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民族危亡关头凝心聚力

我党在山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故事
１９３７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华大地
烽烟四起。 日本侵略军很快侵占北平、天津等
重要城市，并向华北腹地大举进攻，国民党军
队的抵抗屡战屡败， 大片国土沦陷于日寇铁
蹄之下。 同年

８

月
１３

日，日本侵略军又在上
海燃起战火，淞沪会战爆发。

“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 中华民族危急！ ”

当年夏秋之交， 八路军三大主力师东渡
黄河，经“山西王”阎锡山的许可，在侯马乘坐
火车，经太原依次抵达山西抗日前线。

八路军
１１５

师日夜兼程挺进山西后，于
９

月
２５

日取得平型关战役的胜利， 打破了
“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全国军民
的抗战斗志。

１２０

师取得雁门关伏击战的胜
利，

１２９

师取得夜袭阳明堡机场、 炸毁敌机
等一系列辉煌战果，适时地打击了日军的嚣
张气焰。

这些辉煌的胜利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对阎
锡山的统战工作。

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杨云龙介绍，

从红军自身发展、山西战略位置的重要性、以
及当时阎锡山“守土抗战”的主张考虑，红军
东征后，毛泽东不断致信阎锡山及其部下，要
求“密切合作，共挽危局”。

“随着日军染指绥远， 步步紧逼山西，阎
锡山召开会议征求意见，结果

３１

票对
７

票形
成决议，赞成联合红军抗日。 ”杨云龙说，根据
阎锡山的转变，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驻太原，

同阎锡山进行直接、经常的联络。

１９３６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彭雪枫被派到太原，

向阎锡山表达了红军愿与晋军联合抗日的真
诚愿望，并在首义门“基督教青年会”六号院，

建立了秘密联络站；

１９３７

年
３

月，为方便使用
电台， 彭雪枫用化名和假身份在太原新满城
街租了一套四合院，对外称“彭公馆”；随着红
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为满足
人员增加后的办公住宿需要， 八路军办事处
迁址到坝陵南街成成中学原址，

８

月
３０

日挂
牌办公。

彭雪枫等人在太原作报告、搞演讲，大力
宣传抗日游击战争思想， 还接待了来到办事
处的各界慰问团及《大公报》《战时画报》等中
外记者。 从四面八方来到太原的热血青年经
他和办事处的介绍走上了抗日前线。

１９３７

年的太原， 成为华北抗战基础最好
的地区，成为华北救亡运动的中心。

杨云龙说，七七事变后，我党多次指派彭
雪枫、 周小舟等与阎锡山商谈红军开赴山西
抗日前线协同作战问题。 同年

９

月，中共中央
代表周恩来等人抵达太原。 在彭雪枫陪同下，

周恩来等人与阎锡山交涉谈判， 在八路军活
动区域、作战原则、指挥关系等问题上达成广
泛的一致。

“当时蒋介石让八路军到河北去，但毛主
席坚持到山西，阎锡山不仅同意了，还让八路
军坐火车、给八路军配枪。 ”杨云龙说，山西是
八路军总部和三大主力师所在地， 是党领导
华北抗战的指挥中枢。 如果没有统战工作，八
路军开赴山西不会如此顺利。

如今， 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旧址只剩下三
间由太原市政府挂牌保护的历史民居。

山西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较早实践
的地方。 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和推
动下，

１９３７

年
９

月，广泛团结全中国爱国力量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成为引导全
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一面旗帜。

（据新华网）

参加长征的国民党军中将是谁

自
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起，中央红军、红
２５

军、 红四方面军和红
２

、

６

军团先后撤离
各苏区，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在红军
长征的队伍中， 竟然有一位国民党军中
将师长，也走过了千山万水，来到陕北。

他就是国民党鄂军纵队司令兼第
４１

师
师长张振汉。

别看张振汉只是个师长， 资历却很
老。 他

１８９３

年出生，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
学校第二期炮科，

１９３０

年率部参加蒋冯阎
中原大战， 因立下战功于次年擢升第

４１

师师长，授中将军衔。

１９３５

年，他奉蒋介石
之命参加“围剿”湘鄂川黔苏区，自恃人多
枪多、装备精良，多次扬言要“亲手抓住贺
龙”， 谁知却在忠堡战斗中成了贺龙的阶
下囚。

当张振汉被押到贺龙面前时，贺龙笑
着说：“老张啊，我们又碰到一起来了。 你
不是要活捉我这个‘贺匪’吗，今天到底谁
捉了谁？ ”

受伤被俘的张振汉觉得自己必死无
疑。 正当他绝望之际，贺龙却说：“此人不
杀，先给他治疗。 ”

张振汉无比惊讶。 当时红军缺医少
药， 却拿出宝贵的药品给张振汉治疗，红
军将士吃的都是粗粮咸菜，唯独给张振汉
开小灶、吃细粮。

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等还亲自
向张振汉解释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启发
他的觉悟，使他的思想发生很大转变。

不久，红军围攻龙山城。 在红军强大
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面前， 龙山西、北
两面城外固守碉堡的敌军投诚，而东面的
敌军仍坚守待援。 这时的红军已经从国民
党军手中缴获了几门山炮， 但炮弹不多，

而且射击技术又不熟练。

贺龙沉思后说：“就那么几发炮弹，要
一发顶十发用，弹无虚发才行。 ”他和任弼

时商量后，把张振汉找来。

张振汉在保定军校学的就是炮兵，操
炮水平自然不在话下。 他愉快地接受了任
务，瞄准

１０００

米外的碉堡，只用两炮就把
它摧毁了。

几天后，张振汉见到贺龙，鼓起勇气
提出想要回汉口与家人团聚， 以后永不
在军队任职。 “你丢了

４１

师，回去老蒋会
放过你？ ”听了这个要求，贺龙劝道，“你
是难得的人才， 能不能留下来当红军学
校的教员？ ”

看到红军将领几次三番亲自请自己
讲课， 张振汉觉得于情于理已经无法推
辞，只好答应先去试试。

８

月， 张振汉担任红军学校高级班的
战术教员。 萧克、王震等人有时也会到课
堂上，听张振汉讲课。 他把自己的军事知
识和作战经验全部奉献出来，成为当时红
军学校中公认的高水平教员之一。

“我以兼校长身份请张振汉到红军学
校当战术教员，并亲自与高级班学员听他
讲课。 ”萧克曾回忆，有人问，打败仗的人
怎么教打胜仗的？ 他认为军事技术没有阶
级性，一般战术原则，如行军、组织战斗、

协同动作以及利用地形地物等都是军事
科学，不管红军白军都要用。 至于运用得
如何，则取决于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政治
目的以及不同的战略指导思想。 打败仗的
人还可以从反面来进行教育，张振汉就举
了他自己同红军打仗以及军阀混战的战
例来说明一些原则。

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张振汉跟随红
２

、

６

军团长征， 并享受红军高级干部的待
遇，配有一匹骡子，成为唯一一位参加长
征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

过雪山时， 因骡子失蹄滚下山谷，张
振汉腿骨骨折，全身多处受伤。 红军战士
手拉手冒死将他救出来，并用担架抬着他
走完了雪山中最为艰难的一段路程。

因为长征，这位国民党军中将更加深
刻地认识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与旧军
队的本质区别，亲眼目睹了红军官兵英勇
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心灵上经受
了震撼和洗礼，自此全身心地投身革命。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在延安接见
了张振汉， 劝他回国统区做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工作。 经过反复思考，张振汉接
受了党的安排。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
《西行漫记》一书中写了张振汉离开延安
的一幕： “周恩来和其他人请张振汉吃
饭， 为他送行。 周恩来还握着张振汉的
手，叮嘱他为抗日奋斗。 ”

返回国统区后，张振汉不辱使命，为抗
战、为我党做了大量工作。

１９４９

年
３

月，张
振汉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参加了湖
南起义。 新中国成立后，张振汉先后任长沙
市人民政府委员、副市长，湖南省政协常委、

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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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振汉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