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1年王震旅北调始末

与毛泽东等江亥电时间考

陈　标

内容提要　1941 年 9 月, 安边事件发生, 10 月,国民党决定调何文鼎师

南下。中共中央军委认为这一着对边区威胁极大 ,于是将王震旅主力北调以

应付何师, 并与国民党就此问题进行交涉,结果以何师不再南下而告结束, 随

后王旅返回原防。在交涉期间, 鉴于河防空虚,日寇极有可能乘虚渡犯,中央

军委发出一系列加强河防的指示, 其中一份电报的月份有误。本文考察了王

震旅北调应付何文鼎师一事的来龙去脉 ,对该电时间作了订正。北调事件反

映了抗战时期敌我友顽四方的复杂关系 ,体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警觉性和处

理统一战线问题的态度。

关键词　毛泽东　王震　何文鼎　邓宝珊　安边事件

毛泽东等《军渡碛口线之河防应该加强》一电(以下简称江亥

电)的时间,照录了该电全文的《毛泽东军事文集》和节录了该电部

分内容的《毛泽东年谱》均误定为 1941年 8月3日。笔者认为,根

据该电的内容,其时间应当是同年 11月 3日。该电内容如下:

贺周并告彭左:据报,军渡、碛口线集敌四千余准备渡河。

查王旅主力北调应付何文鼎,河防空虚,日寇极有可能乘虚渡

犯,如河防不守,影响极大。望贺周迅速布置,加强河防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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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打击渡犯之敌,另以一部从侧面威胁, 务使敌不得逞。如

何布置, 速告。应否派士第至佳县指挥, 亦望酌告。毛朱王叶。

江亥。

从上引电文可知,江亥电宗旨在于希望贺龙、周士第加强河

防,准备打击日寇 极有可能的“乘虚渡犯”。而河防之所以空虚,是

由于“王旅主力北调应付何文鼎”。因此,只有弄清王震旅主力北调

应付何文鼎师的本末, 才能知道该电的准确时间。

据笔者所知, “王旅主力北调应付何文鼎”, 是因为国民党第二

十六师何文鼎部南下; 而何文鼎部南下的导火线则是安边事件。因

此,事情得先从安边事件说起。

一　1941年 9月:安边事件

关于安边事件,据邓宝珊的随从副官石佩玖《邓宝珊将军在榆

林》一文,大致情况如下:

驻安边的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团邓宝珊部新十一旅(旅长刘宝

堂) , 与驻定边的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部队和平相处, 不搞摩擦。

1941年 9 月, 胡宗南、熊斌等和驻三边的张廷芝、张廷祥合谋, 策

划了一个解决新十一旅的圈套。9月初,安边来了一个魏高参,自

称是国民党军事委员西安办公厅(主任熊斌)点验委员,在桃力民

点验过二十六师(师长何文鼎)、骑七师(师长朱钜林)和察哈尔第

一游击军(总司令张励生)之后,来此点验察哈尔第一游击军的第

二支队(司令张廷芝)和陕西省保安第十三团(团长张廷祥)。于是

把原驻堆子梁的第二支队调进安边城内。9月 3日, 点验张廷芝和

张廷祥部,下午, 二张设宴款待点验委员, 把新十一旅连长以上军

官请去赴宴, 席间,张廷祥突然击毙该旅旅长刘宝堂,张廷芝扣押

了该旅赴宴军官, 并派队分头解除该旅的武装。该旅排长以下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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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起抵抗,双方激战至天明,经地方士绅出面调解,被扣的营、连长

被放回,带队撤至城外 70里的白泥井。

安边事件发生当日, 新十一旅第一团的少校团副牛化东因事

到定边,他与驻定边的陕甘宁边区警三旅旅长贺晋年早年有同事

关系,贺晋年与牛化东商定,贺晋年带部队在安边附近的长城外埋

伏,作为援兵,由牛化东到白泥井组织反攻。事先派人进城,以同乡

关系说妥安边城内的保安队中队长杜廷芝、夏品三两人开城门迎

接。9月10日凌晨,新十一旅进入安边,击毙了张廷祥的父亲张玉

亭,把张廷祥捉住,活祭了刘宝堂的灵牌。张廷芝和他的父亲张兰

亭带队逃跑, 被新十一旅追击部队击溃。

二　1941年 10月:何文鼎师南下,王震主力北调

据石佩玖回忆:安边事件之后,国民党决定把新十一旅由三边

调到桃力民整训, 把驻桃力民的二十六师何文鼎部换防三边。延安

方面认为,这是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率

部进驻靖边县的毛团库囵, 指挥 3个团包围了新十一旅所驻各据

点,从 11月中旬至 12月上旬,夜夜进攻各据点,声言先消灭新十

一旅,再迎击二十六师。邓宝珊派副参谋到三边去见王震,王震说:

“狼要来吃羊,我打狼来了。”邓宝珊明白了延安进兵三边的用意,

便打电报告急。后来蒋介石被迫收回了换防命令。王震返回绥德

时,和贺晋年一起到安边,宾主尽欢而别,三边赖以安定下来。

八路军方面的当事人耿飙、贺晋年的回忆从另一个角度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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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王震主力北调应付何文鼎”的真实情况: 1941年 10月, 驻在绥

远伊克昭盟境内的国民党新编第二十六师何文鼎部,突然南下向

我三边(定边、安边、靖边)分区进逼。三边分区是延安的北大门,又

是边区的生产基地。分区内的盐池县有着丰富的食盐资源,定边和

盐池一带还盛产甘草, 名场海内外,素有“天下甘草数定盐”之称。

三边分区未专门设置军分区机构,由留守兵团警备三旅(旅长贺晋

年、政委王世泰)兼管军分区的工作。为了对付何文鼎部的南下,确

保三边分区的安全,毛泽东亲自召见王震和贺晋年, 传达中央军委

的命令:由王震和贺晋年分任正副司令员,组建一野战兵团,立即

开赴三边前线。野战兵团由三五九旅的七一七团和四支队、留守兵

团的警一团、保安司令的保二团和骑兵团等部队组成。各部队接到

命令后,以急行军速度奔赴前线。11月 6日,在靖边的张家畔,召

开了参战部队动员大会,王震司令员作了战斗动员, 随即进行了战

斗部署,一部还前出到人烟稀少的内蒙四十里铺、黑头梁、银头梁

一线,准备给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何文鼎得知八路军已有充分的

防范,就未敢继续向边区推进。

但上述两种回忆都没有说明中央军委决定调王震旅北上的具

体日期。这个日期是 1941年 10月 20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

剑英致电贺龙、周士第并告彭德怀、左权: 原驻桃力民的何文鼎师

南下接收现驻安边地区的邓宝珊第十一旅防务。这一着对边区威

胁极大,决抽调王震旅及留守兵团部队( 3 个步兵团 1个骑兵团)

归王震、贺晋年指挥,阻止何师南下。一二○师驻佳县之 5团亦归

王震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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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41年 11月至 12月:围绕何文鼎南下的交涉

毛泽东在调兵北上阻止何文鼎师南下的同时,还通过在重庆

的周恩来和在延安的国民党联络参谋,与国民党交涉何文鼎师南

下问题。

1941年 10月 29 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 国民党政府决定调

何文鼎师进驻安边,则安边、盐池将不保,经济来源将断绝,我们决

定用武力自卫, 请向军委会交涉停止调动,否则引起冲突责在彼

方。 11月 1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何文鼎如不停止南下, 我们

决心消灭之, 请告蒋介石、刘斐立即制止。如何师不停止南下, 我们

必须向边区增兵。 周恩来接到电报后, 在 11月上旬两次质问刘

斐,刘斐回答说纯系调防,并转达蒋介石的话:“担保不进攻。”周恩

来责以来安边是挑衅, 声明边区要自卫。 

11月 6日,毛泽东与应邀出席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开幕会的国

民党联络参谋陈宏谟、周励武、郭亚生谈到何文鼎部时表示,何来

必打。陈宏谟等要求陕甘宁边区部队不要打响, 他们担保何文鼎不

来进攻。!

9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 告以刘斐向他转达的蒋介石

的两点意见: 一, 何文鼎部接防命令已下, 不能改变; 二, 何文鼎部

决不进攻陕甘宁边区, 如我向他进攻,必变成全面破裂。收回成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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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只能将来减少兵力。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后, 10日,中共中

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决定由毛泽东电复周恩来, 说明我方决不

许可何文鼎部进驻安边。 同日, 毛泽东复电周恩来,告以 6日与

陈宏谟等谈话的情况,并指出:“连日侦察,何文鼎尚在桃力民未

动,王震、贺晋年已集中了约六千兵力于三边,有可能吓住何文鼎

不来。你处可不再进行交涉,如彼方说减少兵力,决不要答应他。至

于蒋以破裂吓人, 只是瞎吹牛皮,他决不敢的。” 

但在同时( 10日) ,毛泽东等致电贺龙、关向应,告知何文鼎仍

有南下危险, 令王震率七一五、七一七两团与贺龙部专力对付。!

16日,周励武、郭亚生从西安致电延安说: 蒋鼎文、朱绍良已

呈准蒋介石, 何文鼎师缓调,当天,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 告以此事,

并分析了何师缓调二个原因:一是“三个联络参谋确做了许多有利

团结的工作。周郭到渝时, 望接待之。”二是八路军“已切断何师到

安边通路,这是彼方决定何师缓调的主因。”∀

但是,据陈长捷 11月 26日致朱绍良电称, 已令何文鼎师向安

边开动。30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 告以此事,并“请质问刘为章

(即刘斐)所谓何师缓调是否缓兵之计,我军直至今天未放一枪,如

何师一定南下则将坚决自卫,一切责任由彼方负之”。#12月 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关于何文鼎师问题, 决定用一切办法

争取何文鼎师不到安边, 如何师一定要进占安边,我则坚决抗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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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12月 5日,周恩来接到刘斐来信。信中称何文鼎新二十六师

仍驻原地未动,要求延安撤兵,恢复原来态势。周恩来将刘斐的信

电转毛泽东后,毛泽东嘱周恩来答复刘:何师阳示缓和,阴图南袭,

只要何师不再南下,我军当即退回原防。 12月上旬, 周恩来与刘

斐、贺耀祖(时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谈话时, 关于安边问题,刘斐

担保何文鼎师决不开动。 

至此,交涉以何文鼎部不再南下而告结束。此后,中央军委改

变了对何文鼎部的态度。12月 11日,王稼祥等致电贺龙、甘泗淇,

指出:何文鼎八十六师(应为二十六师——引者注)为中间力量,应

采取团结争取方针。!

四　1942年 1月:王震旅返回原防

据耿飙、贺晋年回忆:“到 1942年 1月 14日,何文鼎部悄悄地

龟缩回绥远原防地。”∀

随后,王震部队也返原防。1月 20日, 毛泽东在审改一份情况

通报时,加了三段话,其中一段说道:“由于我集中兵力于三边,并

占领蒙边军事据点,迫得重庆取消何文鼎师进驻安边之命令, 边区

北部暂告平静,我增防队已返原防。”#22日,延安举行欢迎三五九

旅七一七团的晚会, 毛泽东出席了晚会,并在讲话中指出: 你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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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在三边,完成了一个重要任务。你们到了那里,顽固分子就不敢

来了,你们没有打仗,就赢了一个大胜仗。边区是个好地方,顽固分

子可不喜欢这个地方,所以才把你们从前方调回来, 有事就打仗,

没事就生产和学习。

弄清了“王旅主力北调应付何文鼎”的本末之后,不难得知,江

亥电的时间应当在 1941年 10 月下旬王旅主力北调至 1942年 1

月中旬返防之间。据此, 该电的落款“江亥”(即3日 9—11时)可能

是 1941年 11月 3日, 也可能是 12月 3日或 1942年 1月 3日。再

根据贺龙与毛泽东 1941年 10月至 11月初关于加强河防以下电

文 ,则可进一步断定其时间是 1941年 11月 3日:

第一, 10月 26日,贺龙命令独立第一旅第二团,西渡黄河,执

行保卫河防任务。

第二, 10月 30日,毛泽东等致电周恩来等,要求贺龙、关向应

加强兵力,注意河防指挥。

第三, 接到江亥电后, 11月 4日,贺龙致电毛泽东,就河防战

术问题提出了意见。

第四, 11月 5日, 毛泽东等又致电贺龙、关向应、周士第,望加

强河防警戒, 如敌确实西渡,准备有力部队予以侧击。

根据上述情况,江亥电的时间不可能是 1941年 8 月 3日,而

应当是同年 11月 3日。

(作者陈标, 1958年生, 桂林工学院图书馆讲师)

(责任编辑: 李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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