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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优良传统必须发扬

李　健

我过去给地主、富农扛活，是贫雇农出身，带着阶级仇、民族恨参加了革命。抗

战前我们家５口人，父、兄在东北，母亲给人家做饭，弟弟跟着姥姥，我扛活。我哥

哥十几岁被骗到东北鞍山给日本当了两年华工，就组织劳工跑回来，后来又去东

北。“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当了义勇军的队长，被叛徒出卖，在与日本鬼子战斗

中被杀害，嫂子和一个小侄子被敌人活埋了。我父亲从东北回到老家。当时我村

阶级斗争激烈，村里组织了穷会和富会对着干了几年。

１９３８年６月，我在深北溪村区东留曹村，找到冀中总工会筹备会，参加了工

会，当选为中心村工会主席，当年１０月初参加共产党，被调到区工会工作。

１９３９年秋，到边区联大群工部学习，当时学校校部驻平山县郭苏村，我们驻阜

平县，学习不久，日寇“扫荡”边区根据地，这里正是敌人突击的中心地区。斗争很

艰苦，在大“扫荡”中，我们打游击，由阜平到平山七天七夜没有吃什么东西。在反

“扫荡”胜利后，１９４０年春回到冀中，由冀中分配到八分区，分区让我们二十几个人

到建国县工作，我任县工会负责人，其他同志分配到各地工作。在建国县工作近三

年没有在村里睡过觉，打游击住到野外，当时就是两个人在野外，夜间还得一人站

岗。吃、穿非常艰难，冬装不知什么时间发到。所以，当时棉拆成夹，夹拆成单，身

上生了虱子、长了疥。一次在前张绍被敌包围，在突围中我吐了血，加之敌人又和

我方二十三团战斗中，我们也被围在其中。后来我病倒了，被送到河西冀中休养所

养病。我回忆，和我同到建国县的革命同志大部牺牲了。我的病主要是在这两次

突围中累得吐了血，至现在身上留下了痨病根。

１９４２年４月到冀中休养时，接着来了个“五一”大“扫荡”，敌人“扫荡”的范围

是冀中根据地，深、武、饶、安是重点，休养所当时住五公村一带，上级指示伤病员和

工作人员分散隐蔽。几天以后，又指出可以回本村和其他地方。当时到处是日伪

军。我即回村隐蔽，并由党分配我任村支部书记兼小区委，管７个村（当时各村党

组织都没有了）恢复党的组织。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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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村后，村中推选我父亲为应敌村长，加之我家成了分区的交通站，我村又

是抗日模范村，所以敌人把我村看为眼中钉，是敌人经常“扫荡”的重点。１９４３年

春，八路军一个营夜间驻在我村，被敌尾随包围了村子，我当时在地道中，和部队联

系突围，顺交通沟冲出去了。可是造成了我村的惨案，烧、杀死伤几十人，我父亲也

被烧死。敌人走后，我和在地道的同志出来处理惨案的善后工作。

当时大旱不雨，生活特别艰难，真是天灾人祸，没粮食吃麻饼。尽管那样情况，

大家没有别的想法，就是一个念头：团结群众战胜困难，争取胜利，一心一意跟党

走。

当时的党风党纪非常好，一是党员干部没私心杂念，一心一意为党为人民去争

取胜利，积极工作，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二是对党无限忠诚，党叫干啥就干啥，一心

跟党走，只有革命，才是出路；三是共产党员真正起模范作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冲锋在前、撤退在后，一点不搞特殊化；四是实事求是的作风好，对党交给的一项任

务，就联系当时当地的斗争实际，想尽千方百计去完成。

回忆过去，我深有体会，不管哪个时期的重大任务，要不吃透上级的指示精神，

工作就会出娄子。例如，抗日战争胜利后的１９４５年到１９４６年的整风运动和反特

（当时群防）运动中，党的“左”的指导思想带有普遍性，造成“国特”如麻。我由八地

委整风队回县任公安局长，县委讨论由我分工此项工作。在运动后期，引起了我的

深思，对照中央关于审干的九条方针和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我采取的做法是：首长

负责，亲自动手；在处理运动中的问题和案子时，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对所有坦白

交代的材料和口供，只做参考，不做处理依据。这样才使在运动中抓起来的同志，

没有受到处理。这是我一生难忘的经验教训，也使我在几十年工作中没有犯过大

的错误。

（作者系原沧州行署顾问）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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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华率挺进纵队在沧州东部抗日轶事

呼金岭

１９３８年９月２７日，萧华率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到达冀鲁边区。１９３９年９
月，遵八路军总部指示，萧华率“挺纵”机关和主力一部开赴鲁西。短短一年时间

里，萧华以他的文韬武略、雄才大智，发动民众，建党立政，团结友军，痛歼日顽，开

创了冀鲁边区抗战工作新局面，在沧州东部一带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奇闻轶事。

1938年 9月，萧华率“挺纵”到达冀鲁边区。 图为“挺纵”进入冀鲁
边区。

我１９３０年出生在海兴县（当时属盐山县）苏基村，少年儿童时期的我亲身领略

过萧华将军的风采。当年打鬼子时，萧华同志常住苏基村，我们这些村里的孩子常

跟在他身后，要他讲战斗故事听。有时他来了兴致，就给人们表演一番倒爬树，只

见他头朝下、脚朝上，噌噌噌，几下就爬了上去，至今他的形象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

海里。

·５·

　回 忆 资 料　



一语惊四座

挺进纵队刚到冀鲁边，人们听说司令员年仅２２岁，有的表示担心和怀疑，私下

议论共产党把如此重任交给一个“娃娃”行吗？好奇心驱使人们很想结识一下“娃

娃司令”。萧华不厌其烦地接见各阶层人士，利用各种场合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扩

大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影响。

１９３８年冬，萧华在乐陵主持大会，欢迎国民党十军团暂编第一军军长高树勋

北上抗日，并召集边区１００余名各界士绅名流参加，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当时，

高树勋身穿将校服，腰扎武装带，手戴白手套，又加之身材魁梧，在主席台上一坐，

真是威风凛凛，很有大官的派头。而萧华同志当时很年轻，个子又小，脚穿草鞋，身

着旧军装，挽着裤腿。相形之下，反差很大。但萧华同志却自然大方，英姿勃勃地

步入会场，热情地同与会者握手寒暄。高树勋感受到萧华同志和共产党的诚意，首

先作了诚挚的讲话。轮到萧华同志讲话时，面对一个个探寻和期待的目光，萧华用

他那过人的激情和口才侃侃而谈，从平型关战斗讲到冀鲁边局势；从毛泽东《论持

久战》讲到中国革命的前途。他最后强调，只要我们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日寇就一

定会被打败。他讲得头头是道，句句说在老百姓的心坎上，大家敬仰佩服之情油然

而生。

萧华慷慨陈词时，整个会场鸦雀无声。联想到挺进纵队到边区后发动群众、收

编游杂武装、消灭祸患百姓的土匪的作为，在场的人无不点头称是。萧华讲完后，

名流士绅纷纷请萧华题字留念。萧华再三推辞无效，凝神沉思片刻，挥笔急就：“慷

慨解囊，毁家纾难”八个草书大字。其用典精当，寓意深刻，惊服四座。众老先生赞

叹不已，都说想不到八路军这个“娃娃司令”还有如此学问，”可敬也哉，可佩也哉！

一时间，“萧华司令”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无形中增强了挺进纵队的吸引力。

智斗沈鸿烈

冀鲁边北邻天津，南靠济南，均驻有日寇重兵。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和河

北省主席鹿钟麟，均对冀鲁边虎视眈眈，并密谋策划了“冀鲁联防”，妄图南北夹攻，

把挺进纵队赶出冀鲁边。为站住脚跟，萧华决定采取“和沈打鹿”的策略。

萧华亲赴惠民县城，与沈鸿烈谈判。沈鸿烈曾任奉军舰队司令和青岛市长，工

于心计，善长言辞，是个老奸巨猾的反共顽固派。他以为萧华不过是２２岁的“娃娃

司令”，十分轻视。萧华离城３０里，沈鸿烈就派兵列阵示威，企图吓跑萧华。萧华

进城后，他又避而不见，打算气走萧华。萧华胸有成竹，不见“长官”见群众，进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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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散发《给惠民各界慰问信》，进医院慰问伤兵，到学校讲演，“娃娃司令”的风采

令惠民各界倾倒。沈鸿烈慌忙安排会见。会谈中沈又傲慢无礼，借口“军令统一”，

让挺进纵队撤出边区。萧华据理力争，并恳切告诫沈鸿烈，大敌当前，应协同作战，

不要同室操戈。一番唇枪舌战后，沈鸿烈败下阵来，心中对萧华钦佩不已。不久，

沈鸿烈致信萧华，说要到乐陵商谈政事。萧华从教育团结愿望出发，为争取团结抗

日，痛快地答应了。会谈中，萧华用八路军坚持抗日，重挫日军的事实，“回敬”沈鸿

烈的横加指责。在挺进纵队去留冀鲁边区问题上，萧华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沈鸿

烈理屈词穷，又一次败下阵来。从此，沈不得不放弃染指边区，赶走挺进纵队的念

头。

全歼孙仲文

山东的沈鸿烈“软招”失败，但未使河北方面受到“教训”。行伍出身、曾追随冯

玉祥将军征战多年的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更崇尚用武力征服挺进纵队。

他指使盐山县四区地主民团头子孙仲文，在大赵村、苏基、丁村一带挖沟垒墙，扣押

八路军过往人员，活埋抗日干部，威胁我盐山县第五区委。冀南第六专署专员、第

六军分区司令员杨靖远得知后，立即写信向萧华报告孙仲文的反共逆行，并在得到

批准后，带警卫员去孙仲文处谈判，孙却不听劝告，顽固坚持反共立场。萧华同意

杨靖远的部署，用武力解决这股顽匪。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１２日傍晚，杨靖远、付祥吉率

部队在苏基集结，杨靖远作了战前动员讲话，我当时在队伍边上围观，大胡子杨靖

远的形象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那次战斗，杨靖远身先士卒，中弹牺牲。敌人抢走

了杨靖远的尸体，割下头颅挂在寨门，向八路军示威。

不幸的消息传来，萧华悲痛万分，他含泪写下两副挽联：“断头流血乃革命者家

常便饭，奋斗牺牲是抗日的应有精神”，“抗战方兴，竟在盐山留遗恨；建国未艾，空

对鬲水吊英魂”（鬲水即鬲津河，也就是现在的漳卫新河），以悼念深受边区爱戴的

杨靖远同志。萧华决心拔掉这颗“钉子”。他派符竹庭、崔岳南率部队攻破大赵村，

全歼孙仲文部，斩断了鹿钟麟伸向边区的魔爪。边区其他民团和草莽，纷纷望风归

附。至此，“冀鲁联防”被挺进纵队各个击破。

据《中国共产党沧州历史》第一卷载：“萧华率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挺进冀

鲁边虽然时间不长，但在加强党的领导，建立和发展抗日武装，开展对敌斗争，广泛

深入发动群众，加强政权建设，创建抗日根据地，以及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党员发展到２５０００余人，抗日武装发展到近１７０００
余人，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发展。‘挺纵’开辟冀鲁边抗日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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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是边区抗战的兴盛时期，对边区军民坚持抗战，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

萧华审碌碡

萧华同志不仅军政兼优，还非常善于做群众工作。他能正确理解和领会党中

央毛主席的政策方针，善于妥善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和问题。在冀鲁边区流传着

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在边区南部某县一个土布作坊里，驶出满载着土布的三辆

马车。作坊主准备去天津，换回些洋火、柴油、毛巾、肥皂等日用工业品，卖给群众。

路过边区某村，该村民风彪悍，二话不说，一些村民就把大车拦下，一哄而上，有牵

骡子的，有拉胶车的，有拖土布的，把东西全分走了，货主急得不得了。当时，各级

边区抗日民主政府在萧华主持下已经建立，因为是人民的政府，所以在群众中威信

很高。有人出主意，让货主去抗日民主政府反映反映。货主去了，民主政府派下工

作人员来到村里，去村民家里讯问情况，奇怪的是，没有一个村民承认自己抢过人

家的东西，并说不知道货物的去向。工作人员感到棘手，就向上级反映，一直反映

到萧华那里。萧华同志在一天上午来到这个村子，在了解有关情况，认定大概事实

之后，他有了主意。他做了一些安排后，带着几个工作人员到村边的场地里查看，

一些哄抢货物的村民心里发虚，也或近或远地跟着。走着走着，萧华在一个碌碡

（音ｌｉùｚｈóｕ，一种农具，用石头做成，圆柱形，用来轧谷物、平场地，也叫石磙）前停

下来，他说：“既然大家都不知道，那一定是碌碡做的了，好吧！下午三点，我们来审

碌碡，让它说出土布、大车的去向！”大伙一听，惊奇万分，哪有这样的蹊跷事呢？大

伙一传十，十传百，整个村子都知道了这件事。

到下午三点，村民们都怀着好奇的心情来到场地里，一时间，人流都集中到碌

碡面前。等大家都来得差不多的时候，来了一大队八路军战士，把看热闹的群众都

围起来，不让自由出入。萧华同志站在场地中间，向群众们讲共产党关于民族工商

业的政策，他说，共产党是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因为它对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有益，

群众的哄抢行为是极其错误的，这也给了某些污蔑共产党“共产共妻”的谣言提供

了口实，共产党不会纵容这种不法行为。在讲话的过程中，一些八路军战士把从群

众中搜集的大车、骡子、土布等都集中摆放到场地里。萧华说：“大家都回自己家

里，看还有没拿出来的吗？都拿出来，归还给人家。”村民们受了深刻教育，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回到家里，把哄抢的东西都拿出来。货主清点货物，一分不差。最后，

货主千恩万谢，感谢抗日民主政府，感谢萧司令，并赠送了“人民政府，为民作主”的

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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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厂脱险记

１９３９年春，为侦察敌情，八路军挺纵司令员萧华同志来到马厂村（今属海兴

县），住在堡垒户孟宪同家。因有人告密，这天早晨，从赵毛陶据点来了一大队日军

骑兵抓萧华。萧华得到群众报告，和警卫换上便衣，在群众的掩护下，从村西北角

交通沟撤出了马厂村。很快日军马队包围了马厂村，枪声大作，接着传来了日军的

嚎叫声、砸门声……

这天早上，大多数群众还未起床，气势汹汹的日军就挨个砸开群众的门找萧

华，也未见萧华的影子。恼羞成怒的日军就把全村群众赶到大胡同广场里，日本兵

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包围了广场，逼着群众说出萧华的下落。日本翻译官大喊大叫

地说：“有人报告，萧华就在你们村里，不交出萧华，皇军说全村人都枪毙，把全村房

子烧光！”群众都说不知道！日本兵气急败坏，打伤了很多群众，见被赶来的刘木匠

手里拿着一个小榔头，鬼子喝问道：“你的什么的干活？”刘木匠在天津学徒时学了

几句日语，回答说：“车新的干活（木匠）。”日本兵夺过他的小榔头，照他头部连砸几

下，立即血流满面。日军挨个问：“萧华的有？”群众回答不知道，就挨个砸群众的

头，很多人都被砸伤。有的群众还被灌辣椒水。一个日军军官命令用机枪向群众

扫射，机枪子弹在人们头上乱飞，广场上的群众都吓得趴在地上。日本兵还把荆条

垛点着，把着火的荆条往人群里扔。见哪个人躲闪，就用枪和榔头砸脚踝骨。从早

晨一直折腾到中午，没有一个人说出萧华的下落，马厂群众经受住了死亡的考验。

日军灰溜溜地龟缩到赵毛陶据点去了。至今马厂村老人们都记得那次“马厂惨案”

的情景。

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１６日，萧华同志再次来盐山视察。当时我任盐山县机电局局长，

有幸让我陪同他视察农机修造厂。我热血沸腾，心潮起伏，早早就和同志们站在厂

大门口迎候。上午１０时许，几辆轿车缓缓驶近。我急步迎上前去，向首长问好。

萧华同志向大家说：“我现在做军事战略的研究工作，这次是到河间调查贺龙元帅

指挥齐会战斗的情况。在北京出发前，我向小平同志请了假，完成齐会大捷的调查

任务，来冀鲁边区老根据地看看乡亲们。”

萧华同志听我称他首长，并身着旧军装，就问：“你是部队转业的吧？从哪个单

位下来的？”“从二十训练基地。”“噢？你还是我的兵啦！二十训练基地属国防科工

委领导，科工委领导小组罗瑞卿同志为组长，我是副组长嘛。”首长又问：“你是哪个

村的？”“新成立的海兴县苏基村的。”“打鬼子时，我们部队就常住苏基村，离苏基不

远有个马厂村，对吧？”“对。相隔３里地。”“有一次我住在马厂村被鬼子骑兵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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