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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大栓    八路军冀中特别支队分队长，勇猛过人，身先士卒，为全支队主要战斗骨干。屡

屡不辱使命，在护送晋察冀日报社长邓拓的过程中凸显出过人胆量和智慧。

牛四犁    八路军冀中特别支队班长，后任分队长，作战勇敢，临危不惧，多次负伤、被

俘，伤后回本村与父兄同保军粮，不屈不挠。

寇四海    八路军骑兵出身，心爱战骑而犯下大错，孤胆出击遭遇敌人毒手，两次慷慨赴

死，为重创敌骑兵和炸毁敌人军火列车作出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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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枝梅”    评剧艺人，沦落汉奸、鬼子之手，客观上对除奸杀寇起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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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  村    日军枪弹专家，后成为特别支队“捉来的战友”。

我地下党和政府县委书记、县长、区委书记、区长、县大队长、区小队长、村长、村干

部、民兵组长、抗日骨干、基本群众若干。

日酋若干名，伪军头目若干名，汉奸、翻译、特务、走狗若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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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942年，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侵华日军急于肃清其后方补给和运兵线，于当年5月

前后对冀中发动了惨绝人寰的“大扫荡”，史称“五一大扫荡”。

当时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中共冀中区委书记黄敬遵照中央军委及晋察冀军区司

令员聂荣臻的命令，率冀中军区机关和冀中区委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转移到太行山区继续

指挥冀中的反扫荡。为了坚持内线斗争，联络、扶助当地党组织和地方武装开展反“扫

荡”，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吕正操、黄敬决定成立了冀中军区特别支队。

特别支队由全军区选拔出来的181名优秀基层指挥员和士兵组成，配备最优良的装

备，有权调动和使用冀中所有抗日资源，鱼游在海，以小对大，与武装到牙齿的五万日

军、十余万“皇协军”玩“金鼠斗大象”的游戏，通过刀刀扎敌要害，“不断到大象身上

放血”，频频“亮剑”，所向披靡，逐渐致敌于败地。

本书时间跨度为1942年4月至12月，通过特别支队的机智勇敢、英勇善战串起了当年

冀中的历次著名战斗、各种重大事件和各方人物，是一部再现当年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

冀中抗日史诗。其中的特别支队采取声东击西掩护军区机关安全转移之后，锋芒直指“大

扫荡”的日军精锐，打埋伏，拔据点，“坐地撒网”，“虎口拔牙”，屡创强敌；他们掩

护和救治伤病员，筹药保粮，除奸反特，策应抗日民主政府、地方武装，挽救当地抗日危

局；他们诛灭被称为“陆军之冠”的日军“殊勋小队”，雷炸日军“常胜骑兵”大队第一

中队，奇袭日军军火和押解列车，刀屠敌酋或化敌为友；他们自造炸药、地雷、手雷、手

榴弹，甚至无线电台，展己短为己长，削敌长为敌短，出其不意，以少胜多。他们大小战

斗数十次，越打越奇，越打越精，处处以一当十，令日伪闻风丧胆。当然，他们也曾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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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挫折，伤亡惨重，时而陷入困境，几近屡败屡战。

本书塑造了吕正泽、田兰、吕正操、黄敬等十余位抗日英烈形象，他们胸怀国仇家

恨，共赴国难，英勇无畏，九死一生，代表了中华民族不屈不灭的战斗精神。书中无数与

八路军血肉相连的冀中民众，上到老叟老妪，下到少妇儿童，随时以自己的鲜血生命掩护

和帮助八路军战士、抗日干部，也包括美国友人。敌酋冈村宁茨、情报头子沙林二、“仁

慈魔鬼”荒井等阴险毒辣，鬼子兵野蛮凶残恰如禽兽，汉奸们穷凶极恶甚于仇寇，却一再

被特别支队的铁拳击败击碎，万劫不复。根据史料，本剧首次披露了当年日本共产党人帮

助中国抗日的史实，“日本八路”高本、“抓来的战友”松村也确有原型，他们的崇高形

象令中国人民永世不忘！

今年是反“五一大扫荡”胜利七十周年，2015年将是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此书再

现历史，谨作心香一瓣，献于抗日英烈之灵前！                                               

                                                      
 作者

                                                  2012年4月7日

5



目  录

第 一 集 军区危急 ...................................................... 1

第 二 集  先敌一步 ..................................................... 12

第 三 集 声东击西 .................................................... 28

第 四 集  激战东王庄 ............................................... 41

第 五 集  红军老连长 ............................................... 53

第 六 集  牵住敌人 ................................................... 68

第 七 集 神秘的声音................................................. 83

第 八 集 电台遇险 .................................................... 92

第 九 集 山边和尚 .................................................... 102

第 十 集 鱼游在海 .................................................... 111

第 十 一 集 日本八路 .................................................... 121

第 十 二 集 接应马本斋 ................................................. 132

第 十 三 集 连除三害 .................................................... 144

第 十 四 集 蒜娃归队 .................................................... 153

第 十 五 集 安国筹药 .................................................... 163

第 十 六 集 杀马风波 .................................................... 177

第 十 七 集 骑兵英豪 .................................................... 191

第 十 八 集 “地道医院” ............................................. 203

第 十 九 集 诛灭“殊勋小队” ....................................... 212

第 二 十 集 人质获胜 .................................................... 222

第二十一集 带伤分兵 .................................................... 232

第二十二集 虎口夺纸 .................................................... 243

6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二十三集 掩护美军上尉 ............................................. 254

第二十四集 神童小翻译................................................. 264

第二十五集 虎穴除奸 .................................................... 273

第二十六集 西关夺将 .................................................... 281

第二十七集 巧过星宿寺................................................. 289

第二十八集 受挫潴龙河................................................. 297

第二十九集 洼地血光 .................................................... 307

第 三 十 集 保定情仇 .................................................... 316

第三十一集 刑场传真 .................................................... 325

第三十二集 风雪大营救................................................. 335

第三十三集 进入大苇塘................................................. 343

第三十四集 包围中的寻找 ............................................. 352

第三十五集 船上的女子................................................. 362

第三十六集 文人的战斗................................................. 371

第三十七集 艰难转移 .................................................... 378

第三十八集 粮秣委员 .................................................... 385

第三十九集 猛虎掏心 .................................................... 395

第 四 十 集 父子护粮 .................................................... 407

第四十一集 “一朵梅”................................................. 413

第四十二集 军区归来 .................................................... 425

后   记  ..................................................................... 438

主要参考书目 

7



1             第一集  军区危急

第一集 军区危急
  　

1.

1942年，春夏之交，冀中。

树木已经发芽，地里的玉米苗才半人高，有的地里头年的枯杆还没砍倒……

日寇铁蹄下的冀中平原，到处是战火蹂躏下的惨象。

此时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战略相持的纵深阶段，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日本帝国主义

急于“肃清后方”，尤其急于肃清其“后方”的补给及运兵线沿途，地处战略咽喉——平

汉路沿线的冀中首当其冲。

作为八路军抗日主战场之一的冀中平原，正处在震惊中外的日寇“五一大扫荡”的前

夜。“山雨欲来风满楼”，敌我双方弩拔弓张，战争气氛异常紧张。

2.

一片树林旁边的玉米地里，走出一男一女两个庄户打扮的年轻人，他们像是一对走亲

戚的夫妻，机警地张望着，边走边打听。

他俩是本剧的男女一号。男的名叫吕正泽，29岁，宽额大眼，英气勃发，当时八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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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的弟弟，原八路军的一位连长。女的名叫田兰，26岁，高挑俊美，冀

中人氏，原冀中军区报务主任。二人都是受组织派遣，于一年前参加延安“抗大”学习。眼

下冀中日军扫荡加剧，组织上叫他们提前结业赶回冀中。他俩结伴而行，先到晋察冀军区，

见到了司令员聂荣臻。进入冀中后，由于冀中军区机关换了地方，只好一路找来。

3.

吕、田二人匆匆赶路，沿途可见日军和伪军队伍源源不断地开进，铁路上的鬼子装甲

车一路扫射，公路上的汽车满载着鬼子气势汹汹。各村各镇，气氛紧张而萧条。个别地方

在成立维持会。有的地方小股民兵武装在偷偷练拳打靶。

来到一个村庄边，两人又饥又渴，商量着找点水喝。正要进村，突然发现公路上两名

日本兵骑着两匹大洋马奔来，可能是去联络的。

大战在即，冀中抗日军队大都进入战役准备前的隐蔽阶段，鬼子自以为得势，所以才

敢光天化日之下单兵行动。

吕、田二人眼急手快，连忙在路旁玉米地里隐蔽下来。这两个鬼子此时遇到克星了，

吕、田二人都是“抗大”的优秀射手，田兰还接受过“贺龙神枪手”的称号。

吕正泽掏出驳壳枪，对田兰说：“我打前边那个！”

“好的！”田兰说：“我打后边那个！”

“砰、砰”两枪，两日本兵应声落马。吕、田二人各自牵住一匹洋马，跨上马直奔东

边而去……

4.

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戒备森严，杀气逼人,正在布置“五一大扫荡”。日寇

“五一大扫荡”最恶毒的一着是矛头直指以吕正操为首的八路军冀中军区机关和以黄敬为

首的中共冀中区委。

巨大的野战地图前，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茨全身戎装，正向参加作战会议的

日军师、旅团将佐宣布作战计划：“此次作战，集中我皇军主力五万，皇协军八万，共以



3             第一集  军区危急

十三万之精锐之师，务必达成对冀中八路的毁灭性大扫荡！直接参加作战的我军部队有：

从山西调来的第41师团，从武汉调来的独立混成第9旅团，110师团的白泷部队，第26师团

的坂本支队，骑兵第13联队，独立混成第7旅团的小川部队。配合作战的部队有：第110师

团一部，第27师团主力，第29独立飞行队。

“此战之前，必须进行战役伪装，极力隐蔽其作战意图，以求达到对冀中‘扫荡’的

突然性。为此，我军首先对冀东地区进行扫荡，接着扫荡北岳区，再行扫荡冀南地区，让

吕正操误认为我军不过是对各八路根据地的例行春季扫荡，从而起到佯动和牵制作用。与

此同时，我军必须在滹沱河以北、滏阳河以东等外围地区频繁出动，而在滹沱河以南、滏

阳河以西、石德铁路以北的中心地区保持平静，确保在这一地区聚歼吕正操的冀中领导机

关和八路主力部队……”

冈林宁茨宣布完作战计划之后，日军参谋长接着宣布：“对我皇军占领区周围已被八

路军‘蚕食’的地区，要积极增强警备设施，加强据点的碉堡工事，加强对皇协军和自卫

团的培训，以便我军出动后留守部队能够担负起守备任务。还要利用支那投诚者破坏中共

冀中区的地下工作；要加强对边沿地区的统治；对吕正操部队的机关、分散据点要不断进

行短距离突然袭击；对铁路、公路等主要交通干线要增挖封锁沟，增建一些碉点。通过这

些手段，务使皇军形成进行‘扫荡’较巩固的出发阵地，又加强对中共中心区的封锁，限

制吕正操部的机动。根据大将的要求，我军必须大力强化情报工作，不惜一切手段刺探八

路机密，包括往中共中心区和吕正操指挥机关安插特勤人员，获取情报，散布消息，进行

反宣传，以动摇和削弱中共冀中军民的意志！”

5.

吕正泽、田兰二人骑马飞奔，又饥又渴。看到前边不远有个大集镇，二人商量到镇里

闯闯，探探消息，同时找机会吃点东西并饮马。

他俩把马拴在一处隐蔽的树林里，继续农家打扮，田兰在林边拣了个篮子提着，一起

往集镇走来。刚刚走了不远，突然看见麦地里歪歪扭扭驰出一辆自行车，车上骑着个穿日

本军服的人，惊恐而拼命地踩着脚踏板……在他后边没多远，追出来七八个日本鬼子和一

小股伪军。

吕、田二人急忙闪进村子，只见骑车人丢掉自行车，也往房子后跑来。眨眼工夫，大

队日伪军跟了过来，二人发现自己也被敌人包围了。当时吕、田二人各自只有一支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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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也不熟，这里离敌人据点太近，时间又太早，必须尽快冲出去。

他俩闪进一家庄院，院里一位老人正在喂牲口，用手一指说：“快往南跑！”

吕正泽对田兰说：“先别开枪！”两人一猫腰，顺着道沟冲出村沿。

眼见前边有一片坟地，两人跳进一处塌了的坟坑，但见鬼子咿咿呀呀嚎叫着追了上

来。

吕正泽想寻找一下突围路线，刚一探头，“啾啾啾”射来一串子弹。他顺手捞一把枯

玉米叶顶在头上，伸头向外观看，发现坟圈子西边三四十步远处有个日本兵，头戴钢盔，

扛一挺机枪，大踏步朝坟地走来。

“必须打掉这挺机枪！”吕正泽对田兰说。

“我去！”田兰未等吕正泽把话说完，一个战术动作，滚出坟坑，猫腰进了玉米地

里。只听“叭”的一枪，鬼子机枪手应声倒地。

紧跟在后的吕正泽早已将鬼子机枪抢在手里，就地架好，“突突突”一排子弹扫过

去，跑在前边的鬼子倒下了八九个，后边的连忙卧倒。趁着这个当儿，吕、田二人提着机

枪进了玉米地，鬼子的子弹就在头上跳，玉米叶子满天飞。紧接着，鬼子的炮弹也打过来

了，马队冲进了玉米地……

好在吕、田二人动作敏捷，早已跑到玉米地的另一头。那里有一口井，他们把机枪丢

进井水里，然后折了一个90度的方向，朝自己拴马的树林跑去。

刚到拴马的地方，刚才骑自行车的那个人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近前看时才发现，其

实他还是个大孩子，不过十六七岁的样子，浑身泥土，满脸花糟糟的，一双乌黑的大眼睛

闪着激动的光。

吕正泽跨上马，大孩子急得直朝吕正泽大喊：“带上我，我是军区侦察排的！”

“你不是有自行车吗？！”

“本来就不会骑！”

“带上他！”田兰喊了一声。

吕正泽一伸手，大孩子拉着他也跨上了马背。

田兰举枪将靠前追来的敌人又撂倒了几个。三人两骑冲出包围，把敌人甩得远远的。

6.

此时的冀中军区机关驻地，一片繁忙。各单位正在紧张地进行敌前转移的各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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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当时，冀中党政军机关及直属单位共约六千人，研究决定不超过四千人随军区机关行

动，其余精简分散。有的离开机关单独活动，如后勤机关、剧团、报社等；有的组成工作组

到分区、县团、基层单位，一起反“扫荡”；医院和年纪大、身体弱的，随队行动或到下面

都不方便，则提前转移或分散“坚壁”。除人员精简外，还减少了干部的乘马和驮骡。

军区机关全部战斗化。干部、战士、勤杂人员都配发了手枪、步马枪或手榴弹等武

器。所有人员都轻装，装备物品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每个人都要带个可装五斤粮的米袋

子。男干部战士一律剃光头。为此，先进行了动员和思想工作，吕司令员以身作则，先剃

成光头，摘下军帽让同志们看，大家很快都剃成了光头。各部门彻底清理了文件，携行的

减到了最低限度，暂时不用但有存查价值的埋藏坚壁，用不着的就地焚毁。

改换机关代号，将冀中领导机关改称为八路军游击第一支队，机关各部门都以班、

排、连编组命名，这既是代号，又是行军、宿营和战斗的具体单位。对机关全体人员进行

了防空、防毒教育，进行了射击、投弹、行军、宿营等训练。一切措施都是为了隐蔽机关

和增强自卫能力，适应反“扫荡”中长途行军、频繁战斗的需要。

7.

在马上，大孩子向吕正泽和田兰断断续续说出了自己的经历。原来他名叫刘自算，大家

都叫他蒜娃，今年才17岁，前年鬼子扫荡时杀了他的父亲，他哭着当上了一名小八路。

二十几天前，蒜娃奉命到鬼子占领区去侦察，被鬼子抓住了。敌人看他年纪小，没怀

疑他是八路，又听他说能炒一手好菜，就盘问了一番，把他留在宪兵队当伙夫。

在日本宪兵队，蒜娃表面很温顺，很听话，干活也勤快。有几天日本宪兵出去“讨

伐”，据点只剩几个人，蒜娃仍然老老实实地买菜、做饭，没有任何反常举动，日子稍

久，敌人也就慢慢放松了警惕，不再注意他。

昨天，日本宪兵队又出动了，家里只剩下宪兵队长金山等几个人。蒜娃一看，这正

是为父亲报仇的好机会，也是为自己洗刷被俘耻辱的好机会。他就利用做晚饭的机会，弄

了不少酒，炒了十几个菜，让金山和一帮日本特务、汉奸乐得心花怒放，大吃大喝一通之

后，纷纷入睡。

夜深人静的时候，蒜娃提着磨得异常锋利的杀猪刀，悄悄摸进了金山队长的住房，奋

力朝他的咽喉猛砍几刀，金山连哼都没哼一声就死了。蒜娃用毛毯把金山的尸体盖好，从

墙上取下日本指挥刀，走出房间，把房门反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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