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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

1892

年
12

月
4

日
－1986

年
10

月
7

日），曾用名
刘伯坚，中国四川省

(

今重庆市
)

开县人。 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华
人民共和国开国十大元帅之
一。 中国共产党第八至第十一
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曾任中央
军委总参谋长、 国民革命军第
八路军

129

师师长、 第二野战
军司令员、 南京市市长。 拥有
“军神”称号的刘伯承对于游击
战、运动战、阵地战和司令部工
作等都有独到的论述。 其作战
谋略和指挥艺术是毛泽东军事
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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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奇兵纵横逞英豪

（下）

中原抗战记忆

转战豫北斗敌顽

1940

年
12

月
4

日， 刘伯承和邓小平率一二九师师部到达
河南涉县（现属河北省）的赤岸村。

1942

年
9

月，中共太行分局成立后，他任分局书记。在此前
后长达

4

年多的时间里，邓小平在这个峰峦重叠的太行山区中
的小山村， 指挥晋冀鲁豫地区的抗日斗争。 特别是

1943

年
10

月，刘伯承离开太行，赴延安学习，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
理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独自挑起
了领导华北敌后抗日的重任。 他指挥晋冀鲁豫军民打退了日伪
军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扫荡”，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根据地各项
建设，取得很大成绩。

1940

年以来，日本侵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分割封锁的
“囚笼”政策，企图扼杀我抗日根据地和抗日军民。

为了打破日寇的“囚笼”，

5

月，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了白晋
铁路破击战役，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取得了重大胜利。

1940

年
8

月， 八路军总部指挥八路军
105

个团
40

余万人
发起了大规模的交通破击战，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的作战前后共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从正太路破击
战开始，以反“扫荡”结束，使日军的“囚笼”政策遭到了致命的
打击。

刘伯承、 邓小平率领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军民参加了正太
路破击战役、榆（社）辽（县）公路破击战役、关家脑战斗和反“扫
荡”等“百团大战”的全过程。 大战历时三个半月，一二九师共进
行大小战斗

500

余次， 毙伤俘日伪军近
8000

名， 破坏铁路近
500

里、公路
1000

余里，取得了辉煌战果。

刘伯承在总结“百团大战”经验时指出：“八路军和决死队在
华北敌后所进行的‘百团大战’，实质上是敌我之间交通斗争的
激烈表现。 敌人为作战运输的需要， 为控制占领区掠夺人力物
力，交通已成为不可断绝的生命线。 如被打破，就必然演成肢解
的死亡。 交通战对于我们来说，则或者是让日寇交通线缠死，或
者是破坏交通线问题。交通战不单纯含有军事意义，而且包括有
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综合战的意义。 ”

“百团大战”给华北日军以巨大打击，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
场，使日军企图进攻西安和重庆的计划流产。“百团大战”极大地
震撼了日本侵略军。日军迅速调整了作战部署，重新集结重兵进
攻华北敌后根据地。

1941

年春，日军集中
60%

以上的侵华兵力
于抗日根据地周围，进行连续“扫荡”，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

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加上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进一步
加重了根据地军民的困难。

游击战场显威名

为了扭转“百团大战”之后的不利局面，刘伯承、邓小平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整训主力兵团、加强军区建设、发展地方武装和
人民武装、建设游击集团。

早在
1938

年秋，刘伯承就提出“抗日自卫队、抗日游击队和
军区、军分区基本部队三种因素组成有机配合动作的游击集团，

是抗日军区的重要内容”；

1941

年
2

月，又提出继续发展游击集
团，对付日寇的“扫荡”。

6

月
30

日，他又写出了《关于游击集团
的训令》，指出了游击集团的组织、作用、指挥和优点。在此期间，

刘伯承和邓小平指导全区组织了游击集团， 加强边沿区的对敌
斗争，打破敌人的蚕食和封锁。秋季，组织了全师运动大会，对各
部队的整训进行检阅；并进行了邢（台）沙（河）永（年）等反“扫
荡”战役。

为了加强对游击集团反“扫荡”的指导，刘伯承在这年连续
发表了多篇军事著作，及时总结反“扫荡”的经验，对指导游击集
团的行动起了重大作用。他所写的《太行军区

1942

年夏季反“扫
荡”的军事总结》一文，曾被晋冀鲁豫根据地一位领导人誉为“太
行山的《论持久战》”。

到了
1943

年， 刘伯承又写出了《敌后抗战的战术问题》和
《武工队在敌后活动的战术问题》， 对敌进我进方针做了科学的
概括， 指出敌进我进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敢于脱离自己的后

方，进入到敌人的后方，与广大民众结合做斗争的行动。 这种产
生和运用于人民解放斗争的方针，只能为人民军队所独有，而为
日本侵略军及中国其他军队所无法采用。

八路军运用敌进我进方针挺进华北敌后， 建立起一个个抗
日民主根据地；在日军回兵“扫荡”、蚕食的情况下，八路军又依
靠敌进我进的方针，分兵深入敌后之敌后，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
据地。 敌进我进，作为刘伯承的军事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已经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记录。

“

1942

年是敌后抗日战争最频繁最残酷的一年，也是自然
灾害最严重的一年。”段德文说，“部队不仅要打仗，还要生产。一
二九师指战员，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帮助人民开荒种地，兴修水
利，渡过了难关。 ”

在抗日战争中敌我力量悬殊，我军采用的多为游击战术。刘
伯承把游击战的指挥艺术发挥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他说：“游
击战争的‘游’就是机动，‘击’就是歼灭敌人；‘游’以掩护自己的
弱点，寻找敌人的弱点；‘击’以发扬自己的特长，撇开敌人的特
长。 ”他为游击战总结出一系列简练有效的战术方法，诸如“攻击
一点， 吸其来援； 啃其一边， 各个击破”；“猛虎掏心”，“釜底抽
薪”；“狼的战术”“麻雀战术”“黄蜂战术”；还有“拖刀计”“杀回马
枪计”“吸打援敌计”等。

开辟抗日根据地

早在
1938

年
4

月
22

日， 八路军总部令第一二九师主力及
第三四四旅一部迅速从太行山向冀南、豫北平原及各铁路沿线
展开。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刘伯承和徐
向前、邓小平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对新区开辟工作做了具体的
分工和规划。 决定加强主力兵团，成立新的第三八五旅，由陈锡
联任旅长，谢富治任政治委员，汪乃贵任副旅长，下辖第七六九
团、独立团和汪乃贵支队。 并决定由副师长徐向前率第七六九团、第
六八九团和曾国华第五支队开赴冀南。陈赓率第三八六旅主力进至平
汉路西侧的冀豫地区，并相机向豫北发展，旅政委王新亭率第七七一
团两个营进至平汉东侧的永年、肥乡、成安一带。 陈锡联、谢富治率第
三八五旅主力继续活动在正太路以南、平汉路以西地区，并相
机分兵向石家庄以东发展。 这实际上是一个中央突进，两翼配
合的部署。 背靠太行山、脚踩大平原，三个方向共同努力，加上
冀南已有的力量，会很快打开一个新局面。

1944

年
4

月，侵华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 在河南的国民
党

40

万军队一触即溃，

37

天丢了
38

座县城。 中共中央及时作
出乘机向敌后进军，开辟河南抗日根据地的指示。

7

月
20

日，邓
小平主持召开北方局会议，部署了向河南进军的任务。 会后，他
又亲自听取了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副政委郭林祥关于支队组建
及渡黄河准备的情况汇报

,

和郭林祥一起选择渡河地点，并对支
队的行动做了正确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广泛发动群众等具体指
示。 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南下后，邓小平又先后组建了豫西抗日
游击第二支队和第六支队挺进豫西敌后，与兄弟部队和中共河

南地方党组织一起广泛发动群众，英勇抗击日军
,

开辟了
300

多
万人口的豫西抗日根据地。

1945

年
3

月，邓小平率领北方局
10

余名干部，由山西辽县
出发，通过连接太行与冀鲁豫的豫北地下交通线，到达中共冀鲁
豫中央分局机关驻地豫北清丰县单拐村。 邓小平不顾连日长途
跋涉的疲劳， 即与分局领导同志一起研究在新老根据地普遍发
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的问题。 他强调，抓住了减租减息这个环
节，就可以使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邓小平将随行的北方局
干部分为三个组，分赴河南老区濮阳、滑县和新区的濮县开展深
入的社会调查，了解群众工作情况。 根据调查情况，邓小平提出
了发展群众运动的正确政策和方法，促进了减租减息群众运动，

推动了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开展。

1945

年
4

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 刘
伯承被选为“七大”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任晋冀鲁豫区代表团
团长，并被选为第七届中央委员。

1945

年
8

月
8

日，苏联对日宣战。

10

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反
攻命令。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刘伯承和邓
小平在延安适时地指挥了一二九师及晋冀鲁豫军民对日寇进行
大反攻作战，歼灭日伪军

5

万余人，控制了
80

多座城市，扩大了
晋冀鲁豫解放区，地域北起正太路与德石路，南至黄河，西迄同
蒲路，东抵津浦路，面积

18

万多平方公里，拥有人口
2400

余万，

军队由出师抗日时的
9000

余人发展到近
30

万人，民兵
40

余万
人。 （据《河南法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