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抗战初、中期冀中解放区的历史概况
兼与王海印同志商榷

肖一平

炎黄春秋 杂志 2006年第 7期发表的王海印同志撰写的 白

求恩助手辛育龄采访记 一文,是一篇好文章, 它生动地论述了伟

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率领下的医疗队,在烽火纷飞的冀中敌

后抗日根据地抢救八路军伤员的英雄事迹及其亲密助手辛育龄教

授在白求恩大夫培养下的成长过程。读后感人至深。

我自 1937年至 1943年一直在冀中地区工作, 全国解放后多

年研究抗战史, 因此对冀中地区的抗日斗争情况有所了解。在阅

读上文(以下简称王文)过程中,发现有多处重要史实不准确,现作

些说明,供作参考。

一、王文第 1页正 12行有这样一段话: 七七事变发生后, ! 由
政委程子华、政治部主任孙志远领导的抗日革命组织 冀中抗

日民族自卫军∀∀半年之后, 贺龙同志率领的部队到达保定,将自

卫军改编为八路军, 成立了冀中军区#。
历史的真实情况是:

(一)冀中平原是华北晋察冀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

部分。冀中抗日根据地初创之时, 共产党组建的抗日武装, 主要有

四大部分: 即!人民自卫军#、!河北游击军#、!抗日义勇军七、八支
队#和!华北民众自卫军#;那时候并没有!冀中抗日民族自卫军#这

一番号。这是一。其二、1937 年秋冬之交, 沿平汉铁路向南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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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军,已于 9月 24日占领保定, 10月 10日占领石家庄;沿津浦

铁路向南进攻的日军, 于 9 月 24 日占领沧州, 10 月 5 日占领德

州。那时,冀中地区共产党挺身而出, 号召各阶层人民武装起来,

保家卫国,组建了多股小型抗日武装,其中主要是由中共保属省委

直接掌握的抗日武装 !河北游击军#和由各县共产党掌握的

!人民抗日自卫团#。此时, 冀中地区党、军主要领导人是: 张

君、孟庆山(中共中央派来冀中的老红军干部)、侯玉田、吴健民等

人。那时,程子华和孙志远都不在冀中地区 (程在山西, 孙在冀

西)。

(二) 1937年 9月侵华日军占领保定不久, 日军一个师团司令

部常驻此地, 伪河北省政府也设立在这里。1939 年(即!半年之
后#) ,贺龙及其率领的部队根本不可能到达这里。所谓在保定!将

自卫军改编为八路军, 成立了冀中军区#, 则是!子虚乌有#。冀中

军区是 1938年初在河北省安平县宣告成立的。

(三) 1937年七七抗战发生后,吕正操(中共秘密党员)奉中共

中央北方局之命,率领原东北军第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千余官兵, 于

1937年 10月 14日, 在河北省晋县小樵镇宣布甩掉国民党军番

号,改称!人民自卫军#, 回师冀中平原, 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同年

11月间,孙志远奉聂荣臻(时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副师长兼晋察冀

军区司令员与政治委员, 代表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全权领导晋察

冀边区的党、政、军工作)之命到达冀中,担任!人民自卫军#政治部
主任之职。

(四) 1938年 1月,成立中共冀中省委,鲁贲任省委书记。同

年5 月 1 日, 成立冀中政治主任公署(后改称! 冀中行政主任公

署#,简称!冀中行署#) , 李耕涛任主任。同年 8月下旬, 中共冀中

省委改称中共冀中区委员会(简称!冀中区党委#) , 黄敬任书记。

此时,共产党领导下冀中人民抗日武装已!号称 10 万#,先后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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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手中收复县城 20余座, 辖区 40多个县, 人口 800余万。5月 4

日,冀中抗日根据地两支主力部队 吕正操率领的!人民自卫

军#与孟庆山率领的!河北游击军#,奉中共中央之命合编为!八路

军第三纵队#,同时成立冀中军区, 由吕正操任司令员, 孟庆山任副

司令员,王平任政治委员( 1938年 9月赴任)。1939年 1 月 8日,

程子华奉中共中央之命, 从延安经晋察冀军区来到冀中就任八路

军第三纵队政治委员兼冀中军区政治委员。

(五) 1938年至 1942年这段时间, 冀中解放区的党、政、军主

要领导人如下: 区党委书记黄敬, 副书记鲁贲( 1940年牺牲) , 组织

部长刘亚球(原部长张君 1939年赴延安学习) ,宣传部长周小舟、

军事部长黄兴义,社会部长最初是侯玉田,后是李衡、张国坚,行署

主任吕正操 (兼) , 副主任李耕涛 ( 1940年以前)、副主任徐达本

( 1940年至 1942年)。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治委员王平( 1939年

以前)、程子华( 1939- 1944 年) , 副司令员孟庆山( 1940年 4、5 月

间离职赴延安学习)

二、王文第 1页倒 3行,有这样一段话: !齐会是河间府的一个

小山村,是日寇的一个重要据点, 我一二 % 师到达以后, 首先把战

斗的重点放在这里。战斗打响以后, 敌人凭借着精良的装备很嚣

张,叫嚣着向我军攻来∀∀#

历史真相是:

(一)齐会并不是一个!小山村#, 而是一望无际的冀中平原河
间县的一个有 400多户人家的大村庄。当时, 齐会村处于我抗日

根据地中心地带,多年在我手中,并非!日寇的一个重要据点#。齐

会战斗是 1939年 4月下旬( 23日至 25日)打的, 由贺龙将军亲自

指挥,以一二% 师主力部队为主,冀中地方部队配合,共 8个团, 在

广大人民支援下,激战 3昼夜,全歼日军精锐部队第二十七师团第

三联队吉田大队官兵 700余人(只有 10人逃往河间县城) , 并缴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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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全部武器、辎重。此役,首创抗日时期!平原游击战大量歼敌的

模范战例#。

(二)贺龙将军、关向应政委亲率八路军一二 %师主力部队到

达冀中地区的时间, 是 1939年 1月 25日。当时, 华北日军正集中

数万大军分区、轮番疯狂围攻冀中敌后抗日根据地, 近 3 个月中,

全部县城被敌占领, 形势十分危急。一二%师到达后, 接连打了几

个胜仗,狠杀了日军威风,稳定了冀中战局。从 1939年 5月至 10

月,我利用青纱帐有利季节, 大刀阔斧地全面进行建党、建政、建

军、发动群众、扩大巩固抗日统一战线和加强对敌斗争, 冀中平原

抗日根据地开始进入健康、巩固发展时期。1939年 8月, 一二 %

师主力部队奉命撤离冀中。

三、王文第 3页右侧倒 17行说: ! 1942年,根据中央部署, 一

大批知识分子调往延安学习, 他(即辛育龄)被派往延安。#

在时间与事实上,均欠准确:

(一)当时中共中央的部署,不只是抽调!一大批知识分子#, 而

主要是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抽调一大批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群

领导干部到延安学习、培训(其中有一部分同志是知识分子出身)。

那时,从敌后调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各级领导干部近万名,大部

分是工农出身。

(二)从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调大批领导干部到

延安学习的时间,并不是 1942年, 而应是 1943年和 1944年(路上

行军,一般需一两个月或几个月, 有的还需一年左右时间, 如华

南)。

(三)当时的具体情况, 大体如下: 1941 年和 1942年, 是敌后

抗战最困难的岁月。在此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全力准备和发

动太平洋战争, 便急于!征服中国#,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

和新四军则是其致命障碍。为此, 侵华日军即决定集中其大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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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部队轮番地进攻、!扫荡#华北、华中解放区,妄图一举消灭之; 尤

以华北地区为其作战重点。仅在 1942年,侵华日军就在华北战场

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两次大!扫荡#: 一是从 5月 1日开始,日军集中

5万余兵力,对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进行整整两个月毁灭性的!大
扫荡#(史称!五一大扫荡#) ,我军队,地方干部和部队损失惨重, 冀

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大部沦为敌占区,一部沦为游击区; 二是 5月中

旬至 6月下旬, 日军集中 3万余精锐部队,以突袭八路军总指挥部

为目标,对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连续进行 38天的!大扫荡#,我党

政军干部和部队伤亡甚大, 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在指挥作

战中壮烈殉国。这两次战役,我根据地各阶层群众被日寇惨杀和

抓走近 10万人。面对如此险恶形势,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在敌后

解放区进一步贯彻精兵简政政策, 并作出两项重大战略决策:一是

大大缩减敌后战场的主力部队,加强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建设,广泛

深入地开展群众性游击战; 二是保存干部, 从华北、华中各敌后抗

日根据地抽调大批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群领导干部来延安学习、培

训。1943年 1月 1日,中共中央曾作出 关于征调敌后大批干部

来陕甘宁区保留、培养的决定 。由于 1942年八路军总部遭袭和

左权将军牺牲, 党中央和毛主席曾于 1943年多次商谈把八路军总

部从太行山迁移至环境比较安全的晋西北地区。1943 年和 1944

年,冀中地区先后调往延安的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有近千人, 仅

1943年春季,就有 600名左右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调往延安(本

人也是其中之一员)。估计辛育龄教授就是 1943年离开冀中(或

是冀西)调往延安的。

(四) 1942年!五一反扫荡战#结束后,冀中平原解放区沦为敌

占区和游击区, 我军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暂时转移至

冀西山区。1943年初, 根据党中央指示, 冀中区主要领导人作了

如下调整:由军区政治委员程子华兼任区党委书记(黄敬调任冀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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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区党委书记) ,马辉之任副书记(原平西区党委书记) ,张国坚任

组织部长兼社会部长,周小舟仍任宣传部长。吴砚农任冀中行署

副主任。1943年 8月,党中央根据当前敌后斗争的严重形势作出

如下决定: 1 撤销冀中区党委、冀中行署、冀中军区; 今后冀中各

地委、专员公署、军分区, 由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晋察冀边区行政

委员会和晋察冀军区直接领导; 2 吕正操调任晋绥军区司令员,

程子华调任晋察冀分局副书记兼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 3 冀中

区党委撤销后, 晋察冀分局设立冀中工作委员会,马辉之为主任,

周小舟、张国坚为委员,协助晋察冀分局处理冀中区的日常工作。

上述历史情况, 在近些年我国出版的 贺龙传 、吕正操回忆

录 、程子华回忆录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 、中国抗日战争
史 、冀中抗日根据地斗争史 、一二% 师战斗在冀中 以及 白求

恩传 等著作中,均有具体记载,可作参考。

(作者肖一平,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荣维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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