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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

利。这次胜利奠定了战后的世界政治格局和秩序，保证了世界几十年的

相对稳定与和平。这次胜利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

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独立与复兴的转折点，为中国人民最终选择新

民主主义的道路和光明前途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抗日战争，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正面战场与敌后战

场的格局。这两个战场的单独作战和战略配合，有效地在中国本土阻滞

和消灭了日军，同时，也牵制了日军使其不能投放更多力量到太平洋战

场。两个战场的客观存在和配合，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独有特点，是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的独特形式。

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

帜，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倡导、促成和坚持了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实现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的团结和抗战。中国共

产党领导开辟了敌后战场，创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和

广大抗战军民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共消灭日军约50万人，敌后战场抵抗和

牵制了一半以上的侵华日军。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民主党派，组织抗日救

亡运动，进行抗战政治动员，宣传全面抗战、持久战等理论和思想，成

为推动抗战的强大精神力量。

河北抗战是中国抗战的缩影，是敌后战场的典范，有着最完整的

阶段过程、最典型的阶段形态，最能体现和说明抗战时期的矛盾变化

和中国抗战的诸多性质。在局部抗战阶段，河北人民自发地掀起和投入

抗日救亡运动，曾出现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和孙永勤领导的民众军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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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支抗战队伍，它们的兴起、发展和消亡深刻地展现了河北人民的不屈

斗志和爱国精神；国民党军队组织的“长城抗战”有近40万人参战，给

日军以沉重打击，但最后以《塘沽协定》的签订结束。全面抗战开始

后，河北地区发展成为敌后抗战的主战场，晋察冀根据地是八路军在敌

后创建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曾被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

战线的模范区”；晋冀鲁豫根据地则是八路军在敌后创建的最大的根据

地，同时它也是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所在地。1938年冬，日军的

进攻重点转至敌后战场，抗日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也更加凸显，抗战军

民多次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巩固扩大了根据地。八路军发起的

“百团大战”，是首次大规模的主动进攻战役，极大地增强了全国人民

的抗战信心。从1941年到1943年，在敌后战场最为艰苦的时期，河北抗

日根据地军民全面开展反“蚕食”和反“扫荡”斗争，粉碎了日军的侵

略计划。1944年，河北的抗日根据地开始局部反攻，并于次年转入大反

攻，解放了河北的大部分地区，有力地策应了盟军对日本本土的进攻。

总之，河北抗战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的“催化剂”，是坚持敌

后抗战和持久抗战的“坚强堡垒”，是反攻日军和配合盟军对日作战的

“前进阵地”。

河北抗战，全面、深刻地展现了中国抗战“抗日”与“民主”的

两重性质。中国的抗日战争，一方面要驱逐日本侵略者，取得民族的独

立；另一方面，还要争得人民的民主和自由。为此，河北抗日根据地始

终坚持对日武装斗争及进行社会改革，河北的抗日根据地不但抵抗和消

灭了大量的日伪军，还在根据地进行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改革，

包括普遍实行民主选举，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减租减息，

实行统一累进税，等等，极大地调动了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农民抗战的积

极性。抗日根据地的这些尝试和做法，为中国共产党日后建设国家提供

了经验，河北的抗日根据地也成为未来新民主主义中国的“雏形”或

“具体而微者”。

河北抗战，全面、鲜明地诠释了抗战精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

立后，河北地区的八路军对友军以诚相待，有力配合和支援了友军作

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精诚团结的精神。在抗战中，

河北广大抗战军民不向异族的统治低头，与摩擦制造者和对日妥协者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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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展现了不屈不挠、热爱自由的品格。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河北的

抗战军民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先烈们前赴后继，用鲜

血和生命换来了一次次胜利，他们的无私忘我、敢于牺牲的精神将永照

史册。

70年过去了，世界政治力量对比乃至世界政治格局也发生了重大

变化，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中国的强劲崛起及其日益显著的国际影

响。但是，中国的民族复兴之路不是一帆风顺的，需要面对一系列复杂

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当前，“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行、日本右冀势力

的抬头影响到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特别是日本的右冀势力公开否认侵

略、美化战争，恶化了中日关系，也给亚洲地区的发展与未来蒙上了阴

影。

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就

是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辟未来。铭记历史，就是要让

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牢记中华民族被侵略的屈辱历史，牢记中国人

民英勇抗战的历史；缅怀先烈，就是要认识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得之不

易，是无数先烈以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先烈们顽强无畏、忘我牺牲的精

神永远值得我们景仰；珍爱和平，就是珍惜和平、维护和平，同国际上

的霸权主义和极右势力进行斗争，维护世界秩序与和平；开辟未来，就

是以史为鉴，不忘历史教训，不断发展和壮大自己，有力维护国家的主

权和利益，使中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王德彰　　　　

（作者系河北省政协《乡音》杂志原主编、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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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军礼◎◎

风雨擎天晴作晷
——追记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塔刹果然东指！

82年前建纪念塔时，按冯玉

祥的要求，塔顶的塔刹没有直刺

天顶，而是斜指东北，以表达抗

日同盟军收复东三省的决心。

眼前的小院落，周围已是

马路和楼房。当年，这里曾是察

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司令部南操

场。纪念馆院落中央的察哈尔民

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察东失地阵亡

将士纪念塔，朴素、静穆；塔左

墓庐，烈士长眠于斯。

1933年，日寇入关虎视华

北，而国民政府仍然坚持“攘外

必先安内”，认为“攘外必先安

内是古来建国的信条，如果内部

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御外侮，

而且是诱至外侮之源”。5月，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愤然举起抗日大旗，在张垣（张家口）建军后随

即北上，一举收复康保、多伦、宝昌、沽源四县，“恢复之功为九十余

年所未有”，全国人民深受鼓舞。

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察东失地阵亡将士

纪念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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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唏嘘的是，在日寇和国军的夹击下，民众抗日同盟军报国无

门，终入穷途。数月间，10万抗日将士荡然无存，光复东三省竟成空

许。

在雨滴中徘徊，向塔尖指处遥想，思绪过处，遂成吟咏：

风雨擎天晴作晷，金瓯破处恨如山。

拼将热血驱仇寇，终向寒边是墓园。

义帜沾尘伤国势，民族浴火望涅槃。

八十二载成昔往，气脉长留宇宙间。

大义所在，四方来归

中原大战前，冯玉祥拥兵20万，可与蒋介石比肩相抗。中原战

后，部属几无所存，冯玉祥成了“光杆儿司令”。隐居汾阳峪道河的冯

玉祥，雄心未已，意图再起。“冯每日黎明既起，泉水漱洗，攀登山顶

仰天高呼。声音洪亮，双目炯炯，宛如饿虎觅食”。

痛难定，思不已。隐居期间冯玉祥潜心读书，充实“新知识，加

强革命理论”。接触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后，冯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

认为“其主义则光明正大，且打不平之精神”。冯玉祥和中共方面的接

触联系也逐渐频繁和深入，最终确定了合作关系。

“九一八”事变后，国势日危。冯在日记里说：“而今国难临

头，我不问他人如何，我自己誓要……为国家雪耻，为人民杀贼也。”

淞沪会战时，冯玉祥称赞19路军“英勇可嘉”。冯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

策极为不满，联合其他势力逼蒋下野。蒋、冯这对昔日的盟兄弟，已成

陌路。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冯曾提出系列救国方案，“我们要抗

日，要收复失地。谁要阻止抗日，谁就是卖国贼”。

宋哲元上任察省主席，让冯玉祥看到了机会与希望。宋曾是冯的

部下，当年是西北军的师长之一。1932年10月，冯玉祥秘密到达张家

口，当天发表通电，抨击南京政府对日寇的侵略没能进行有力还击，他

认为对于日寇的侵略，除了积极抵抗，别无他途。由于冯玉祥坚决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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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态度和主张，京沪的民众社团纷纷向他致电，恳请“建旗讨日”。冯

玉祥执民族大义之旗，已成众望所归。

民族大义感召之下，多种抗日力量开始向张家口汇集。中共、东

北抗日义勇军、抗日救国军、冯的旧部之外，还有蒙古自卫军，察省的

杆子（土匪）也愿意接受改编。当时滞留察省的东北义勇军人数很多，

他们曾与日寇拼杀，由东北退热河，由热河退察省，辗转流离，身负家

仇国恨，且又不得其所。

方振武曾任安徽省主席，国难当头，他“毁家纾难”，卖了房产

用作抗日经费，将山西介休县的旧部王中孚、鲍刚、阮玄武3个师组成

抗日救国军，于绵山誓师，北赴察省。由于沿途中央军的堵截，方部历

尽艰辛才到达张家口。山西汾阳军校的师生3000余人，在接到冯玉祥的

电报后，也来到张家口。冯的旧部，还有吉鸿昌、高树勋、孙良诚等，

也都来归。有骑兵军官送子参军，谒见时，冯玉祥笑执其手：“救国

嘛！国都没有了，还有什么家，我们要雪国耻！”应冯玉祥要求，中共

北方特科派出张存实、武止戈、许权中、宣侠父等人来察，建立了中共

特委，帮冯开展工作。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前，察省的抗日武装力量已达到12万

人左右。

张家口的新村操场曾是群众游行集会之地，今天痕迹全无，代之以

通衢楼房。当年，冯玉祥曾在这里数次阅兵。观礼台上，冯玉祥嗓音响

亮：“同志们辛苦咧！”受阅官兵轰然响应：“为人民努力不辛苦！”

察省贫瘠。冯玉祥“为减除人民痛苦起见，于无办法之中，忍痛

免去苛杂二十余种”，导致察省财政更加紧张。都六七月了，同盟军

仍穿着烂棉袄、破皮大衣。总司令部的工作人员，都身着便服，佩红绸

条作为出入证明。每次吃饭前，士兵们站好队，先唱吃饭歌：“这些饮

食，人民供给，我们应为人民努力。”

这一天终于来了。1933年5月26日，聚集在张家口的将领们召开会

议，宣布成立民众抗日同盟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冯玉祥在通电中

称，“政府始终无抗日决心”，“方以忍辱负重相欺，以安定民心欺

人”，“一时之苟安难期，他日之祸害愈深。国亡种奴，危机迫切”，

同盟军抗日乃“大义所在，死而后已”，宣称“凡不抗日或假抗日者，



行
行
复
行
行
：
寻
访
河
北
抗
战
史
迹

6

国民之敌，亦吾之敌”。通电六百言，字字真切，声声啼血。

通电发表后，李宗仁、白崇禧、胡汉民、李烈钧、程潜、孙科等

国民党大佬和名流，纷纷复电支持，各地民众团体也表示声援。著名人

士朱庆澜在京沪等地募得10多万捐款，交与同盟军作为抗日经费。

收复察东失地

至5月，张家口北部的康保、多伦、宝昌、沽源四县先后沦陷，日

军宣称为了“满洲国”的西境安全，还要进攻张家口。

6月20日，同盟军派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为北路前敌

总指挥，邓文、李忠义为左右副总指挥，率军北进。

驻守康保的伪军听闻北征后已极度恐慌，同盟军王德重部22日兵

临城下，战斗仅3小时就占领康保。抗日同盟军初战告捷。

6月30日，同盟军的两路人马分别迫近宝昌和沽源。7月1日，同盟

军在宝昌外围与伪军主力发生激战，敌军三千弃城北退多伦。夜间，同

盟军占领宝昌。盘踞沽源的伪军刘桂堂则闻风投降。同盟军连下三城，

士气正旺，大军乘胜东进直捣多伦。

此时，驻多伦的伪军包括刘桂堂部、张海鹏部、李守信部等，共

16000多人。另外，张海鹏和李守信部均驻有日军顾问和特设队，配有

装甲汽车、轻重机枪。日军还用飞机运来子弹6万发，送给李守信部。

而同盟军缺乏重武器，弹药也少，“许多战士手里只有一把大刀”，即

使缴获康保、宝昌、沽源的敌械后，装备改善也有限。

7月7日，同盟军开始总攻多伦。8日，同盟军和伪军争夺城外阵

地，战况激烈，日军飞机数架轮番投弹，将抗日同盟军绝大多数工事炸

毁，但最终同盟军占领了城外阵地。此次战斗，共俘敌290余人，缴获

步枪100多支，战马160多匹，轻机枪70余挺，重机枪3挺。9日同盟军

开始攻城，没有成功。10日，同盟军攻势更急，“吉鸿昌总指挥率敢

死队，肉袒匍匐前进，爬城3次。敌以机枪扫射，并猛投弹。抗日同盟

军伤亡240余人”。惊恐之下，多伦的日军向承德发电求援，但火近水

远，难以相顾。承德日军担心多伦伪军被歼或投降，命令他们11日乘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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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向围场撤退。12日拂晓，抗日同盟军占领多伦。

塞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多伦收复消息公布，全国振

奋。当时的国学泰斗章炳麟说：“近世与外国战，获胜者有之，地虽一

寨一垒，既失则不可复得矣。得之自多伦始。以争一县，死将士几二千

人。虽在一隅，恢复之功为九十余年所未有。”

各地民众团体纷纷发来贺电，捐款捐物。上海人民团体文教界汇

到的慰问金，每天都有几起，有一二百元的，也有三五十元的。平津两

地的大学生络绎投奔，北平高等警官学校一批就来了9个学生，西北军

旧部来投者尤多。

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则极力贬低抗日同盟军的胜利。国民政府和蒋介

石宣称察省并无战事，多伦也没有日军，多伦系伪军让出而得。事实上，

收复察东四县历次战斗，共杀敌1000多人，同盟军自身伤亡1600余人。

察省失地已复，东四省尚在日本铁蹄之下。同盟军挟胜利之威，

意欲挥戈东进。冯玉祥首先组织了“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委员

会下设秘书局、经济局、政治局、军事局等四局，同盟军军长以上将领

都被聘为委员。可是，天不待冯，不久冯玉祥被迫下野，四省收复遂成

空许。

中共上海中央局的“左倾”政策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推行，使国统区的党组织遭到破坏，党

中央难以在上海立足。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机关

撤离上海迁往瑞金，并决定成立上海中央局。上海中央局是临时中央的

派出机关，代表党中央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

1930年代初，共产国际的对华指导方针，是坚持推翻国民党政府

和国家苏维埃化。“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共产国际

无视中国主要矛盾的变化，在对华指导方面仍强调把推翻国民党政权作

为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在国统区推行冒险主义和

关门主义，实行“要兵不要官”的下层统战策略。具体到冯玉祥，共产

国际持不信任的态度，其在发往上海的电报中曾说：“冯玉祥与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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