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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春，邓小平向部队进行战斗动
员。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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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晋豫抗日根据地

（下）

沉着冷静智出东峡

� � � � 1942

年
5

月
5

日，邓小平对中条地区视察。这里虽然是
晋豫区的中心，但由于晋豫区党委及负责开辟工作的部队也
是不久前进入，加上日军正对该地反复“扫荡”，所以形势更
加严峻。

邓小平抵达阳城当夜， 日伪军便向晋豫区党委驻地偷
袭。 获悉情况后，邓小平认为日军行动缓慢，尤其怕夜间行
动，所以不必慌忙撤退。 他镇定自若，安然入睡。

5

月
6

日凌晨，日伪军逼近。 邓小平一面令晋豫联防区主力阻
击进犯之敌，一面亲率晋豫区党政机关从容向析城山巅圣
王坪转移。 日伪军扑空后，欲继续“围剿”，邓小平出其不意，

派晋豫联防区向青龙、黑龙一带迂回，迷惑敌人，而自己亲率
晋豫区党政机关又返回原地。 在以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邓
小平与晋豫区的干部群众“一起在河边露营，架锅做饭，粮食
不够就挖野菜吃”。 同甘共苦应对敌人的“扫荡”。

1941

年
5

月
28

日，正在阳城上河出席中条区会议的邓
小平得知日军分

6

路正向上河扑来的消息后，决定马上停止
开会，立即转移。 到达沁水东川时，日伪军已堵住了去路，不
时能听到敌人的枪声，连前去侦察敌情的侦察员也被日军打
伤，而后面还有敌人的追兵，情况万分紧急。 邓小平冷静地
分析了敌情，认为日伪此次“扫荡”的目标主要是为了消灭八

路军及中条区首脑机关和首脑人物，当即决定女同志全换成
便装，随老百姓进历山，向垣曲方向转移，其余大部队和党政
机关改进历山的路线为出东峡，过东哄哄河，再返阳城境内，

向析城山转移。

为了摆脱部队被围追堵截的险境，邓小平判断，日伪指
挥官都认为八路军首脑机关和干部行军时肯定要骑马，为
此，敌人对马匹尤其注意，见到马跑必然会穷追不舍。依此判
断，邓小平大胆作出决定，将部队分成两路：干部战士一律轻
装步行，由东峡突出重围；一小部分人赶着马匹沿着横水到
垣曲的公路行进，如遇敌情，立即向公路两侧的森林里疏散，

以作疑兵。 安排好后，邓小平亲率晋豫区党政机关干部和八
路军战士从容进入东峡。

此时，日伪军已占领了东峡的西岸山崖，居高临下，虎视
眈眈，同时日军的飞机也在上空盘旋，试图等骑马的八路军
首脑出现后一举消灭。日军指挥官望着在峡谷中有条不紊行
进的队伍，心中不禁起疑，这时，又接到在公路两侧的山林里
有大批马匹奔驰的情报，立即率兵前去追赶。而此时，邓小平
已率全部人员突出了十里峡谷。邓小平“智出东峡”的故事在
晋豫抗日根据地内广为流传，成为根据地军民开展山地游击
战争效仿的楷模。

拨开云雾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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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岳南、中条期间，多数时间是实地观察、走访，

听取基层干部群众的意见。 在了解各地具体实情的基础上，

再结合中共中央、北方局及八路军总部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建
设的一系列指示精神，针对性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所以，他在
岳南、中条时的几次讲话精神以及之后专门为晋豫区所作的
指示，都有的放矢，切中要害，为晋豫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
事业指明了方向。

1941

年
4

月中旬，岳南地委召开全区地、县两级党政
军领导干部参加的石槽会议， 邓小平在会上就关于加
快开辟岳南抗日根据地作了重要讲话。 邓小平指出，岳
南地处太岳前沿，是太岳区和中条区的连接通道，一定
要打通。 尽快把这块“宝地”开辟好、建设好，既可以巩
固太岳抗日根据地，又可以为挺进中条地区、创建中条

区抗日根据地提供有利条件。

邓小平强调，开辟根据地要做好三方面工作：尽快
建立县、区抗日民主政权和改造基层政权，组建人民武
装自卫队和民兵，发展地方游击队；要团结一切愿意抗
日救国的党派、人士和力量；当前一方面组织几支精干的
小部队，配备一定数量的党政干部，轻装深入岳南西部去开
展工作，摧毁阎顽军残存的游杂武装及其政权组织，建立县、

区、村抗日民主政权，组建自卫队、民兵和县、区抗日游击队，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持敌占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另一方面坚
决消灭由封建反动势力和国民党特务操纵的反动武装红枪
会，瓦解取缔红枪会组织。 邓小平针对岳南实际提出的大政
方针和具体方法，使深感“开辟工作推进艰难”的一些干部犹
如“拨云雾而见青天”。

树立信心稳扎稳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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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晋豫区时，邓小平了解到这一地区过去因为是我党
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日伪戒备森严，不断进行“扫荡”“蚕食”

“清乡”，加之国民党散兵游勇占据山头，反动会道门组织天
仙妙道反共救国仁义社又勾结日军无恶不作，使重新开辟抗
日根据地工作困难重重。 邓小平认为，开辟晋豫首要的任务
是树立信心，不宜大刀阔斧地进行，要脚踏实地地开展。 为
此， 他在

5

月
13

日召开的晋豫区党政军机关全体干部会议
上，就开辟晋豫区的策略方法作了重要讲话。

邓小平指示： 要先打若干次有把握的小规模的漂亮
仗，不要贪大求多，只在每战必胜，必然会鼓舞士气。针
对部队和地方干部生活艰苦、体质下降、非战斗人员增
多，不利于创建根据地的实际，邓小平提出，除保持必要的机
动部队外，其余部队要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深入敌后区，以

解决粮食供应困难，缩小目标，减少敌人的偷袭，增加情报、

消息来源，掌握敌人动态。 要抽调有作战经验、有一定政
策水平的连、排干部，组成武装工作队，以打击小股敌
人和汉奸的活动， 宣传动员群众， 建立抗日民主地方政
权，搜集国民党中央军遗弃下来的作战物资，建立情报机构，

配合地方党和地主政权开展工作。 事实证明，邓小平稳扎稳
打的策略方法为重新开辟晋豫区指出了一条符合实际的正
确的道路。

从
1942

年
1

月底太岳南进支队和晋豫区党委进驻阳
城，到

1942

年
5

月底，经过
4

个月艰苦细致的工作，重新开
辟晋豫区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基本肃清了土匪和顽伪武装，

占领了有
20

余万人口的区域，组建并扩大了地方武装，恢复
建立了一些党组织。

永远声音指路明灯

� � � � 5

月
27

日，晋豫区党委在阳城县上河村召开县、营以上
军政干部会议。这是一次研究决定晋豫区大政方针的重要会
议。

邓小平指出：有武装就必须有政权，才能养活军队，以政
权组织形式才便利进行各项工作；要建立各种形式的群众组
织，广泛发动群众；要扩大统一战线，要正确运用党的统战政
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顽固派。 在接
敌区、敌占区要开展政治攻势，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减轻人
民的负担。 军事上多打一些小埋伏战斗，截击敌人运输的资
材、粮食。

邓小平《在中条区高干会议上的发言》，为正在探索重新

开辟晋豫抗日根据地道路的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指明了
方向。邓小平离开中条返回太行区后，于

6

月
17

日向中央北
方局详细报告了视察岳南、中条经过，并整理成更加详细的
《检查中条工作后之指示》。 中共北方局根据邓小平的报告，

于
6

月
30

日正式作出《对中条区工作的指示》。 晋豫区党委
认真贯彻落实邓小平及北方局的指示精神，在建党、建军、建
政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最终把晋豫区这块既有革命
传统的抗日根据地建设成为稳固的抗日大后方。邓小平所做
的抗日论断，激励着根据地军民抗击日寇，取得了一个又一
个胜利。

（据《河南法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