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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岚县岚城镇城内村，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建
筑，这里曾是岚县八路军 120师司令部旧址，如今
更是岚县统战文化、红色文化的地标，近百年来，
吸引了无数来此地参观的游客们敬仰的目光。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岚县八路军 120 师
司令部旧址，一起穿越到 87 年前，回忆当年发生
在岚城镇的，贺龙元帅与八路军战斗篮球队的一
段动人故事。

1937年 10月，120师师长贺龙元帅接受党中
央命令，率领部队挺进岚县。挺进岚县，除了在运
送军需物资、开辟敌后根据地等政治、军事上的考
虑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想在革命的大后
方“晋西北的米粮川”的岚县，建立最广泛的抗日
统一战线。

进驻岚县后，为了活跃军营气氛，进一步丰富
战士们的文体生活，同志们常在空闲时间举行篮
球比赛。贺龙元帅得知这个情况后，高兴地说：

“这是天大的好事，咱们师司令部也马上要成立一
个像样的机关篮球队”。篮球队起个什么样的名
字好呢？贺龙元帅磕了磕烟斗，思考了一阵，大手
一挥对同志们说:“咱们的红军有过‘战斗球队’

‘战斗剧社’的文体社团，咱们八路军，还是要向红
军学习，还是要继续战斗的。所以，咱们的这个球
队就叫‘战斗篮球队’吧！”

之后，战士们就利用休息时间推土垫地，在
120师司令部驻地附近开辟了一块标准的篮球场
地，亲手自制了木质的篮球架和铁丝拧就的篮球
筐。牛皮做的篮球买不到，同志们就把破衣烂布
用绳子捆扎成一个圆球当做篮球。没有篮球服，
同志们就把灰布条缝在背心上，拼成“战斗”的字
样，充当篮球服。

球队成立后，战士们就经常打打篮球，贺龙元
帅也经常下场和同志们扣篮投篮，抢得不亦乐乎。

贺龙元帅说过:“我们不能光顾自己乐呵，也
还要和其他朋友做个对手，打个友谊赛，结交一些
朋友也是一件更好的事情。”

从建立统一战线、一致对外抗日的革命理想
出发，经贺龙元帅提议，120师决定和驻守岚城的
国民党骑兵队，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篮球比赛。

贺龙元帅在篮球赛开幕动员会上说:“我们一定要团结骑兵队，给
我们的朋友打气，使我们的朋友有强大的抗日的信念，相信我们两家联
手，精诚合作，是一定能够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的！”

“五一”劳动节到了，万众瞩目的篮球比赛正式开始了！这一天，附
近的老百姓纷纷赶来岚城观战，挤破头地往里边钻，比赛现场车水马
龙，人来人往。还有许多人爬到大树上、房顶上观看比赛，好不热闹。

赛场上，双方队员逐渐熟悉起来，大家有说有笑，消去了以往不少
的隔阂与误会。比赛进行得如火如荼，现场气氛活跃而且热烈，大家拼
抢的兴致很高。

在表彰大会上，贺龙元帅从“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一致对外，驱除
日寇”的高度出发，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令人热血沸腾的演说:“今天，是
我们万众期待的 '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的部队要搞清楚，我们的友
军要搞清楚，我们的岚县的父老乡亲们要搞清楚：我们要坚决同消极抗
日、积极反共的人斗争到底，打倒日本鬼子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一
定要联合各方面进步的力量，争取早日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这场篮球赛之后，在抗日态度方面，国民党的骑兵队有了相当积极
的转变，多次与 120师及当地百姓互相配合，并肩作战，多次沉重地抗
击了日本侵略者。

在以后的烽火岁月里，120 师“战斗篮球队”仍然是一支能征善战
的“战斗”的篮球队。他们一手扛枪，一手投篮，积极参加各项体育运
动，推动了全军文体生活的开展。

1940 年，我们的“战斗篮球队”应邀赴延安比赛，大获全胜。朱总
司令特意赠给他们一面锦旗，上书：“球场健儿，沙场勇士！”对他们的褒
奖可谓溢于言表。

抗战期间，八路军第 120师会同国民党驻军，同仇敌忾，出生入死，
一起引领岚县人民用血肉之躯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最终把日本鬼子赶出了岚县。在岚县这片红色热土上，留下了无数英
雄的传奇，留下了无数统战故事的典范，岚县儿女必将永远铭记于心。

百余年来，岚城镇铭记了贺龙元帅与八路军战斗篮球队曾经的辉
煌 ，见 证 了 八 路 军 120
师司令部的这段佳话，
虽 然 它 的 身 份 几 度 变
换，但是作为岚县统战
文化红色文化的基地依
然是初心未改。

缅怀革命先烈，铭
记统战初心，致敬红色
岁月。

抗日战争时期，交城作为晋
绥革命根据地的前沿屏障，是中
共中央所在地——延安，通往晋
冀鲁豫及华东、华中各敌后抗日
根据地的必经之地，具有十分重
要的战略地位。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革命军第
八路军一二○师民运部（中共晋西
北区党委的代称)及交城县抗日救国
联合会（简称交城县抗联），贯彻中
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方针和
政策，联络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人
士，创办成村“物资转运站”。因转
运站是为根据地筹集和转运物资，
并且是在夜间秘密进行的，所以群
众称之为“红灯市场”。在三年多的
时间里，“红灯市场”为抗日根据地
的军民筹集、转运了大量的军需和
生活物资，彻底粉碎了日寇的经济
封锁，帮助晋西北根据地、延安边区
的军民渡过了最为艰苦而卓绝的峰
嵘岁月。这是交城人民用鲜血和生
命为抗日战争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
献，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工
作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在日寇
沦陷区创办“红灯市场”的伟大实
践，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现
在，乃至将来，都有重要历史意义和
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

近期，中共交城县委统战部、
交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对“红灯市
场”的历史事实进行深度挖掘，研
究其丰富的红色文化内涵及无畏
的革命精神，形成重要的革命理
论研究成果，用以指导新时代交
城的党史研究及统战工作。

红灯市场概述

“红灯市场”，是在抗日战争
初期，一大批具有民族气节和正
义良知的交城社会各界群众及各
阶层人士，奋勇反抗和打击日本
帝国主义的侵略，在经济后勤战
线上树立的一盏红色明灯，一处
铜墙铁壁的战斗堡垒，一座热闹
繁华的不夜城。

1937年 11月 13日，侵华日军
占领交城县城，向晋西北根据地进
行疯狂“大扫荡”，实施惨无人道的

“三光政策”和“囚笼”经济封锁，妄
图扼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
据地。而国民党政府采取“攘外必
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专事与八路
军搞“磨擦”，给晋西北根据地的军
民带来了空前的军事、经济困难，
根 据 地 处 在 极 为 艰 难 的 困 境 之
中。开辟一支强有力的后勤保障
队伍，事关根据地的存亡和发展，
形势迫在眉睫，意义重大。

成村，位于交城县城西南五
华里，是一个拥有千余户人家的
平川大村，古代“官道”穿村而过，
是县城通往西南各乡的门户。越
过村北的太汾公路，即可进入交
城抗日根据地。当时，成村已成
立 地 下 抗 日 组 织 ，群 众 基 础 较

好。村西、村南有三千亩芦苇茫
茫一片，是非常理想的青纱帐，便
于人员和物资的转移隐蔽。成村
人在娄烦县和交城东关做买卖的
较多，货物来源门路宽广。村内
各条大街又有数十座棚铺和车马
大店开张营业，商贩走卒川流不
息，买卖兴隆。成村优越的地理
环境和良好的群众基础，使其成
为八路军敌后物资转运站的理想
驻地。于是在 1937 年冬，一二○
师民运部组建武装工作团，深入
晋中平川，在交城县抗联的精心
部署和鼎力配合下，开辟了名震
晋绥、声传延安的敌后物资转运
站——成村红灯市场。

成村红灯市场在交城县抗联
主任华国锋的领导下，执行党的抗
日统一战线方针、政策，深入贯彻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成村官道
街王家东、西骡马大店为依托，发
动和组织群众，联络工商业者及社
会上层人士，争取日伪人员，开设
乡村集市。集市由市场领导组统
一管理、指挥。白天，集市转入地
下活动，积极组织和筹措物资，存
藏货物于全村各家各户。夜间，市
场挑灯交易，物资应有尽有。骡
马、车辆纷至沓来，沸腾繁忙，通宵
达旦。为了保护物资的安全转运，
县抗联会还将敌伪组织防共自卫
团秘密进行改组，使其成为市场的
武装保卫力量，负责站岗放哨、巡
查抓捕坏人，应付日伪、敌特活
动。同时，在县城设立情报联络站
——三端饭店，情报及时、准确，传
送迅速。1940年，红灯市场遭到日
军的疯狂摧毁，牺牲干部群众数十
人。之后，中共交城县委积极采取
应对策略，组织各村轮流举办集
市，继续源源不断地为根据地转运
物资。

在三年多的时间里，红灯市场
组织的货物，远可达京、津、沪等城
市，近则来自太原、榆次等地区，累
计组织购置枪支百余条、子弹若
干，购运布料 100 余万匹、军鞋 30
万双及各种军需物资 3 万余驮。
转运站将这些巨量物资安全转运
晋西北根据地，直通中共中央所在
地延安。转运站还输送了 50余名
有志青年参军参战，从而彻底粉碎
了日寇的军事、经济封锁阴谋，使
晋西北边区军民渡过最为艰苦的
斗争岁月，出色地完成了艰巨任
务，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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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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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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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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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
日
寇
沦
陷
区
创
办
﹃
红
灯
市
场
﹄
的
伟
大
实
践

□
交
城
县
委
党
史
研
究
室

李
大
斌

苏
婷
婷

（（上上））

八
路
军
物
资
转
运
站
二
进
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