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战背景

1941

年
9

月
－10

月间，驻
山东日军集中

5

万兵力， 在第
12

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指
挥下， 准备对沂蒙山区抗日根
据地进行“扫荡”。以第

32

师团
和独立混成第

10

旅团置于新
泰、蒙阴、平邑、费县地区；以第
21

师团、独立混成第
5

、第
6

旅
团置于沂水、 莒县地区； 以第
17

师团主力、 第
33

师团一部
置于临沂地区。 日军企图首先
构成对临沂、沂水、蒙阴三角地
带的封锁；尔后，以多路、多梯
队进行分进合击， 形成对沂蒙

山区的“铁壁合围”，消灭在这
一地区的八路军部队， 摧毁沂
蒙山区抗日根据地。

10

月初， 中共中央山东分
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 根据日
军增兵山东的动向， 判断日军
有集中兵力、 以沂蒙山区为中
心进行长期“扫荡”的可能。 于
是指示全区党政军民紧急动员
起来，做好反“扫荡”的一切准
备工作。在反“扫荡”作战中，第
115

师和山东纵队由第
115

师
代师长陈光和政治委员罗荣桓
统一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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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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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蒙山反扫荡战役

撤退与反击

12

月上旬以后为撤退与
反击阶段。

12

月
8

日太平洋
战争爆发后，日伪军除留少数
部队在根据地继续“扫荡”外，

主力陆续从沂蒙山区撤出。

12

月
23

日， 敌主力开始分路撤
退。 第

115

师、山东纵队各部
一面截击、 尾击撤退的敌军，

一面袭扰留在根据地内的敌
人，破坏交通，拔除据点，收复

朱满、蒋庄、大桥、马牧池、岸
堤、河阳等据点数十处。 至

28

日，基本恢复了沂蒙山区根据
地，历时

50

余天的反“扫荡”

战役宣告结束。

1941

年
11

月至
12

月， 中国八路军第
115

师和山东纵队在山东省
沂蒙山区进行粉碎日伪
军大规模扫荡作战，共
歼灭日伪军

2200

余
人， 保存了有生力量，

坚定了沂蒙山区抗日
根据地。

合围与反合围

11

月
2

日
－12

日为合围与
反合围阶段。

11

月
2

日，蒙阴、

沂水、莒县之敌首先行动，以大
纵深包围战法， 于

4

日晨突袭
驻蒙阴东南马牧池的山东纵队
指挥机关。 山东纵队机关在警
卫部队掩护下， 分散向东转移
至沂水西南的南墙峪。 敌尾追
合击而来， 经激战又转移至新
泰西南之石莱一带， 跳出了敌
人的合围圈。

5

日黄昏，临沂、

费县、太平邑、蒙阴、沂水、莒县
等地日伪军出动

2

万余人，采
取“铁壁合围”的战法，在

7

架
飞机、

10

辆坦克配合下， 分
11

路向临沂以北的青驼寺、孙祖、

留田一带进行合围， 企图聚歼
中共山东分局和第

115

师师部
等领导机关。 同时在沂河沿岸
和津浦路有关地段部署重兵，

防止向东突围和向西转移。 分
局和师部机关于

4

日晚由青驼
寺转移到留田牛家沟， 仅有一
个营的警卫部队。 在危急关头，

罗荣桓召开领导紧急会议，综
合各种情报，集中大家意见，决
定向西南方向突围。 入夜，罗荣
桓、 陈光亲率警卫部队和机关
人员

5000

余人向西南转移。 利
用夜暗， 迅速而秘密地穿过铁
山子附近仅有一公里半的间
隙，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接着
又从一个

2.5

公里的间隙中通
过了第二道封锁线。 由于组织
严密，行动隐秘，机关部队于

6

日拂晓没费一枪一弹， 就安全
转移到了

50

公里外蒙山南端
的护山庄。当时随军突围的国际
友人、德国记者希伯曾撰文称赞
这次突围是“无声的战斗”。

“清剿”与反“清剿”

11

月
12

日至
12

月上
旬为“清剿”与反“清剿”阶
段。日伪军多次合击扑空后，

从
11

月
12

日起实行分区
“清剿”， 将沂蒙山区划分为
东、南、西、北四个“清剿”区。

在“清剿”区内遍设据点，修
筑公路， 挖封锁沟， 捕捉壮
丁，挨村挨户搜查，寻找主力
决战。 并在“清剿”区实行烧
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
策， 基本区内许多村庄被洗
劫一空或烧成废墟， 根据地
遭到严重破坏。

为打破日伪军的“清剿”，

保卫根据地， 山东分局和第

115

师， 一面令教导第
2

旅、

山东纵队第
2

旅主力继续在
外线滨海地区打击、 牵制日
军； 一面亲率山东纵队第

2

旅、抗大第
1

分校、蒙山支队
各一部，返回沂蒙山区，在内
线开展反“清剿”斗争。

11

月
14

日， 日伪军集中
7000

余
人， 反复合击蒙山西部地区，

山东分局与第
115

师师部及
时转移到费县东北的大谷
台。

17

日午后，敌又对大谷台
进行合击， 机关部队适时转
移至蒙阴东南的北村， 使敌
扑空。 分局和师部重返沂蒙
山区后， 立即领导军民开展

反“清剿”斗争。在垛庄、旧寨、

三角山、绿云山、李村等地伏
击、袭击、阻击“清剿”之敌。仅
师特务营十天之内就连战

7

次，歼敌
300

余人。 该营
9

连
在李村遭敌包围， 与敌展开
反复激烈的肉搏战，杀伤

300

余敌， 最后全连干战都壮烈
牺牲。

30

日，分局、师部领导
机关一部转移至大谷台以南
的大青山时， 又遭日伪军合
击，部分机关干部阵亡，国际
友人希伯在突围中殉难。 随
后，分局和师部机关再次转向
外线天宝山区；留在内线的部
队由山东纵队指挥。

作战结果

在近两个月的反“扫
荡”战役中，八路军第

115

师和山东纵队共歼灭日伪
军

2200

余人， 连同邻近各
根据地配合作战共歼敌
4000

余人， 攻克据点
160

余处。 这次战役，胜利粉碎
了日军妄图消灭山东领导
机关和主力部队、 摧毁鲁
中抗日根据地的狂妄企
图，保存了有生力量，坚定
了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

但抗日军民也付出了沉重
的代价， 部队伤亡

1400

余
人，群众被杀害和抓走

1.4

万余人，粮食被抢走
160

余
万斤。

（据长春图书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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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师、山纵第一阶段行动路线
日军各部第一阶段扫荡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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