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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三十二集电视连续剧《太行山上》是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而创作的。

2012年接到创作任务，第一反应就是写这段历史的作品很多，

写八路军抗战的也有许多部，其中的重要史实和故事也反复出现。但

是，通过实地采访和翻阅资料，深深地感受到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

邓小平率领一二九师，团结太行山人民群众共同抗击日寇的精神深邃

厚重，可歌可泣的事迹丰富精彩，感到不写部作品弘扬他们的精神，

对不起太行山人民为抗战作出的重大牺牲；因此，决心对那个时代的

人物和事件进行再认识、再思考，从新的角度，写出新意。

纵观八路军一二九师抗战史料，从被国民党挤压得没有立足之

地，到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最大抗日根据地晋冀鲁豫边区，无不显示

着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把握全局、正确决策的

英明领导；从一次又一次战斗的胜利，到最后彻底消灭顽敌，无不体

现着一二九师坚决执行党中央决策、灵活运用战略战术的强大执行

力；从九千将士进涉县，到三十万大军出太行，无不贯穿着军民团

结、抗战到底这一主线。一二九师作为八路军三大主力之一，始终牢

记“得民心者无往而不胜，失民心者必败”的历史经验，把人民群众

视为胜利之本、力量之源。因此，写作中紧紧抓住“兵民是胜利之

本”这一主题，着力描写他们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与人民群众血肉

相连、患难与共的关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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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遵循电视剧创作的艺术规律，在符合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我

们集中笔墨突出刻画极具艺术感染力的人物形象，描写了刘伯承胸怀

全局、高瞻远瞩、洞察敌情、指挥若定的军事家气质，描写了邓小平

果敢刚毅、举重若轻、大胆尝试、实事求是的政治家品格，描写了刘

邓和各级指战员之间的战友情，塑造了八路军战士和老百姓的群体形

象。总之，让人物、事件、故事，洋溢一种激奋昂扬的基调，是这部

戏努力追求的风格。

这段历史内容极其丰富，作者动笔前在太行山这片红色土地上，

走访了一些老八路、老支前模范和当年首长们的老房东，挖掘了一些

当年发生在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故事；也认真地拜读了刘伯承元帅1962

年写的《我们在太行山上》，查阅了与之相关的军史、地方史资料，

力求使作品具有史诗般的艺术品格。

感谢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审查领导小组、中央文献研究室、河北省

委宣传部、邯郸市委宣传部和涉县县委的领导，为创作此剧给予的大

力支持和帮助。

感谢逄先知、金冲及、王兆海、李准、仲呈祥、郑伯农、李硕儒、

冯惠、黄允升、廖心文、熊华源等专家、学者，他们为本剧提出了许多

十分重要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同时感谢为本书出版严谨认真、辛勤工作

的花山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张采鑫先生、责任编辑郝卫国老师。

敬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今后修订完善。

总 编 剧  王朝柱

                                         执笔编剧  张森林

                                     2015年7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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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集

天空飘着淡淡的云，一阵阵浓密起来，渐渐呈云雾滚滚、黑云压城之

势。

在日军飞机一组一组地编队飞来，日军大炮、坦克、马队护卫下的军

队大举向华北入侵的画面上，传出深沉的男声画外音：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向中国守军进攻。卢沟桥

的炮声，宣告了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开始。

卢沟桥：日军炮击卢沟桥，火光腾空而起。国民党二十九军英勇抗

击，伤亡惨重，最后退守。

北平城：日军进入北平城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整个北平城人心惶

惶，人们到处躲藏。

在中共中央领导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刘少奇、彭德怀集

体讨论的画面上传出激越的女声画外音：

7月8日，中国共产党率先向全国发出通电。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

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生路！呼吁全国同

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

略，国共两党合作抵抗日本的新进攻。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具有伟大意

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

《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提纲；同意毛泽东提出的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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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

来发布命令：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

路军，下辖一一五师、一二○师和一二九师。分批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完

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

在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策马并肩，陈赓等跟随其后，奔驰过炮火

连天、轰鸣不断的画面上传出深沉的男声画外音：

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先后两任政委张浩、邓小平，副师长徐

向前，率领这支身经百战的红军队伍，在太行山区，在冀南平原，建立敌

后抗日根据地，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发展壮大人民军队，有效地打

击日本侵略军。刘邓大军的威名响彻太行，响彻华北，响彻全中国。

推出字幕：太行山上

陕北一二九师驻地临时师部  日  外

刘伯承和张浩先后走出屋子，对几个正在整理东西的战士说：“你们几

个，去通知各部队首长，到指挥部来，我和张浩主任要传达洛川会议精神。”

战士们：“是。”

刘伯承对张浩说：“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让部队转变

思想上的认识，再一个说明我们这支部队暂不出动的原因。”

张浩：“好，那么今天就开个座谈会，让大家谈谈想法，出出主意，

然后再来宣布改编命令。”

刘伯承：“好的。”

张浩：“走。”

他们相伴走出院子。

陕北石桥镇一二九师驻地  日  内

秋高气爽，艳阳高照，金黄的玉米高昂着头，沉甸甸的谷穗弯腰低

头。树上的苹果露着深红的笑脸。

一个农家院子内，硕大的南瓜摆在农家的窗台上，上身着红军服装的

战士在院子里争论不休。

大个子秦虎拿着帽子摔在连长面前。梗着脖子说:“连长，我们班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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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换上这军帽，叫什么国民革命军，不就是国民党军吗？我们接受不了。”

其余战士都争相把帽子摔在连长面前，连长站起来，看着他们说:“你

们以为我心里好受？我愿意戴这国民党军帽？”

秦虎步步逼近连长质问:“不愿意为什么把这东西领回来？你知道不，

戴上帽子就是投降国民党，就是叛变红军。”

连长无话可说，拿起自己的帽子也往地上一摔，说:“行了，我知道大

家都不想当国民党，大家说说该怎么办？”

战士们：“我们去找领导，我们不干了，我们要回家。”

秦虎：“好，不干了，去找领导去。”

一二九师师部  日  内（1937年9月16日）

刘伯承、张浩、陈赓、陈锡联、陈再道等正在院子里谈论出师问题。

陈赓手拿一沓纸说：“小日本已经打到我们家门口了，下面战士早就

急了，已经憋足了劲儿，要跟日本人作战。老陈你看，写了多少请愿书！”

陈再道更急切地说：“我们老红四军怎么了，还要我们思想整顿？战

士们可都憋不住了。”

陈锡联：“是啊，师长。”

张浩：“这是好事，我们师出征在即，部队士气高涨，是胜利的象

征。不过部队思想不稳定，在你们身上就有表现。”

叠印字幕：八路军一二九师政训处主任  张浩

刘伯承缓缓站起来说：“我们不要和一一五、一二○师做比较，

一二九师晚出征是中央决定的。”

叠印字幕：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　刘伯承

化入门外：突然有部队向这里涌进来，带头的是连长王近山。

王近山突然站住，大家也都站住看着他，他一摸脑袋，猛地转身对大

伙说:“让我想想，大家都去，难免让首长反感，闹不好还会挨剋。咱不能

办没理事。”

“你说怎么办？”大伙看着他问。

王近山:“我们选个代表怎么样？”

“我们就选你当代表。”几个人异口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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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近山大手一挥，坚决地：“好，我去面见师长、主任，红军帽我们

就是不能换，坚决不当什么狗屁国民革命军，大家看我的！”

下面起哄：“好，我们相信你。”

王近山：“我王近山要说服不了首长，就不回来见大家。”

众人一人一拳打在王近山身上:“还是我们疯子哥痛快。”

王近山趾高气扬时，被大家抬起来。喧闹声惊动了首长。

刘伯承、张浩、陈赓等听见外面的喧闹声，都瞪着疑问的眼睛。

陈赓站起:“我去看看。”

叠印字幕：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  陈赓

陈赓出门和王近山进门撞在一起，门里的陈赓指着门外王近山的鼻子

骂道:“王近山，你带这么多人来，干什么？”

战士们：“我们要找首长……”

王近山一梗脖子:“我要代表大伙找师长，找主任。”

刘伯承的声音传来:“让他进来。”

王近山嬉皮笑脸地扮一个鬼脸。

屋里，刘伯承，张浩看着进来的王近山。

刘伯承：“王近山。”

王近山：“师长。”

刘伯承：“你们是来问红军为什么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的吧？”

王近山：“……是！”

张浩:“大家都有怨气一起说出来吧。”

王近山：“师长、主任，我们大家想不通。蒋介石追打咱们多少年

了，逼着我们爬雪山、过草地，这仇咋消？这整着整着，我们被他们改编

了，大家肯定都想不通。”

战士们：“对……我们想不通……我们不要改编……”

陈赓：“想不通回去好好想。不要在这里丢我们三八六旅的人。执行

命令！”

王近山像受了委屈似的：“弄不明白，我不回去。旅长，你处分我，

杀了我，我都无怨言。就是不能让我不明不白。”

刘伯承举手制止陈赓：“同志们一时想不通是可以理解的，王近山，我问



· 5 ·

你一个问题。你是对日本侵略中国残害百姓恨，还是对国民党打咱们恨？”

王近山一梗脖子：“都恨，他们都是我们的敌人。”

刘伯承：“那你对国民党打日本恨不恨？”

王近山瞪着疑问的眼睛回答：“那是正理，日本人侵略咱们中国，咱

们就应该打小日本，国民党他也是中国人。”

刘伯承：“那你说抗日你一个人力量大，还是咱们中国人都团结起来

打击他们的力量大啊？”

王近山：“那当然团结起来力量大。”

张浩：“对了，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日本侵略者是我们共同

的敌人，消灭日寇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事情，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日

本强盗赶出中国。想通了？”

王近山指指随行来的干部战士，问:“明白了吧？都听明白了吗？”

战士们：“明白了，想通了。”

王近山的脸上突然浮上了笑容：“师长，你别说了，我明白了，就是

不论国民党、共产党都联合起来先打败日本侵略者，我们中国人的事，由

我们自己解决。请首长们放心，我一定要狠狠地揍小日本这伙强盗。改就

改吧，把日本打跑再说。好，我们回去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去。”

王近山一摸脑袋，哈哈一笑:“我把帽子先换上。”他脱下红军帽整了

一下，掏出装在衣兜里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戴在头上。大家默默的神

情，王近山看在眼里，默默走开。

刘伯承突然严肃地：“陈赓！”

陈赓一个立正：“到！”

刘伯承：“近日，我们师举行奔赴抗日前线誓师大会，由你来当这个

大会总指挥。”

陈赓高兴地：“是！请首长放心，一定让首长满意！”

刘伯承略一思索，说道：“这是一二九师第一次阅兵，也是奔赴抗日

前线的誓师大会，会场要布置得简朴、庄严，要在部队中造成抗日救国、

奋勇杀敌、出战必胜的战斗气氛。”

陈赓：“保证完成任务！”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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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桥镇村外空地上　日　外（1937年9月30日）

空地上搭起的平台，正面的墙上写着一幅标语：八路军一二九师抗日

誓师大会。

陈赓走过来仰头看着浓云滚滚的天空，顿时双眉紧锁，只见远处刘伯

承像一棵劲松站在空地上极目远眺。

嘹亮的军号吹响，陈赓在临时组成的“军乐队”的伴奏下，站在阅

兵台上，以洪亮的声音宣布：“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抗日誓师大会现在开

始。”

全师战士在狂风暴雨中傲然挺立，人人精神奋发。全师指战员不觉都

挺直了腰板，远远看去就像屹立着的上万棵青松，而那上万颗红星帽徽也

在迷茫的雨雾中闪着一片片红光。

全体立正，万双眼睛注视着自己敬仰的师长。

刘伯承：“现在大敌当前，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在即，我们要把矛头指向

日本帝国主义。”他停顿了一下，扫视着注意听讲的指战员，提高了嗓门，

“同志们，改变番号，只是个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

下面小声议论。

刘伯承拿出缀着青天白日帽徽的军帽，指着帽徽说：“军帽上的帽徽

虽然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同志们，为了救国，我们暂时和红

军帽告别吧！”

陈赓：“全体注意！摘帽！”

全体战士相互看看，伸出双手小心翼翼地把伴随自己征战多年的红军

帽脱下，折叠好收起，换上白色帽徽的帽子。许多人的泪水夺眶而出，同

雨水混合，从脸上流下。

陈赓：“戴帽！”

刘伯承率先把军帽戴在头上，随即干部战士都戴上帽子。

陈赓：“宣誓！”

刘伯承举起右手，全体将士跟着举起，昂着头看着师长。

刘伯承：“日本帝国主义，”

众人：“日本帝国主义，”

刘伯承：“是中华民族死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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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是中华民族死敌，”

刘伯承：“为了民族，”

众人：“为了民族，”

刘伯承：“为了国家，”

众人：“为了国家，”

刘伯承：“为了同胞，”

众人：“为了同胞，”

刘伯承：“为了子孙，”

众人：“为了子孙，”

刘伯承：“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众人：“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刘伯承：“我们是工农出身，”

众人：“我们是工农出身，”

刘伯承：“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

众人：“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

刘伯承：“替民众谋利益，”

众人：“替民众谋利益，”

刘伯承：“对革命要忠实，”

众人：“对革命要忠实，”

刘伯承：“如果违犯民族利益，”

众人：“如果违犯民族利益，”

刘伯承：“愿受革命的制裁，”

众人：“愿受革命的制裁，”

刘伯承：“同志的指责，”

众人：“同志的指责，”

刘伯承：“谨此宣誓！”

众人：“谨此宣誓！”

雨声和宣誓声交织在一起，久久地回荡在田野上空，回荡在全师将士

的心上。场上战士群情激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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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杨家岭窑洞　日　内

一张有蓝箭头标识的地图挂在墙上，毛泽东坐在藤椅中吸着一支烟，

手拿着一沓电报看，眉宇间仿佛有一个“忧”字。抬起头盯看着地图。

毛泽东看完电报，站起来走到地图前，袅袅烟雾中，毛泽东把目光盯

在青蓝色大包围圈间。

叠印字幕：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毛泽东

张闻天健步走来，问毛泽东：“老毛啊，老毛，你这又忧虑什么呢？”

叠印字幕：中共中央书记处负责人　张闻天

毛泽东依然看着地图：“我在考虑一二九师的立足问题。”

张闻天看着：“是啊，老总和恩来也来电，谈起一二九师出动的问

题，老总建议暂以娘子关为目的地，与八路军其他两个师配合第二战区，

做好保卫山西的准备工作。恩来提出一二九师应速开赴正太线南北地区，

武装群众，展开游击战争，以后逐渐向西南山地转移。”

毛泽东在地上慢走几步，转身指着地图说：“嗯，在晋东北有恒山

山脉，在晋西有吕梁山，在晋东南有太行山，必须依托这几条山脉生根发

展，才能摆脱日军的迂回包围，在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

张闻天：“是啊。对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已经公布了拖延已久的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前两天老蒋在庐山发表了公开谈话，

承认了我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

式建立了。”

一二九师行军宿营地　傍晚  外

刘伯承、张浩、李达各自在整理文件，通信员进来：“报告，师长，

外面有一个自称高级参议叫乔茂才的要见您。”

刘伯承站起来：“好，我知道了。乔茂才，我在旧军队时认识的，这

个时候来找我肯定是受人之托来游说的。”

张浩：“是不是不见为好？”

李达：“师长。”

刘伯承略一思考：“李达，你替我会会这个乔参议，看看他要干什

么，就说我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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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好，明白了。”

李达来到村外，见一个身穿长衫，戴着眼镜的老头站在大树下。

李达来到老头面前：“这位是乔参议吗？”

乔茂才点点头：“正是。”

李达上前与他握手自我介绍道：“八路军一二九师参谋处长李达。”

乔茂才也自我介绍：“鄙人乔茂才，西安行辕高级参议，也是你们刘

师长老友，因奉蒋委员长之命前来拜会刘师长，请李处长通禀一下。”

字幕叠出：西安行辕高级参议　乔茂才

李达问：“乔参议奉蒋委员长之命来一二九师宿营地，想必是有重要

公务吧？”

乔茂才山羊胡子一动说：“是呀，一是有公务在身，二是会会老友刘

伯承。还请李处长代为通禀，让我见见刘师长。”

李达故作惊讶：“哎呀，不巧得很，刘师长前天刚率先遣队走了，按

时间推算，这个时候应该到了黄河渡口，或许已经过了黄河了，如果乔参

议有什么重要的公务，我倒是可以派部队送去。不过要是刘师长过了黄河

以后，要再见刘师长那可就难了。”

乔茂才一听犯起愁来，对李达说：“看来我这次是见不到刘师长了，

公务嘛，还请你务必转达。这是蒋委员长的亲笔信，请你务必转交给刘师

长。”说完从内衣里掏出一封信，呈给李达。

李达接过信件展开看后，问乔茂才：“这个八路军一二九师过陇海路

转平汉路加入石家庄方向作战的命令，我们朱德总指挥看过没有？”

乔茂才被问住了。磕磕绊绊地说：“这个嘛，应该没有。”

李达：“乔参议，自古国有国法，军有军规，蒋委员长不通过八路军

总部直接命令一二九师，这是违背传统的指挥原则的。况且国共谈判的时

候就确定：指挥八路军必须通过八路军总部，谁也无权越级下达命令。”

乔茂才被李达问得出了一身冷汗，他擦了一下额头。

陕西韩城刘伯承宿营地　夜　内

张浩、李达和刘伯承都大笑起来。

刘伯承：“哈哈……好啊，李参谋，你智斗乔参议这出戏演得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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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把蒋介石手谕给张浩看，张浩一看略吃一惊说：“好家伙，还

有蒋中正的亲笔签名。”

刘伯承：“蒋委员长就是想借日本人的刀来杀我们。刘伯承不是三岁

的小娃娃，不会上他的这个当。”说完把桌子上的地图展开。

张浩一看：“地理教科书，你这是课本啊。”

刘伯承：“现在我只能搞到这种地图。这是河北省的，这本是山西省

的。你看一一五师在灵丘、广灵、涞源、阜平，一二○师在神池、宁武、

朔县，如果按照蒋委员长的命令同两个师分开，那么日军先隔断我们之间

的联系，再消灭我们就容易多了。”

日军侵华司令部　日　内

日军官在作战室召开会议，板垣征四郎满脸凶相、张牙舞爪地坐在正

面，扫视两边坐着笔直的军官们，说：“大日本帝国的战略计划是：先取

平津，再夺取华北，三个月内占领中国。”打一下手势示意参谋长。

日军参谋长站起：“嗨！”走到地图前，拿起指示棍指着地图讲解：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山西是关键，是华北的要塞，被称为华北的屋

脊，四面环山，地势险要，在军事上被兵家称为华北之锁钥。所以我军要

统治华北，必先占领晋绥；要占晋绥，必先争太原。因此，整个山西是我

军作战的重要目标。”

板垣征四郎站起：“现在我命令，第十师团沿平绥铁路向山西开进，

第十四师团沿平汉铁路开进，第一百○八师团沿正太铁路开进。先夺取平

型关，再攻破雁门关。预期一个月内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

受命的几个军官站着：“嗨，嗨！”

陕西富平县庄里镇一二九师临时师部电报室  日  内

电报室内人员进进出出，发报机发出滴滴答答的发报声。刘华清站在

报话机旁。

几个战士在一起发牢骚。战士：“六连就一箱子弹。”

李达疾步走进，问：“师长回来了吗？”

刘华清马上迎上去：“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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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又问：“张主任的病情怎么样，严重吗？”

刘华清：“情况挺严重，发病的时候，头疼得都快站不住了。”

李达在地上踱步，不无忧虑地问：“张主任到底得的什么病？”

刘华清：“不知道，刘师长带着军医处的钱信忠处长，到那儿给张主

任打了一针，情况有所好转。”

李达犹豫一会儿：“好，我走了。”

刘华清望着处长点头：“嗯。”

一二九师师部院子  日  外

一个显示沧桑的农家院子，被战士们临时收拾干净，一些军用物资还

在院里临时摆放。李达还在收拾，看见陈锡联走进，叫道：“陈团长。”

陈锡联急切地问：“李处长，师长在吗？”

李达：“刚回来，找师长有事？”

陈锡联：“你不知道？一一五师在平型关打了次大伏击，全国上下

的抗日热情都让这场仗给鼓舞起来了。可咱们呢，咱还在陕西，我看人家

打胜仗我心里都堵得慌。你说，咱们誓师大会都过去半个多月了，还不出

发，为什么呀？”

李达看着陈锡联急于要求上战场的样子又是同情，又觉得可笑：“你

啊！”

陈锡联没等到李达再解释什么就着急地：“我得问问去，我得问问去。”

刘伯承临时住房  日  内

刘伯承在光线比较昏暗的临时宿办室看文件，拿着铅笔对着窗外射进

的微光在文件上又圈又点，有时凝神思考。

陈锡联一步跨进门来，就急切地：“师长！”

刘伯承抬起头，看着陈锡联平和地说：“陈锡联，你在门口发牢骚，

我都听到了。怎么了，坐不住了？”

陈锡联：“师长，你看看人家一一五师和一二○师，他们都过黄河上

前线半个多月了，可咱们呢，待在陕西一动没动，为什么呀？难道咱们打

仗比不过他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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