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访彭大将军

陆　诒

　　1937年 11月太原失守之后,我作为《大公报》记者先随军撤
退到临汾,以后又渡河到西安。11月底,我在西安接到范长江从汉

口来电,说上海、太原失守以后, 人心惶惶不安。他要我设法去陕北
一次,报道延安的声音。12月 1日,我搭上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租来
的商车启程北上, 在 12月 3日傍晚到达延安。得到党报编辑委员

会徐冰的大力协助,为我精心安排好访问日程, 使我先后访问了毛
泽东、周恩来、李富春、罗瑞卿、成仿吾等人。对于他们纵谈抗战形

势,得出的结论,乐观而坚定的态度, 我即以电讯告报社。
　　连日上坡下坡走窑洞, 我发现所有延安的人们, 不论男女老
少,都向往抗日前线。只要有人从前线回来,就会到处受包围, 问长

问短,谈个不停。恰在这时,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将军从前线归
来的消息传遍延安,我不肯轻易放弃采访的机遇,特托徐冰为我安

排好 12月 7日前去访问。
　　彭德怀真是一位严肃的革命军人,重然诺, 又遵守时间。那天

上午 9点前一刻钟,我按预约的时间提早 5分钟去, 他披着一件从
日军那里缴获的黄呢军大衣,已经站在窑洞口等着。他邀我到他所
住的窑洞中谈天, 窑洞壁上用图钉按着军用地图,桌上放着一大堆

文件和文具, 他一进来即脱下军大衣,在我对面就座。我看他军装
穿得齐整,风纪扣扣得紧紧的,还打着绑腿,内务整理得井井有条。

他没有什么客套, 直率地对我说:“记者先生,你可以随便提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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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只要我知道的,我都愿意坦率相告。”“那太好了, 我刚从山西战
场回来,就请你谈谈那边的情况,好不好?”我说。他听了站起身来,

走到军用地图旁边,一面谈,一面手拿一根小木棍,指点作战地点。

　　彭副总司令说, 八路军东渡黄河, 刚进山西战场时, 太原尚未
失守,但我们已作好万一失守的打算。即使日军占领太原后南下,

我军仍将继续北进,深入敌后方,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目前,我正是
按照这个战略部署努力进行的。回忆我军到达太原时,日军已全面

逼近山西北部所构筑的国防工事, 正拟突破平型关与雁门关的防

线,直扑太原。我军一一五师立即迂回敌后,以阻击南下日军的攻
势, 9月 25日在平型关附近打了第一个大胜仗。当晋东娘子关和

晋北忻口形势紧张时,八路军总部即率我军主力部队离开五台山
区南下,配合友军作战。10月 23日,一一五师副师长兼政委聂荣

臻同志受命留守五台山区, 创立第一个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

地。他所有的兵力仅是一个独立团、一个骑兵营和不完整的两个

连,总共两个团左右。11月 7日,聂荣臻同志奉命建立晋察冀军区

司令部,开展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
　　晋察冀军区刚刚建立, 日军即分几路向我进攻。由平绥路大同

来的日军攻占广灵,从张家口来的日军已占领蔚县, 但他们只是占
领县城,广大乡村仍在我军手中,日军不敢轻易出城。在晋东方面,

日军从寿阳进攻宗艾镇,两次都遭到失败, 从平定进攻上荫营也没

有结果。在河北省,从保定出发的日军已攻占内长城的紫荆关,但
涞源城仍由我军驻守。日军妄想赶快恢复平汉路、同蒲路的交通,

但这几条交通线都受到我军的破坏。

　　在晋察冀军区已经动员组织了 1. 5万义勇军,有枪支七八千,

游击队和自卫军人数 3万多人, 拥有步枪、土枪、土炮和大刀、红缨

枪、梭标各种新旧武器,所有男女老幼都直接或间接地投入了抗战
的洪流。彭将军不无激动地说:“这种人民武装力量如果单纯从军

事观点来看, 当然还很薄弱和落后,但从政治意义上讲, 其潜在力
量比增加一个军的兵力还要伟大。晋察冀军区总人口有三百万,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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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们坚决继续干下去,前途大有可为!”
　　他继续说,在晋西北和绥远省的东南部,除八路军一二 师贺

龙将军所部留在当地活动以外, 也组织了义勇军、自卫军和游击

队。日军虽然占领了朔县等几个县城,但他们一出城便挨打, 而当
地汉奸政权也不易站住。日军占领太原后,暂时不敢迅速南下,使

各路友军在晋南获得补充和休整的机会, 这主要是受我军游击战
的牵制。日军梦想消灭八路军和人民武装,以制止游击战争的发

展,这是不可能的! 即使日军占领了山西省的全部城镇, 我军仍不

离开山西的土地,还要在山西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日游击战
争,维系华北几万万人心。

　　我第二次采访彭德怀将军, 是在汉口。1938年 1月 19日下
午,我接到凯丰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来电话,说彭德怀将军从前方

到汉口, 叫我到办事处去访问他, 谈谈前线战况。这是我从《大公

报》转入《新华日报》后首次出勤采访。办事处设在原日本租界中街

89号,从府西一路大陆里报社走去有一段路, 当时既无电车,又无

公共汽车,只好安步当车。
　　到了办事处,就有人招呼我在楼下会客室等候, 不到两分钟,

彭将军仍然披着那件日军呢大衣昂然而入。他同我是第二次见面

了,和我亲切握手后,就把军大衣放在旁边椅子上,双方坐下来侃

侃而谈。他面带笑容说:“在这里又见到你真是没有想到, 听凯丰同

志讲,你进了我们《新华日报》工作,我很高兴。今天我刚从洛阳来,
在那边开了几天的军事会议。武汉三镇是我旧游之地,吃过早饭,

我就同小鬼(指警卫员)出去走走。走到了汉阳,看看贫民窟, 看到
老百姓吃的、住的,还是同几十年前一样苦啊!记者同志, 你到过汉

阳,见到过贫民窟没有?”

　　“没有”。我老实回答。这时,他用严肃的目光向我扫视一下,
极其诚恳地对我说:“我们流血打仗为什么? 还不是为了人民的利

益。就以这次抗战来说,也是为人民利益而作战。人民的利益,人
民的疾苦,我们时刻也不能忘记!记者同志,不到贫民窟去走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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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人民的疾苦, 那样行吗?”
　　这几句话,给我以毕生难忘的教育!彭德怀将军来自人民群众

的最基层,对人民有深厚的骨肉之情。他一生英勇战斗,对共产党、

对人民赤胆忠心, 受到人民无比的敬爱。
　　接着,彭将军说:“这次在洛阳出席西北战场的军事会议, 蒋委

员长在会上表示,只有我们积极抗战, 才能推动国际形势的好转,
如果自己不积极抗战, 坐等形势的好转,那就要亡国。抗战以来,我

们官兵受到重大的牺牲,我们将抗战到底, 决不中途妥协。这次会

议还作出决定,现在黄河以北作战的军队,决不退过黄河, 在原地
坚持华北抗战。这个决定很好, 也很及时, 可以坚定全国军民抗战

到底的决心, 粉碎一切和谈阴谋!”
　　他心情沉重地向我谈日军在华北残杀同胞的暴行。1937年 12

月 19日, 7名日本兵来到石家庄以东的方村强奸妇女,群众奋起

反抗,打死、打伤4个日本兵。第二天早上就有大批日军赶来报复,
包围方村,屠杀了许多群众。平型关之战我军伏击敌军以后, 日军

也来一次大报复。从灵邱起经过东河镇、大营镇、、繁峙一直到代

县,这一带原来人烟稠密,市面繁荣。现在由于日军的烧杀、奸淫等

暴行,造成几百里内灭绝了人迹,变成一片废墟。日军的残暴罪行,
激起了当地人民的义愤, 他们不愿再当亡国奴,纷纷组织游击队

伍,保卫家乡,保卫自己。

　　日军进占太原以后,曾有三次分路围攻八路军在敌后的抗日
根据地, 以前两次都被我军击退。第三次进攻是从今年 1月 3日开

始的,地点在晋西北和绥远东部,共分三路。一路由岱岳、朔县攻我
宁武,被我军杀回朔县城。一路由和林格尔(内蒙地名)进攻左云和

右玉,仅仅攻占右玉。另一路由凉城进攻杀虎口的日军, 也被我军

击退。

　　在正太路和同蒲路沿线,日军在强拉民夫,日夜赶筑碉堡,做

防御工事。但我们对其交通线的袭击和破坏仍照常进行。每次我

军作战时,我军都向沦陷区散发中共中央去年 12月 25日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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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时局宣言》和蒋委员长 12月 26日发表的《告民众书》。沦陷区
同胞看到这两份传单, 奔走相告:“我们当亡国奴是暂时的,只要国

共坚持团结抗战, 中国永远不会亡!”

　　与彭德怀将军握别时, 他提出:我们以后前线再见!
　　我第三次采访彭德怀将军是在山西八路军总部。

　　历经 1938年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之后, 我在 1939年 9月下
旬,经过中条山、太岳山来到山西武乡(今改为左权县)的砖壁八路

军总部所在地。我寄宿在《新华日报》“华北版”报社, 与八路军总部

有直线电话可通。事先通过电话,约定时间后, 我第三次访问了彭
将军。他还是象过去两次那样热情、真诚地接待我, 并对我到敌后

战场采访给予工作上的指导。见面时,彭将军显得很兴奋,他第一
句就说:“汉口一别经年,今天我们实践了前方再见的约定。你从大

后方和其他战区来到敌后战场, 见多识广, 先请你谈谈沿途见闻。”

我据实汇报了一些情况,要而言之,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区别,
前者至今停留在单纯的军事作战上, 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参战, 而后

者充分发动并组织群众参战,形成人民战争的格局。
　　接下去, 我请他谈谈最近晋东南战况。彭将军详细介绍了下面

情况:
　　根据我军缴获的日军文件证实,日军这次进攻晋东南共分三

个阶段, 从今年 3 月至 5月, 实行严密封锁、准备进攻; 5月至 7

月,调集兵力、布置战阵;从 7月到现在,是分进合击、进行分区扫
荡时期。日军的作战计划, 先是打通白晋公路、临屯公路和东阳关

通长治的大路,将晋东南广大地区划成一个“田”字形,分裂成四个
方块,然后分区扫荡,妄想一举而摧毁晋东南抗日根据地。

　　今年 7月初日军开始进攻时, 共出动六个师团和两个旅团的

兵力,分九路进犯。第一路是日军十一师团的一个联队(相等于中
国陆军一个团的兵力) ,由和顺、辽县出动, 沿平定至辽县的公路南

下。第二路是日军第一、九师团与第九混成旅团的全部兵力, 这是
日军进攻的主力部队, 由子洪口出动,沿白晋公路南下。第三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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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由太谷、榆次进攻武乡。第四路是日军第八师团的一个旅团。第

五路日军由安泽、浮山东进,与介休日军会合,攻占我沁源。第六路

日军由临汾至屯甾公路东进。第七路日军是二十师团一部,由翼城

向高平东进。第八路日军是二十师团一部与第七师团的一部分兵

力,向博爱至晋城的公路前进, 第九路日军是第十师团的全部兵

力,由平汉路出动,沿武安到长治的大道前进。
　　晋东南地区是高原盆地,四周环绕着太行山和太岳山脉。日军

九路进攻,其势汹汹,企图与我军打几次大规模的决战, 先歼灭我

军主力部队, 然后再扫荡山区。我军摸准了敌人的企图, 从不打无
把握的仗。特将我军兵力配置在日军的两侧,在公路交通线上不同

锐气正盛的日军进行决战, 仅向其后方侧翼袭扰,使敌人在打通交
通线后仍不能巩固其占领区,等到敌人交通线被我纷纷切断以后,

我军主力部队即及时大举围攻。

　　在过去两个月战斗中, 南线西北军庞炳勋部在天井关一战,阻
止了日军在博爱公路上的前进, 并切断其交通线,一举而收复了晋

城。中央军刘、陈两部与日军激战于阳城、沁水之间,歼敌甚众,切
断了翼城至高平的公路,使已占高平、阳城之敌不得不狼狈退却。

在白晋公路以北和以东的八路军更以其英勇、机动的战斗,大量消
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吸引日军向北移动。其中尤以辽县和石匣的战

斗、收复武乡和榆社的战斗最为出色。由于我军和各路友军密切配

合作战, 运动战和游击战的灵活运用, 迫使日军既不能打通交通
线,而对已经占领的十字形路口,也因受我军主动攻击, 变成了英

文字母中的“L”形。这是出乎日军所意料的。日军这次“扫荡”既未
成功,反而付出了重大伤亡的代价。

　　彭德怀将军这次同我谈作战经过,仍站在室内军用地图前面,

手拿一根小木棍,指点作战地点,使我理解战局。最后他忠告我:
“到敌后战场工作,先要了解华北敌后抗战的全局形势, 我劝你在

“华北版”(报社)多住几天, 最好与总部副参谋长左权同志多谈谈,
做到胸有全局,然后再到各地去深入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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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 10月初,我离开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走出山岳地带, 通过
平汉路敌人封锁线,来到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随后又与吕正操将

军随一二 师骑兵营, 突破平汉路日军封锁线, 到晋察冀边区抗日

根据地,最后到达北平西郊的平西抗日根据地;然后折回晋察冀边
区,过敌人封锁的正太铁路,于 1940年 3月中旬,仍回王家峪八路

军总部附近《新华日报》“华北版”报社所在地。

　　我第四次采访彭德怀将军是去八路军总部。“华北版”报社陈

克寒同志陪同我到总部,又得到彭副总司令的热情接见。当时他的

夫人浦安修同志也在座。经过彭将军的介绍,知道她是重庆《新民
报》同业浦熙修女士的亲胞妹。我们能在太行山上见面,倍感亲切。

彭将军说:“你几个月来在华北战场, 从山区走到平原,跑过很多地
方,见到各色各样的人物,了解许多情况, 请你先谈谈。”我就把去

年离开晋东南后情况扼要汇报。彭老总兴致勃勃地不时插话并提

出问题。他先问我, 路过冀南抗日根据地时访问过石友三军长没
有?我据实说:“我在南宫附近访问过石友三的军部, 据军部秘书长

告我,石军长出发去视察部队了,未曾见到。”彭将军又问:“你有没
有访问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将军?”我说:“也没有访问到。”彭将

军微笑说:“你也没有见到, 可惜了! 去年我也到过冀南平原, 专程
去访问西北军的老前辈鹿钟麟将军,渴望与他协商在华北敌后战

场进一步团结抗战的大局, 但竟未能见到。最近他在这次摩擦中受

到一些挫折, 他所直接指挥的九十七军朱怀冰部全军覆没,也许头
脑会清醒一点了。”

　　我说:“最近,我想启程回重庆报社,你看,从晋东南到晋南过
黄河, 这条路还能通行吗?”彭老总沉思有顷, 然后说:“我看可以。

你可以先到新五军孙殿英部队, 然后由他派人送你到晋南过河。

1939年年底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是阎锡山先在山西动手。‘十
二月事变’之前, 他大叫:‘天快下雨了,赶快准备雨伞。’毛主席就

说,阎锡山准备‘雨伞’,你们也赶快准备嘛!我们有了充分的准备,
战斗一打响, 先粉碎阎锡山对晋西南和晋西北的进攻,接着又打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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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晋东南的进攻。最后我们还彻底消灭摩擦健将朱怀冰的一

个军,打击了他们的反共气焰,迫使第一次反共高潮草草收场。我

估计,时局好转的可能还是有的,因为我们总是团结抗战的大局为
重。”

　　四次访问彭德怀将军, 两次在后方,两次在前线,他的音容笑
貌,我至今铭记在心,历久难忘! 他是一位神圣抗战中作出卓越贡

献的我军高级将领,他对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立下的丰功伟绩, 将彪
炳千秋,人民不会忘记!

(作者离休前在《解放日报》工作 ,已故)

(责任编辑:李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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