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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后防、大通道与接合部

中原抗战是与全国抗日战争紧密相
连的，自从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
开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国抗战情绪
空前高涨，从“七七事变”到1938年7月河
南当时的省会开封沦陷，是中原抗战的
初期阶段；1944年春天日寇为打通西进
与南下通道，摆脱深陷太平洋战争的困
境，赶快结束东南亚战争的牵制，不惜孤
注一掷，发动河南战役这段时间，是中原
抗战的胶着阶段；河南战役之后，中共中
央及时调整中原战场格局，派遣八路军
皮徐支队南下，建立豫西抗日根据地，令
新四军黄霖兵团北上，扩大豫南豫中根
据地，把南北抗日力量连成了一个整体，
沉重地在日寇占领区腹部插上了一把锋
利的刺刀，直至日寇 1945年 8月 15日宣
布无条件投降，是中原抗战的最后阶
段。伏牛山地区在这三个阶段中，日益
凸显它的重要地位。

第一阶段：全国和中原抗战的大后

防。这一时期，豫西人民为了支援全国
及豫北豫东的抗日战争，以最大的热情，
集中人力物力，投入到抗战工作中去。
鲁山县中共党员林承蔚、王复出等，在延
安特派员王象乾的领导下，争取县政府
同意，兴办抗日救护训练班，为前线输送
了大量的救护人员；又积极物色进步青
年学生，向陕北延安输送有生力量，还成
立了抗日妇救会、宣传队等。汝州在延
安特派员李书田等的领导下，成立了共
产党的武装小组，王象乾利用汝宝郏地
区在中原军阀混战时期地方武装多如牛
毛、旧军阀队伍大小军官遍布乡里的条
件，宣传抗日思想，兴办了在乡军官训练
团，组织起抗日武装。冯玉祥、卫立煌也
曾在此发表抗日演说，印发抗战宣传品，
呼吁人们“覆巢之下，必无完卵”的保家
卫国思想。豫西人民在这一阶段的各种
努力，为后来很好地坚持毛泽东的持久
战思想打下了基础。

第二阶段：中原抗战的重要大通
道。自从日寇占领开封，到1944年春天
发动河南战役，在6年多的时间里，河南

人民除了与日寇进行殊死搏斗外，还饱
受水旱蝗汤四大灾害的煎熬。在战争胶
着时期，按照形势的发展趋势，我党把中
原抗战的重点放在豫东、豫南和豫西战
场上，以豫西为主，主要以三点两线为活
动范围，三点是郑州、洛阳和许昌，两线
是京汉铁路和陇海铁路。实际上，还有
一个天然屏障，这就是八百里伏牛山，伏
牛山连接了豫西豫南两个抗日根据地，
与三点两线共同组成了阻止日寇西进和
南下的一道屏障，延缓了日军的侵略进
程，为全国乃至东南亚的抗战赢得了时
间。

说伏牛山地区是中原抗战的大通
道，是因为日军侵入中原以后，京汉铁路
实际上一直处于瘫痪状态，从开封到许
昌之间，是敌我双方争夺的游击区，也是
日寇实施空中打击的范围，情况十分复
杂。因此，从我党的抗战圣地延安到中
原乃至华南，无论是信息传递、物资运输
还是人员调换来往，都需要有一条绝对
安全的通道才行，这条通道只能在平顶
山境域内。这是因为，从陕北过黄河，经

八路军的渑池兵站到洛阳，走西边是群
山连绵，既有八百里伏牛山相隔，又有南
阳国民党顽固派重兵把守，可以说困难
重重。唯独出伊阙、过龙门、沿伊河川到
临汝，然后翻过汝州与鲁山交界的歇马
岭，这条线路是古代由洛阳到南阳的必
经古道，过鲁山后往东南叶县、方城方
向，然后入桐柏山进入新四军豫南根据
地，到达新四军总部驻地确山竹沟，可以
说，这是一条最近也最安全的交通线。

第三阶段：八路军与新四军、豫西
抗日根据地与豫南抗日根据地的接合
部。在日寇发动河南战役之后，豫西大
片土地沦陷。为了阻止日寇的猖狂进
攻，占领中原这块兵家必争之地，党中
央及时地做出正确战略决策，派八路军
太岳兵团一部南渡黄河，直插敌寇心
脏，在密县、登封、临汝一带建立豫西抗
日根据地。这支由皮定均、徐子荣带领
的先遣部队，于 1944 年 10 月迅速在汝
州大峪和登封白栗坪站稳脚跟，建立了
抗日政权。1945年 5月，王树声将军又
在此基础上，迅速把根据地扩大到郏
县、襄城、宝丰、鲁山、禹县等地；而新四
军黄霖兵团与叶舞支队也迅速北上，与
八路军主力会师，把豫南、豫西两块根据
地连在一起。伏牛山地区作为重要的接
合部，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它所具有的
重要意义和起到的巨大作用依然存在，
鲁山作为中原局、中原军区和豫西省政
府的所在地，成为中共一个时期内河南
的政治军事中心，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郏县的牛子龙、吴凤翔两人，早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牛子龙任
国民党军统豫站特别行动队长，借助军
统力量，刺杀了投敌卖国、无恶不作、残
害开封人民的伪警备司令刘兴周。不
久，又策划并派遣吴凤翔、王宝义、蔺成
章等组成刺杀小组，深入开封日军驻华
北五省特务总机关，刺杀了少将机关长
吉川贞佐以及包括日本天皇外甥在内的
日军华北视察团全部成员。后又在商丘
伏击并击毙一名日军少将，使日伪军闻

风丧胆。还有郏县的王永泉、王振东等，
都为抗战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

鲁山的王恩久在1938年12月，即任
中共豫南省委委员、统战部长，1939年10
月，又任河南省委委员兼统战部长，在国
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竹沟惨案中，他遵从
新四军上级组织指示，不顾个人安危，只
身会见制造惨案的敌人指挥官、国民党确
山县长许工超，竟被敌人活埋，还有张明
亮、尚志三等，都是名扬四方的抗日英雄。

叶县的段语禅，1927 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组建了平顶山地区第一个共产党
县级组织——叶县共产党小组，抗日战
争爆发后，回到叶县组织武装，1945年任
新四军豫中游击兵团叶县独立团特务大
队长，为当地的抗日事业做出了突出贡
献。段永健是叶县旧县（今叶邑镇）人。
1928年入党，1939年到确山竹沟任新四
军团军需队长，为新四军的后勤供应做
出了突出贡献。杨金印，叶县旧县人，原
为县立师范附小教师，1944年6月，日军
侵入叶县，与朋友组织武装展开游击斗
争，1945年3月接受新四军改编，组建叶
舞支队，任支队供给队长，并加入共产
党，在新四军第五师抗大分校学习后，任
河南省军分区独立旅团供给处长，1948
年英勇牺牲。苏兴是叶县龚店人，1940
年11月加入新四军，随部队转战数省，身
经大小战斗八十余次，被授予战斗英雄
称号。

宝丰的张立志，1937 年考入开封一
高，次年 9 月经河南大学教授范文澜推
荐，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入陕北抗大
学习并入党，1944年9月，被抽调到皮徐
支队豫西工作队，战斗在嵩萁山区，任登
封县委书记兼独立团长，禹郏县委书记
等职，与日伪军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
抗日战争中，该地区还有很多仁人志士，
为了民族解放事业，付出了自己宝贵的
生命。汝州、舞钢作为豫西、豫南抗日根
据地，抗日英雄人物更多，在此就不一一
述及。

●饱受苦难的豫西人民

1938年6月，蒋介石强行扒开郑州花

园口黄河大堤，试图以水代兵，阻止日寇
前进，其结果却适得其反。洪水不但没
有阻止住日军，反而使豫皖苏三省几十
个县市 5.4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变成泽
国，上千万人口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制
造了荒无人烟的黄泛区。几乎同时，河
南省省会开封沦陷，省会西迁伏牛山东
麓的鲁山县，河南人民陷入战争的深
渊，也开始了浴血奋战、艰苦斗争的岁
月。

伏牛山地区作为长期阻挡日军西进
的一道屏障，也是日寇进行疯狂报复的
重要目标。抗战期间，日军仅在该地区
就制造惨案数十起，主要有：

在今平顶山市区四矿附近黄山寨、
褚庄、武庄轰炸无辜平民的惨案。1943
年 2 月，日寇加紧了对豫西的围剿与轰
炸，叶县等地的老百姓为躲避日军，多到
靠近山区的亲戚朋友家中避难，平顶山
周围一时人烟多起来，日军飞机见人群
就投炸弹，一次就炸死275人，炸倒房屋
1000多间，伤者不计其数。

在宝丰观音堂进行大屠杀的惨案，
日本鬼子把老百姓都赶到场院上，极尽
侮辱与欺凌，稍加反抗就被刺刀挑死，或
者放狼狗撕咬致死。在占领宝丰县城
后，打着检查良民证的借口，枪杀百姓四
十余名。

在襄城郏县交界紫云山六王冢，日
军把对我军抵抗的怒气撒到老百姓身
上，把抓住的几十个男女老少剥光捆到
树上，进行暴打凌辱，直至断气，有两个
受不了折磨痛骂鬼子，竟被活剥，制造出
骇世惨案。

还有在鲁山烧杀抢掠、轮奸妇女，枪
挑无辜婴儿的惨案等等。日寇所到之
处，还往水井里投粪下毒，往面缸里拉屎
撒尿，到处留下了暴行与罪恶，简直令人
发指，罄竹难书。

据不完全统计，日寇在占领豫西前
后，所制造的大小血案数百个，死伤百姓
数千人。日军飞机也不断狂轰滥炸，大
多伤及无辜平民，一次在轰炸一所小学
时，就炸死炸伤儿童数十名。这些国仇
家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永远不应该
忘记。

从 1583 年（明万历十一年）至 1591
年（明万历十九年），日本丰臣秀吉政权
完成对日本诸岛的统一，执意“一超直入
大明”，妄想用武力使拥有“四百余州”疆
域的明朝臣服。为此，日本欲先征服朝
鲜，悍然发动了壬辰战争。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对壬辰战争的
研究开始被定位为国策论证的重要工
具。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循着丰臣秀
吉的思路，制定出所谓的“清国征讨策
略”，逐渐演化为以侵略中国为核心的

“大陆政策”。
而滋养丰臣秀吉侵华野心的历史经

验，则是壬辰战争之前一百年间以日本
落魄武士为基干从事海盗走私的武装集
团，对中国北起朝鲜半岛南至海南岛，包
括整个东南沿海地区的频繁侵扰，给明
朝造成海疆危机的百年倭患。

鲁山人抗日传统的形成，即开始于
明朝嘉靖年间的抗倭斗争……

●赵琏、赵相兄弟抗倭

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夏，倭
寇肆虐江浙闽沿海地区，连绍兴府境内
曾任过三朝大学士谢迁的庄园也被抢劫
一空。因此，有御史上奏说，整个东南沿
海地区的倭患已经失去控制，建议派遣
一员有权自主行事的高级官员到这个
地区，以便根除倭患。于是，明朝廷改
任右副都御史朱纨为提督浙闽海防军
务，巡抚浙江，抵御倭寇。朱纨到任后，
采纳佥事项高和当地士民的建议，革渡
船，严保甲，搜捕通倭奸民，整顿海防，
严禁商民下海。他指派都司卢镗率福
清兵由海门进兵，攻克倭寇巢穴双屿
港，活捉日本人稽天和海盗许栋等，并
筑塞双屿，堵击倭寇。又将捕获之通倭
罪犯统统处死。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聪明干练，膂

力过人，武功精湛，轻财重义的鲁山赵村
赵琏、赵相兄弟率领着300多名乡勇，应
招奔赴江苏淮安投身抗击倭寇的斗争之
中。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初，倭
寇北扰江苏，赵琏身先士卒，勇猛杀敌10
余人，其部属也奋不顾身，一举将敌击
溃，首战告捷。赵琏因忠勇受到嘉奖，
赏给冠带，并拨给马步兵 500 名，开至
泰兴黄桥驻守。嘉靖二十八年（公元
1549 年）四月十九日倭寇来犯，赵琏一
边遣人飞速向上报告，一边积极部署出
击。不待大军会合，赵琏即与弟赵相抓
住战机，进击倭寇。赵琏英勇无比，一
马当先，连杀数敌。赵相身负重伤，仍
浴血奋战。所部士气振奋，同仇敌忾，
杀得倭寇惊慌逃遁。赵琏率部穷追不
舍，战至如皋印庄、新沙洲、新河口，又
斩敌 800 多人。大营闻捷，发重兵支
援，俘敌枭首，大获全胜。朝廷授予赵
琏南阳汝州卫右所百户加指挥职衔。
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赵琏因病
获准回鲁山疗养，次年去世。赵琏的好
友时任山西道监察御史的浙江余姚进
士宋勺为其撰写了碑文，铭曰：“赵君鲁
阳义士，孝以承家，义以应世，威平倭
寇，功在社稷。”到了清朝，乡人李绿园
创作长篇小说《歧路灯》，还以赵琏抗倭
的事迹为素材，写了“谭绍衣召见授兵
权”、“谭念修筹兵烟火架”、“王都堂破敌
普陀山”、“谭绍闻面君得恩旨”等主人公
参与抗倭的情节。

●任应岐抗议日本增兵青岛、
组建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

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通过《马
关条约》从中国攫取走了辽东半岛、台
湾等地，实现了以侵略中国为核心的“大
陆政策”的第一步。1931 年，日军发动

“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三省，实现了它

们侵华战略的第二步。其实，早在 1927
年，鲁山爱国志士任应岐就以犀利的政
治目力看透了日本增兵青岛的狼子野
心，以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的身份
发表通电，提出坚决抗议。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
取代德国占领青岛。后青岛主权虽被中
国收回，但日本对青岛的侵略一刻也不
放松。北伐战争时期，日本为阻止国民
党北伐军前进和扩大对华侵略，1927年5

月28日，日本政府以保护日侨为名，决定
向山东派遣 2000名士兵。日军于 6月 1
日在青岛登陆，7月 8日抵济南。8月 15
日，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的任
应岐，在豫南驻地光山发布通电，抗议日
本增兵青岛：“顷闻日本增兵青岛，并拟
深入山东。噩耗传来，曷胜愤慨。狼子
野心，甘冒不韪，阳假出兵护侨之名，阴
行侵略陷害之实。既勾结奉鲁军阀，助
长中国内乱，复施其鬼蜮伎俩，破坏东亚

和平。似此阴谋，实堪痛恨，凡属同胞，
亟应反对……”

1930年，任应岐参加冯（冯玉祥）阎
（阎锡山）联合反蒋的中原大战失败后，
寓居天津。蒋介石南京政府为了围剿红
军根据地，对中华大敌日本态度暧昧，任
应岐十分不满。任应岐与主张反蒋抗日
的中共地下组织接触，与国民党内的左
派代表人士策划成立“中国人民反法西
斯大同盟”，商定由任应岐和吉鸿昌负责
策动在河南的旧部，组织10万人的中原
武装暴动，然后转移到西北与杨虎城合
成强大的抗日武装，救民族于危亡。为
了筹集军需款项，杨虎城捐款1万元，吉
鸿昌捐款 1 万元，任应岐则慷慨解囊把
自己手中所有的 4.5 万元全部献了出
来。任应岐的行踪和政治态度被军统特
务侦获，蒋介石遂将之列入铲除计划。
1934年 11月 9日，任应岐和吉鸿昌在天
津被捕，押至北平陆军监狱，24 日狱方
接国民党中央军令：“吉、任累次逞兵作
乱，危害民国，通缉在案，更在津勾结共
产党。应即按照《紧急治罪法》，将吉、任
二犯执行枪决。”任应岐临终遗言称：“大
丈夫有志不能申，有国不能报，痛哉！”表
现出鲁山抗日志士的大无畏英雄气概。

●郜子举、邹福隆抗战济源

1937年，日本悍然发动“七七事变”，
大举侵华，华北、华东大片国土沦陷。
1938年2月，日寇侵占济源，在济源城内
奸淫烧杀50余日。驻防在黄河南岸的国
民革命军第91军166师官兵，听闻日寇在
济源的暴行，无不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渡
河抗日。4月10日，黄河河防指挥官兼洛
阳警备司令、第91军军长郜子举中将命
令 166师 496旅 991、992两个团，约 3000
人北渡黄河作战。

496旅兵临济源城下，在当地民众的

支援下作攻城准备。济源城周长9里13
步，高数丈，易守难攻，驻守城内的日军
是号称“铁军”的第14军团酒井支队。当
攻城信号发出后，991团官兵登上济源民
众架设的云梯攻入城内，与日军展开惨
烈的巷战，以牺牲473名官兵的代价，消
灭日军千余人，成功收复济源。郜子举
是鲁山团城玉皇庙人，所部166师由中原
大战后樊钟秀、任应岐“建国豫军”余部
改编而成，基层军官和兵员多为鲁山、宝
丰家乡子弟兵。济源抗战殉国的官兵八
成以上为鲁山、宝丰籍，其中有991团第
一营营长邹福隆（富隆）、八连连长张鸿
儒等。济源收复后的 1938年 5月 10日，
第91军军长郜子举和秘书长杨仪山（也
为鲁山人）特意刻立《对倭抗战济源之役
军民殉难纪念碑》以示对为国捐躯英烈
的敬仰之情。

碑文叙述邹福隆营长的身世生平
谓：“邹营长富隆，鲁山县邹庄人，生于民
国纪元前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民国
二十七年春，倭寇犯豫北大部沦陷，本军
渡河杀敌，以‘受伤不退，退以不溃，被围
不惊，被俘不届’相勖勉。四月十日分攻
济盂两城，邹营长与敌激战于济源城外，
反复争夺西留村之据点，身负重伤，誓死
不退，卒于四日下午四时，与四百七十名
壮士同日殉国。呜呼，济源之役，其牺牲
之壮烈为河朔抗战以来所未有。”

消息传回家乡，鲁山绅民在县城为
济源抗战牺牲的乡亲召开了追悼大会，
并在著名胜迹元紫芝琴台建起“忠烈
祠”，镌名供奉。对倭抗战济源之役是抗
战早期不可多得的收复失地的典型战
例，充分彰显出中华民族不可侮不可欺
的大无畏英雄气概。

鲁山将士秉承四百年抗倭传统，以
艰苦卓绝的战绩被永久载入史册，为中
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为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伏牛山地区：
中原抗战的坚强屏障

○杨晓宇

在中原抗战中，为扼制日寇西进，伏
牛山地区，特别是伏牛山东麓沿线，从
1938年秋开封沦陷到1944年春日寇发
动河南战役这6年的时间里，成为阻挡
日本侵略者疯狂进攻的坚强屏障，成功
地印证了毛泽东《论持久战》光辉思想。
其后，又成为八路军、新四军的接合部，
形成豫西抗日根据地。为中国抗战胜利
发挥了巨大作用，做出了突出贡献。

豫西抗日根据地纪念馆

鲁山人的抗日传统
○潘民中

任应岐(右一)和吉鸿昌(右二)的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