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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晋豫抗日根据地

（上）

特殊智慧脚踏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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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八年，八路军、新四军越打越强，其中的奥妙让人回味无
穷
,

策略让人深思。这里边包括很多中共领导人的战略思想，邓小
平便是其中一个。

1943

年
1

月
26

日，在中共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邓小
平作了《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在
回顾五年来对敌斗争历程的基础上，他提出十大经验，第一条就
是，“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竞赛，而且是全副本领的竞赛；

不仅斗力，更主要是斗智”。

如何斗智？接下来的第二条经验是，“我们的原则应是削弱敌
人，保存自己，隐蔽积蓄力量，准备反攻”。

“隐蔽积蓄力量”，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要使敌人看不起我
们，要善于采取一切方式去麻痹敌人”。

1944

年， 进入豫西作战的第一支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是
郭林祥，出发前夕，邓小平听取部队准备工作的汇报，和郭林祥一
起研究渡河方案。邓小平提出的主要策略有，“恰当的对敌斗争方
法”，“基本是团结一切中国人对敌”，“敌进我进”，“善于利用缝隙
钻敌人的空子”，“基本的游击战， 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领导要统一，步调要一致”，打入敌占区一切组织，长期潜伏，积
蓄力量，“善于掌握革命两面政策的运用”，“一切不夸张、不蛮干、

不暴露，脚踏实地地去做”，等等。

1942

年
2

月，中共北方局、八路军政治部再次下令，明确由
每个军分区

(

旅
)

组织一个到两个敌后武装工作队，每队
30

人至
50

人，由工作能力相当于地委书记或县委书记的干部负责，深入
敌后，开展各种工作，建立“隐蔽游击根据地”。

对于这种敌后活动，邓小平进行详细论述，特别强调要“处处
力求隐蔽，不夸张、不暴露、不大吹大擂”，“不过于刺激敌人，随时
都有坚强的秘密工作的准备”，“在环境于己不利时， 或能够增强
自己地位时，甚至把革命的一面缩小到最低限度，也是允许的”。

1944

年春， 日华北方面军共有
9

个师团先后抽调南下，其
中，在八路军晋冀鲁豫地区，战斗力明显减弱。

这样一来，八路军实行“突然跃进”的时机到来。

1944

年，八
路军全面展开攻势作战， 共歼灭日伪军

18.1

万人， 解放县城
20

座、村庄
1.2

万个，收复国土
10

余万平方公里。接着，段德文从开
辟晋豫抗日根据地入手，详细讲述了邓小平的远见卓识和贡献。

位置重要“部署甚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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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豫地区，泛指山西南部、河南北部的广大地区，北起临（汾）

屯（留）路，南至黄河边，东连晋（城）博（爱）路，西接同蒲路。 早在
1938

年
3

月， 共产党和八路军就在这个地区建立起了抗日根据
地。山西“十二月事变”发生后，晋豫地区成为国民党军的驻防区。

1941

年
5

月“中条战役”后，八路军总部立即组建太岳南进支队
重新开辟晋豫抗日根据地。

在重新开辟过程中，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太行军政党
委员会书记、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的邓小平，于

1942

年
3

月至
6

月，深入岳南、中条晋豫地区，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亲自领导根
据地军民开展了对敌斗争和各项建设，对重新开辟晋豫区作出了
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晋豫抗日根据地的迅速开辟、巩固、发展壮大
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

晋豫区地处太行、太岳两山南端接合部，中条山和王屋山居
于正中，背靠驻武乡、沁县一带的八路军总部，面向黄河鸟瞰中原
大地，左右出击时刻威胁着同蒲路和白（圭）晋（城）路两侧，战略

地位十分重要。境内矿产资源丰富，森林茂密、农业发达。由于战
略地位重要和自然条件优越，所以，晋豫地区成为蒋介石、阎锡
山、日本侵略者争相抢夺的焦点。

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晋豫区的战略地位也高度重视。

1937

年
11

月
8

日太原失守后不久，毛泽东就电示八路军总部：“太行、太
岳山脉之晋东南与吕梁山脉之晋西南，虽然目前距敌尚远，然亦
不可不于比时作适当之部署。 ”

1938

年
3

月，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决定以阳城为中心，

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晋豫边抗日根据地。 朱瑞把这一构想电告中
央及北方局后，立即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称“部署甚妥”，并指
示：“晋豫边甚重要，望有计划地部署沁水、翼城、曲沃、垣曲、济
源、博爱、晋城地区之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在西北两面之行动。 ”

根据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

1938

年
3

月下旬正式成立
中共晋豫特委（后改称晋豫地委、晋豫区党委），统一领导临屯路
以南、黄河以北、同蒲路以东、白晋路以西区域内的各级党组织。

挺身而出卓识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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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参加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时两次路过晋豫区，对这里的
地理位置、斗争形势有深刻的印象。他认为，晋豫区是一个具有重
要战略意义的地区，是太行根据地西部的屏障，是开辟豫北和进
入豫西的前哨阵地，在晋豫建立抗日根据地，不仅非常必要，而且
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1941

年
5

月，日军发动“中条战役”，国民党
20

多万驻军大
都退至黄河以南，晋豫地区一时成了权力“真空”。一时间，晋豫境
内各种政权丛生，司令多如牛毛，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兵荒马乱、

水深火热之中。

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北方局令八路军一二九师和晋豫区党
委（驻平顺）迅速南下重新开辟晋豫根据地。

1941

年
7

月，按照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八路军总部立即

兵分两路，开赴晋豫地区创建
抗日根据地。在八路军积极准备重新开辟晋豫区的同时，阎锡山的

军队也越过同蒲路，乘势向东不断扩张。 日军为维护其在占领区的殖民
统治，大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频频对根据地进行“扫荡”。

邓小平就是在晋豫抗日根据地重新开辟这样的关键历史时刻来到
岳南中条地区的。作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他不仅军务缠身，而且作为
太行军政党委员会书记，还肩负着统一领导太行、太岳、冀南根据
地的重任，而当时的各抗日根据地正面临着严重的困难，正如毛
泽东指出的那样：抗日战争进入一个“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阶
段”。 邓小平选择这样困难的时间，选择这样危险的地点，亲自到
晋豫地区指导工作，不仅体现了他对党中央战略部署的高度领悟
和坚决执行，更展现出了一个伟大革命战略家的远见卓识。

机智果断自卫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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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是
1941

年
3

月
19

日抵达太岳区党委和太岳军区驻
地沁源县阎寨村的。 在这里稍作视察后，在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
等的陪同下，迫不及待地赶赴岳南地区，刚到就遇到了阎锡山六
十一军以所谓“收复失地”为名，向岳南根据地发动的进攻。 此时
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对反动派不断制造的摩擦，打还是一再忍让，

需要当机立断。 邓小平果断地决定，对阎军实施自卫反击。

4

月
15

日， 邓小平亲自指挥八路军
10

个团的兵力发起浮
（山）翼（城）战役。 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一举毙俘伤阎军

1100

余
人，初战告捷。 当邓小平正准备发起第二阶段战斗时，阎六十一军军
长梁培璜急忙派人给邓小平送信，表示愿意团结抗战，和平共处。

邓小平以大局为重，当即决定与阎军谈判，订立抗日作战协
定。 事后，邓小平告诫岳南的党政领导：“在反对顽固派的摩擦斗
争中，不能一味打击，还要做团结抗战的工作。 既要斗争，又要团

结，以斗争求团结，斗争是手段，团结是目的。”在以后的长期斗争
中，晋豫区的干部群众很好地掌握了这种有利有理有节的斗争策
略，成功地团结了友军和一切愿意抗日的势力，沉重地打击了入
侵的日伪军。

在岳南期间，邓小平直言不讳地对担负开辟工作任务的岳南
地委迟迟未能打开局面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了解到当地的红枪
会势力很大并且受到日伪军的操纵时，立即指示岳南地委“坚决
消灭反动武装红枪会，决不允许其存在”。他亲自领导了处理红枪
会的斗争，对首要分子召开宣判大会，处以死刑，对一些认罪较好
的胁从分子给予释放，争取多数，孤立、打击少数，稳定了沁河两
岸群众的情绪，从组织上瓦解了红枪会，很快建立起抗日的区、村
政权。 这种务实和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使他成为晋豫区各级干
部学习的榜样。 （据《河南法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