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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历

尽艰辛的一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宁

汉合流使革命局势愈加严峻，革命力量

受到重挫。就在党的事业处于危难之

际，一位颇有声望的国民革命军将领在

此时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他就是叶剑英。

北伐战争中，叶剑英因英勇善战，

指挥有方，颇受蒋介石重视，先后被任

命为国民革命军第 1 军总预备队指挥部

参谋长、新编第 2 师师长等职。后来因

蒋介石背叛革命，一直寻求救国救民道

路的叶剑英一下被推到命运的十字路

口。是留在国民党军队中升官发财，还

是走一条充满艰辛的曙光之路？这位

30 岁出头的军官经过深思熟虑，毅然选

择了后者。正如 50 年后他所说的，“参

加革命，还是反革命？想了想，只有革

命才有出路。所以我就下了决心，通电

全国反蒋。”

通电反蒋后，叶剑英来到武汉，被

第 2 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请到国民革命

军第 2 方面军第 4 军任参谋长。在此期

间，叶剑英找到共产党员李世安，把自

己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愿 望 说 了 出 来 。

李世安秘密找到周恩来，向他汇报了叶

剑英入党的想法。周恩来听完李世安

的汇报，回想起自己在黄埔军校时与叶

剑英的接触，坦然说道：“他的底子我知

道，是好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

7 月上旬，武汉革命形势急转直下，

在汪精卫“分共”前夜，经周恩来同意，

中 共 中 央 批 准 叶 剑 英 为 中 共 正 式 党

员。为了工作需要，叶剑英的共产党员

身份暂不公开。周恩来要他不要和其

他党员直接联系，只让他与李世安等少

数党员保持联络。

7 月中旬，刚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

局临时常委会召开会议，决定将党所掌

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

武装起义。起义部队云集九江。叶剑

英根据党的指示，继续留在第 2 方面军

第 4 军，随部队也来到九江。

第 4 军军部设在甘棠湖附近。叶剑

英的共产党员身份虽然极为保密，但他

依然与叶挺保持秘密联系，与第 2 方面

军总指挥部秘书长高语罕、第 4 军政治

部主任廖乾吾等也有交往，并尽力将获

悉的重要军事情报传递给中共组织。

准备参加南昌起义的大批部队向

九 江 、南 昌 集 中 ，引 起 了 反 动 派 的 警

觉。汪精卫与张发奎等人秘密策划，决

定以张发奎的名义，邀贺龙、叶挺上庐

山开会，届时将二人扣留。同时令贺、

叶部队到九江、南昌之间的德安一带集

结，然后以 3 个军的兵力，包围贺、叶部

队。然而，他们万万没想到，这个阴谋

被叶剑英察觉了。

得到这一消息后，叶剑英连夜找到

叶挺，将汪精卫的阴谋告诉了他。他们

决 定 立 即 通 知 贺 龙 、廖 乾 吾 以 及 高 语

罕，到甘棠湖烟水亭附近碰头，以划船

赏景为掩护，共同商议对策。

在 甘 棠 湖 上 的 一 个 小 划 子 上 ，叶

剑 英 将 他 在 山 上 听 到 的 汪 精 卫 、张 发

奎 密 谋 要 调 贺 军 长 、叶 师 长 的 消 息 告

诉了大家。

“他们要我们上山搞什么名堂？”贺

龙一听就急了，抢先发问。

“他们名义上要你们上山避暑，商

议军情，实际上要把你们扣起来，罢掉

兵权！”叶剑英沉静地回答，并将他所了

解的内情和盘托出。

叶挺听后问贺龙上不上庐山，贺龙

斩钉截铁地说：“我坚决不去！我们不

上庐山，不去德安，只去南昌。”

经过短时间的磋商，他们决定了三

件事情：第一，贺、叶不上庐山；第二，

贺、叶部队不按张发奎命令集中德安，

而是开往牛行车站到南昌去；第三，叶

挺的部队第二天先行，贺龙的部队第三

天行动。

最后，叶剑英对叶挺、贺龙、高语罕

等说：“你们如有什么动作，请及时通报

消息。”

甘棠湖上这次对于保证起义领导

人安全和决定将起义主力部队及时开

往 南 昌 的 重 要 会 议 ，史 称“ 小 划 子 会

议”。

7 月 26 日起，叶、贺部队次第转移，

开往南昌。此后，张发奎数次催促两人

上庐山开会，但他们已经抵达南昌，拒

不从命。汪精卫没有善罢甘休，又一次

下令要第 2 方面军实行“清共”。叶剑英

事先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告诉廖乾吾。

廖乾吾及时转告恽代英、高语罕等。得

知消息后，恽代英、高语罕等迅速离开

九江，脱离了危险，赶赴南昌参加起义。

1927 年 8 月 1 日 ，南 昌 起 义 爆 发 。

听到起义消息的张发奎立刻召集第 4 军

军长黄琪翔、参谋长叶剑英等高级军官

开会，准备火速追赶已经撤离南昌的起

义部队。叶剑英劝张发奎开往广东，以

不追叶、贺为上策。他分析战局道：总

指挥早就想南下广东，实现总理遗训，

重新北伐，目前正是时机。我们原想去

广东，李济深是反对的，现在我们放叶、

贺的队伍到广东去，李济深招架不住，

必然来请我们出兵相助，我军便可打起

援 师 的 旗 号 ，直 趋 广 州 。 这 样 比 跟 着

叶、贺屁股打，两败俱伤，要胜一筹。假

若在此尾追叶、贺，徒耗兵力，别说不一

定赶上他们，即使捉获，我们仍无立足

之地，何谈北伐统一！

叶剑英所说正合张发奎占据广东

的心愿。他表面上虽下令要部队追赶

一程，实际上已经放弃尾追叶、贺的计

划，让部队朝着广东南雄分道前进。这

样一来，为南昌起义军减轻了来自敌军

的压力，客观上为南昌起义军保存实力

创造了有利条件。

南昌起义前夕：甘棠湖密议
■谢 浩

1937 年 9 月，在平型关受挫的日军

变更作战部署，选择从平型关与雁门关

之间的茹越口突破晋北防线，之后顺同

蒲路直击太原。此时，八路军第 129 师

第 385 旅第 769 团正在敌后发动群众，展

开游击战袭扰日军。1937 年 10 月中旬，

第 769 团来到位于滹沱河附近的苏龙口

镇、刘家庄地区，发现日军飞机不断由滹

沱河北岸的阳明堡机场起飞，轰炸忻口

国民党军阵地。

第 769 团 团 长 陈 锡 联 带 人 前 出 侦

察，了解到机场共有飞机 24 架，机场警

卫分队和地勤人员有 200 余人，大部驻

在机场北端，机场周围设有铁丝网，并构

筑了简单的防御工事。

根据敌机场的兵力情况，该团研究决

定：以夜袭的方式突入机场，炸毁日机。

具体部署是，以第 3 营为突击队，夜袭机

场，炸毁飞机；以第 1营破坏崞县至阳明堡

之间的公路和桥梁，袭扰、牵制和阻击崞

县可能增援的日军；第 2 营（欠第 7、第 8

连）为团预备队，随团指挥所配置于苏龙

口及其北侧地区，并以第 8连破坏王董堡

桥梁，保障第 3营侧后安全，阻击崞县、阳

明堡增援之敌。另外，安排团属迫击炮连

在滹沱河东岸占领阵地，直接支援第3营。

10 月 19 日晚，部队趁夜色出发。第

3 营官兵翻过铁丝网，摸进机场。营长

赵崇德带第 10 连向机场西北角运动，准

备袭击敌守卫队的掩蔽部。第 11 连由

东面向机场中央的机群直扑而去。

突然，一连串密集的枪声惊醒了整

个机场，原来是第 10 连战士与日军哨兵

遭遇了。刹那间，枪声、吼声、爆炸声从

四面八方响起，一团团火光照亮黑夜。1

个小时后，机场守军大部已被歼灭，敌机

在熊熊烈火中燃烧。驻扎在阳明堡的日

军前来驰援，但等他们到机场时，第 769

团已经撤出战斗。

夜袭阳明堡一战以夜间近战的方

式，突袭了日军机场，以伤亡 30余人的代

价，歼灭日军 100 余人，毁伤飞机 24 架，

有力地支援了忻口防御作战。战后，因

作战英勇顽强、战绩突出，八路军第 129

师授予第 769 团第 10 连（现陆军第 73 集

团军某装甲步兵连）“战斗模范连”称号。

“战斗模范连”战旗——

奇袭机场震敌胆
■池俊成 李寅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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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青山，位于阴山山脉中段，海拔

2000 米左右，是由塞外进入华北的天然

屏障。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

坚强领导下，八路军主力部队挺进大青

山地区创建发展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

地，团结群众同日伪军进行了艰苦卓绝

的斗争。作为我党在敌后建立的 19 块

根据地之一，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消

灭和牵制了日伪的大量兵力，为保卫陕

甘宁边区作出了积极贡献，成为我军在

战略反攻阶段的前沿阵地。

兵家必争之地

日本侵略者自 1931 年发动九一八

事变夺取我国东北后，一直把夺取阴山

山 脉 作 为 其 军 事 战 略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在中国东北建立起伪满洲国后，日

本侵略者随即推行建立伪蒙古国的计

划 ，而 大 青 山 地 区 则 是 伪 蒙 古 国 的 中

心。

实 际 上 ，在 战 争 爆 发 之 前 ，大 青

山 地 区 丰 富 的 自 然 资 源 早 已 成 为 日

本 侵 略 者 掠 夺 的 重 要 目 标 。 1931 年 3

月 ，日 本 关 东 军 高 级 参 谋 板 垣 征 四 郎

在 一 份 报 告 中 说 ：“ 满 蒙 的 资 源 很 是

丰 富 ，有 着 作 为 国 防 资 源所必需的所

有 资 源 …… 在 对 俄 作 战 上 ，满 蒙 是 主

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

源 泉 。”日 军 的 野 心 昭 然 若 揭 ：占 领 大

青 山 ，向 北 可 将 其 作 为 进 攻 蒙 古 和 苏

联 的 前 沿 阵 地 ，向 南 可 形 成 对 晋 西 北

抗 日 根 据 地 的 包 围 ，同 时 又 可 成 为 其

南渡黄河经伊克昭盟直接威胁陕甘宁

边 区 的 桥 头 堡 。 因 而 ，以 东 条 英 机 为

司 令 官 的 日 本 关 东 军 察 哈 尔 派 遣 兵

团，迅速向西推进。

大 青 山 地 区 是 中 共 中 央 、中 央 军

委 所 在 地 —— 陕 甘 宁 边 区 的 北 方 门

户 ，具 有 重 要 的 战 略 地 位 。 大 青 山 地

区 又 是 晋 西 北 抗 日 根 据 地 的 侧 翼 ，能

否 守 住 这 一 地 区 ，关 系 到 晋 西 北 抗 日

根据地的安全和整个晋绥抗日战场的

开辟。大青山地区还是蒙古民族聚居

区 ，在 这 里 开 展 抗 日 游 击 战 争 有 利 于

宣 传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民 族 政 策 ，揭 穿 日

本 侵 略 者 破 坏 蒙 汉 团 结 的 阴 谋 ，促 成

各 民 族 团 结 一 致 共 同 抗 日 。 此 外 ，占

领大青山地区还可打通与蒙古和苏联

的 联 系 ，对 于 中 国 共 产 党 扩 大 抗 日 阵

营 、壮 大 国 际 反 法 西 斯 力 量 具 有 十 分

重要的作用。

为 此 ，中 共 中 央 和 毛 泽 东 从 全 国

抗 日 战 争 的 形 势 和 战 略 需 要 出 发 ，作

出建立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战略

决策。

八路军挺进大青山

1938 年徐州会战刚开始时，毛泽东

就判断日军有两个可能的进攻方向：一

是沿平汉铁路攻占武汉，一是沿陇海铁

路直逼西安。他认为，武汉、西安等几个

主要城市失守后，要坚持长期抗战就必

须建立包括山西在内的 6 个根据地作为

主要战略支点，以及包括大青山脉在内

的 4 个辅助支点。

1938 年 3 月，毛泽东、滕代远电询贺

龙、关向应，问能否沿大青山脉组织一支

游击性质的骑兵支队。若能实现，西至

新疆边境，东迄满洲，整个内外蒙交界区

域可成为游击地区。5 月 14 日，毛泽东

致电朱德、彭德怀及贺龙、关向应等，明

确指出：“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

游击根据地甚关重要，请你们迅即考虑

此事。”

八路军第 120 师师长贺龙立即派人

对大青山的情况作了进一步调查研究，

并经八路军总部报告了中央军委。6 月

10 日，朱德、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根据贺

龙、萧克、关向应 6 月 7 日来电请示将在

大青山建立根据地的意见，提出：“大青

山、青龙山地区建立根据地，为将来得

到某种补充很重要，惟该地带甚寒冷。

我们意见组织骑兵前往为宜。如同意，

请将陕北骑兵抽出与一二○师骑兵营

合编支队前往，如陕北骑兵团不能抽出

时，再由前方另设法。”11 日，毛泽东复

电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告知“陕

北骑团现控制河套蒙古广大区域，在定

（边）、盐（池）以北五百里之杭锦旗一带

配 合 蒙 民 抵 御 敌 军 南 下 ，故 不 能 调

动”。同时指出，“大青山脉的重要性如

来电所述。该地应派何种部队、何人指

挥 及 如 何 作 法 ，由 你 们 依 据 情 况 处 理

之”，并强调：“部队须选精干者，领导人

须政治军事皆能对付，且能机警耐苦，

而有决心在该地创立根据地者。”12 日，

朱 德 、彭 德 怀 致 电 贺 龙 、关 向 应 并 报

毛 泽东：“军委意见在大青山脉建立根

据地，经过我们详细考虑，请坚决派李

井泉率一个建制团去。”

6 月，八路军第 120 师决定派第 358

旅第 715 团和师直骑兵营一个连，组成

大青山支队，由第 358 旅政委李井泉任

支队司令员兼政委，旅参谋长姚喆担任

支队参谋长，第 358 旅第 714 团政委彭

德 大 任 支 队 政 治 部 主 任 。 第 715 团 是

第 120 师仅有的 4 个主力团之一，下辖 3

个营、15 个连，每连有指战员 120 人左

右 。 其 中 ，老 红 军 占 近 1/2，党 员 约 占

1/3，排以上干部约 140 人，绝大多数参

加过红军长征，可以说这是一支具有丰

富战斗经验和实战能力的部队，是一支

具有很高的政治军事素质、装备也相对

较强的部队。支队在山西五寨举行了

誓师大会，而后从五寨出发进至平鲁、

左云、右玉、怀仁、大同及长城沿线发动

群众，开展游击战，积极准备挺进大青

山。

部 队 夜 行 晓 宿 ，摆 脱 了 日 军 的 跟

踪，先后从杀虎口越过长城，在绥远凉

城的厂汉营集结后，进至蛮汗山地区。

为保持大青山与晋西北的联络，姚喆率

领第 1 营奉命留在蛮汗山，宣传组织群

众 并 牵 制 敌 人 ，掩 护 主 力 跨 越 平 绥 铁

路。李井泉等率主力继续北上，于 9 月

1 日凌晨抵达大青山的腹地武川县大滩

和甘沟子一带。10 月初，第 1 营也顺利

越过平绥路，抵达速勒图一带与主力会

合。至此，部队圆满完成挺进大青山的

任务。不久，部队在面铺窑子与杨植霖

等 领 导 的 蒙 汉 抗 日 游 击 队 胜 利 会 师 。

从此，大青山军民以武川为中心，展开

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战斗在大青山上

八路军刚挺进大青山时，看到的绥

远敌占区是日伪蹂躏、兵匪横行、百姓遭

殃的混乱局面。时值塞外深秋，指战员

身着单衣，群众也还没有发动起来，而且

这一地区日伪军数量多出大青山支队

10 倍以上。支队就是在这样极端艰苦

的条件下展开了游击战争。

1938 年 9 月 3 日，支队夜袭了驻陶

林 县 城 的 日 伪 军 ，打 响 进 入 大 青 山 地

区 后 的 第 一 仗 ，拉 开 了 大 青 山 抗 日 游

击 战 争 的 序 幕 。 随 后 ，攻 克 绥 中 重 镇

乌兰花镇、占领石拐镇，三战三捷。到

12 月 ，大 青 山 支 队 经 过 3 个 多 月 的 作

战，在东起灰腾梁，西到包头、固阳，南

到黄河、长城，北到四子王旗的广阔地

区 ，初 步 开 辟 了 绥 南 、绥 中 、绥 西 三 块

抗日游击区。

此 时 ，绥 远 敌 占 区 严 重 的 匪 患 给

人 民 造 成 了 极 其 深 重 的 灾 难 ，群 众 纷

纷 向 八 路 军 哭 诉 土 匪 的 罪 行 ，强 烈 要

求 八 路 军 为 民 除 害 。 因 而 ，剿 匪 工 作

已 成 为 八 路 军 进 一 步 取 得 民 心 、站 稳

脚跟以顺利开展游击战的一个迫切问

题 。 从 1938 年 底 到 1939 年 初 ，大 青 山

支队分别在三块游击区进行了剿匪斗

争，将大小股土匪 3000 多人基本剿灭，

保 证 了 群 众 的 生 命 财 产 安 全 ，进 一 步

得到各族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当

地各族群众参军参战、拥军拥政，为支

队传情报、抬担架、护伤员、挖窑洞、做

军鞋……抗日的红旗牢牢地插在了大

青山上。

为适应严寒、山地作战和长期坚持

游击战争的需要，第 120 师决定将大青

山支队由步兵转为骑兵。中共中央在

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在

这一地区的战斗，非有骑兵不行”“应该

使自己迅速拥有多数骑兵。”于是支队

广泛筹集马匹，并请教当地善骑射的蒙

汉 群 众 ，很 快 建 成 一 支 强 劲 的 骑 兵 部

队。1939 年夏，大青山骑兵支队正式组

建，成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主力

军和坚强后盾。大青山骑兵支队在战

争 中 成 长 壮 大 ，在 敌 强 我 弱 、供 给 困

难、远离后方的条件下，粉碎了日伪军

一 次 次“ 扫 荡 ”，打 退 国 民 党 顽 固 派 的

进 攻 ，创 造 了 开 展 敌 后 骑 兵 游 击 战 争

的丰富经验。贺龙元帅后来评价大青

山骑兵部队“在抗日战争中屡建奇功，

是我们 120 师唯一的骑兵部队，也是我

们的骄傲”。

经过巩固和发展，大青山抗日游击

根据地逐步与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

使晋西北根据地扩展成晋绥抗日根据

地。

开辟国际秘密交通线

当年，中国共产党为加强同共产国

际的联系，曾开辟了多条通往苏联的国

际秘密交通线，内蒙古地区则是秘密交

通线上的重要节点。

1940 年，随着国民党反共摩擦不断

升级，我党原有的“甘肃－新疆国际交

通线”的安全已不能得到完全保障。中

共中央决定把经新疆的西北国际交通

线改为经北线依托绥蒙地区的大青山

抗 日 游 击 根 据 地 ，建 立“ 延 安 － 大 青

山－乌兰巴托交通线”。4月，毛泽东、朱

德命令大青山骑兵支队成立分遣队活

动于中蒙边境，中共中央社会部派出王

聚德在绥远组建中央社会部绥远站，开

展 对 日 伪 的 情 报 工 作 。 1940 年 10 月 ，

“大青山国际交通站”正式建立，李春田

任交通站主任。当时这项工作由任弼

时、李富春、陈云等领导，并以大青山为

中转枢纽。中央特别指示骑兵支队拨

一 个 骑 兵 连 掩 护 他 们 的 行 动 。 从 l941

年 到 1942 年 ，交 通 员 们 通 过 四 子 王 旗

中蒙边境线多次往返于乌兰巴托、大青

山、延安，传递并输送了中共中央同共

产 国 际 和 苏 联 的 许 多 重 要 文 件 及 物

资。后来，中共中央又建立了由延安经

伊克昭盟、宁夏和阿拉善地区再进入蒙

古的国际交通线。这些秘密交通线的

开辟，成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系的

重要桥梁，对保障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联

系、壮大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发挥了重要

作用。

此外，大青山地区的党组织、抗日民

主政府和八路军创造性地执行了党的少

数民族政策，发展蒙古族先进分子加入

中国共产党，推选蒙古族人士参加抗日

政府。从 1939 年秋到 1942 年，大青山骑

兵支队和游击队曾多次护送蒙古族青年

往返于大青山、晋西北、延安和伊克昭盟

等地。在党的抗日政策的感召下，成批

的蒙古族青年如云照光、云曙碧、巴增

秀、布赫等人冲破日伪的封锁，奔赴革命

圣地延安。这些青年后来成长为我们党

的优秀民族干部，为抗战胜利后内蒙古

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作

出了重要贡献。

战斗在大青山上的八路军支队犹

如 一 把 尖 刀 插 进 敌 人 的 心 脏 ，成 功 牵

制 了 十 倍 于 己 的 日 伪 兵 力 ，使 大 青 山

地 区 树 立 起 蒙 汉 团 结 抗 日 的 旗 帜 ，成

为 我 军 进 行 战 略 反 攻 的 前 沿 阵 地 ，阻

止 了 日 军 西 进 南 下 ，起 到 保 卫 陕 甘 宁

边 区 的 积 极 作 用 ，并 有 力 地 配 合 了 正

面战场作战。在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

地 最 艰 难 的 岁 月 里 ，党 的 军 队 和 内 蒙

古 各 族 人 民 并 肩 作 战 ，许 多 爱 国 志 士

献 出 了 宝 贵 的 生 命 ，谱 写 了 无 数 可 歌

可泣的英雄史诗。

红旗漫卷大青山
■于美丽

大青山支队伏击日军。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