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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 1 . 

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

(一) "七七"事变后保定地区的形势

1937 年"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向华北大举进攻。我国

守军第二十九军官兵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下，奋起抵抗。

7 月 29 日，北平沦陷。当日，国民政府两次召开特别会议，决

定设保定行营。平汉、津浦路北段为第一战区，蒋介石自兼战区

司令长官。从房山、良乡至保定间，设了三道防线。守卫在房

山、良乡、部县一线的中国军队，自 8 月 1 日起与日军第二十师

团激战。由于驻守永定河南岸固安、永清→带的万福麟部五十三

军不能竖守阵地，致使日军第六师团和第十四师团于 9 月 15 日

渡过永定河占领固安和永清，向海县的松林店进军， 18 日在新

城县孟良营渡过拒马河，向中国军队背后的高碑店迂回，守军腹

背受敌，孤立无援。同日，添县沦陷。 该线守军向沫水、易县山

区撤退，沿太行山东侧南退。沫水、高碑店、新城一线的守军亦

败退。日军为截击南撒的中国军队，调集重兵沿平汉线及易县、

满城西部山区向南推进。

在中国守军与日本侵略军激战的同时，保定人民踊跃支前，

保定各界人士以高度的爱国热忱，为支援卫国战争，于 1937 年

7 月 20 日左右组成了保定各界抗敌后援会，并在莲池书院召开

了各界代表大会。中共地下党组织及时通知党团员要积极参加这

一抗日救亡组织。保定爱国青年纷纷要求参加各项抗日工作，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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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会把他们组织起来分赴大街小巷进行抗日宣传，张贴标语，散

发传单，在繁华地段向群众通报抗日消息、宣讲抗日道理，积极

开展抗日募捐活动。保定各界以抗敌后援会名义，派出代表对驻

军进行慰问。保定人民的抗日热情极大地鼓舞了驻军的抗日决心

和信心。 7 月 30 日，传来卢沟桥失守，北平、天津沦陷的消息。

后援会根据前方需要，动员组织民工大队给前线守军运送弹药和

给养，从前线运回伤员。青年学生和民工在前线冒着枪林弹雨运

送弹药、抢救伤员。由于守军不断后撤，保定亦沦陷。保定后援

会的工作不得已结束。后来以支前的青年民工为基础组成了八路

军北上先遣支队第二团 O

为抗击由平汉线南下的日军， 8 月 19 日，国民党军高级指

挥官在保定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在保定、渭河二线与敌人作战。

为促使驻保定的国民党军联合抗战， 9 月 16 日，中共中央代表

周恩来、八路军代表彭德怀抵达保定，与保定驻军指挥官就华北

抗战、协同作战问题进行了谈判。周恩来还会见了中共保属特委

领导，就坚持抗战问题作了指示。自 16 日起，日平出动飞机对

保定城进行狂轰滥炸。 19 日，日军飞机对满城、清河一线进行

轰炸。 20 日，出功地面部队向保定西部山区和清河一线守军阵

地进攻。 22 日，槽河南岸阵地被日军飞机和炮火摧毁，渭河防

线被突破，战线压缩到保定城郊。 23 日，日军开始进攻保定城，

用重炮猛轰城墙工事，出动 30 多架飞机对保定城区进行投弹、

扫射，日军在炮火掩护下，从被炸毁的城墙缺口冲上城墙，守军

与之展开争夺战，经一天激战，日军被杀退。入夜，日军仍以炮

火轰城。保定行营参谋长林蔚遵蒋介石旨意，对守军各部做了逐

次撤退的部署。 24 日上午 8 时，日军由城西北角被轰开的突击

口攻城。 11 时 40 分占领城墙一角，随后攻占西门、北门，守军

从南门退出保定城，日军占领全城。次日，侵华日军第一军司令

部移驻保定城内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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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保定城的陷落，保定平汉路沿线及平原地区各县县城相

继被日军侵占。国民党军队愤败南逃，溃兵一路丢弃枪支弹药，

却大肆劫掠百姓财物。国民党各级地方行政长官也在这之前携带

家小逃之夭夭，各地方处于无政府状态，大片国士沦入日本侵略

军之子，日军在其占领地烧杀抢掠，制造了多起惨案，培植汉奸

政权，摧残百姓，中国人民坠入苦难的深渊。各种地方武装蜂

起，司令多如牛毛，他们多打着抗日的旗号，向民间征粮派款，

进一步加深了百姓的痛苦二

(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

1.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建立

1937 年"七七"事变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开始。 7

月 8 日，中共中央即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

电)) ，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

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

日寇的新进攻，"为f拯救危亡的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军，

八路军迎着向南愤退的国民党军北 t抗 ~I ， 8 月下旬，八路军一

~h:师、一二0师、一二儿师先后开赴华北对日作战，开辟敌后

战场。 9 月中旬，八路军一一五师刘云彪骑兵营开往保定南部平

汉铁路抗日前线。 9 月 19 日，八路军 4二五师政治部主任罗荣

桓率政治部机关从山西五台县来到阜平， 20 日进驻阜平县城，

民运部派出工作组探入主要村镇张贴布告、书写抗日标语、画漫

画，在县城演出活报剧，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

领)罗荣扣在县城文庙向阜平各界做报告，宣传抗日政策，并

接见阜平县各界抗战后援会的青年人，鼓励他们积极参加抗日活

动。 9 月 24 日，罗荣桓召开茶话会，邀请国民党阜平县县长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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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府各科科长、商会要人和绅 I二参加，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共产

党的抗 11 方针政策‘要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精城团结，共赴困

难。八路车取得平刑关大捷后，罗荣桓再次和这些 i二层人士谈

店，介绍平型关大捷的情况，平型关大捷表明 H7(并不是不可战

胜的，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坚拌抗战的决心。他慷慨陈辞切

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要立即行动起来， I才l结抗战，驱逐 u 寇，

还我河山! "罗荣恒的讲活，使当地七层人 t深受鼓舞，消除了

"恐口"情绪

9 月底， -[平、刘秀峰、赵振生(予保华)赴阜平组建中共

厅察冀省委，罗荣桓向他们介绍了阜平的情况，荷塑尽快在阜平

县各界抗敌后援会的基础上组建序平县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功员委

员会(简称"动委会" )ο 经过恢复、建立中共阜平县地下党组

织，发动群众，建在抗日武装， 10 月初阜平动委会IirJ正式成立

功委会成立后，立即派出工作组深入各乡村宣传发动群众气罗荣

桓v匠出经过长征的红军「部到各 l丘组建zijJ委会。各区、村动委会

相继组织起来写为建立抗 Fl 武装，派出人员在城南庄一带发动群

众，寻找武器，在城南庄大集上讲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宣讲抗

日形势，号召青年人参军抗日。青年人纷纷报名参军，经过挑

选，组织起一支 30 多人的抗L1武装，罗荣桓将这支队伍命名为

"抗日义勇军"。

国民党军未怀冰九十四师从前线败退， lú] 1I 1 罔逃跑，经阜平

县城|时，罗荣桓出面挽留，希望他们能留 F来，和八路军共同抗

1:1，履行军人守土保国的天职。而未怀冰等人去jJ以"上峰有令"

为由，带领军队于 10 月 10 日连皮 In] 西边去。国民党阜平县县长

张仲孚也带着两万元公款和县政府大印，随九十四师逃往山间。

罗荣桓指定由王平暂任阜平县县长。

平型关大捷后，一一五师主力随八路军总部南下，一一五师

副师长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领帅独立团、骑兵营，州j教导队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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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队、随营学校等约 3000 人，留守五台地区，创建敌后第→个

抗日根据地。此前，由王平、李保华、刘秀峰组成晋察冀临时省

委，配合八路军在三省边界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聂荣

臻率部迅速在晋察冀打厅局而，创建了以阜平为巾心的抗日根据

地。 11 月 7 门，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晋察

冀军区在 ÍL台成立，聂荣臻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唐延杰任

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成立前后，深入敌后的

各部向吕立人展开进攻。杨成武率领的独立团，连续收复诛源、广

灵、灵匠、蔚县、阳原、浑源、易县等县城，并向平同和平汉铁

路北段及平绥路挺进，在晋察冀边区北部打开了局雨，成立了第

一军分区，杨成武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赵尔陆等率领的

工作|型和Iì部队，开辟 f 以五台山为中心的地区，迅速组织起抗日

武装，成立 f第二军分区，赵尔陆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平等

领导的工作团和刘云彪率领的骑兵营，以阜平为中心，组织起抗

日义勇军和游击队，稳定了晋察冀边区的腹地，成立了第三军分

以，陈漫远任司令员， .E平任政治委员;在XE太路以北的山地，

周建屏、文IJ道生等率领的工.作|羽和小部队，组建了平山团，打开

了晋察冀南部的抗日局面，成立了第四军分区，周建屏任司令

员，刘道生任政治委员。不久，中共晋察冀省委在阜平成立，黄

敬任省委书记) 11 月 18 日，晋察冀军区机关 LÜÍI: 台移驻阜平，

接着打退 [2 万余日伪军的"八路围攻在敌后站稳了脚跟。

在冀中，平原县城相继沦入敌手， 9 月 24 日保定城陷落υ

为开辟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中共平汉线省委下属的保东、保南

两特委合并为中共保属省委 c，中共巾央派孟庆山到冀中，任1Jti:属

省委车事委员，在高阳、盖县、安新一带组织抗 Fl 武装。同时，

中共地下党员吕正操率东北军第五十二军六九一忱|脱离南退的国

民党军队国 ijrji:1 t l-.抗日 ， j下改编为"人民自卫军从 10 月底

至 12 JcJ 初，在中共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摧毁了安国等县的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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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建立了抗日政权，攻占高阳城，与保属省委及其领导的人

民武装会合，打开了冀中平原地区的抗日局面。 12 月，日正操

亘在人民自卫军赴冀四晋察冀军区整训，冀中抗日武装统编为

"河北游击军孟庆山任4令员。

1938 年 l 月，中共保属省委改名为冀中省委，人民自卫车

也从平汉路西返回冀中。在与日军作战的同时，人民自 E军与河

北游击军收编和解决了多股游杂武装及汉奸土匪武装，壮大了抗

日力量，并于 4 月粉碎了 H军对冀中的春季"扫蔼开辟了东

达津浦路、南至沧石路、西起平汉线、北抵平津的区域广大的抗

日根据地「

1938 年 l 月 10 日至 15 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

平县城召开，与会代表共有 149 位，其中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代

表，各抗日军队代表，各抗日阶层代表，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

族代表'晋察冀三省部分且县伞"功委会

代表，还有丘台山和尚喇嘛代表。会议通过了统一边区的军事、

行政、财政、经济、文化教育、民运工作等各种决议案，以民主

选举方式产生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日IJ边区政府，选举

宋由文为主任委员。大会要求边区政府"是以民族统一战线的

政权形式，包含着各党各派、各阶层及各种民族分子，它的实际

内容是彻底抗日与真正民主"心 l 月 31 口，国民政府批准后，正

式命名为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晋察冀边区政府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政权，它

的成立使全边区政权系统、政策法令得到了统一。边区政府成立

后，又相继建立冀四、晋东北、冀中三个政治主任公署，晋东北

不久改为专署。同时，边区各群众组织也先后成立。

1938 年 4 月，中共晋察冀省委召开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

确定了边区党的工作方针。 8 月 l 日，晋察冀省委改为中共晋察

冀边区党委，刘澜涛任书记。 4 月 21 日至 5 月 1 U ，冀中区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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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决定统一冀中区党、政、军的领导。冀中

省委改为冀中区党委;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合编为八路军第

三纵队，并成立冀中军区，吕正操任第二纵队和l冀中军区司令

员，孟庆山任副司令员，孙志远任政治部主任，下设一至四四个

军分I丘。

在平西地区，邓华支队在游击队的配合下，在房山、添县、

沫水、良乡、吕平、宛平等地打击日伪军，消灭土匪武装，在部

分县建立 f抗 H 政权和l抗口救国会，组织起抗 H武装，成为比较

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成立了平西军分区。 1938 年 5 月，宋时轮

支队调到平西，与邓华支队合井，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

任政治委员。

到 1938 年 10 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己发展到拥有冀西、冀

中两个政治主任公署、 70 多个抗 H 县政府、 1200 余万人口的规

模。

1938 年 10 月，日军攻占武汉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从 1938 年冬至 1940 年春，日军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连续发动

"治安肃正"和"讨伐"作战。 1938 年 11 月至 1939 年 4 月，日

军对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五次大围攻。 1939 年 5 月至 6

月，日军先后对五台、沫源、易县地区和平西进行"肃正作

战"0 1939 年 10 月至 12 月，日军又出动 2 万余兵力对晋察冀中

心区发动大规模的冬季"扫荡"。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消极

抗日、积极反共，不断在冀中等抗日根据地制造磨擦事件，袭击

我军政机关，残杀我抗日干部。

面对这种严峻形势，为加强党对边区工作的领导，经中共中

央决定， 1939 年 1 月，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成立，彭真任书记，

聂荣臻、程子华、关向应任委员。 3 月，分局迁往阜平县易家

庄。 5 月 30 日，分局在易家庄召开抗日精神总动员会议，参加

会议的有边区和专区一级的党政军民代表和县级代表。彭真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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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做了国际、国内和边区抗战形势报告。 会上建立了边区抗日精

神总动员委员会组织，并发布了大会宣言。 1938 年 12 月，八路

军总部命令贺龙、关向应率一二0师部分主力部队开赴冀中，于

1939 年 1 月与冀中区党政军领导机关会合，组成以贺龙为书记

的冀中区军政委员会和以贺龙、吕正操为正、副指挥的冀中区作

战指挥部。 中共中央又派程子华任冀中军区和八路军第三纵队政

治委员。一二0师到冀中后，多次粉碎日伪军的"扫荡"进攻，

歼灭了大量日伪军。同时取得了反磨擦斗争的胜利，为边区抗日

根据地的壮大和发展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1939 年 11 月，正值晋察冀军区筹备成立两周年活动之际，

日军企图袭击我根据地腹地。 600 多名日军由张家口进到沫源。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研究了日军的走向，决定在沫源雁宿崖埋伏，

歼灭这股日军。 11 月 3 日晨，日军被一分区三支队诱人雁宿崖

伏击圈 。 一、三军分区的一、 二、三团将日军严密包围。经几小

时激战， 600 多日军大部被歼，只有极少数漏网。 雁宿崖歼灭战

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右一)、政委罗元发(左)在黄土

岭战斗前线指挥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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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日军"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兼第二混成旅团旅团长阿部

规秀中将亲率 15∞多人，进行报复性"扫荡妄图消灭我军

主力。我军决定再打一次伏击战，以三支队诱敌东进，在黄土岭

我军集中一、二、三、二十、二十五团和炮兵连，占据有利地

形，一二0师特务团也从神南北上参战。 11 月 6 日晚，阿部规

秀率部进入黄土岭一线。 7 日，当日军主力进入我伏击圈后，我

军立即向敌展开猛烈攻击。战至 8 日，歼灭日军 900 多名，击毙

阿部规秀。 击毙日军中将指挥官，是中国抗战以来的第一次，令

中国人民欢欣鼓舞，也使日本朝野为之震动，日本《朝日新闻》

连续三天通栏标题都是《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说自

从皇军成立以来，中将级将官的牺牲，是没有这样例子的。"

在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期间，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在前线救

治八路军伤员 。 此前他的手指因为给伤员做手术时划伤感染，此

时他受感染的手

指严重发炎，身

体高烧，但他坚

持救治伤员，直

到战斗结束。 11

月 10 日，他病情

急剧恶化，被抬

到唐县， 11 月 12

日晨，逝于唐县

白求恩大夫不幸逝世 黄石口村。为纪

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毛泽东写下《纪念白求恩》一文。

1940 年，中央北方分局组织了一个班子，在全边区进行广

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

施政纲领~ .共 20 条，简称《双十纲领》。总结了我党创建抗日

民主根据地的经验，颁布了建设边区的各项政策，为边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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