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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后
拾遗

全面抗战爆发后，陕西凤翔人董策
成组织爱国志士，在凤翔建立起一支
200余人的抗日力量。他为人正直，思
想进步，在山西中条山抗击日军时，与
八路军有过联系。

1943 年 5 月，董策成所部被编为
国民党陕西省保安六团第三大队，董任
大队长。6月，董策成部执行“对陕甘
宁边区在军事上实行包围、经济上进行
封锁的任务”。董策成率部到达旬邑县
后，为不能奔赴抗日前线抗击侵略者而
苦闷，于是秘密给地下党员赵伯经写
信，请赵指导前途和方向。赵伯经向上
级请示后立即给董策成复信，向他宣
传共产党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抗日
救亡政策。

中共陕西省工委随即派关中地委交
通员、凤翔籍共产党员王生春去做董策
成的工作。此后，中共陕西省工委统战
部和西府地委、凤翔县工委负责人也多
次来到董策成部驻地，与董策成谈心。
在中共党组织的争取下，董策成与共产
党建立了关系。董策成借工作之便，不
顾国民党当局禁令，把大批的棉花、布
匹、枪械、弹药等物资运进陕甘宁边
区，与边区进行经贸往来。董策成还和
共产党人合作，在其防区建立起一条由
土桥至丰泉的地下交通线，大批共产党
员、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通过这条交通
线进入陕甘宁边区。

为争取董策部完全站到人民方面
来，1945年春，中共陕西省委关中地委
向董策成提出“相机起义，把部队拉进

边区”的建议，得到董策成的赞同。董
策成遂根据中共党组织的指示，在保六
团各大队安插骨干，秘密进行起义准备。

董策成与共产党的秘密交往，引起
了国民党当局的警觉和注意。1946年8
月，胡宗南的手下电令保安六团团长张
乃云，要其逮捕董策成和该部机枪中队
队长龙伯渊。中共陕西省工委得知这一
情报后，立即派王生春通知董策成、龙
伯渊二人。张乃云将董策成、龙伯渊囚
禁后，董、龙2人沉着应对，向张乃云提
出辞职。张乃云找不到任何证据，只得
取消了对董、龙的囚禁。胡宗南的手下
闻讯后立即调集部队，准备抓捕董、龙
二人。中共陕西省委和关中地委立即派
王生春通知董、龙：“情况万急，立即采
取措施。”于是董策成决定立即起义，指
示龙伯渊全盘组织起义事宜。

8 月 15 日下午，国民党当局突然
下令机枪三中队换防，企图借此分散起
义部队。董策成和龙伯渊商议后，决定
立即行动。当日，董策成下令“欢送机
枪三中队”，同时命龙伯渊召集机枪三
中队全体人员，传达准备起义的指示。
当晚9时，机枪三中队起义部队出发，
沿途通知其他部队开始行动。经紧急行
军，起义部队顺利进入陕甘宁边区关中
分区地委所在地马栏镇，并宣告起义成
功。陕西省工委和关中分区在马栏镇召
开群众大会，热烈欢迎起义部队。起义
部队经整训后，编为关中分区保安六
团，董策成任团长，龙伯渊任第三大队
大队长。

董策成率部起义
杲学军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丹北地区
抗日斗争的蓬勃开展，1940年，新四
军江南指挥部移驻于丹阳县界牌镇，
指挥该地区的抗日斗争；中共苏北区
委宣布将丹北、澄西两个中心县委合
并组成中共 （京沪） 路北特委，以陈
光为书记。其中，丹阳县界牌镇附近
为特委和新四军六师十六旅五十一团
（陈光为团长）的活动区域。

1942年春，陈光带领五十一团全
体战士在幺坝休整。敌人得到消息，
于 4 月 29 日深夜纠集了一千多日伪
军，对五十一团驻地和新四军江南指
挥部所在地廿七圩埭实施突袭，并计
划于30日下午包围上述地区。30日凌
晨，五十一团接到侦查员报告：在罗
家新桥和张家桥方向发现有日军扑来！

陈光立即决定：一连指导员颜诚
带领一连一排从罗家新桥正面阻击敌
人；一连连长严成志率领一连其他战
士在张家桥阻击敌人，在指挥部安全
撤离前坚决守住阵地；二连指导员陈
金林率二连部分兵力作为预备队，随
时准备增援一连；二连连长张卒林率
部分兵力掩护机关工作人员转移。

一连指导员颜诚率一排赶到罗家
新桥时，发现已有小股日军占领了桥
北的歇凉亭，而大批日伪军则停留在
桥南的河堤上，准备过桥。颜诚随即
命令一个班带 1 挺机枪，向歇凉亭上
的日军发动突然袭击，夺回歇凉亭；

颜诚带领两个班 （其中 1 个班配有 1
挺机枪） 占领制高点和侧翼有利地
形，封锁桥南敌人的前进道路。

3个班的战士立即分头行动，1个
班立即向桥北的敌人发起攻势，很快
击毙了敌人的机枪手，并将敌人击退
到亭边的麦田里。为了让敌人的先进
武器无法发挥作用，这个班的战士们
随即跟着冲进麦田，和敌人展开白刃
战，其他战士也赶来支援，很快又击
毙了 7 个日军。残敌不敢恋战，在对
岸敌人重机枪的掩护下仓皇退回桥
南。一排遂占领歇凉亭，利用敌人搭
建的工事继续激战。

与此同时，由孟河方向进犯的敌
人刚进至张家桥，就遭到一连的迎头
痛击，被迫退回对岸。不久，敌人一
面隔着河用掷弹筒向新四军阵地射
击，一面继续发起冲锋，企图渡河。
一连顽强应战，击退了敌人的再次
进犯。

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五十一团部
队掩护机关工作人员从笆斗山南边、
南北两路敌人的夹缝中冲出合围，安
全转移到向黄山。掩护指挥部撤离
后，五十一团又派出小部分兵力在廿
七圩埭继续活动，让敌人误以为该地
仍有大批新四军，吸引了大批敌人，
为阻击部队撤退创造了条件。战至当
日中午，各阻击部队相继摆脱敌人，
与大部队会合。

新四军丹阳界牌成功反包围
赵荫棠

1946年初，国共双方签署了停战
协定，但蒋介石却密令国民党军队迅
速“抢占战略要点”，为发动内战做
准备。1946年初，国民党十三军所属
第一六二团侵占古山、莫力河及中共
建平县委所在地平庄。该团全副美械
装备，号称“铁团”，总兵力 1800 余
人。该敌以古山城为大本营，修筑了

“现代化防御体系”，又向上司申请，
调来了 1 个美式山炮连和 1 个迫击炮
连协助防守。

为保证后方党政机关转移及人民
群众的安全，并最终粉碎国民党军的
进攻，解放军冀热辽军区所属各部
队，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主动放
弃中心城市，有计划地节节设防、步
步阻击消灭来犯之敌。

5月，解放军热辽纵队独立旅进驻
古山地区，准备对敌一六二团予以狠
狠打击。战前，解放军冀热辽军区对
战局进行了全面分析，确立了以古山
为主战场、平庄和莫里河为分战场，
牵制敌军力量、截断敌军救援的策
略。为确保独立旅在古山作战的顺利
进行，军区又调集了 3 支部队部署在
附近地区，以牵制、阻击各路敌人的
增援。当地党组织也动员了干部群众
4000多人参加支前，有力保障了此次
部队的作战。

5 月 13 日凌晨 1 时，古山战役打
响。由于准备充分，战至14日，解放

军基本控制了古山城外围的据点，并
成功切断了古山之敌和外界的联络。

15 日夜，解放军攻城部队炸毁
了前进道路上的主碉堡，逐步扫清
了外围工事，然后向城西展开试探
性进攻。敌人则调集重型武器拼命
向解放军部队轰炸、扫射。为避免
伤亡，指挥员命令攻城部队暂时撤
出战斗。

17日上午，军区首长亲临古山前
线视察，并在前沿阵地上会同独立旅
旅、团级指挥员研究、调整了作战方
案。随后，独立旅在兄弟部队的协助
下，对平庄等地仍在顽抗的敌人据点
发起猛攻。战至 18 日下午，古山守
敌害怕被解放军“各个击破”，于是
命令外围所有敌人向古山撤退，并派
部队出城接应。见敌人调动，独立旅
立刻攻城。战至 19 日凌晨，攻城部
队从古山城北率先冲入城内。随着解
放军部队陆续冲入城内，北部的敌人
阵地被逐步攻破，残敌只得向城南逃
窜。解放军则奋勇追击，迅速收缩包
围圈。19 日拂晓，解放军攻入敌团
部，城内守敌全线崩溃，少数残敌在
敌机的掩护下突围逃走。

经过6天7夜的激战，独立旅毙伤
俘敌1100余人，彻底打垮了国民党军
所谓的“铁团”。19 日中午，解放军
乘胜收复了平庄等地，取得了古山战
斗的完全胜利。

古山战役：解放军打垮国民党“铁团”
吴小龙

1941年“皖南事变”后，盘踞
在胶东地区的丁綍庭、秦毓堂等国民
党投降派组成“抗八联军”，疯狂进
攻八路军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
地。在遭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的
奋起反击后，丁、秦等人仍不思悔
改，转而投靠日伪，继续和八路军为
敌。八路军随即发起反投降战役，接
连挫败了日伪的“扫荡”和丁、秦等
人的进犯。到1942年上半年，丁綍
庭、秦毓堂的部队只保有黄村、留格
庄、腾甲庄等几个据点。

1942 年 6 月，八路军胶东部队
开展了反“扫荡”行动，打退了日军
的进犯。丁綍庭没了靠山，只得放弃
黄村据点，带着1000多残兵败将逃
到腾甲庄秦毓堂部的据点继续顽抗。

7月下旬，八路军胶东部队主力
向留格庄守敌发起进攻。为配合主力
部队的作战，东海军分区于7月22日
派出独立团第一、第二营1000余人
将腾甲庄据点守敌 2000余人包围起
来，以防其出兵增援。独立团部队根
据军分区的部署，采用“麻雀战”战
术，每天晚上派出小股部队对敌人进
行骚扰，同时进行坑道作业，将工事
和地道秘密挖到敌人的阵地和碉堡底
下，做好进攻前的准备。与此同时，
中共牟海县委、行署带领各区干部群
众建立粮食封锁线，切断了腾甲庄据
点敌人的粮草供应。守敌始终无法摸
清八路军包围部队究竟有多少兵力，
只好困守腾甲庄，惶惶不可终日。

十几天后，独立团二营几个战士
趁黑夜敌兵困睡之机，潜入腾甲庄西
北角的碉堡，未费一枪一弹，俘敌一
个连，并乘胜向南推进到围墙一线。

此后，东海独立团改变战术，以

挖地道、“土坦克”等办法拔掉了守
敌的几个重要外围工事。8 月 3 日，
八路军胶东军区部队消灭留格庄据点
守敌。东海独立团闻讯后，对守敌开
展政治攻势，昼夜喊话，致使敌人人
心浮动，带枪投降者频出。

9月初，胶东军区第十七团两个
营赶至腾甲庄增援东海独立团。在双
方的努力下，腾甲庄据点的外围工事
被全部清除。

9月8日，八路军总攻开始，战
斗开始前，爆破组用棺材装满火药，
通过事先挖好的坑道将棺材运到敌人
城墙下面实施爆破，炸开了缺口。突
击队乘胜冲入，守敌慌忙拼凑了“敢
死队”反扑，并集中了大部分重型火
力，企图堵住缺口。八路军立即调整
战斗部署，一面继续派部分兵力在缺
口处佯攻，一面派主力在炮火掩护
下，在其他方向向敌人发起猛攻，攻
击部队互相配合，很快突破多处围

墙，冲入据点。在八路军的多面夹击
下，守敌四面溃散，部分敌人逃出城
外，被沿途八路军和民兵伏击，大部被
歼。

9 日拂晓，八路军完全攻克腾甲
庄。此战，八路军胶东部队共歼敌
20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20余挺、长
短枪1500余支，并完整缴获了敌人设
在庄内的兵工厂。

同日，日伪派出1500余人向腾甲
庄据点扑来，但在途中遭遇军区第十六
团的顽强阻击，进展缓慢。

东海军分区领导立即命令部队拆除
腾甲庄据点的工事，附近群众也赶来支
援，至下午5时，军民合力将整个据点
全部拆除。

夜间，赶来救援的敌人终于进入腾
甲庄，却发现据点已不复存在。9月10
日上午，日军的飞机发现上册村附近

“有小股八路军活动”，于是援敌向上
册村进犯。当他们来到上册村外时，
遭到“在此恭候”的八路军东海军分
区部队密集火力的“迎接”。敌人进攻
了一阵，不仅无法突破八路军的阵
地，还被击毙多人，于是退回到腾甲
庄。当敌人准备吃晚饭时，八路军已
跟踪而至，于是丢下晚饭，仓皇向海
阳县城逃走。八路军不给敌人以喘息
机会，随后乘胜追击，于9月16日一
举光复海阳县城。

八路军胶东部队歼敌腾甲庄
贾晓明

智取敌人精锐“别动队”

1935 年 2 月，红二十五军西征
后，留守的红军部队与鄂东北独立
团又重组红二十八军，下辖第八十
二师和手枪团，共 1000 余人，坚
持鄂豫皖苏区的斗争。

红二十八军建立后，遭到国民
党军的重兵“围剿”，红二十八军
采取避敌锋芒、分散行动的战术，
不仅成功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还对敌人侧翼、后方、结合部等弱
点进行攻击，取得了多次胜利，扭
转了根据地的局面。詹化雨作为手
枪团的一名高级指挥员，和战友们
担负起红二十八军的侦察、开路、
突击、掩护等任务。他经常率领战
士们化装潜入敌占区，完成了各种
各样的艰巨任务。

面对红二十八军的频频胜利，
蒋介石大为震怒。他亲自致电国民
党鄂豫皖“三省剿总”，让他们调
集重兵，歼灭这支红军队伍。

国民党“三省剿总”根据蒋介
石的命令，重新划定“清剿区”，
还针对红军的游击战术，专门抽调
各路部队中的“精兵强将”组成了
一个“别动队”，配备最新式的武
器装备，企图“以游击对游击的战
术”在五六个月内彻底剿灭红军手
枪团。

这个消息传到手枪团，指战员
都高兴地说：“这下可有新武器用
了！”于是战士们三天两头地向詹
化雨请战，要求“立即去打别动
队”。詹化雨则教育战士们：好好
练兵，机会总会有的！

1935 年 7 月中旬的一天下午，
红二十八军主力前进至太湖冶溪河
附近。这时，侦察员赶来报告：前
方不远处有敌人一个旅进行布防。
勘察后发现：南面山中有一道三四
里长的山涧，敌人尚未占领。部队
首长指示手枪团兵分两路：一路负
责监视冶溪河之敌的动向，掩护大
部队通过；另一路负责前卫，迅速
向山涧挺进，为大部队探查前进
道路。

手枪团立即化装成国民党军的
“追剿队”，由詹化雨率领，向山涧
出发。出发前，詹化雨告诉战士

们：万一遇敌，尽可能与其纠缠、
拖延时间，或相机歼灭。

当詹化雨率领手枪团战士们快
要走出山涧的时候，突然前面出现
了敌人的哨兵，向红军战士们高声
喝问。

詹化雨一面冷静地向前走去，
一面指着胸前的符号说：“你连自
家人都不认识，还站什么哨？”

敌人哨兵见是“自己人”，放
松了警惕。詹化雨见敌人哨兵只有
两人，便和一名班长走了过去，出
其不意地缴了两个哨兵的枪。

经审问，詹化雨得知敌人的
“别动队”一个加强连正在向山涧
赶来。情况危急，刻不容缓，詹化
雨一面将情况向团长进行报告，一
面率部向前继续前进。

当手枪团走出山涧，来到一个
村庄时，和敌人的“别动队”遭
遇。詹化雨见敌人在村口架起了两
挺机枪，于是“不紧不慢”地用从
俘虏处学来的“口令”向村口敌人
打招呼。敌人从对“口令”中看不
出破绽，但敌指挥官却不肯轻易
放行。

这时，后面走过来一位“中校
团长”，詹化雨见状，连忙来了一
个立正，说：“报告团长，他们是
别动队的，不让我们通过！”

“团长”立即怒气冲冲地对指
挥官骂道：“什么‘别动队’，打红
军都是孬种，捣蛋倒是内行，喊你
们队长来见我！”

佩戴上尉军衔的敌指挥官见
状 ， 点 头 哈 腰 地 迎 上 前 来 。“ 团
长”对他训斥了几句，又给他看了
证件。敌人见一切“无误”，就带
着部队进了村子。詹化雨发出信
号，暗示手枪团战士们做好歼敌准

备。当手枪团指战员全部走进村子
时，突然动手，将大部分敌人缴了
械。村口敌人见状，慌忙丢下机枪
向山涧里逃窜，手枪队随后追击，
和随后赶来的红二十八军主力部队
前后夹击，全部活捉了逃敌。此次
战斗前后不过20分钟，国民党的这
支精锐“别动队”130余人全部成了
手枪团的俘虏，詹化雨和手枪团战
士们也如愿以偿地得到了新武器。
当晚，红二十八军胜利突破敌人的
封锁线，向南安全转移。

缴获敌人给养不费一枪一弹

1936 年，红二十八军主力进入
湖北，詹化雨率手枪团化装成国民
党军，为主力探查情报，并相机消
灭敌人。

2 月，詹化雨化装成国民党中
校来到新洲镇“视察”，受到了敌
人区保安队的“热情接待”。酒席
宴上，詹化雨乘机向敌保安队长
打听“兄弟部队”的情况，得到
了“国民党十一路军一支部队当
日 由 武 汉 行 营 押 送 给 养 回 大 别
山，中午要在新洲吃午饭，随行
的还有一位长官”的消息。詹化
雨 一 面 秘 密 向 军 首 长 进 行 了 汇
报，一面火速率领手枪团部分战
士向武汉方向前进，在离新洲镇 5
公里的道路上设下埋伏。由于此
处距离敌人驻地较近，詹化雨等
人经过研究，决定采取“不开枪
的方式”解决战斗。

不多时，一队敌人进入伏击
圈。詹化雨身着国民党军中校军
服，率领几名战士拦住敌人去路，
高 声 向 敌 人 喝 道 ：“ 把 证 件 拿 出
来！”

走在前面的两个骑马的敌军官见
对方只是一个“中校”，立即破口大
骂。詹化雨却说：“现在红军的便衣
队活动猖獗，因此上峰有令，不论是
谁，就是天王老子也要盘查！”

听到这里，后面的敌人长官催马
走到队伍前面，一面高声叫嚷着“你
连老子也敢拦”，一面挥起马鞭就朝
詹化雨打来，詹化雨一把揪住马鞭，
用力一拽，将这个敌人拉下马来，并
立即掏出手枪顶在他脑袋上。

正当敌人的押送队不知所措之
际，100 多名手枪团战士一拥而上，
不发一枪就将这伙敌人全部缴了械，
还缴获了敌人携带的全部武器弹药和
军饷、军需物资、粮食。

“老向导”雅号的由来

在随后的战斗中，红二十八军忽
而化整为零，忽而化零为整，有时在
根据地作战，有时又跳到敌占区，取
得了多场胜利，不仅有力地保卫了根
据地，扩大了自己，还将游击战争从
山地扩展到平原地区。

1937年年初，不甘心失败的敌人
再次集结重兵“围剿”坚守在根据地
的红二十八军主力部队。为了打破敌
军，红二十八军决定向霍山方向转
移，部队行经黄泥塝时，前有敌第十
一路军堵截，后遭敌第三十二师九
十四旅两个团紧追不舍。黄泥塝呈
狭长山谷地形，敌人企图以 3 个师近
万人兵力合围，聚歼红二十八军于
山谷之中。红二十八军对敌军的整
体布置情况尚不完全清楚，于是一
面派出手枪团四处侦察情况，一面
继续向前前进，以求迅速摆脱后面
敌人的追赶。

不久，侦察员报告，敌人的追击
部队突然加快速度赶来，军首长于是
要求部队加快速度前进。当时，前方
的侦察人员尚未返回报告情况。但詹
化雨认为：追敌部队此前曾吃过红军
的“亏”，如今竟如此“卖力”地追
赶，实属反常。他凭借多年的侦察经
验，判断敌人极有可能在红二十八军
的前方道路上设有埋伏，于是立即赶
到指挥部，建议部队应更改行军路
线，向南翻越白马尖突围。有的同志
认为：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兵，部队还
是应该继续按照原路线前进；而通往
白马尖的道路异常艰险，沿途尽是悬
崖峭壁，加上风雪弥漫，翻山的困难
很大。军首长经过思考，认为詹化雨
的建议正确，于是当机立断，立刻将
后卫营改为先遣队，命令全军战士迅
速从白马尖转移突围。

詹化雨奉命率领部分熟悉地形的
手枪团战士担任向导。他凭借惊人的
记忆力和方位感，引领红二十八军指
战员调转前进方向，很快翻越白马
尖，成功摆脱了敌人的追兵，突出
重围。

不久，侦察人员返回报告，红
二十八军原来的行进道路上确实有
敌人的重兵埋伏，一切正如詹化雨
所料。此后，红二十八军指战员都
非 常 佩 服 詹 化 雨 ， 亲 切 地 称 他 为

“老向导”。
（作者系安徽省文史研究馆特约

研究员）

詹化雨率部战斗在大别山
胡遵远

詹化雨将军 1929 年参

加革命，1930 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1931 年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时期，

他历任班长、队长、团长等

职，率领部队参加了三年游

击战争，在粉碎国民党军对

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地

区的历次“围剿”战斗中立

下了赫赫战功，并为后人留

下了一段段感人至深的红色

战斗传奇故事。

时任新四军四支队九团团长的詹化雨与九团政委胡继亭 （中）、四支队八
团政委林恺 （右） 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