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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军史馆

在无声中感受历史的厚重

第4418期

海南岛又名琼崖，屹立于浩瀚的南
海之中，是我国仅次于台湾的第二大岛，
也是祖国南疆的重要门户，享有“南海明
珠”之称。其北以琼州海峡与广东划界，
西临北部湾与越南相对，东北濒临南海
与台湾相望，东南和南边在南海中与菲
律宾、文莱和马来西亚为邻，不仅战略地
位十分重要，还是“天然资源宝库”。日
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对海南岛觊觎已
久。1939年 2月 10日，日军陆海军协同
入侵琼崖，未受任何抵抗即迅速侵占全
岛。面对危机局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琼崖抗日武装毅然挺身而出，竖起琼崖
抗战的大旗。抗战烽火由此燃遍琼崖全
岛。

序曲：“云龙改编”

琼崖抗日武装，是华南地区唯一由
红军队伍延续下来的抗日队伍，其前身
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琼崖红军游击
队。在土地革命鼎盛时期，琼崖红军游
击队曾发展到 2000人左右，建立起拥有
100 万人口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但第二
次反“围剿”失败后，部队仅剩几十人。
至全国抗战爆发，全琼仅有共产党员约
600人，红军游击队 200余人。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琼崖特委遵照
中共中央团结抗战的指示，与海南国民党
当局进行谈判。国民党当局旨在吞并琼
崖红军，提出种种无理要求，甚至逮捕了
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及其夫人曾惠予。
冯白驹，今海南省琼山市人，曾被周恩来
称赞为“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中共中
央获悉冯白驹被捕消息后，积极采取营救
措施。经过周恩来、叶剑英的反复交涉，

以及琼崖各阶层民众和海外侨胞的强烈
抗议，蒋介石被迫于1937年 12月下旬下
令琼崖国民党当局无条件释放冯白驹。

1938年 9月 24日，日机轰炸海口、府
城，侵略矛头直指琼崖。面对中国共产
党提出的抗日主张以及轰轰烈烈的抗日
救亡运动，琼崖国民党当局被迫接受和
谈，同意了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10月
22日，琼崖国共两党经过谈判终于达成协
议：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序
列，但政治上、组织上保持独立自主。

12月 5日，琼崖红军游击队在琼山
县云龙墟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广东省
民众抗日自卫团第 14区独立队，简称琼
崖独立队，史称“云龙改编”。冯白驹任
队长，马白山、刘振汉（国民党委派）任副
队长，下辖 3 个中队和一个特务小队。
“云龙改编”，是海南人民革命斗争的转
折点，标志着中共琼崖特委领导下的人
民抗日武装正式诞生。此后，琼崖独立
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发展壮
大，成为琼崖抗战的中流砥柱。

首战：潭口阻击战

1939年 2月 10日，日军第 21军司令
官安藤利吉指挥台湾混成旅团、海南岛
派遣部队 1万余人，在海军和航空兵的
配合下，登陆进犯海口、府城。国民党守
军仅做微弱抵抗随即溃退，海口、府城很
快沦陷。2月 13 日凌晨，日军海军第 5
舰队从琼州海峡北岸竹山起航，14日拂
晓于三亚港附近登陆，未遇任何抵抗，当
日侵占三亚、榆林和崖县。随后日军南
北对进，除白沙县外，海南各县城及交通
要道、沿海港口等先后沦陷。

日军入侵琼崖后，琼崖独立队立即
停止军政整训，奔赴抗日前线，首先进行
了潭口阻击战。潭口渡口位于南渡江下
游，距海口 15公里，距琼崖独立队驻地
云龙约 10 公里，是日军东进的必经之

地。琼崖独立队认真研究分析了战前态
势，判断日军侵占海口、府城后，可能渡
江东进，遂决心在潭口伏击日军，以打击
日军长驱直入的侵略气焰。定下作战决
心后，琼崖独立队第 1中队队长黄大猷、
副队长符荣鼎率领该队 80余人，于 2月
10日上午隐蔽行军，迅速赶至潭口渡口
东岸，严阵待敌。不久，日军果然向潭口
进犯，并配以飞机轮番轰炸扫射渡口东
岸。据符荣鼎事后回忆：“一时间，渡口
被炸得沙石横飞，浓烟滚滚，火光冲
天”。埋伏在附近的班长李文奇被炸断
了左脚，但始终强忍剧痛一声不吭，最后
壮烈牺牲，成为日军侵琼后琼崖抗日武
装牺牲的第一人。面对日军的狂轰滥
炸，琼崖独立队坚守阵地，沉着应战，阻
击日军前进，直到黄昏才奉命撤离。

潭口阻击战历时近一天，迟滞了日军
的渡江行动，给日军自海口登陆以来的首
次打击，振奋了琼崖军民的抗日精神，提
高了琼崖独立队威望。当地群众心向独
立队，踊跃参军支前，琼崖处处掀起了军
民团结抗战的热潮，形式多样的抗日组织
和团体纷纷建立，一些地方武装开始向琼
崖独立队靠拢，部分国民党军还主动提出
了联合抗日的要求。潭口阻击战后不到
一个月时间，仅有300多人的琼崖独立队
迅速增至1400余人，遂于同年3月扩编为
琼崖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14区独立
总队，简称琼崖独立总队，掀起了琼崖敌
后游击战争的新篇章。

奠基：创建抗日根据地

琼崖独立总队成立后，积极出击日
伪军据点，破坏交通线，攻打文昌县，围
攻那大镇，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至
1939 年底，对日作战达 70余次，毙日军
800 余人，延缓了日军向海南岛纵深发
展的行动；除少数民族地区所在的白沙、
乐东、保亭 3县外，全琼各县、区、乡及村

都建立了中共组织，琼崖的共产党员增
至9000余人。

1940 年 1 月 26 日，根据中共中央
“要把琼岛创造为争取九百万南洋华侨
的中心根据地，创造为党在南方发展扩
大影响的根据地，创造为培养干部的根
据地”的指示，琼崖独立总队积极开展游
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至同年冬，部
队发展到 3000余人，开辟与巩固了琼文
平原抗日根据地和美合山区抗日根据
地，活动范围遍及琼山、文昌、澄迈、临
高、儋县、万宁、琼东、乐会、昌江、感恩、
定安 11个县，成为琼崖抗日游击战争的
主力军。同时，琼崖独立总队执行向外
线发展的方针，将活动区域扩展至琼东
北、琼东南和琼西地区，使之成为琼崖敌
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有力依托。

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严重困难阶段
后，琼崖独立总队充分发挥党政军民的
整体力量，粉碎了日伪军自 1942年 5月
至1944年春发动的连续大规模“蚕食”和
“扫荡”。在近两年的艰苦奋战中，琼崖
独立总队团结抗日根据地民众与日伪军
作战多达1000余次，不仅坚持了琼文、六
连岭、琼西等抗日根据地，还开辟和发展
了六芹山、儒万山等抗日根据地或游击
区，将抗日游击战争推向全琼，为夺取琼
崖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创造了条件。

火种：创办琼崖抗日公学

琼崖抗日公学诞生于硝烟弥漫的抗
日战火中，坐落在美合抗日根据地内。
那里原先荆棘丛生、野兽出没，全校师生
一起动手，平整土地、清除杂草，盖起了
一栋栋别具风格的教室宿舍——所有的
屋顶都是用竹条夹着茅草绑扎而成，四
周的墙壁则是用竹篾编织。

根据中共中央“开办大规模干部学
校”的指示，在继续办好随营军政训练班
和开办党校的同时，1940年 7月，以“抗
大”为楷模的琼崖抗日公学正式成立，冯
白驹兼任校长，下设初级班、高级班、工
农班、妇女班和儿童班；后来又设立了军
事队、政治队、行政队、民运队和普通队，
学员均由各县保送。

琼崖抗日公学针对学员多为工农基
层干部的特点，确立了以培养工农干部
为主的办校方针，提倡自觉学习、自觉进
步、自觉遵守革命的纪律和制度，重视培
育政治信仰和使命担当精神。由于日军
的严密封锁，抗日根据地又处于初建阶
段，物资供应尤其是文化用品十分短
缺。总队部造纸厂自制的土纸供应紧
张，每个学员每月只能领到几小张，只能
省下来考试才用，平时记笔记尽量利用
旧纸边角或字行间的空隙。写字就把小
竹竿削尖代替钢笔，没有墨水就用木炭
或锅灰磨成粉末，再加水调制为“特制墨
水”。工农班和儿童班的学员，则以沙地
为纸，树枝作笔，在地上练字演算。

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师生们始终
保持朝气蓬勃、热情洋溢的乐观精神，磨
砺出不畏艰难、不怕牺牲、奋发向上、锐
意进取的顽强意志。

琼崖抗日公学的创办，为琼崖地区
培养了一批政治、军事骨干，对于抗战的
深入进行以及之后革命事业的发展，都
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学员毕业后，无

论在战争前线或敌人后方，都是坚决抗
战的火种，点燃了琼崖全岛抗日的烽火。

扬威：美德伏击战

1941 年 7 月 4 日，琼崖独立总队在
文昌县大昌乡美德村地区重创日军车
队，取得了美德伏击战的胜利，开创了对
日军作战以来两个支队联合在运动中消
灭敌人的先例。

美德村位于文昌县大昌乡，是日军
的一个重要据点，并与潭牛、大致坡日军
据点互为掎角之势、遥相呼应，就像一颗
钉子，深深插入琼文抗日根据地腹地，严
重威胁中共琼崖特委和琼崖独立总队的
安全。据此，琼崖独立总队决定第 1、第
2支队联合作战，采取伏击打援的战术，
兵分三路，在美德至潭牛公路上分段伏
击日军汽车，继而歼灭潭牛、大致坡据点
的出援日军，以拔除美德日军据点。

1941年 7月 4日晨，在第 1支队长吴
克之、第 2支队长马白山的指挥下，各部
按照战斗部署进入伏击阵地。由于潭牛
方向第 2 支队行踪暴露，战斗率先打
响。同时，由美德驶出的日军汽车也进
入美德至潭牛公路的第 1 支队伏击阵
地。第 1支队第 3大队和第 2大队第 6中
队立即以猛烈火力向日军射击。日军进
行反扑，转瞬即在火力上将我压制。形
势发生逆转。危急时刻，夺取坑尾村高
地成为战斗能否取胜的关键。为此，第
6中队继续进攻当面日军，第 7中队从日
军侧后迂回，冒着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
向坑尾村高地发起多次冲击，终于将其
夺取，但第 3大队大队长符乙权不幸中
弹牺牲。失去高地，日军四面受敌，孤立
无援，琼崖独立总队遂发起总攻。

美德方向战斗打响后，潭牛日军曾
向第 2 支队发起两次猛攻，但均被击
退。而后，前来增援的第 1支队的一个
中队赶到潭牛，与第 2支队联合向日军
发起猛攻。潭牛日军见援救美德无望，
且自身难保，遂狼狈退回潭牛据点。大
致坡据点日军接到增援任务后，急忙徒
步前去美德，但突逢大雨，行动缓慢，至
下路桥附近时，遭到第 3大队阻击，伤亡
较大，遂掉头向大致坡据点溃逃。

此战，歼灭日军 60余人，缴获重机
枪 1挺、轻机枪 2挺、掷弹筒 1具、长短枪
25支，以及大批弹药物资。此战斗打击
了日军，扩大了琼崖独立总队的影响，鼓
舞了琼文抗日根据地军民抗战必胜的信
心。战后，驻守美德据点的日军怕遭到
琼崖独立总队的再次袭击，于第二日夜
悄然撤走。这颗深入琼文抗日根据地腹
地的毒瘤，终于被连根拔除。

发展：挺进白沙

白沙县地处海南岛中西部，五指山腹
地，多为黎族、苗族少数民族聚居。早在
1940年 11月，中共中央就提出了创建白
沙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构想。1943年春，
中共琼崖特委机关率先向琼西六芹山转
移，电令琼崖独立总队一部向昌感、白沙
边区挺进，准备创建白沙抗日根据地。

日军侵占琼崖后，国民党琼崖军政
当局被迫退守五指山区，对当地民众进

行了残酷压迫，激起黎族、苗族人民的极
大愤怒，由此引发了大规模的黎族、苗族
人民的武装起义，即白沙起义。白沙起
义遭到国民党当局镇压后，琼崖独立总
队接到了起义领导人王国兴等的求助，
遂组建武工队，分两批进抵白沙县，帮助
黎族、苗族同胞建立武装常备队，进行军
政训练，建立了边区政府。在此基础上，
琼崖独立总队第 4支队一部于 1944年春
挺进白沙县阜龙乡，为主力部队挺进白
沙做了充分的准备。同年秋，琼崖独立
总队改编为广东省琼崖游击队独立纵
队，简称琼崖纵队。

1944 年冬，根据王国兴的要求，中
共琼崖特委决定组建一支由党领导的
以黎族起义战士为核心的队伍——白
（沙）保（亭）乐（东）人民解放团，王国
兴任团长。

为确保顺利进军白沙，琼崖党政军领
导机关率先迁驻白沙县阜龙乡文头山，并
选派优秀黎族青年组建武工队，秘密潜入
白沙发动群众。1945年 3月，琼崖纵队决
定派3个重点大队，在琼崖纵队副司令员
庄田、参谋长李振亚的带领下，正式进军
白沙。7月，以上述部队为基础，新建挺进
支队，迅速攻克合口、罗任，并乘胜直捣红
毛、毛阳等地，使得遍及 13个乡的黎族、
苗族抗日民主政权相继成立。而后，白沙
县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以五指山为依托的
白沙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成为琼崖纵队
实施战略反攻的坚强依托。

当全国抗战形势以摧枯拉朽之势
迅速向前发展时，遵照中共中央“于六
月前占领全琼，琼崖纵队发展至二三
倍”的指示，琼崖纵队立即投入到发展
壮大部队、开辟新区的斗争中，积极打
击日伪军，收复失地。至日本投降时，
琼崖纵队已发展至 7700 余人，民兵、自
卫队 11000 余人，琼崖解放区人口达
100 万以上。在全国抗战中，琼崖纵队
作为琼岛抗战的中流砥柱，对日伪军作
战共达 2200 余次，毙伤俘日伪军 5550
余人，我方牺牲 5600 余人，为琼崖抗战
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琼崖儿女抗战风云
■朱姝璇

沧桑岁月里的那道彩虹

1938 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日军大规模正面战术已经无法应付敌
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抗战活动，于是开
始了频繁而疯狂的扫荡，犯下累累罪
行，让中国人民饱受战争的伤痛。然
而，面对敌人如此暴行，中国人民的抗
战意志却丝毫没有动摇。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八路军将士和敌后群众进
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直到将侵略者赶
出中国大地。

真实数字作铁证

解放军档案馆珍藏着一份 1942 年
的报告——《五年来日寇对华北抗日根
据地的扫荡及其成败》，其中详尽记录并
统计了自 1938年 1月到 1942年 11月，近
五年来日军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内发
动扫荡的次数、天数、规模和战果。根据
这份珍贵的历史档案，我们可以非常清
楚地了解到，1938年至 1942年的这段时
间，日军在华北发动千人以上的扫荡共
152次，万人以上的大扫荡 27次。各根

据地中，遭受扫荡频率最高的是冀鲁豫
根据地，近五年来有 329 天处于敌人的
疯狂扫荡之中；其次是晋察冀根据地，共
308 天。而遭受扫荡的频繁程度，并不
等于作战的频繁程度。如果把敌人小股
进犯和我军主动出击都计算在内，华北
各抗日根据地几乎每天都处于紧张的作
战状态。其中，冀中、冀南、冀东三块根
据地作战最为频繁，平均下来每天都有
大小战斗几次甚至几十次。

档案中列有两张统计表，分别是各
根据地遭受的扫荡天数，以及参与扫荡
的敌军平均兵力。从中可以看出，其一，
近五年来，华北各根据地遭受日军扫荡
的时间合计为 2430 天，也就是说，在将
近五年约 1800多天内，敌人大约每两天
就要扫荡三块根据地；其二，近五年来，
全华北参与扫荡的敌军兵力大约是
115000人，平均每个根据地投入的兵力
约 8200 余人，其中，1942 年敌军扫荡兵

力投入最大，各区敌平均兵力为 10200
人；其三，近五年来，每名日本兵平均 21
天就要参加一次较大规模的扫荡，其中，
1942年频率最高，平均每半个月就要参
加一次。可见，无论从持续天数、兵力投
入，还是从发动频次，日军对华北抗日根
据地的扫荡几近疯狂。

在 1938年武汉失守以前，日军扫荡
方式大多为用大股兵力沿主要道路进
出，而自敌人回兵华北后，便开始采用清
剿手段，大肆烧杀抢掠。百团大战后，尤
其是 1941 年秋对晋察冀根据地展开大
扫荡以后，敌人逐渐提出并实行囚笼政
策、三光政策、蚕食政策、治安强化运动
等灭绝人性的侵略政策，企图彻底摧毁
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把扫荡的组织性、
规模性、残酷性逐渐发挥到了极致。人
们曾这样描述敌人的扫荡：“兽兵铁蹄所
至，人、畜、财物、房产一扫而光，无一幸
免。许多村庄都变成废墟。”

如意算盘被打破

这些真实数据告诉人们，1938年以
来，日军一直在不断扫荡，而且愈演愈烈，
正如他们曾经惯称“不顾一切，全力迈
进”。1942年 10月，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
长安达二十三曾“自豪”公告，日本在中国
建立了7700余座堡垒，筑成了11860余公
里长的封锁沟，平均每 1.5公里的封锁线
上就有一座堡垒。然而，敌人在疯狂扫荡
和严密封锁后，又收获了什么呢？

这份历经战火洗礼、诞生于 77年前
的珍贵档案，以最质朴、最真实的文字记
述，留给世人最强有力的回答。

首先，这些令侵略者引以为豪的巨
大数字的点线，时时处在我军昼夜打
击、破袭之下，并不稳固。封锁和扫荡，
只帮助敌人完成了局部地带的占领及

部分区域的控制，主要是沿平汉、津浦、
同蒲、胶济等铁路干线的两侧。而且，
在敌占区及敌控制区内，我军的抗日游
击斗争非常活跃，翻车、破路、攻袭、伏
击始终威胁着敌人，“确保治安”只是敌
人的梦想。

其次，敌人凭借巨大兵力进行频繁扫
荡所取得的所谓“赫赫战果”，正是敌人历
次公布的巨大的屠杀及掠夺数字。这些
数字的存在，便无可辩驳地印证了日本侵
略者把疯狂残害无辜中国人民的罪恶一
笔一笔清清楚楚地记在了自己的战果簿
上。日军的“赫赫战果”，正是他们亲手写
下的亏欠中国人民的血债清单。这也是
无论日军运用什么手段，中国人民都以
“抗战到底”来回答的直接原因。

日军对抗日根据地持续扫荡，基本
企图包括：消灭八路军，消灭抗日根据
地，消灭中国军民抗日意志，变华北为
“大东亚圣战的兵站基地”等等。很明

显，这些企图完全没有实现。敌人扫荡
的失败，就是我们反扫荡的胜利。档案
记载的那艰难的岁月，能在日军疯狂扫
荡下取得胜利，得益于八路军官兵的英
勇抗战和艰苦奋斗，得益于敌后抗日群
众的顽强意志。1942年，离抗战最后胜
利虽然还有三年，但通过这份无声的档
案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军民早就料定敌
人的如意算盘早晚会彻底落空，并对胜
利充满信心，充满期待。

档案见证根据地军民英勇抗击日寇扫荡
■孙 瑾

冯白驹生前照片。

“云龙改编”遗址前的“琼崖抗日先锋”雕像。 资料照片

《五年来日寇对华北抗日根据地

的扫荡及其成败》的部分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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