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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箭 当
日Ⅱ 舌

抗日战争时期，保定西部太行山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察

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腹地，是边区党政军民机关和团体活动的中

心区域。晋察冀边区曾被中共中央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

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是坚持华北抗战和全国抗战的坚强堡

垒，对全国战略反攻和收复东北失地起到了“前进阵地”的作

用，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乃至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做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根据地的斗争是以军事斗争为中心的全面对敌

斗争，根据地的建设包括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等各

个方面。边区的文化事业就是根据地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边区，无论是在巩固的根据地、游击区或敌占区，我们的

文化事业无往而不达，无论在田间地头、河滩山坡、村旁寨前，

到处都可以成为课堂，都可以成为文艺战士们演出的场所。在昔

日的穷乡僻壤、文化落后的地方，文化八路带来了人们世代渴盼

的文化。文化的普及，开启了民智，提高了民族自尊心，鼓舞了

抗日军民的士气，增强了必胜的信心。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战士

约有3000多名，他们以文化为武器，不畏牺牲，始终站在抗战

的前沿，嘹亮的战歌伴随着冲锋的号角声。不仅在当时发挥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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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替代的作用，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和可贵的精

神财富。《抗敌报》——《晋察冀日报》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出版最早、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当时

中共北方分局书记彭真称“它是全边区人民走向新中国的向导、

灯塔。”《晋察冀画报》的出版曾在延安和处于大后方的重庆引

起轰动；由晋察冀El报社在阜平印刷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是

全国第一本系统编选毛泽东同志著作的选读本，为传播毛泽东思

想作出了贡献。”(《聂荣臻回忆录》)在晋察冀，由边区文艺工

作者创作的戏剧作品有600多个，原创歌曲仅在1957年由中国

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抗日战争歌曲选集》中就选录了221首。

当时出版的报刊图书，创作和演出的歌曲、戏剧、舞蹈、诗

歌、散文、报告文学固然可贵，为新中国培养的大批文化界的人

才更是令人瞩目，他们在抗战时期及以后创作的以抗战为题材的

大量作品，不只影响教育了几代人，而且还将代代相传，因为这

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熔铸。

纪录下这历史的壮丽诗篇，回顾那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对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当我们满足

于今天丰富的物质生活，某些人精神空虚，整天忙的鸡飞狗跳也

难以找到人生坐标的时候，回味一下那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我

们的抗日军民之间亲密的鱼水情，战友之间的手足情，干群之间

的同志情，我们的精神境界不也可以得到升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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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1·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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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涿县一线的中国军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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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清一带的万福麟部五十三

军不能坚守阵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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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涿县的松林店进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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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涿县沦陷。该线守军向涞水、易县山

区撤退，沿太行山东侧南退。涞水、高碑店、新城一线的守军亦

败退。日军为截击南撤的中国军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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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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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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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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河一线与敌人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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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出动飞机对

保定城进行狂轰滥炸。19日，日军飞机对满城、漕河一线进行

轰炸。20日，出动地面部队向保定西部山区和漕河一线守军阵

地进攻。22日，漕河南岸阵地被日军飞机和炮火摧毁，漕河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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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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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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队溃败南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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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小逃之天天，各地方处于无政府状态，大片国土沦入日本侵略

军之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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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

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建立

’

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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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府各科科长、商会要人和绅士参加，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共产

党的抗日方针政策，要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精诚团结，共赴国

难。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后，罗荣桓再次和这些上层人士谈

话，介绍平型关大捷的情况，平型关大捷表明日军并不是不可战

胜的，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决心。他慷慨陈辞：“一切

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要立即行动起来，团结抗战，驱逐日寇，

还我河山!”罗荣桓的讲话，使当地上层人士深受鼓舞，消除了

“恐日”情绪。

9月底，王平、刘秀峰、赵振生(李葆华)赴阜平组建中共

晋察冀省委，罗荣桓向他们介绍了阜平的情况，希望尽快在阜平

县各界抗敌后援会的基础上组建阜平县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

员会(简称“动委会”)。经过恢复、建立中共阜平县地下党组

织，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10月初阜平动委会即正式成立。

动委会成立后，立即派出工作组深人各乡村宣传发动群众。罗荣

桓派出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到各区组建动委会。各区、村动委会

相继组织起来。为建立抗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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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阱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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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的抗日武装，罗荣桓将这支队伍命名为

“抗日义勇军”。

国民党军朱怀冰九十四师从前线败退，向山西逃跑，经阜平

县城时，罗荣桓出面挽留，希望他们能留下来，和八路军共同抗

日，履行军人守土保国的天职。而朱怀冰等人却以“上峰有令”

为由，带领军队于10月10日连夜向西逃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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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九十四师逃往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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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独立团、骑兵营，师教导队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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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等约3000人，留守五台地区，创建敌后第一个

。此前，由王平、李葆华、刘秀峰组成晋察冀临时省

路军在三省边界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聂荣

在晋察冀打开局面，创建了以阜平为中心的抗日根据

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晋察

台成立，聂荣臻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唐延杰任

同任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成立前后，深入敌后的

展开进攻。杨成武率领的独立团，连续收复涞源、广

灵、灵丘、蔚县、阳原、浑源、易县等县城，并向平西和平汉铁

路北段及平绥路挺进，在晋察冀边区北部打开了局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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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团和部队，开辟了以五台山为中心的地区，迅速组织起抗日

武装，成立了第二军分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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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陈漫远任司令员，王平任政治委员；在正太路以北的山地，

周建屏、刘道生等率领的工作团和小部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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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察冀军区机关由五台移驻阜平，

接着打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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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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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派孟庆山到冀中，任保属

省委军事委员，在高阳、蠡县、安新一带组织抗日武装。同时，

中共地下党员吕正操率东北军第五十三军六九-团脱离南退的国

民党军队回师北上抗日，并改编为“人民自卫军”，从10月底

至12月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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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正操

率人民自卫军赴冀西晋察冀军区整训，冀中抗日武装统编为

“河北游击军”，孟庆山任司令员。

1938年1月，中共保属省委改名为冀中省委，人民自卫军

也从平汉路西返回冀中。在与日军作战的同时，人民自卫军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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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粉碎了日军对冀中的春季“扫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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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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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察冀三省部分县“动委会”、“救国会”、“自卫会”

代表，还有五台山和尚喇嘛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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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边区政府，选举

宋劭文为主任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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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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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相继建立冀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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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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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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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正操任第三纵队和冀中军区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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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分区。

在平西地区，邓华支队在游击队的配合下，在房山、涿县、

涞水、良乡、昌平、宛平等地打击日伪军，消灭土匪武装，在部

分县建立了抗日政权和抗日救国会，组织起抗日武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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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邓华支队合并，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

任政治委员。

到1938年10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已发展到拥有冀西、冀

中两个政治主任公署、70多个抗日县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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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涞源、易县地区和平西进行“肃正作

战”。1939年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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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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