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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睿摆.

本书以马列主义、毛I'f东思想为指导，对于中共凋商党组织在囊

中央的战略部署下，依靠俨犬静众，开展抗日民族统-战钱工作，发

动和领导璐击战争，创建根据地，粉碎目、伪、豫的"篱'民"、"扫

荡"和"蚕食"，克服万难，夺取抗日战争彻底胜利的历史，作了真

实地记述.它生动地再现了渭南人民不畏强暴，抗被御悔的历奥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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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今年八月，是我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四十周年。

为了纪念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日子，在中共河南省委党

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的领导下，我们编写了《河南抗战史略》。

本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河南的主要活动为基

本线索，对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作了较详细的阐述。在编写

本书时，我们研究了有关文献资料，参考了老干部的革命回

忆录，同时吸收了有关地、市、县党史部门和党史学界的研

究成果。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

编委员会资料室和河南大学政治系资料室的大力支持。在此

一并表示深切的感谢。

本书由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研二处和河

南大学政治系党史教研室部分同志合作编写。其中第一

部分的 3 、 6 、 10 、 13 、 16题，第二部分的 3 、 13题，第三

-部分的 4 、 7 、 11、 12 、 15 、 21题，由贺明洲执笔，第一部

分的9 、 15 、 19 、 24题，第二部分的 6 、 8 、 18 、 19 、 20 、 21 、 2.(

题，第三部分的 8题，由雷义华执笔，第一部分的 7 、 22题，第

二部分的 4 、 9 、 16、 22 、 25题，第三部分的2、 14、 16 、 19题，由张

文杰执笔，第一部分的4 、 14 、 23题，第二部分的 2 题，第三部分

的 1 、 6 、 13、 17题，由马同增执笔， 第一部分的 5 、 8 、

20题，第二部分的 5 ， 23题，第三部分的 3 、 18题，由李琳执

笔，第一部分的 2 、 17、 18题，第二部分的12题，第三部分的



5 、 9 题，由马光耀执笔，第一部分的 1 、 12 、 21题，第二部

分的14、 17题，由林淀芬执笔，第二部分的10、 11、 15题，第

三部分的10、 20题，由王延章执笔，第一部分的11题，第二部

分的 1 、 7 题，由桂新执笔.全书由张文杰、林淀芬、王延章

定稿.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本书内容和体例难免有不当之

处，诚恳希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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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抗战爆发，河南人民革命

力量大发展

〈一九三七年七月一一一九三九年十月〉

抗战爆发前后的河南形势

河南，地处中原。它北与河北省接攘，南与湖北省为邻，

西接陕西、山西两省，东濒鲁、皖，中有伏牛、熊耳、蜻山、

南山、太行、大别诸山。平汉、陇海两路贯穿境内，历来

是兵家必争之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河南面临着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z

(-)处于抗目前线，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月芦沟桥事变爆发后，由于国民党政

府在抗日战争中采取了片面抗战的路线，造成国民党战场的

大溃败。平津沦陷后，华北战场的日军以平津为据点，向平

绥、平汉、津浦三路进攻。八月下旬，日军沿平汉路南犯，

丸月十八日河北部县即告失守。冻县防线崩溃，国民党将领

刘峙，放弃保定南逃.九月二十四日，保定陷落。十月十

日，国民党军队撤出石家庄。从石家庄南进之 i敌，连下邢

台、嘟嘟，渡过漳河，于十一月四日进占安阳。前南成为华

北沦陷区的近后方，华中抗战的前线，南北战场的枢纽，敌

友我三方的角逐之地，居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 1 r 



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河南党组织利用

国共合作建立的有利形势，在抗战初期创造了一个团结抗日

的新局面。

〈工〉党的组织迅速恢复，抗目敬亡运动遭勘兴起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河南党组织多次遭到大破

坏，几起几落。一九三五年二月，因叛徒出卖再次造成大破

坏之后，河南党组织几乎损失殆尽。经过逐步恢复，于一九

三五年七、八月间，成立了中共鄂豫边省委。翌年夏，中共河

南省临时工委在许昌成立，并相继成立了豫西工委和豫东特

委。一九三七年四月，成立了中共河南省工委。五月，党中央决

定重建河南省委。当时，河南共有党员一百余人。六月，省

工委书记刘子久回河南，传达党的白区代表会议精神。七

月，豫西工委举办了暑期党员训练班。同时，朱理治在陕西三

原开办河南党员干部训练班，组织学习全国党代表会议和党

的自区工作会议精神。这样，就为河南党的工作转入抗战的

新时期，准备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一九三七年九月，中共河南省委在开封建立。省委建立

后，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在全省范围内〈不包括豫北) ，大

量发展了党员。到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全省党员已由抗战前

夕的一百余人，发展到一万六干余人〈后经过整顿，减少为

八千余人) ，共建立了九个地委，三十二个县委，四个县工

委，一百三十个区委，六百一十个支部。

河南党组织恢复建立后，广泛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国

民党军队从平汉路一泻千里地败退以后，以刘峙为首的河

南反动统宿陷于混乱的局面.这时我党着重抓了(对国民党申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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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的统战工作。当时河南的友军，有三种类型z 第一种是蒋

介石的摘系部队F 第二种是杂牌的非捕系部队，其中又可分

为中央化与非中央化的两部分s 第三种是地方团队及个别地

方游击队。对这些部队，我党从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根据

不同情况，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统战工作，特别是对那些地方武

装，深入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主动与他们搞好关系，

使他们积极技入抗日战争中来。我党通过开办军政干部训

练班、成立服务团，帮助他们训练干部兵士，直接带队伍，担

任友军的中下级军事干部，担任他们的顾问、秘书，从旁提

供一些改造部队及作战方面的意见等方式，广泛开展统战工

作，为在河南开展人民抗日活动和发展革命力量，创造了良

好的条件。

通过各种统一战线关系，党组织广泛深入地发动了各阶

层的人民群众，在河南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我党发

挥青年知识分子的先锋桥梁作用，组织了服务团、工作团、

话剧团、"青协"、 "民先"等团体。据一九三八年的统

计，全省有五十三个县(不包括边区〉建立了青年救亡协

会。同时，在全省各地普遍建立了抗敌后援会和工人、农

民、妇女各界的抗日救国会等等。在城市和乡村，多种形式的

抗日宣传活动，开展得异常活跃。除了各宣传团体、训练

班、工作团进行口头宣传外，还出版了《风雨》周刊、- ((战

旗》旬刊等各种刊物。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一个县就销售

二、三百份。延安解放社等出版的《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

党章等，在河3蒋公开销售。抗战杂志与各种宣传抗战的小册子

摆满各个书店。各地还举办了军政和游击训练班，成立抗

日自卫队、义勇队等等。抗日救亡运动在河南蓬勃兴起。

• 3 • 



{呈〉组织抗目践疆，开展敌后游击峨争

河南革命武装力量的创建，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

二战时期，在红四方面军西征，红二+五军实行战略转

移之后，汩南党组织遵照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在极其

艰苦的条件下，在豫北及豫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由于斗

争环境残酷，到抗战前夕，仅保存了一支鄂豫边红军游击

队。一九三七年五月，朱理治根据鄂豫边区的情况，按照党

的统一战线政策，确定了大力扩大鄂豫边游击队以作为将来

抗日武装的方针。一九三八年春，河南省委决定，把准备开

展游击战争作为河南的中心任务，提出了"为准备十万武装

而斗争"的口号。此后，游击战争在豫北、豫东等地蓬勃开

'展起来。在豫北，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起，先后建立了我党

领导的河北民军四支队、道清游击支队等抗日武装 F 在豫

东，先后建立了"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 "豫东人民抗日

游击第三支队"等抗日武装。这些抗日武装，在长期艰苦

的排争中，逐步从游击队发展为我党的主力部队，在创建河

南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四〉国民党吏治腐巅，政府同民众的矛盾先锐存在

在民族矛盾上升的情况下，阶级矛盾仍然尖锐存在。

抗战前的河南，是国民党〈蒋系〉长期直接统治的省份

之一。政治反动，派系纷杂，吏治污浊。复兴社和cc的势

力比华北其他各省为基。复兴社与cc之间、地方派与外来派

之间句心斗角B 但又联合一致地压制与迫害进步力量。抗战

爆发后，蒋介石坚持片面抗战路线，想在河南筑成一条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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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及新四军向后方发展的封锁线，因此把大后方的顽军

及特务人员大量派入河南。这就造成了河南顽固势力的猖獗。

就党政军各级官吏而言，贪污腐化，堕落不堪。如涉县县长

文某，对百姓敲骨吸髓，到任未及三个月，控告信已经堆满各

机关之案头.他被迫卸职后，用二十几匹骤子驮运敲榨勒索得

到的元宝，途中累死了两匹。安阳县长周某被地方人士联名控
告，南京国民党政府接到控告信多至百余件，令河南高等法

院拘讯周某上堂.周某却大言不惭地对检察官说a "我的县

长是费本买来的，你去间问主席，应不应该捞本1"结果问不

下去了，只好不了了之。这些贪官污吏，只顾利用抗战之

机，拉兵派款，中饱私囊，为害百姓。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

要矛盾的情况下，阶级矛盾的尖锐存在，就决定了商南党组

织和人民群众在抗日战争中同日、伪、顽斗争的艰巨性与复

杂住.

• 5 • 



中共河南省委的建立

一九三六年底"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两

党再度合作，团结抗日，共赴国难，起了重大历史作用，成

为由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一九三七年

五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和自区代表

会议〈史称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中共河南省工作委

员会书记刘子久{化名赵振声〉代表河南地下党参加了这次

会议，韭就河南工作现状、干部状况及发展河南工作的意见向

中央作了报告.为了加强党在河南的领导力量，适应新形势

的需要，会议决定重建河南省委，韭指定由朱理治同志负

责筹备。毛泽东同志在接见朱理治时指出z 这个工作区域

很重要，今后将是抗战的重要战略区域，要建立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积极组织群众，建立党，抓紧时间在各方面作好准

备。

"七七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日民族战争的序幕。为

了迅速组织领导河南人民开展抗日斗争，朱理治于七月中旬

离开延安，前往陕西省三原县云阳镇〈红军前方总司令部所

在地) ，加紧布署省委的筹建工作。在刘子久等同志的协助

下，调集部分河南地下党的干部s开办了两期训练班。参加学

习的同志认真地学习了瓦窑堡政治局会议《关于目前政治形

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及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精神。在学习期间调查了解了河南的

情况，分析研究了河南的政治形势，为河南省委的建立和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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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工作的开展，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朱理治等离开云阳镇，途经洛阳

前往开封。九月上旬，中共河南省委在开封正式成立'"书记

朱理治，组织部长林凯，宣传部长刘子久，妇女部长吴平，秘

书长张曼萍。这时省委由中央直接领导。省委除领导河南外，

还负责苏鲁边和皖西北党的工作。年底，中共中央长江局建立

后，省委又归长江局领导。是年十月至捏年五月，根据形势的
变化，豫北和苏鲁边党的工作先后交给北方局和山东省委领

导。

一九三八年二月至四月，中共中央和长江局为加强河南

省委的领导力量，先后派彭雪枫、危拱之、陈少敏、谢邦治

等到河南省委工作。彭雪枫任省委军事部长、危拱之接任秘

书长、陈少敏任省委巡视员、谢邦治任省青委书记〈后改称

青年部长〉。

一九三八年三月，省委组织部长林凯调任新四军第四支

队第八团政治委员，随军东征。四月，省委委员、豫西特委

书记吴芝圃调省委任组织部长。五月，臭芝圃奉命赴豫东，

组织抗日武装，领导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陈少敏于六月下

旬接任省委组织部长。此时，豫东形势紧张，省委根据长江

局的指示，于五月底〈或六月初〉移至确山县竹沟镇，继

续领导全省人民的抗日斗争。六月，豫鲁联络局奉命改为商

南省统战委员会，彭雪枫任主任委员，原豫鲁联络局副书记

刘贯一任副主任委员。不久，统战委员会又改为河南省委统战

部， ~J贯一任部长。

加紧恢复和大力发展党的组织，是省委建立后面临的一

项十分迫切而重要的任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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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和国民党的疯狂破坏，河南地下党

组织迭遭破坏.一九三七年初河南省工委建立后，党组织虽毛

有所恢复，但由于环境恶劣，时间短促， JJj省委建立时，恢

复发展的党员才有九十余名，加上鄂豫边省委的六十余名，

河南只有一百五十余名党员，包括苏鲁边和皖西北的党员，

总共不足五百各。党组织除洛阳、洛宁、但师、许昌、开

封、郑州、西华‘焦作和豫鄂边区外，其余地区均未恢复建立。

为此，省委建立后首先作出《关于发展党组织的决定}) ，提

出了大力发展党员，积极整顿、加紧恢复和建立党组织的

任务.明确提出，在发展党员的工作中，既要防止左倾"关

门主义"，又要纠正不讲条件、随便发展的"自由主义"，

保证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健康顺利地开展。至十一月

底，全省党员已发展到一干多人，先后建立健全了豫西〈由豫

西工委改建〉、豫东〈西华〉、豫北、豫南〈由原鄂豫边省委改

建〉特委和开封市委。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

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下达后，河南党组织得到了大发展。

到九月，全省党员发展到八千余人，韭又建立了豫东(脏把

太3 、豫东南、豫中特委和豫鄂陕工委。至此，黄河以南六

十四个县，已有五十九个县建立了党的组织。河南党组织迅

速发展和党的力量的不断壮大，为抗日斗争在河南的深入开

展提供了组织保证.

省委在抓紧恢复、 L建立党组织的同时， 产还大力开展了统

战、组织抗日武装、举办抗日救亡训练班等项工作，有力地推

动了河南抗战的发展。

-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六日，中国共产党在

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申金会。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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