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闻天，原名应皋，字闻天，取《诗
经》中“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
他曾当过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性格温
和，作风谦虚。他擅长于理论研究，对
经济工作感兴趣，曾在陕北、晋西北农
村搞调查研究，急切地想去为人民探索
一条发展经济、翻身致富之路。

那还是 1942年 1月，时任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张闻
天，率先以实际行动响应毛泽东在党内

《开展调查研究》的决定，率领中央党务
研究室雍文涛、薛光军，中央政治研究
室曾彦修，中央财委尚明、徐羽，中央研
究院马洪、薛一平、许大远等 10人，组成
延安农村调查团，来到兴县进行了为期
120多天的调查研究。

张闻天一行是 2 月 18 日从延安出
发，到达陕北神府县后因兴县战事吃
紧，便暂时在贺家川村着重调查农村生
产力问题。4月 22日，调查团从贺家川
上游的盘塘村渡河到达晋西区党委所
在地——兴县碧村。经过商量，选定靠
近黄河的碧村和任家湾为调查试点，张
闻天住在任家湾。张闻天住在农民家
里，身穿布衣，和蔼可亲，经常晚上和房
东促膝交谈，白天去九龙湾枣林地和老
乡一同劳作唠家常。

晋西区党委派出区委宣传部长张
稼夫同志带领 20 名区委机关干部，协
助调查团开展工作。张闻天亲自拟定
了 11 项调查内容，对农村阶级关系变
化、农民土地占有和农村经济借贷情
况，农民饲养的牛、驴、骡、马和猪、羊、
鸡等家畜家禽逐年增减情况，农民逐
年经济收入以及生活水平提高降低情
况，进行详细周密的调查研究。他要
求各调查小组将抗战前三年到 1941 年
底的各项调查内容列表分析，写出调
查报告。

张闻天坐镇任家湾村，指导整体调
查研究工作，并参与任家湾及相邻碧
村、张家湾另外两个自然村的社会调
查。张稼夫带领的调查小组驻黑峪口
村，兼顾桑娥、花园沟等 3个自然村的调
查工作。段云协助马洪等进驻高家村，
调查西坪、高家村、赵家川口等自然村
的情况。其余人员在小善、大善等村庄
进行调查。

期 间 ，张 闻 天 同 志 还 为“ 七 月 剧
社”作了“关于传统戏曲形式如何为现
实服务”的报告，精辟地论述了继承与
发展的关系。大家听了报告，如沐春
风，倍受启发。会后，张闻天又约剧团
的万一、冯松、叶石、郭沐林等几个同
志到碧村，座谈了解各自家庭土地占
有及经济状况。张闻天同志居高位而
没有官架，学识渊博而没有傲气，为人

谦和，谈话随意，很富有理论素养和谈
话艺术。末了，他说：“你们从事的这
项工作极有意义。世界上任何一种成
功的艺术，都植根于自己的民族。当
然可以吸收外国的东西进来，但必须
取其精华，为我所用，而不是取代我们
民族自己的艺术，”“你们是一棵艺术
之树，必须把根扎在人民群众之中，扎
在民族和民间艺术之中，懂得人民生
活，学会大众语言，不要停留在表达一
种愿望上，要创造形象化故事。只有
这样，才能开出人民喜爱的花朵，结出
群众爱吃的果实。”张闻天同志又一次
的谈话内容，由叶石团长传达全团后，
人们好像从迷茫中豁然开朗，分歧得
以消除。全社人员精神振奋，迅速掀
起了向民间艺术学习的热潮。

就是这样，张闻天利用各种机会、
各类人员开展调查，获取的各种资料累
计达 200万字，可以说是内容丰富，史料
翔实，记录完整。这些泛黄的麻纸资料
现存兴县档案馆。张闻天对此充满极
大兴趣，每当夜深人静，繁星在空，他披
衣揽卷，细阅资料。1942 年 9 月 10 日，
调查团结束了对兴县的调查工作，张闻
天亲手写成了《兴县二区十四个村的土
地问题研究》。1942 年 9 月下旬，张闻
天带领延安农村调查团离开兴县返回
延安。

这份调查报告，是中共历史上继毛
泽东上世纪 20 年代湖南农民运动的考
察报告之后，又一次相当重要的社会调
查，为我们党研究中国近代史、经济史
和制定土地改革总路线、总政策，提供
了一份宝贵的依据资料。从另一个方
面讲，这也是抗战时期中共最高领导人
亲自进行的一次在农村的社会调查，具
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理论意义，对各个
解放区即将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有很
强的指导性。

“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熬一宿；初
一初二扭一扭”。这是人们对春节的美好
期盼。然而，1942 年的春节，兴县的老百
姓是在动荡不安、高度紧张的氛围中度
过，晚上睡觉都非常警惕。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军偷袭珍珠港，
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驻扎在晋西北的日
军第九混成旅团调走，华北敌军有所减
弱，为扩充兵员和物资，从腊月初开始，
日军第 16混成旅团和第三混成旅团一万
多人，对兴县、临县、保德等地区连续进
行扫荡，仅在兴县，群众被抢走和烧毁粮
食 72 万斤，掠走和杀害群众 593 个，拉走
和 屠 杀 猪 羊 12000 余 头 (只 )，烧 毁 门 窗
5200 副，房屋 630 间，宰杀和拉走大牲畜
45头。

一晃，又到 1942年 5月。经过战斗洗
礼的八路军 358旅 716团，驻扎在兴县城东
50里地的界河口一带休整。5月 13日，部
队岗哨接连收到情报：东南方向驻岚县寨
子、东村的日军村川大队，连日来大肆拉民
夫、抢骡马，准备进犯娄烦镇。716团急忙
向旅部报告了这一情况。120师参谋长周
士第、358旅旅长张宗逊认为娄烦是静乐县
的一个小镇，只驻扎着我少数部队，要取娄
烦，日军何必如此兴师动众？综合分析后，
认为日军可能就是摆出“迷惑阵”，明犯娄
烦，暗取兴县，指示 716团加强对岚县方面
敌军的警戒，其他部队做好战斗准备。

果然不出所料，5 月 14 日 13 时，日军
独立第 16混成旅团第 85大队大队长村川
大佐，率横尾、稻田等五个中队 700余人，
由东村出发经寨子村、郭沙沟村沿岚兴公
路向兴县急进。黄昏前，八路军侦察警戒
部队先后在吴家沟和杂石沟阻击敌人。
日军因企图暴露，随即避开八路军主力，
于 14 日夜宿大蛇头村，15 日拂晓绕道进
至界河口西南 6公里处李家庄高山密林隐
蔽集结。当日，八路
军 120 师 358 旅奉命
以少数兵力监视其行
动，工卫旅在兴县附

近集结待机。同时，兴县城内机关、学校
和居民都暂迁城外，实行坚壁清野。各机
关、部队和兴县各村严防敌人袭击。

这个日军村川大队长，曾参加过日俄日俄
战争，颇有谋略，到晋西北两年时间，，没有没有
吃过大亏，被称为“晋西北通”，自称是是““游游
击战专家”，号称“常胜将军”。17日拂晓日拂晓，，
日军侵入兴县城，却发现这里已是一座空是一座空
城。村川发现形势不妙，估计原路已被截路已被截
断，在城内只停了三四个小时，就匆忙撤匆忙撤
到城东南 16里地的白家 ，企图沿东南山南山
路逃跑。结果，被我工卫旅、兴县游击大大
队和民兵阻击，行动迟缓。当天下午，716
团派到宁武背粮的第 2营和 3营战士也于
岢岚赶回参加战斗。

5月 18日拂晓，朝霞给群山镀上了一
层金辉。在二京山埋伏了一夜的 120师官
兵顿时活跃起来，个个摩拳擦掌，准备投
入战斗。10 点多钟，战斗打响，交战异常
激烈，敌死伤过半，日军在突围中村川大
佐被击毙，其余通过二京山，向东南突围
逃跑至田家会。我先头部队工卫旅一部
在田家会西北高地与敌交锋，716 团第 2
营在崖窑湾北梁与敌展开激战，第一营抢
占了田家会西北制高点，第三营迂回到田
家会西南高地，再次形成围敌态势。19日
下午 6 时 30 分，我军发起总攻，突击队员
们冒着狂风，迎着飞沙，像怒不可遏的洪
流，从四面八方涌向田家会。枪声、喊杀
声，压倒了狂风的呼啸，震撼着山谷。日
军自进入我根据地以来，便处于“老鼠过
街，人人喊打”的困境。他们吃不饱、喝不
足，又遭八路军阻击、包围、追赶，疲惫不
堪，毫无斗志，便固守待援。八路军官兵
也因营养不良，半数人患夜盲症不能参
战，遂停止攻击。

19 日凌晨，日军乘夜色钻出包围圈，
我军当即追击，于上午 10时将其包围在田
家会村。战斗中，日军中队长横尾腹部受
伤毙命，多田受重伤，残兵已失去指挥，乱
成一团，完全丧失战斗力，鬼哭狼嚎，像绿
头苍蝇，四散五乱，大多被消灭。

据 1942年 6月 2日解放日报发表的周
士第撰写的“田家会大捷”报道：“这次战
斗历时 7 天，我军获得的战绩：俘虏日军
24人，伪军 21人，夺取牲口 155头，马 355
匹，缴获山炮 1 门，轻机枪 6 挺，重机枪 2
挺，长短枪 57支，掷弹筒 5个，炮弹 500发，
掷弹筒弹 250 发，战刀 4 把，军用品甚多。
群众缴获不在此数内，敌遗尸 200 余具。
此次奔袭兴县之敌 700余全部被歼灭，漏
网者不过二三十人而已。”尤其是残杀兴
县人民的凶手村川、横尾被击毙，他们终
于在兴县找到了自己的坟墓。

田家会战斗中，县委发动肖家湾、龙
尾 、杏花咀、交楼申等地民兵，组织了
400 多副担架，随军运送伤员。杏花咀只
有 30 多户人家，在抗联主任王崇泰带领
下，一次为战士们送去 50 多担窝头、油
糕和米汤。李家塔村接收了驻村 120 师
27 团的 20 个伤员，其中有个战士不幸中
弹，失血过多，已昏迷不醒，加之嘴上又
受伤，吃不下饭，村妇救会主任白秀英看
到战士伤势严重，烧水做饭已来不及了，
急中生智，毅然将乳汁滴进战士嘴里，流
进战士干渴的喉咙。她还发动全村哺乳
妇女轮流挤奶喂战士。这位战士慢慢苏
醒了，得救了。经过半个月的精心呵护，
痊愈后的战士恋恋不舍告别恩人，重返
部队。一个个农家妇女，在恶魔和死神
面前，敢于冲破旧的习惯势力，向正义敞
开胸怀，用自己的
乳汁喂养子弟兵，
这 是 兴 县 老 区 人
民的慈母胸怀，是
感 天 动 地 的 民 族
大义，是震撼中华
民 族 灵 魂 的 千 古
绝唱，是晋绥儿女
用 鲜 血 和 生 命 演
义 的 一 曲 吕 梁 军
嫂之歌嫂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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