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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延在浙江省钱塘江以南、濒临东海
的四明山，山不算高，景不算奇，却因 70
余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
在这里开辟抗日根据地而声威大震。这
支后来被改编为新四军第1纵队第3旅的
部队，在随后的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
中屡建奇功。

党中央、毛主席布局浙东

1941 年 4月，日军为封锁浙东海岸
线，控制宁波等重要港口，以 4万兵力发
动了宁（波）绍（兴）战役，杭甬路两侧、杭
州湾以南纵横 400里的宁绍地区沦为敌
占区。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激起了
浙东人民的抗日怒火。

浙东地区北起上海，南接福建，西近
杭州，东临舟山群岛，是日军侵华后重点
控制的登陆点。4月 30日，党中央、毛主
席电示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指出浙东
“有单独成立战略单位之必要，此区有大
发展前途，可划为第8师区域”。

华中局领导和新四军代军长陈毅
从电文的口气中感到，这是党中央的

重要战略决策，必须坚决执行。于是
立即作出部署。6月初，正在上海治病
的皖南特委书记谭启龙临危受命。新
四军第 6 师师长兼政委谭震林找谭启
龙谈话，向他传达了中央和华中局的
指示，要他以中共上海浦东地下党领
导的抗日武装为基础，到浙东创建敌
后抗日根据地。谭启龙领受任务后，
很快会见了浦东地下党特委的同志，
具体研究了南渡方案。随后，浦东地
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800 余人，分七批
南渡杭州湾，到达浙东的三北地区（指
慈溪、余姚、镇海以北）。

这支先期到达浙东的部队，此时
已取得国民党第 3 战区淞沪游击纵队
第 5 支队番号，并根据华中局“灰色隐
蔽”的指示，到三北后与驻这里的国民
党淞沪游击纵队薛天白部联络，又取
得了第 3 支队的番号。随后，他们积
极动员群众，组建抗日武装，神出鬼没
地打击日伪军，不久就在三北站稳了
脚跟。

谭启龙到达三北后，很快与浙东的地
下党取得了联系。在深入了解敌情我情
和地理情况后，于次年6月20日向华中局
和新四军军部提出了成立苏浙边区游击
司令部，将浙东划分为三北、四明山等六
个游击区的建议，并请求抽调一批得力干
部来加强领导。新四军军部立即抽调了
20余名经验丰富的领导骨干到浙东。

寻找持久抗战的立足点

1942年 7月中旬，新四军抽调的何克
希、张文碧、刘享云等领导骨干陆续到达
三北，与谭启龙会合。以谭启龙为书记的
中共浙东区委员会、以何克希为书记的浙
东军政委员会随之宣告成立。随后又建
立了四个地区级工作委员会（包括三北、
四明、会稽和三东），成立了海上和敌伪工
作委员会。部队仍使用国民党部队的番
号，统一整编为第 3、第 4、第 5支队，指战
员共 1261人；指挥机关简称三北游击司
令部，何克希任司令员、谭启龙任政治委
员。

1942年 5月，日军发起浙赣战役，驻
宁绍地区的不少国民党游杂部队先后投
降日军。在此严峻形势下，华中局于8月
12日作出了浙东应“迅速取得四明山和
会稽山为主要阵地”的指示。浙东区党
委于 9月 22日在慈北召开会议，深入分
析三北和四明地区的情况，认为三北地
区是一条长形沿海地带，大部队难以辗
转；而四明山位于宁波至东阳公路以北，
曹娥江口至嵊县以东，绵延数百里连接
七个县，又是日伪顽力量相对薄弱地区；
更重要的是，山地游击战是新四军的拿
手好戏，从而提出了“坚持三北，开辟四
明”的工作方针。

10月 7日，谭启龙、何克希、张文碧
等率第 3支队向四明山挺进，当夜在阳
觉殿宿营。8日拂晓，遭到日军“扫荡”
部队 300 余人的突袭，部队迅速抢占了
殿前有利地形与敌展开激战。经 4个小
时的激烈战斗，击毙日伪军100多人。

与此相呼应，留在三北的第 5支队
在参谋长刘享云的指挥下，于 10月 9日
在姚北的竹山岙设伏，歼灭日军 30 余
人。两战两捷，部队声威大震。

10月 10日，挺进部队渡过姚江进入
四明山地区，占领了慈南。部队迅速开
展宣传抗日和统战工作，得到了当地群
众和开明士绅的大力支持，很快建立了
四明山区第一个办事处和联络站，沟通
了与三北的联络。

拔“钉子”落脚四明山腹地

1943年元旦过后，新四军军部根据
浙东的抗战形势发展需要，再次从第 1
师、第 6师抽调了 100多名干部加强浙东
工作。浙东区党委于 2月中旬对司、政
机关作了调整加强，将第 4、第 5支队合
并成新的第 5支队，把诸北八乡抗日自
卫大队编入第 3支队，并开展有组织有
计划的军政训练，提高战斗力。

谭启龙、何克希初进四明山时，就开
始选择区党委和指挥机关的落脚点。经
过了解分析，他们将目光集中到四明山
腹地的一个重镇——梁弄。

梁弄是姚南山区一个拥有千户人家

的大镇，道路与上虞、嵊县、奉化等县相
通，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是，该地已被
日伪军的一个营侵占，守敌 360 余人。
三北游击司令部决心拔掉这颗“钉子”，
由刘享云率第 3支队主力解决驻守镇里
的敌伪主力。

部队于 4 月 22 日夜间出发奔袭梁
弄。据刘享云后来回忆，出发前下过一场
大雨，部队是踩着泥泞的道路到达进攻集
结地域的。次日凌晨3时战斗打响，睡梦
中惊醒的守敌凭借坚固工事和优势火力
负隅顽抗，战斗整整持续了一整天。由于
战斗发起突然，驻余姚、上虞的敌伪军迟
迟没有发现。黄昏时分，敌伪营长等不到
援兵，放弃据守，率少数残兵逃跑。

收复梁弄后，浙东区党委和三北司
令部就进驻了梁弄和附近的横坎头村。
随即，他们组成四明地委班子展开工作，
并派出交通员到金萧铁路线两侧村镇，
设法与金华地区的地下党取得了联系；
随后又成立金萧地委，把金义浦地区的
几支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800余人合并成
立金萧支队，从而使会稽山和金萧线两
侧的抗日烽火再次燃烧起来。

此时，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认为，我
党浙东地区的部队已无作“灰色隐蔽”的
必要，新四军军部于12月22日发布了“关
于浙东抗日人民自卫军改为新四军浙东
游击纵队的命令”，正式打出了新四军的
旗号。所属部队统一编为第 3支队、第 5
支队、金萧支队、浦东支队、三北自卫总
队、四明自卫总队及警卫、海防大队等，共
有主力2300余人，地方部队1300余人。

1943年 12月 29日成立的敌后临时
行政委员会，成为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
的最高行政机关。临时行政委员会立即
颁布了《施政纲领》，按“三三制原则”组
成抗日民主政府。

战火中铸就的英雄群像

在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
涌现了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群体。
“观杰中队”。1944年秋天，汪伪中央

税警团在姚北一带大肆抢粮，三北军民奋
起进行反抢粮斗争。7月31日，伪税警团
集中七个连600余人，携带各种轻重武器，
于拂晓时窜到东埠头报复。浙东游击纵
队第 3支队、第 5支队和海防大队与敌展
开激战。第5支队第7中队在中队长观杰
的率领下，顶着酷热的太阳连续打了5个
小时的阻击。下午，王胜支队长想把第7
中队换下来休息，但观杰说：“打了几个小
时，我们已摸着了敌人的脾气，让兄弟部
队从两侧往里打，我们从正面压过去就可
以加快解决战斗！”随后，第7中队在兄弟
部队的配合下，迅速从正面突入敌人的阵
地。但伪税警团收缩兵力，退入清隐寺五
神堂凭坚顽抗。第一次冲击失利，有数名
战士牺牲。观杰再次组织进攻，在支队两
挺重机枪的掩护下，亲率两个班向五神堂

发起第二次进攻，不幸中弹牺牲。战士们
高喊着为烈士报仇的口号，一鼓作气攻克
了五神堂。这次战斗毙敌营长以下100余
人，第7中队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后浙东游
击纵队特授予第7中队“观杰中队”的光荣
称号。

大鱼山勇士。1944年夏，盟军在太
平洋战争取得节节胜利，正向中国海岸
靠近。浙东游击纵队领导指示所属海防
大队隐蔽占领大鱼山岛，作为进军舟山
群岛配合盟军的跳板。

大鱼山是个长 6公里、宽 1.5公里的
小岛，有 400来户人家，岛上有伪舟山保
安总队一个分队驻守。

8月 20日晚，海防大队陈铁康副大
队长率第 1中队 70余名指战员，分乘五
艘帆船，从古窑浦起航，于 21日凌晨登
上大鱼山岛。岛上伪军分队长张阿龙是
个凶险狡诈之人，他把他的分队化装成
岛上居民潜伏起来，自己于夜间划舢板
偷偷出岛，向岱山日军报告了我军登陆
消息。日寇立即调集岱山、舟山的日伪
军 500 余人，分乘一艘兵舰两艘登陆艇
和十多条机帆船，在两架轰炸机的掩护
下向大鱼山岛发起了陆海空联合进攻。

上岛的海防第 1中队指战员第一次
面对立体战争，指战员个个临危不惧，在
陈铁康的指挥下迅速抢占岛上制高点，
连续打退敌人的多次冲锋。但在孤立无
援的情况下，登岛部队的伤亡不断增加，
弹药渐渐耗尽，最后只能与冲上阵地的
日伪军展开肉搏。战至下午 3时，海防
第 1中队毙日伪军 70余人，副大队长陈
铁康、中队长程克明、指导员严洪珠等
43名指战员牺牲。10月 11日，延安《解
放日报》刊登了新华社电讯“舟山群岛我
海防队重创敌寇”一文，对此作了高度评
价。大鱼山岛43勇士的英名从此流传。

在浴血斗争中捷报频传

从 1944年下半年开始，浙东游击纵
队迎来了开辟四明山根据地以来空前的
好形势。

自从打出新四军旗号之后，人民群
众看到了这是一支人民自己的抗日队
伍。只要浙东游击纵队出击打鬼子，就
会有一支以地方自卫队为骨干的队伍开
过来，抬担架、押俘虏、收集枪支弹药、追
赶逃跑的敌人。主动找部队要求参军的
青年也越来越多。9月中旬，浙东游击
纵队接连在三北地区发起 3 次“大破
袭”，每次都有数以千计的群众参加。

这个时候，各游击根据地仿佛开展
竞赛似的：你打得好，我比你打得还好！

8月 21日，浦东支队在朱家店伏击
了 50来人的一股出扰日军，当场歼灭 40
余人。接着，他们又打掉沙陀庙伪军一
个据点，歼灭伪军一个中队。

金萧支队拔除三都的伪军据点，更
有点传奇色彩。他们事先经过侦察，摸
清了敌碉堡的分布情况和敌人的活动规
律，组织了 40人的短枪队，趁群众赶集
那一天混进了敌人营区，一举活捉了守
敌官兵 26人，拔掉了三个碉堡，自己无
一伤亡。

在鄞西的第 5支队第 5中队，于 9月
21日伏击了在银山抢粮的 250余人的日
伪军，击毙日伪军 30余人，使敌人所抢
的稻谷一粒也没能拿走。有个被俘的日
军上等兵栗花落岩，坚决要求加入新四
军，宣布不再效忠天皇。

到了 1945年上半年，喜讯更是接二
连三。就在这年春夏之间，新四军苏浙
军区第 4纵队的两个支队共 5000余人东
渡新安江，与浙东游击纵队胜利会师，使
浙东与浙西的游击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这两支部队密切配合，先后发起会稽与
四明等重大战役，聚力打击敌寇，直至抗
战胜利。

同年 9 月，浙东游击纵队奉命北
撤。当这支 1.5万人的抗日队伍挥泪告
别浙东的父老乡亲时，他们留下了一块
面积 2万平方公里、拥有 400万人口的抗
日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开辟的 19块
著名抗日根据地之一。在 4年多的浴血
奋战中，他们抗击和牵制了 4万多的日
伪军，有988名战友光荣牺牲。

四明山：耸峙浙东的抗日丰碑
■冯寿淼

记 史

沧桑岁月里的那道彩虹

阅兵，是对武装力量进行检阅的仪
式。自古以来，各武装力量都对阅兵非常
重视。在鲁西一带，至今还流传着一则抗
战时期八路军第115师东进支队利用“草
桥阅兵”智端日伪据点的传奇故事。

七七事变后，日本为实现速战速决的
战略企图，调集重兵很快侵占了我华北大
片领土。1938 年 1 月16 日，日军200余
人又轻取了鲁西汶上县城。

汶上县城西北五里的小汶河上，有
一座木石结构的桥，老百姓都叫它草
桥。桥边的小村庄因桥得名，亦称草
桥。草桥虽算不上雄伟壮观，却也古朴
坚固，是汶上、济宁等地通向东平及西北
诸地的咽喉要道，具有重要的军事地
位。1938 年 6 月，日军为了控制草桥
这个军事要地，派惯匪出身的伪军中队
长公冶开顺率三四十名伪军，携带七八
挺轻重机枪和几十支长枪占据了草桥。

1938年 12月 19日，八路军第 115师
师部、直属队和第 686团等部 5000余人
在陈光、罗荣桓的率领下，由晋西南出
发，以东进支队的名义向山东挺进。
1939年 3月 1日到达鲁西郓城县张楼一
带，3至 4日首战樊坝，歼灭伪军一个团，
为山东老百姓献上了一份见面礼。之
后，陈光、罗荣桓率领东进支队主力，继
续往泰（山）西地区前进，并于 3月 7日凌
晨进入了汶上县境内。

正行走间，陈光、罗荣桓忽然接到侦
察员报告，前方草桥驻有日伪军的一个
30余人的中队，正好扼住了通往泰西的
“喉咙”。陈光和罗荣桓马上命令部队停

止前进，决定召集大家商议对策，拿下这
个“拦路虎”。
“干脆把它端了吧，区区 30多个二

鬼子，还不够咱们塞牙缝的呢！”“诸葛亮
会”一开始，就有人这么说。
“硬干恐怕不行。草桥距离汶上县

城太近，枪声一响，必定惊动驻汶上日
军，况且这儿距济宁、兖州等日军重镇也
都不远。一旦打起来，我们很容易就被
日军粘在这儿。我们还没有到达目的
地，现在还不是同日军真刀真枪大干一
仗的时候！”马上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
“既然打不得，那就绕开草桥，找个偏

僻地方涉过小汶河吧。”又有人提出建议。
“要是小汶河能这么容易涉过去，日

军也不用在这儿设据点了？侦察连已经
侦察过了，小汶河水流湍急，水位也很
深，徒步是涉不过去的。我们即使能找
到几条小船，这么多部队，要渡多长时间
啊！”一位参谋人员又摇了摇头。
“那我们可不可以打一场一枪不响

的战斗……”有人说到这里故意停顿了
一下，卖了一个关子，接着说道：“智取！”
“智取？这倒是个好主意，不过用什

么办法才能确保一枪不响呢？”
罗荣桓一边听大家的发言，一边做着

思考。突然，一声“马嘶”声传来，他灵机
一动，对大伙说道：“现在我们有日本人的
大洋马，还有几十套从山西带来的缴获日
军的军服，骑兵连连长刘钧升等几名同志
还粗通几句日语，我们何不……”罗荣桓
如此这般地做了一番安排，大家一听都乐
了，连说：“好主意，好主意！”

3月 7日下午，从西北方向冲过来一
队骑兵，战马上的人个个身着日本黄呢
子军服，佩挎东洋刀、洋枪，卷起一路尘
埃，向草桥方向飞驰而来。这队人马难
道真的是日本骑兵吗？不，他们是八路
军第 115 师骑兵连装扮的，那个长官模
样的人就是刘钧升。原来，刘钧升上午
受领了任务后，当即从骑兵连挑选了 30
多名精明强干的战士，化装成一支日军
小分队，刘钧升扮作日军联队长，一名排
长扮作穿便衣带路的汉奸翻译官，向草
桥伪军据点挺进。

草桥桥头，两名站岗的伪军哨兵正
伸着懒腰，打着哈欠，见西北方向来了一
队骑兵，竟是他们的“皇军主子”，吓得大
老远就连连敬礼。

此时，公冶开顺正和小老婆蜷曲在一
起抽大烟，一听到哨兵的报告，蓦地一惊，
便招呼了几名亲信，躬着虾米腰，三步并

作两步地跑了出来，向“皇军”连连点头哈
腰，大献殷勤：“实在不知太君大驾光临，
失迎，失迎，欢迎太君前来训示……”

这家伙一边说着，一边滴溜着一对小
眼睛，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些不速之客：整
齐的队伍，正宗的军服，地道的洋马，威严
的面孔，似乎没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但
他在江湖上闯荡了几十年，早已经“历练”
得泥鳅一样滑，心里不禁在悄悄嘀咕：这
些皇军怎么一个也不认识；来之前也没有
告知一声；再说，怎么会从西北方向来，应
该来自县城方向才对啊？最近疯传从太
行山上来了八路军的正规部队，太君一再
严令做好防范，莫非……

这小子想到这儿，立即朝身边的一
个亲信使了一个眼色，那个家伙心领神
会，立即转过身来，准备返回据点往汶上
县城打电话核实一下。
“混蛋！你去哪里？太君有重要军务

要安排，你不想要脑袋了吗？”这一幕，早被
“翻译官”看在眼里，对着那家伙大声呵斥
道。那小子激灵了一下，只好又返了回来。
“联队长”似乎被刚才的一幕激怒了，

铁板着面孔，挺直身板端坐在高头大马上，
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通估计连日本人也听不
懂的“日语”。公冶开顺更是一句也听不懂

了，只好陪着笑脸，假装恭顺地听着。
“驻济南大本营司令部已接到报告，

八路军小股部队已到了鲁西，小野联队
长奉大本营尾高寿藏司令官的命令，这
次是专程到鲁西各地巡回检阅军务的。
为了确保检阅的真实性，尾高寿藏司令
官特意嘱咐我们不要向各地提前打招
呼。我们刚刚检阅了菏泽、郓城等地，正
向汶上县城去！小野太君命令你们，马
上全员集合，在院内接受检阅！你们这
儿有多少人，太君是知道的，检阅时一个
也不能少。太君会根据这次检阅情况，
以决定下一步对你们的赏罚，太君要是
不满意了，哼哼……”“翻译官”说完，特
意夸张地演示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听“皇军”这么一说，公冶开顺刚才
的疑虑顿消，特别是“翻译官”刚才那个
“抹脖子”的动作，吓得他一哆嗦，他急忙
双脚立正，应了声，转身退下。
“快点！快点！到据点院内集合，谁

他妈的慢了，老子今天毙了谁！”随着公
冶开顺的一阵吆喝，全体伪军不大一会
儿就集合完毕，甚至连公冶开顺的小老
婆也来到门口看热闹。公冶开顺喊着口
令，站成三排队形，接着向“联队长”报
告，请求检阅。

这时候，骑兵连的其他同志早已手
握武器分散开来，占据有利位置，把伪军
围了起来。

这时，“联队长”摆着长官的架势，又
咕哝了几句，“翻译”马上说：“太君说叫
你们把枪放在地上，后退几步。”伪军们
不敢怠慢，马上把枪放下，后退站好。

之后，“联队长”走到公冶开顺面前，
一下子卸下他的手枪，用枪顶住他的脑
袋。公冶开顺摸不清头脑，连说：“太君，
你要干什么？”

这时，只听“联队长”一声断喝：“老
子不是太君，是八路军，都举起手来，缴
枪不杀！”刹那间，骑兵连官兵手中的枪
也全都指向伪军。伪军们丈二和尚摸不
着头脑，一个个吓得呆若木鸡。

刘钧升接着说道：“不要害怕，八路
军优待俘虏！”伪军们终于明白过来，真
的是货真价实的八路军，只好乖乖地举
起了双手。公冶开顺见大势已去，只好
耷拉下了脑袋。就这样，兵不血刃，一枪
未发，草桥守敌就全部束手就擒。
“草桥阅兵”的故事，后来在泰西群

众中广为流传。我军的这次智取行动，
在当年刚创办不久的《大众日报》上也有
报道。八路军第 115师战士剧社的张化
远还创作了一出《草桥阅兵》的话剧，在
官兵和驻地群众中久演不衰。

八路军“草桥阅兵”智端日伪据点
■王贞勤

军史珍闻

发掘，历史深处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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