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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

抗日烽火中的戴镜元

胡大新

红军长征结束后，面临新的战略任务——抗击凶恶的日本侵

略者。戴镜元及其战友们不辱使命，继续在特殊的战斗岗位上，顽

强拼搏，默默奉献，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再立新功。

参加洛川会谈和延安谈判

．’1935年冬，红军在陕北消灭了国民党东北军3个师，粉碎了

国民党军向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军事“围剿”。被俘的东

北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在红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下，主动请

求回去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他回去面报张学良后，说服张学良

等东北军将领，与红军联合抗日。张学良请红军派代表与之谈判。

为了促成抗El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6年2月，中共中央

派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赴洛JlI与张学良和东北军六十七军

军长王以哲就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等问题进行会谈。戴镜元、钱之

光作为中共正式代表，随同李克农参加会谈，戴镜元负责机要工

作，钱之光负责财贸工作．

约于2月lO日，李克农、戴镜元去面见周恩来。周恩来对会

谈的原则等作了指示：要按照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谈的决议精神

来谈判，要力争谈成，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一定要谈和，关系不要破

裂了，要努力做好团结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他还指定

了通讯联络工具，与李克农、戴镜元研究了携带联络工具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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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

戴镜元受命之后，即作好会谈前的准备工作。

2月21日，李克农、戴镜元、钱之光及警卫员在严格保密的情

况下从瓦窑堡出发前往洛川。戴镜元把无线电台联络的密码藏在

衣服里面，绝对保密，人在密码在。电台太笨重，他没带，打算利用

王以哲的电台发报，将会谈情况和请示直接以密电发给正在抗日

前线山西石楼的周恩来。但这要谈得成才有可能。

2月25日下午，他们到了富县，受到东北军六十七军一位师

长的热情接待，而后由该师派人护送，于当天下午5时左右抵达洛

川I。

经26日至28日谈判，他们与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参

谋长赵镇藩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3月4

日下午至3月5日清晨，他们与张学良谈判，双方在联合抗日等问

题上基本达成共识，并形成口头协议。张学良提出，下一次在延安

谈判时，中共选派的全权代表最好在毛泽东、周恩来两人中推出一

位。

洛川会谈一结束，戴镜元将谈判过程和结果，电告毛泽东、周

恩来，并请示下一步的行动。

3月6日上午，中共中央复电嘉勉，完全同意谈判的结果，并

要李克农、戴镜元向中央领导当面汇报。

洛川会谈的成功，有利于红军东征和陕北苏区的巩固，并为后

来的延安谈判奠定了基础。在与张学良谈前，戴镜元经常在晚上

同六十七军参谋处处长佟铁肩、副官长一起交换意见，加深彼此间

的了解，增进了双方的友谊。

3月7日，李克农、戴镜元及警卫员离开洛川经延长、两河口

过黄河，于3月16日抵达中央驻地山西石楼县城附近。钱之光奉

命已到西安采购药品等物资。他们当面向毛泽东、周恩来、张闻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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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

天、彭德怀等详细汇报了洛川会谈的经过和张学良的要求。

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李克农和戴镜元

汇报会谈情况。会议决定由周恩来作为全权代表与张学良进行延

安谈判。会后，戴镜元随周恩来、李克农等于4月5日回到瓦窑

堡，进行延安谈判的准备工作。

4月7日，周恩来和李克农带着警卫部队、电台从瓦窑堡出

发，前往当时还在东北军控制下的延安。戴镜元作为谈判代表随

行。9日晚上，周恩来、李克农与张学良在延安的教堂里进行谈

判，戴镜元在川口负责机要工作。次日凌晨4时，谈判结束，双方

就互不侵犯、互守原防、通商、互派常驻代表及红军帮助东北军进

行抗日教育、联合抗日等许多重大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正式形成协

议。张学良非常高兴，向红军捐赠2万元光洋和20万元法币，以

示支持抗日。12日，周恩来一行从川口动身，很快就返回瓦窑堡。

洛川会谈和延安谈判，对张学良后来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起

了决定性的作用，催生了西安事变。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

在红军大学学习

戴镜元参加洛川会谈和延安谈判之后，于1936年4月15日

返回中革军委某局继续工作，重点获取并研究国民党中央军和陕、

甘、宁、晋、绥等方面的国民党军的情报。该局对国民党中央所谓

。讨伐”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部署等情况均了如指掌。7月1日，他

和战友们随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从瓦窑堡迁到保安县(今志丹

县)。
‘

‘

．

1936年7月初，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从瓦窑堡迁蓟

保安县，并很快就成立了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即红大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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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

戴镜元参加了红大上千队第一期学习。按规定，全部学员必须脱

产学习5个多月，但他和时任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兼一局局长的张

云逸是特殊学员，因工作关系，不能完全脱身，经中革军委同意一

边工作，一边参加学习。

戴镜元的工作十分繁忙，但他每课必到。上课地点在保安城

内，他所在单位在城外的西沙岛子，两地相距10多华里。他每天

早上5点多钟起床，8点钟以前赶到学校听课，全靠徒步，途中还

要过一条河。这条河平时没水，也没桥，但夏天、秋天经常涨大水，

河水没过膝盖，他只好淌水过河。不管刮大风、下大雨，还是下大

雪，他都坚持去听课。白天听课，晚上基本上工作到天亮。如果天

亮了，他干脆不睡，洗个脸，吃点饭，就去听课了。他学习刻苦认

真、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受到红大领导的赞扬。教育长罗瑞卿称

赞他。是红大一科的好学生”。通过近半年的学习，特别是听了毛

泽东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张闻天讲授《中国革命的基

本问题》、李维汉讲授《党的建设》之后，戴镜元的政治理论水平有

了很大的提高。

紧张的工作和学习，戴镜元的身体终于吃不消了，得了伤寒

病，后来从保安转到延安时，半路上就病倒了。毛泽东知道后，即

派中革军委卫生部部长傅连璋给他诊治，直至病愈。

随八路军总部东渡黄河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火宣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

爆发。8月25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

军。随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即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

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这时，日军正置重兵于国民党正面战场，分别向华北、华南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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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

区发动大规模军事攻势，妄图速战速决，一举灭亡中国。国民党正

面战场形势危急之时，八路军各部队积极主动地展开对日作战，狠

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9月6日，戴镜元率领中央军委某局部分人员组成一个工作

队。随朱德从陕西省云阳镇出发，东渡黄河，经山西省太原市，于9

月23日抵达山西省五台县南茹村。八路军总部驻在这里。当天

下午，朱德总指挥、彭德怀副总指挥电令八路军一一五师立即向平

型关、灵邱之间开进，向平型关进攻之敌机动出击。

9月25日上午7时左右，平型关伏击战打响，八路军取得抗

日战争以来第一个大胜利。次日，戴镜元等总部有关人员随朱德

到平型关战地总结战斗经验。

10月22日，戴镜元率工作队随八路军总部离开五台县南茹

村，南移到孟县的百灵村，后来抵达沁源县．

在南茹村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戴镜元及其战友们昼夜紧张地

工作，有力地配合了平型关等一系列战斗．戴镜元的眼睛熬红肿

了，后来经八路军总部卫生所的医生诊断，双眼患角膜炎。他双眼

痛得经常无法入睡，仍然坚持工作，从未声张出去。八路军总部卫

生所缺医少药，每天只给他滴一般的眼药水，他的眼疾不见好转。

前往沁源县途中，戴镜元的角膜炎加重。到达沁源县后，朱德知道

了，通知戴镜元立即到他那里汇报眼疾情况，而后亲笔写信给八路

军一一五师卫生部部长姜济贤，让姜济贤亲自给戴镜元治疗。一

个星期后，戴镜元的眼疾就治好了．不久他奉命率工作队返回中

央军委驻地延安执行新的任务。
‘

●

解读国外“天书"

戴镜元返回延安后，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迅速建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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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

立和开辟解读国外“天书”的工作，以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

要。

1938年夏以后，戴镜元带领一批新调来的战友，经过一年多

的刻苦钻研、艰苦努力、顽强拼搏，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取得了解

读敌军的军事、政治、外交“天书”的胜利。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戴镜元及其战友们一直处于极度紧张

状态。他们不仅工作任务十分繁重，而且生产劳动的任务非常艰

巨。

1939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实行严

密的经济封锁，边区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粮食等供应成了严重问题。

为摆脱困境、渡过难关，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戴镜元及其战

友们也不例外，除了留一些人员值班外，他们白天上山开荒种小

米、土豆，每天凌晨5时上山劳动，中午吃点干粮，天黑后才回到驻

地。他们开始纺纱，种蔬菜，还经常上山砍柴火。但他们还得坚持

做好解读“天书”的工作。每天晚饭后，戴镜元就带领战友们投入

工作，一直干到次日凌晨一二点钟，有时则通宵达旦地干。当时，

他们个个累得骨瘦如柴，脸色如同蔬菜一样发青。

1939年5月，戴镜元带领战友们开展突击月活动。当时，正

是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斗争极为残酷。开展这一活动，意味着

他们的工作必须加快进度，必须有一个重大的突破。戴镜元在动

员会上，要求大家振奋精神，坚定信心，以实际行动完成党中央、中

央军委赋予他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拼命工作”是他们的1：3号。从5月至6月，戴镜元安排少数

人照管庄稼，其他人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们工作到凌晨二三点钟

时，脑子和双眼迷迷糊糊，实在疲惫不堪，但紧张而繁重的工作任

务不允许他们有丝毫的懈怠，他们到窑洞外面活动一二分钟，然后

· 6 。

_

1

1_r_：I●1_T●

1

1

1

●

．

■

●√



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

用冷水清醒一下脑子，又继续投入战斗。

1939年7月1日，戴镜元把解读“天书”所获得的情报及时呈

报党中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参谋部。

7月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联名给中央军委某局写了一封

嘉奖信。信中说：“听说你们最近以布尔什维克的毅力、突击精神、

艰苦的工作，已开始获得了研究敌军×××的成绩，我们都非常高

兴!祝你们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克服胜利中一些不可免的困难，

为完成党中央和军委给予你们的最艰难而且是最重大最光荣的任

务而斗争。兹特派腾参谋长代远同志前来慰问，并代表中共中央

和中央军委赠予工作出力同志的奖品，计每人布鞋、线袜、牙膏、大

日记本各一件。”当时，这些奖品在延安是很少的，算是最好的东西

了。

毛泽东在奖给戴镜元的大日记本上亲笔题词：。步步前进，就

步步胜利。”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部主任王稼祥亲笔题词：。布尔

什维克无坚不摧，攻无不克。”中央军委参谋长腾代远的亲笔题词：

“我们都是中共优秀党员、抗战英勇的战士，困难二字在我们面前

是没有地位的。”

7月lO日，戴镜元从延安回到安塞召开中央军委某局全体会

议。腾代远宣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嘉奖信，向有功人员颁奖。

1940年2月，戴镜元及其战友们又把敌军另一种“天书”解读

出来了，获得了许多重要情况，受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充分肯定。

1941年6月中旬，他们获得德国法西斯拟于近期闪电式进攻

苏联的情报。中共中央、毛泽东立即将此通报苏共中央、斯大林。

虽然斯大林对此情报的准确性半信半疑，致使战争初期吃了大亏，

但毕竟在战前对部队作了一些部署。后来，朱德、叶剑英(时任中

央军委参谋长)先后对戴镜元说，获得这极困难、极重要的情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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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

着重大的国际意义，你们作出了重要贡献。斯大林后来还致电中

共中央、毛泽东，表示诚挚感谢。

同年，戴镜元及其战友们获得重要情报，有力地配合了战斗，

使日军中将旅团长阿部规秀这朵“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中

央军委特意把缴获的阿部规秀的军大衣奖给了戴镜元，以示对他

及其战友的鼓励。

为以智取胜提供情报保障

1943年，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

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兵不血刃，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顽

固派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以智取胜的策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

这一年，蒋介石不仅在舆论上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作准备，

而且密令其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甫调动驻守黄河的河防部队

四五十万兵力，准备闪击延安，妄图一举消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

机关，夺取陕甘宁边区。六七月间，胡宗南部署完毕，频繁调动兵

力，待命行动。

当时，八路军主力已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留守陕甘宁边区的部

队和地方武装总共不足3万人，其中驻守延安的部队仅千把人。

大兵压境，延安告急，形势十分严竣。‘

为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图谋，中央军委参谋长叶剑英经过周

密考虑，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建议在军事上作好充分准备的同

时，使用中央军委某局所掌握的情况，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内

战阴谋，作为退兵之计。但是，叶剑英仍不放心，命戴镜元赶赴延

安，征求戴镜元的意见。叶剑英对他说：“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

令同意使用你们局的材料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进攻边区的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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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

谋，只是对你们今后的工作究竟可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很不放心。”

戴镜元说：“对我们局今后的工作产生不利的影响，肯定是比较大

的。但是，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克服不利的影响和一切困难。”他

向叶剑英详细汇报了有关情况和今后如何消除不利影响的打算．

叶剑英听了他的汇报后非常高兴，随即向毛泽东、朱德报告。

毛泽东、朱德便完全采纳叶剑英的建议，当即决定，军事上边区做

好自卫准备之外，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动员一切舆论，公开揭露国

民党顽固派调动兵力、破坏抗战、制造内战的图谋。

7月3日、4日，毛泽东接连致电在西安的周恩来和在重庆的

董必武，通报蒋介石调集重兵包围陕甘宁边区的情况，让他们将此

情况向外公布，并与胡宗南、张治中、刘斐等人交涉，制止内战。

7月4日，朱德致电胡宗南，6日致电蒋介石、何应钦，责问为

什么调兵遣将，准备进攻边区，并提出严重抗议。新华社全文广播

了朱德的电报。

7月7日。新华社和《解放日报》详细公布了国民党军队调动

的具体情况．

7月9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有一万多军民参加的紧急动

员大会，发表《关于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知》，公开揭露蒋介石的

反共阴谋。同一天，朱德再次致电蒋介石、何应钦，表示责问和抗

议．

7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亲自撰写的题为《质问国

民党》的社论。

一系列的政治攻势，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所有爱国的舆论都

对共产党表示支持和同情，使蒋介石、胡宗南坐立不安、措手不及，

完全处于被动的境地。蒋介石迫于舆论，下令胡宗南所属部队立

即开回原驻地。至此，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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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

底粉碎。

蒋介石、胡宗南恼羞成怒，以为他们内部有共产党人或他们的

机要人员泄露了机密，便对机要人员大清洗，并把胡宗南的机要室

主任撤换了。

后来，叶剑英多次对戴镜元说，你们局的工作在粉碎国民党顽

固派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中起了极大作用，工作做得很好，对敌

情掌握及时、准确，在这次反顽斗争中立了新功。

1946年，朱德在视察戴镜元所在单位时，亲笔题词：“战胜日

寇，不无功勋，积蓄力量，以备将来。一

1945年4月，戴镜元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在延安出席了中

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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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漆初步韵罗卓英抗战诗

包宏澍／包莎琴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1940年春，

罗卓英将军任第九战区副司令兼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驻军湘赣，

镇守赣北重镇上高，司令部设在上高翰堂。罗卓英根据当时情报

及敌我态势，对上高地区调整了作战部署，严阵以待。当时，南昌

日寇以北路33师团、中路34师团、南路20混成旅团及佐藤空军

联队飞机120架配合，于1941年3月15日拂晓，以分进合击战术

对我上高地区进行猛烈攻击。罗卓英运筹帷幄，反击包围，迫使日

寇进入我包围圈而一举歼击。上高会战历时17天，日寇33师团

伤亡过半，34师团及20混成旅团伤亡近十分之七，师团步兵指挥

官宕永少将毙命。上高会战的胜利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

的信心和决心。当时国民党八中全会闻捷报特给予嘉奖，授予罗

卓英青天自日勋章。

罗卓英将军文才武略，堪称儒将。每于策划之余、激战之后，

轩眉舒气，国家兴复之恩、袍泽死生之感，齐奔心坎，涌现笔端，频

为诗咏以激励土气。著有《呼江吸海楼诗》，诚为战斗记实，凯旋之

歌。于右任亲笔题辞：。中南半岛，髯之领土，移赠将军，经文纬武，

行三万里程，打二百回仗，诗作凯歌声，十万健儿唱。”甚为赞誉。

。赣北上高会战大捷，罗卓英受勋之际，诗兴勃发，题《上高会战

大捷四首》征和全国(原诗见《呼江吸海楼诗》第3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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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

又报前军战鼓催，寇氛直犯上高来。

休夸扫荡侵三路，且看包围奋一锤。

诸葛阵图终有价，临淮壁垒不客开。

应知方马埋轮日，莫使虾夷片甲回。

一夜春雷起怒波，健儿十万剑横磨。

铁枪在手吾无敌，神箭当风尔奈何。

不再转移新阵地，还须收复旧山河。

捷书期共花争发，伫听欢声奏凯歌。

清江无恙石头雄，拔险支危见尽忠。

忍吃当前十日苦，须争最后一分功。

敖峰大树遵时绿，锦水长波落照红。

信我明朝终取胜，遥闻鼓角振天风。

新年勖勉幸无忘，事业军人在战场。

保土用能瞻赫赫，歼倭欣看阵堂堂。

捷闻全会传褒语，泪洒三桥吊国殇。．

且莫骄矜诸将士，扬威横览太平洋。

初永定名老中医，名扬闽粤。医余诗作，墨汁未干而

时曾以和诗寄罗卓英。其和诗于下(见《滁初生平医

：《卅年四月步罗卓英总司令赣北大捷四律原韵》)：

日落江城鼓角催，军书叠至复纷来。

雄师整列屯云阵，勇士名高博浪锤。

见话虎韬倭胆丧，待看麟阁画图开。

将军早定兴邦策，指顾平戎奏凯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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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断东流涌怒波，闻鸡壮士剑横磨。

全凭众志如城固，纵有阴谋奈我何。

共誓决心坚铁石，大张雄气巩山河。

三军痛饮黄龙日，退迩欢腾起颂歌。

敢云时势遣英雄，制胜都由士效忠。

曲水桥边歼丑类，鄱阳湖畔奏肤功。

汪流无恙波犹绿，坡下留痕血尚红。

将韬直同羊叔子，轻裘缓带仰高风。

复仇雪耻誓毋忘，伟烈丰功在战场。

捷报频传声赫赫，勋章叠锡英堂堂．
’

赋诗横槊真儒将，立庙镌碑慰国殇．

‘最后一分歌胜利，会看策马饮东洋．

2005年9月3日是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日，重读罗卓英将

军的公子罗伟郎先生自台湾寄来的罗卓英《呼江吸海楼诗》中《上

高会战大捷四首》原诗与先父《步罗卓英总司令赣北大捷四律原

韵》的和诗，抚今思昔，有感于怀，习吟一律，以作本文结束语。

儒将儒医两心知，救国疗民信有时。

仰止文功兼武纬，俯首驱魔尽善慈。

兴亡有贵标青史，功过毋论任董词。

赤橙黄绿青蓝紫，山河七彩画英姿．

(2005年9月3日于永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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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逃难记

郑慕岳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后，在南京经营条丝烟生意的父亲

随即举家迁往离城30公里左右的江宁镇，租住南浦北里26号成

姓房屋。这是一幢占地面积约150平方米的两层楼房，楼上楼下

各有4个房间和一个大厅，我们一家7口(St母、堂嫂和我们四姐

弟)居住其间还是颇为宽敞的。这里距离长江支流江宁河仅有数

百步之遥，穿过一片农舍和茂密的桑树林，即可看到点点的白帆不

时出没在河面上，对岸稀疏的林木、广阔的田野和高低不一的房屋

都历历在目；缕缕炊烟在蓝天白云之下袅袅升起，几只老鹰在天空

悠闲地翱翔着．．．．⋯所有这些，真像一幅优美的江南风景画。姐姐

和我不用上学和做功课作业，经常带着弟弟与邻居小朋友一起到

大河边玩耍，扑蝴蝶、捉蜻蜒。残酷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劫难，前方

战士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我们都懵然无知，。少年不识愁滋味”，

倒还自得其乐呢!

不料，“八·一三”淞沪战事之后，南京经常遭遇日寇飞机空

袭，市民人心惶惶，纷纷撤离。永定旅南京同乡赖鸿声、张鸿鸣及

苏、陈两姓共4家40余人，几乎同时逃到江宁镇，借住我们家里。

房间住不下，就在楼厅上打地铺，连楼梯旁边的走廊都挤得满满

的，很是热闹。不过，没多久他们就先后离开，绕道安徽、江西返回

家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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