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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阵阵。漫山遍野的青纱帐，处处是青绿青绿的棒子，血
红血红的高粱，在金色阳光照耀下翻波逐浪！

在一个“战地黄花分外香”的金秋季节里，我们一行人驱车从
河北省灵寿县城关出发，向西北方向行约40分钟，便来到抗战初
期，我英勇八路军全歼日寇水源旅团的“陈庄歼灭战”战地——陈
庄镇。当我站在镇外郊野远眺这翻波逐浪的青纱帐时，脑海里情
不自禁地叠印出当年晋察冀军民英勇抗击日寇的一个个镜头：八
路军出征抗日、八路军平型关伏击日寇、雁门关我军民焚烧日军
军车、阳明堡机场被炸飞的日军飞机、冀5团团长陈祖林和政委肖
锋率部奇袭陈庄……

历史不是易碎品，因为它有记忆。
陈庄战斗，全歼日寇水源旅团，是八路军1937年平型关大捷

后第一个大胜仗。陈庄大捷，因某种原因，少有宣传，鲜为人知。
但是八路军将士血战日寇、有我无敌、雪我国耻、壮我国威的光辉
业绩，却永垂史册！

日本侵略军从1939年3月起，对我晋察冀边区先后进行疯狂
的“扫荡”。9月，驻石家庄日军独立混成第 8旅团旅团长水源义
重少将，侦知我晋察冀边区党政机关和120师后方机关、抗日军政
大学总校、抗大第二分校、华北联大等单位，均集结于边区南部重
镇——河北省灵寿县陈庄，遂以陈庄为目的地，对我发起“秋季大
讨伐”。120师贺龙师长和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决定抓住战
机，设伏歼灭水源旅团。陈祖林、肖锋率部诱敌，敌人没有上钩。
中秋深夜，水源使用所谓“牛刀战术”，亲率旅团越过冀5团防线，
直扑陈庄，妄图歼灭我陈庄各部及党政机关。贺、聂首长识破水
源伎俩，对其“牛刀战术”反其意而用之，指挥 358旅 716团、独立
第 1旅第 2团、独立第 1支队及冀 5团等部队联合作战，经过一场
浴血拼杀，全歼突袭陈庄后企图逃窜的日军第 8旅团。前后 6天
的战斗，创造了击毙包括水源少将在内的日军官兵1500多人的不
凡战绩，被誉为“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中敌后的模范歼灭战”、“抗日
战争史上的经典之战”。

对这样一个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战例，我在1990年春节看望
老首长肖锋将军时，才有了初步了解。当时，这位在陈庄战斗中
多次受到贺龙、聂荣臻首长表彰的勇将，动情地给我讲述了这一
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战斗经过，并殷切地嘱咐我要写一写它。

肖锋颇有感慨地说：“陈庄大捷的辉煌战果，足可与平型关大
捷媲美。单就作战规模、消灭鬼子数量、击毙敌军少将等来说，还
略胜一筹，对于当时壮国威、扬民气，粉碎国民党反共、分裂势力
诬我八路军敌后根据地‘游而不击’的谣言，起到了重大作用。但
长期以来，因林（彪）贺（龙）不和，且抑贺扬林，只能突出宣传林彪
指挥的平型关大战，于是陈庄战斗也就被压住，不能得以宣传。
至今贺老总已被害死，林彪也摔死了，党的实事求是作风也回来
了，也该宣传宣传陈庄战斗了！”

正是缘于肖将军的这一庄严嘱托，我终于在肖将军去世15年
后的2005年秋天，踏上了寻访陈庄战地的旅途。临行前，我特意
到北京军区档案馆，查找到了肖将军当年的“陈庄战斗”战地日
记。其中，9月 27日的日记写道：“……正甜睡时，忽接唐参谋长
电话……随即派兵查清情况，并报分区。9时二营告，石家庄敌确
路过燕州，把我哨兵打死。有逃出来的一个民夫称，敌有3000余
人，已袭击陈庄大川，想搞抗大和120师师部。水源‘牛刀子专家’
好大胆，真钻心呀，看下着棋吧……”

“牛刀子专家”水源义重是一个十分残忍的日军高级指挥官。
他率部于27日拂晓占领陈庄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28日拂晓，撤
离前放火烧了陈庄……另一方面，水源又是一个以熟读兵书的儒雅
表象包裹起来的“儒将”。他诡计多端，对我军战术颇有研究，在指挥
作战中常常会针对我军的作战特点使用一些怪招，比如在这次“秋
季大扫荡”进犯陈庄时，就是使用了所谓的“牛刀子”战术，乘夜暗在
汉奸王真妮和谢进荣的带领下突袭成功的。“牛刀子”战术是指针对
八路军的战术反其道行之的迂回战术。

这天下午，我们按照在《灵寿县陈庄战斗经过要图》中标注的
作战路线，来到慈河上游岸边的芦苇荡边。当年，水源旅团正是
以茂密的苇丛做掩护，沿着慈河退却的。当时，日军从陈庄撤离
后，有两条退却路线，即出陈庄往东，沿慈河一线，是条大路，可直
达县城边的慈峪镇；往东南方向，即水源旅团来时突袭走的小路，
亦可直抵慈峪镇。水源的主力退却时到底走哪条路，我军贺师
长、聂司令等将领与日军水源义重等指挥官，展开了一场斗智斗
法的较量。水源揣摩了我军意图后认为：大路好走，距离短又有
部队接应，贺、聂会看到这点；来时我们从小路偷袭陈庄出奇制
胜，殷鉴在前；过去我们都是从原路返回，这次何必放着大路不走
走小路呢，这一点贺龙也应该想到。因此，他一定会在大路方向
布重兵，而我却用小部分先头部队先出东南走小路，造成从原路
返回的假象，诱使贺龙兵力分散南撤，而我大部队则突然从大路
悄然撤走！正当水源洋洋得意于自己的“牛刀子战术”之时，贺师
长和聂司令经研判后认为，既然过去我们多次在日军回撤的原路
上设伏，他们多次吃亏，这次他们可能会有所改变。水源在既弄
不清我军的意图、又搞不准我军主力的位置，也得不到大部队接
应的情况下，不敢从原路返回，必会走大路、取捷径，企图在慈峪
日军的接应下，从东南大道向灵寿逃走。为此，贺师长、关政委等
首长在横山岭跌骨岩一带设了一个口袋，“请君入瓮”，在八路军
11个团的全力围歼下，水源旅团全军覆没！

肖锋日记载：“9月 30日，晴，午前，敌机盘旋，石家庄援敌到
灵寿。水源旅打得差不多了，援敌无望。贺、关决定今晚总攻‘亚
5团’加‘亚6团’一营，由南向北夺取横山岭，独一旅东西堵击，冀
5团从破门口向北攻，晚9时发起总攻，力争今晚结束战斗。白天
要死守抗击敌突围，又要准备晚总攻。政治处深入火线紧张动
员，要8、1、5、12连勇气十足，非打好这仗不可，硬要活捉水源这个

‘牛刀专家’。午后，我同陈祖林团长，从破门口回指挥所时，刘道
生政委来现场。下午 5时，在 15架敌机掩护下，敌分数路向破门
口、湾子里北上突围，敌反复在破门口杀出血路。康银寿、邓士鈞
等英雄连长带领战士跳出战壕，在南山同敌展开肉搏战，满山遍
野是缴枪不杀的喊声。日本鬼子总是‘斯拉斯拉’地猛烈扑过
来。我各连同敌兵绞杀在一起，敌营垒里有我，我阵地中有敌，反
复撕杀，刺刀彤红，枪声惨烈。死伤敌横七竖八，乱叫乱喊。战士
们枪打坏了，就用石头砸；子弹打完了，就抱住敌人用牙咬！至天
明陈庄歼灭战胜利结束。听说水源是被我重机枪教员钟奇同志
击毙的。”其景其情，如在眼前！

追忆陈庄大捷
陈惠方

编者按：70 年过去了，抗日战争这段

交织着血与火的历史依然牵动着无数人

心。抗日战争是对民族精神的一次检验，

特殊年代里迸发的血性和风骨至今仍令人

感佩。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本版刊发一组抗

战题材作品，重温那峥嵘岁月。

南歌子·渤海抗日英烈传（外一首）
林 峰

岭上烟尘暗，关前白日残。
城头遥望泪欲潜，莫问英雄一去几时还。

杀气连云卷，刀光带露寒。
壮心百战未离鞍，只为神州寸寸是家山。

咏海棠并赋抗战胜利七十周年

风送瑶芳天上来，杜陵韵染美人腮。
遥追七十年前事，曾有海棠带血开。

“七七事变”血溅红了天空
枪声，揭开了八年抗战
民族在舔舐伤痛
血变成了火
燃烧在冀北、华东……
复仇之剑最终化做胜利的彩虹

今天，我走在卢沟桥上

硝烟早已散尽
曾被烧焦的大地青草复生
但心仍在警惕着
觊觎战争的
军国主义幽灵
只有正视历史
世界的微笑
才会变得真诚

卢 沟 桥 情 思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张永生

抗日战争胜利这一天，北平市内
家家张灯结彩，北平市民个个眉开眼
笑，很多商店门口贴出了“庆祝胜
利”的标语，天安门前竖起了大型的
标语牌，上面写着“还我河山”4个大
字。

欢庆的锣鼓敲起来，燃烧的火把
点起来，喜悦的歌声唱起来，欢快的
秧歌扭起来，从灾难中走来的北平人
纷纷涌上街头，沉浸在欢庆的氛围中。

北平人认“角儿”，北平人喜欢看
京剧，京剧看的就是“角儿”。抗战时
期，北平人本身就是“角儿”，表现出
强烈的爱国心，誓死不向日寇屈服。
古 北 口 长 城 抗 战 是 在 北 平 发 生 的 ，

“12·9”“12·16”抗日游行示威是在北
平举行的，平西、平北、冀东根据地
抗日的熊熊烈火是在北平远郊点燃的。

齐白石是位有风骨的国画大师，抗
日战争时期闭门谢客，拒绝日本特务要
他加入日本国籍、去日本的利诱，多次
拒绝为日寇作画。日本人不断加压。最
后他无奈之下提笔画下4只螃蟹，然后
落款“看你横行到几时”的字样，日本
人看后气得直嚷“齐白石太顽固”。他大
义凛然地说：“齐璜中国人也，不去日

本。你硬要齐璜，可以把齐璜的头拿
去。”这就是“角儿”！

1938 年 5 月 13 日，国画大师张大
千在北平度过了难忘的200多天后，独
自一人离开了铁蹄下的北平。张大千
何尝不想与妻相守，儿孙满堂？但为
了不在日寇铁蹄下苟且偷生和被利
用，他义无反顾地出走，内心承受了
巨大痛苦，他还拒绝出任日本艺术画
院院长。他说：“我是中国人，不能留
下千古骂名，我宁死也不做汉奸！”这
就是“角儿”！

日伪当局为了粉饰太平，要求北
平梨园公益会出面组织京剧界义务表
演，为日军唱戏捐飞机。著名京剧艺
术家程砚秋坚定地说：“我不能为日本
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
人。献机义务戏的事，我宁死枪下也
决不从命！”

为此，程砚秋脱下心爱的戏袍，
到北平颐和园北面的青龙桥隐居，种
地务农。这就是“角儿”！

著名京剧艺术家余叔岩让请他唱
戏的日伪军一次次吃闭门羹。这就是

“角儿”！
著 名 京 剧 艺 术 家 梅 兰 芳 留 蓄 胡

子，息演8年。他是唱旦角的，留胡子
就是明志不为日本人和汉奸卖国贼演
出。为了达到罢唱的目的，他不惜给
自己打伤寒针，引起高烧，自毁身
体。他罢唱的 8 年正是人生的黄金时
期，8年的空白在艺术家的生命史上是
怎样巨大的损失！战争使他苍老了许
多。这就是“角儿”！

著名京剧艺术家杨小楼在古都沦
陷时，毅然息演，宣泄国仇家恨。他
说：“如果北平也怎么样的话，我这个
岁数了，我就托病不演。”铿锵誓言是
一代武生宗师最后的绝唱。这就是

“角儿”！
评书艺人连阔如拒绝在广播电台

宣传“大东亚共荣圈”“中日亲善”。
这就是“角儿”！

天桥相声艺人曹宝禄拒绝为日本
人唱赞歌……这就是“角儿”！

抗战时期北平有战事，北平人民是
有骨气的，北平抗战是全民抗战。国民
党爱国官兵、共产党八路军和英雄的北
平人民谱写了爱国主义的壮丽诗篇。

日本鬼子是被中国人民的全民抗
战打败的。抗战的胜利重振了国人信
心，重铸了民族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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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大批知识分子投奔延
安、投奔八路军。从延安到西安，不
通火车，还有敌人的追杀，可每天都
有成群结队的青年从四面八方冲破封
锁线奔赴延安。为什么大家争先恐后
投笔从戎？一方面有对日寇的民族仇
恨，好男儿志在报国，另一方面在于
当时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非常重
视，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爱护做得很
好。

抗战后期，在延安的知识分子有4
万多人。边区对知识分子的爱护不是
空喊口号，而是落在实处。一是让他
们有事可做。知识分子大多被安排到
延安创办的 30 多所专门院校工作学
习，比如作家丁玲、萧军、艾青、柯
蓝、刘白羽、陈学昭等人可以写小
说、诗歌、散文，歌唱家王昆等人可
以唱歌，音乐家冼星海、李德伦可以
作曲，演员崔嵬、欧阳山尊、石联
星、于蓝、陈波儿、胡朋等人可以演
戏，延安有文艺工作团，有战斗剧
社；二是对知识分子有较好的物质待
遇。比如通过有差别的供给制，专门给
知识分子稿酬。何干之教授每月有 20
元津贴，冼星海每月有15元津贴。15元
的数额并不大，但跟普通的战士相比。
已经是鸟枪换炮了，殊不知当时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每月才有10元津贴。

卡尔逊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位
杰出的指挥官，美国罗斯福总统的侍
从武官。1938年5月，卡尔逊第二次来
中国，主要目的是考察抗日群众运动
和国共合作的情况。他首先来到延
安，停留了 10 天，受到毛泽东、张闻
天的接见。

毛泽东建议卡尔逊到敌后根据地
看看，由刘白羽组织5个人陪同，前提
是必须有一个懂英文的人。刘白羽找
了欧阳山尊、汪洋、金肇野和林山，
一道陪同卡尔逊。这 5 个人都是大才
子：刘白羽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
会延安分会党支部书记、作家，会写
散文和小说；欧阳山尊是戏剧家，中
国戏剧的奠基人和北京人艺的创始人
之一，懂英文，可以当翻译；汪洋是
延安抗大二分校文工团副团长，艺术
家，会摄影；金肇野是记者，会写一
手好文章，还擅长书法、绘画、木
刻；林山是延安陕甘宁边区文协秘
书、延安鲁艺文学系研究室实习研究

员，民间文学家，从事敌后诗歌创
作。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临行前，毛泽东给他们临时起了
个名字叫“延安抗日文艺工作团”，不
仅亲切接见他们，还在一张白宣纸
上，亲笔写了一封给八路军总部的介
绍信，又给八路军各路将领开了“路
条”，隆重介绍这一行人。

有了这个“尚方宝剑”，工作团所
到之处都受到八路军各部队的热烈欢
迎。他们从延安沿黄河河套进入晋西
北，从晋西北来到冀西，从冀西转到
冀中，见到了贺龙、邓小平、萧克、
聂荣臻、彭真、徐向前、宋任穷等
人。贺龙看了毛泽东的介绍信后说：

“主席的话我们照办。”
在 艰 难 的 旅 途 中 ， 大 家 关 系 融

洽，风趣幽默。每到一地，都各施所
长，做调查，搞宣传，写报道，编
剧，组织群众，摄影，收获颇丰。卡
尔逊被他们的抗日热情感染，和他们
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聂荣臻爱才，看到这5个才华横溢
的小伙子打心眼儿里喜欢。他说，晋
察冀军区缺少笔杆子，你们能否留下
一个人给我们办报纸？大家一商量，
这个活儿非金肇野莫属，就把他留在
了晋察冀军区，创办《挺进报》。

工作团在敌后整整待了 85 天。访
问结束后，金肇野留在平西担任《挺进
报》主编，跟随白乙化在平西、平北打过
仗，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战地报道。为
了报道沦陷区的情况，他曾经深入到北
平、天津敌占区，写出了《夜袭卢沟桥》

《荒淫与无耻的总站》等文章。
上世纪 30 年代中国版画的复兴，

鲁迅先生功不可没，他为木刻在中国
的大地播下了种子。1935 年元旦，金
肇野奉“左联”之命，在北平太庙举
办全国木刻联合展览。在报刊上发表
启事后，收到一封来自上海的信，还
有 32 幅木刻作品，作者分别是陈葆
真、蓝加、李雾城、刘岘、何白涛、
张慧、罗清桢；同时寄来的还有一本

《木刻纪程》。来信署名何干。
这个何干究竟是谁呢？经唐诃辨

认，信是鲁迅寄来的。金肇野收到信
特别激动，给鲁迅先生写了两封回
信，一方面向他表示感谢，另一方面
向他汇报木刻展览的筹备经过，还说
北平买不到 《引玉集》，请鲁迅先生代
买一本。鲁迅立刻来到上海的内山书
店，托书店给金肇野挂号寄去书。金
肇野激动万分，精神上增添了无穷的
力量。他一鼓作气给鲁迅写了很多
信，鲁迅先生给他回了 17 封信，孜孜
不倦地培养他、点拨他。金肇野既是
一名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开拓者，也
是一名战斗在前沿阵地的新闻记者，
文笔特别好，战地报道堪称一流。有
他这个笔杆子，再加上张致祥的润
色，《挺进报》的文章特别有水平。

卡尔逊回国后，一直致力于中美
友好，亲华亲共，始终没有忘记曾经
陪同过自己的八路军朋友。

1987 年，卡尔逊的儿子专程来北
京看望当年陪同父亲的几个八路军才
子。他们在刘白羽家见面了，当时林
山已经去世，小卡尔逊热情地邀请4个
中国叔叔访问美国。那年，恰巧金肇
野生病没有成行，刘白羽、欧阳山尊
和汪洋应邀到美国访问。

卡尔逊和延安抗日文艺工作团的故事

抗战期间的北平名“角儿”

当年的欧阳山尊、刘白羽、金肇野、林山、汪洋（从左到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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