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钢铁走廊——全民族抗战的大动脉
□ 张秀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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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位于陕北
地 区 的 延 安 被 誉 为 “ 革 命 圣
地”，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领
导着人民革命战争迅猛发展。
与陕北毗邻的黄河对岸山西兴
县境内，有一个叫蔡家崖的地
方，驻扎着晋绥边区的首府，
也领导着晋绥边区人民英勇奋
战，拱卫延安；建党建政，改
善 民 生 ； 团 结 进 步 ， 共 筑 长
城，成为晋绥边区人民进行抗
日战争的火线堡垒。

兴县蔡家崖，位于现今吕
梁市区域的北部，晋西高原。
抗日战争时期，是晋绥抗日根
据 地 的 政 治 、 军 事 、 文 化 中
心，是晋绥边区党、政、军领
导机关和文化宣传教育事业大
部分单位的所在地，被人称为
晋西北的“小延安”。

1940 年 “ 晋 西 事 变 ” 后 ，
兴县成为晋绥边区重要的党政
军机关驻地。1937 年 9 月，八
路军挺进山西后，相继在山西
西 部 和 绥 远 地 区 （今 属 内 蒙
古） 开辟了晋西南、晋西北、
绥蒙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由于
当时根据地内仍有阎锡山政权
存在，这些地区只是建立了各
自党的领导机构且处于游击状
态，主要通过牺盟会、动委会
和其他群众团体开展抗日救亡
工作。“晋西事变”后，鉴于晋
西北已完全成为共产党领导下
的抗日根据地，中央决定，原
中共晋西南区党委和晋西北区
党委合并，在兴县建立晋西区
党委 （1942 年 8 月晋西区委撤
销，成立中央晋绥分局），由林
枫任书记，赵林任副书记，统
一领导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党务
工作。同时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山
西省第二游击区行政公署 （亦
称晋西北行署，1943年 11月改
称晋绥行署），由国民党元老续
范 亭 任 主 任 ， 牛 荫 冠 任 副 主
任，统一领导根据地的政权建
设。1940年 11月，晋西北军区

（1942年 9月改称晋绥军区） 在

兴县成立，由贺龙任司令员，
关向应任政委，统一领导晋绥
抗 日 根 据 地 的 军 事 斗 争 。 从
1940 年起至抗战胜利乃至后来
进行的全国解放战争，晋西区
党委 （晋绥分局）、晋西北行署

（晋绥行署） 和晋西北军区 （晋
绥军区） 一直驻扎兴县蔡家崖
村，这一区域成为晋绥抗日根
据地的战斗堡垒。

在这一光荣的区域，依靠
边 区 党 政 军 组 织 的 强 有 力 领
导，包括吕梁在内的根据地军
民在“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
领导的最高原则”下实现了党
的一元化领导。在开展对敌斗
争 的 同 时 ， 全 体 军 民 组 织 起
来，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展农
业 、 工 业 生 产 和 其 他 生 产 事
业，“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克服了财政经济困难；面对抗
日根据地的缩小、财政经济困
难，实行生息民力的“精兵简
政”政策；坚决执行统一战线

“三三制”政权政策，实行了民
主建设。团结一切抗日力量，
战胜困难，坚持抗战；实行统
一战线的土地政策，一方面减
租减息，一方面交租交息，团
结各阶层人民支持长期抗战；
开 展 整 风 运 动 ， 加 强 党 的 思
想、作风、组织和政治建设，
全党进一步团结起来，更好地
肩 负 起 领 导 抗 日 军 民 克 服 困
难、坚持抗战并夺取最后胜利
的历史重任；大力开展了拥政
爱民、拥军优属运动，进一步
密切了根据地党、政、军、民
关系，达到空前团结。从 1942
年 1 月至 1944 年 12 月，为表彰
各条战线上涌现出的先进人物
和模范，晋西北 （晋绥） 边区
先后在兴县召开了四届边区群
英大会，表彰了工人、农民、
妇 女 、 儿 童 及 干 部 劳 动 英 雄
1045 人，仅第四届群英会吕梁
区域内受表彰的人员即达 200
余人，占到全晋绥边区的三分
之一。1942年 10月之后，随着
晋西北临时参议会的召开和部
分县区村选、区选、县选工作
的开展，根据地政权建设走向

了正规化。在边区民主政权建
立后的几年里，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党、政、军、民一
齐 动 员 ， 把 军 事 、 政 治 、 经
济、文化各种斗争全面结合起
来，创建了晋绥边区模范的抗
日根据地。

由于边区党政军长期驻扎
和抗日武装力量的有力阻击，
使这一地区成为拱卫陕甘宁边
区和延安党中央所在地的可靠
屏障。日军占领山西之初，由
于山西与陕甘宁根据地隔河相
望，多次企图通过晋西北渡河
入侵陕北。1938 年 3 月，驻兴
县的日军 2000 余人，在飞机、
炮火的掩护下西渡黄河进犯陕
甘宁边区。我留守边区的中央
警卫六团在晋西北地区抗日武
装力量的策应下，沉着应战，
积极顽强地打击敌人，经过激
战，击退日军的进攻。至 1939
年底，日军对黄河防线共进行
了 23 次大小进攻，每次投入兵
力少则 2000 人，多达万余人。
我河防部队在主要防御点的兵
力最多为一个团，但我军依据
不同情况，机动灵活，紧紧依
靠两岸人民群众，一次又一次
地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保卫了
党中央在陕北的安全。1939 年
12月，“晋西事变”发生后，八
路 军 一 二 ○ 师 主 力 回 师 晋 西
北，反顽斗争取得胜利，整个
晋西北成为党领导下的抗日根
据地，大部队沿河部署，地方
游击队协同作战，有力震慑了
日军。

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晋
绥根据地抗日武装力量的有力
牵制和打击，日军始终未能跨
越黄河，进犯陕甘宁。晋绥根
据地的吕梁区域真正成为阻止
日军渡河西犯、保卫陕甘宁边
区和党中央的屏障。

抗日战争时期的史实告诉
人们，吕梁地区 21000 余平方
公里土地跨越晋西南、晋西北
两个抗日根据地，是这两个战
略基地的腹心地带，是令军事
家、战略家瞩目的地方。吕梁
不仅是华北抗日战争的主战场
之一，而且是全面抗战爆发后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
争最先开始、最先发展、最先
胜利的地方，是八路军挺进山
西 、 实 行 对 日 抗 战 的 “ 立 足
点”和发展抗战的“出发地”，
是重要的战略支点之一。如果
没有这样的山区抗日根据地做
八路军的战略基础，执行和完
成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提
供强有力的人、财、物支援，
就很难完成。就不会有山西抗
日游击战争的勃兴，就没有抗
日游击战争的光大发展，山西
的抗战将无法坚持，华北抗日
战争的局面也将无法形成，也
就难以坚持长期抗战直到夺取
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重要城镇
和交通要道被敌人占领，在延
安的中共中央与敌后各抗日根
据地的交通联络十分困难。背
靠 陕 甘 宁 边 区 的 晋 西 北 根 据
地，特别是吕梁地区成为延安
通往晋察冀、晋冀鲁豫、华中、
华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唯一比
较 安 全 的 通 道 。 通 过 这 条 通
道，及时准确地传送了党中央
机密文件、信件、重要书籍，安
全护送了过往人员，运送了大
量的重要军事战略物资，这条
地下秘密交通线在抗日战争中
发挥了巨大作用，被人们誉为
通往延安的“钢铁走廊”。

1941 年，抗日战争进入最
困难时期，日军为了破坏与切
断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联系，
加紧了对晋西南、晋西北的分
割、封锁。1942 年 1 月，中共中
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建立各根
据地秘密交通的指示》，指示各
根据地之间，必须建立通过敌
人封锁的秘密交通线，延安到
各个根据地应建立两条主要秘
密交通干线：一条由晋西北之
交城、文水到晋西南转山东、苏
北到华中；一条由原平到晋察
冀转冀中、平西及冀东。根据
党内交通工作的实际要求，晋
西区党委和晋绥军区经过周密
的 组 织 侦 察 ，决 定 开 辟 了 北 、
中、南 3 条秘密交通线。北线：
由兴县，经过岚县、静乐、忻县、
崞县到晋察冀边区的北岳二分
区；中线：由兴县，经过临县、方
山、交城、清源、太原（县）、徐
沟、太谷、祁县，进入晋冀鲁豫
边区的太行二分区；南线：由兴
县 ，经 过 临 县 、方 山 、交 城 、文
水、汾阳、平遥，进入晋冀鲁豫
边区的太岳一分区。这三条秘
密交通线交汇于兴县，由兴县
向西从黑峪口过黄河，经佳县、
吴堡、绥德、清涧到延安。后来
的实践证明，中央和各根据地
的领导干部过往和战略物资转
运多数通过吕梁境内的南线和
中线来完成。

由于敌情的千变万化，地
方党组织的周密部署，军队和
地方武装的密切配合以及正确
通过方式的选择至为重要。以
护送重要干部过往为例，需要
根 据 具 体 情 报 确 定 不 同 的 方
式：或公开的武装接送；或经过
化装半公开地由交通队护送；
或秘密地在群众掩护下由交通

站转送。公开掩护、护送是交
通员沿途侦察、警戒带路，在日
伪据点附近设伏警戒，掩护通
过 ，直 到 将 护 送 人 员 、重 要 文
件、战略物资送到友邻军区边
沿设立的分区交通站，进行交
接后才算完成任务。秘密护送
是通过地下党的关系，事先联
络好，对过往的首长、干部进行
各种化装：或化装成经商者、病
人、探视者，或化装成医生、伪
官吏等，持以合法证件，以合法
手段乘坐汽车、火车、马车等交
通工具通行，而且事先利用秘
密关系或关卡检查人员予以掩
护放行。交通队员从护送出发
到沿途接头、到达目的地交接，
沿途不与被送者同行，但须始
终在沿途两侧或附近担任警戒
和掩护，发生突发事变时，随时
上 前 处 置 ，掩 护 目 标 脱 离 险
境。派部队武装护送是大部队
或重要负责干部过境，由所在
军分区首长率部队护送，这时
交通队仍担负沿途侦察、带路、
架桥、联络和警戒任务。

抗日战争时期，吕梁军民
突破敌人的分割、封锁、包围，
通过这条“钢铁走廊”接送数以
万计的干部安全到达目的地。
吕梁境内的晋绥八分区接送了
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德怀、
刘伯承、陈毅、罗荣桓、杨尚昆、
陆定一、陈赛、蔡畅、徐特立等
许多中央领导人和党的重要干
部，还接送了相关的抗日团体
人员、朝鲜独立同盟人员、美军
联络人员、日本工农学校学员、
一部分国际友人和国内民主人
士等，共达 2852 人。吕梁境内
的晋绥三分区接送了聂荣臻、
彭 真 、罗 瑞 卿 、程 子 华 以 及 联
大、抗大师生以及相关部队、机
关工作人员、国际友人等，计一
万余人，还运送了延安和各根
据 地 之 间 往 返 的 许 多 重 要 文
件、书籍、枪支、弹药、药品、医
疗器械、通讯器材、布匹、棉花
等 军 需 物 资 1000 余 吨 。 1942
年赴延安参加整风的各根据地
干部和 1945 年赴延安出席“七
大”的各根据地代表，也都是吕
梁 区 域 内 军 民 安 全 接 送 过 境
的。吕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
完成干部接送、物资转运和秘
密文件传递等任务作出了重大
贡献，人民群众宁愿牺牲性命
也要保护好过往干部、交通人
员。一些执行掩护任务的群众
和战士，为交通联络工作的完
成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
们永远活在人们记忆中。

吕梁秘密交通线——
通往延安的“钢铁走廊”

兴县蔡家崖——
晋绥人民抗日的“火线堡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