌人的到来。

25 日清晨，据侦察员报告，驻
盂县县城敌人出动 300 余人，在飞
机掩护下进入上社镇，和里面的残
敌会合。正午时分，上社镇的敌人
分为南北两路出动，在大炮的掩护
下，向上、下鹤山方向进犯。一切
正如四团指挥员所料。

四团团长韩伟迅速登上大水头
的西山，在此设立了指挥所。韩伟
经观察后，立即命令通讯员跑步通
知在上鹤山、秋林坪之间的一营和
在窄门村的二营立即出动，迂回到
敌人侧后，协同正面阵地的三营围
歼敌人；同时命令三营必须守住大
水头以西一线高地，以待团主力迂
回后围歼敌人。

按照指挥员部署，三营营长彭
光炳命令九连连长姜启武马上带部
队抢占上鹤山主峰的 1480 高地，
七 连 占 领 主 峰 右 翼 的 1147.9 高
地，两个连分别从正面阻击两路敌
人，迫使两路敌人向中间靠拢；八
连在指挥所稍后的 1450 高地上，
作为该营的第二梯队，随时准备支
援。

九连指战员接到命令后迅速向
1480 高 地 攀 登 。 敌 人 发 现 了 九
连，于是派出部分官兵，疯狂向山
顶攀爬，企图抢在八路军之前占领
制高点。当敌人爬到半山腰时，九
连战士已经登顶成功。在九连的猛
烈打击下，敌人被击毙十余人，幸
存者慌忙逃下山去。

此后，山下敌人开始用迫击炮
和山炮向九连阵地轰击，九连战士
隐蔽在巨石后躲避敌人的炮火。当
敌人开始冲锋时，战士们立即回到

工事，利用险要地形，向敌人射击。
战斗中，九连连长姜启武不幸被弹片
击中，壮烈牺牲，指导员周同立刻接
替指挥战斗。他一面指挥，一面连续
投弹 48 枚，炸死了不少敌人；三排
长易先兰右手负伤，就用左手单手投
弹；一排副排长李文林、一班战士张
焕龙负伤后，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
于尽……全连指战员连续和敌人激战
两个多小时，虽遭受很大伤亡，但仍
顽强坚持战斗。日军数次冲锋均被打
退，竟然施放毒气。九连指战员尚不
具备预防毒气的经验，不少战士接连
放 毒 气 袭 击 而 被 迫 退 出 了 阵 地 ，
1480 高地失守了。不久，七连战士
也由于敌人施放毒气而无法坚守，
1147.9 高地经过反复争夺后也被占
领。日军占领制高点后，立即架起迫
击炮，居高临下向八路军射击，三营
营长彭光炳见状，亲自指挥七连反
击，在战斗中身负重伤。

成功合围

危急时刻，四团副团长曾保堂率
领第一营成功迂回到敌人侧后。赶到
战场后，第一营一面以一部从敌人右
翼发起进攻，成功牵制住敌人部分兵
力，一面派出部分战士支援三营七
连，向 1147 高地发起进攻。韩伟见
援军到来，立即抓住时机，命令预备
队 八 连 投 入 战 斗 ， 配 合 九 连 夺 回
1480 高地。八连和九连的战士们在
副营长李学琴的率领下，勇猛地向山
上冲去。高地上的敌人早已疲惫不
堪，突然见八路军的生力军杀到，惊
恐万状，只得硬着头皮迎战。八连和
九连战士们越战越勇，很快冲上了高
地，由于制高点的丢失，日军无奈之
下只好交替掩护着向上社镇溃退。一
营、三营指战员不顾疲劳，同时向敌
人发起追击战。战斗中，一营营长洪
大平不幸中弹牺牲。

战斗持续到傍晚时分，敌人虽一
路狂奔，但始终无法摆脱一营、三营
的追击。突然，在敌人撤退的道路上
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原来，四团政委
萧文玖率领二营从窄门村出发后，首
先击溃了上社镇赶来增援的另一股敌
人，然后经过急行军赶到了战场，切
断了敌人的逃跑之路。

见二营杀来，一营、三营指战员
军威大振。四团前后夹击，很快将残
敌包围起来。冲锋号响起，战士们发
起了最后的攻势，很快把敌人分割成

“几块”并加以消灭。残存的日军为
了逃命，在山沟里到处乱窜。领队的
日军中队长石冢带着几个日本兵被四
团战士们包围在一块巨石下。石冢还
企图顽抗，被四团战士当场击毙，其
他几个日本兵见状，投降当了俘虏。

至 此 ， 经 过 7 个 小 时 的 浴 血 奋
战，四团赢得了这场歼灭战的胜利。
此次战斗，四团击毙日军 300 多人，
缴获步机枪近 200 支，战马十多匹及
其他军用物资。一名在战斗中被俘的
日军也不得不承认，上、下鹤山战
斗，让他见到了“真正的中国军队”。

战后，四团指战员受到了晋察冀
军区首长的表彰。

（作者为北京市文史研究者）

八路军上、下鹤山浴血歼敌
孟 纬

1939 年 3 月 24 日，八

路军晋察冀第二军分区四团

夜袭上社镇日军据点，使敌

人损失惨重。25 日，日军

派兵“报复”，被四团设计

诱敌至上、下鹤山地区，加

以歼灭。此次战斗，八路军

给予敌人以沉重打击，有力

挫败了日军进犯晋察冀边区

的企图，坚定了根据地军民

抗日必胜的信心。

八路军战士向敌人发起冲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