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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
115 师师部及主力部队 343
旅由正太路南进，转向吕梁
山 脉 ，创 建 抗 日 根 据 地 。
1938年 1月初，115师进驻孝
义，师部曾驻下堡。不久，开
赴大宁、蒲县等地迂回对日
作战。

午城、井沟大捷后，部队
转回孝义，此时林彪负伤，由
陈光代理师长，罗荣桓为政
委。师部改驻碾头，343 旅
旅部驻石像村，所辖第 685
团（团长杨得志）活动于杜
村、下堡、南榆苑、禅房头、下
柱 濮 一 带 ；686 团（团 长 杨
勇）活动于杜村、下堡、南榆
苑至汾孝边山一带；684 团

（团长邓克明）活动于兑九峪
一带。 115 师在孝义期间，
大量扩军，主要补充了 684
团 ，因 此 ，684 团 又 称 补 充
团。

1938 年 6 月 18 日 ，115
师 685 团的 33 名战士，奉命
出发在孝义赵家庄伏击日
军。天尚未亮战士们就赶
到赵家庄村，封锁了路口，
埋 伏 起 来 。 上 午 10 时 许 ，
20 余名日军刚进入伏击圈，
立 即 遭 到 机 枪 、手 榴 弹 袭
击，9名日军被击毙，余者仓
惶逃回县城。这次伏击战，
缴 获 步 枪 9 支 ，指 挥 刀 一
把 ，子 弹 300 余 发 ，八 路 军
战士无一伤亡。

1938 年秋，日军大举西
犯 ，115 师 343 旅 686 团 在
685 团协同配合下，对日军
和敌后方运输部队多次进行伏击作战，取得汾
离公路三战三捷的战果，歼灭日军骑兵和汽车
运输队 1000 余人，粉碎了敌人西渡黄河的企
图。

115师在孝义境内还进行过阻围日军西侵
兑九峪战斗，奔袭孝义城日军等，给敌人以消耗
和杀伤。八路军的胜利，大煞了敌人威风，极大
地鼓舞了群众抗战情绪，有力地保卫了晋西南
抗日根据地。

115 师驻孝义期间，从多方面支持地方工
作。民运部长潘振武经常带领民运工作人员
帮助地方开展工作；为培养抗日干部，115 师
选派民运干部到民族革命大学任校指导员、
政 治 和 军 事 教 员 ；为 了 提 高“ 文 艺 宣 传 队 ”

（后 改 称“ 孝 义 县 战 斗 剧 社 ”，简 称“ 战 斗 剧
社”）的宣传水平和工作能 力 ，115 师 除 了 帮
助 其 培 训 、排 练 外 ，还 派 精 通 业 务 的 沈 以 任
政 治 指 导 员 ，党 内 任 党 支 部 书 记 ，加 强 对 剧
社的领导；决死二纵队游击三团和抗日民主
政府游击队缺少军事干部，115 师选派干部去
任职，并为其训练排以上干部，使地方武装的
军事素质迅速提高。

1938年 8月底，115师少数部队奉命开赴山
东。同年 10月，685团也离开孝义东进。11月
初，115师师部转移到灵石县双池镇一带。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

八
路
军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1
1
5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师
在
孝
义

八路军115师师部下堡旧址

奇袭阎军骑兵连

1936 年，红军刚刚走完长征到达陕
北。长征路上和东征途中，蒋介石和阎锡
山的军队，以及地主武装围、追、堵、截，不
断地破坏捣乱，在生活上给红军造成了严
重的困难。红军东征到汾阳的时候，正是
红军生活上极其困难的时候。1936 年的
早春二月，汾阳边山一带，仍然是白雪皑
皑，寒风刺骨。可是，红军战士脚上穿的
仍然是草鞋，小红军们穿的衣裳更是五颜
六色，有的干脆穿的是女人的花花衣裳；
有的人小衣裳大，上衣拖到膝盖底下。为
了抗日救国，红军沿途执行“有力出力，有
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的政

策，一边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一边发动
群众筹募抗日救国捐。红军来到三泉镇
的第二天，正是三泉镇逢集的日子（二月
初十）。这一天，赶集的人很多，红军利用
这一时机，在三泉镇河神庙内公演了文艺
节目，召开了群众大会，在街头书写大字
标语，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发动群众，筹募
抗日救国捐。同时在南北马庄、三泉、张
家堡、赵家堡、南垣村等村，向当地财主富
户征收了抗日救国捐款。南马庄被派了
抗日救国捐的有七、八户人家（当时全村
共二百来户）。如开明士绅李希孟家就交
纳抗日救国捐 360元。对捐款者，红军还
给留下收据，收据用白布条加盖红军红印
章制成。

在筹款活动中，红军非常注意执行政
策。红军在南马庄筹款时，来到出钱户李
国仁的家里搞调查，只见这户人家的居室

里窗明几净，陈设讲究，尤其显眼的是有一
架缝纫机，这种洋机器在三十年代的农村
里是少有的。红军战士不禁问起主人的身
世来。原来这家主人是一位工人。一听说
是工人的家，红军战士马上表示十分的歉
意：我们红军是工农劳苦大众的军队，决不
能向工人家属征收捐款。经过调查核实，
红军把李国仁家交纳的抗日救国捐又给原
封退了回来。李家的人以及全南马庄的人
们过去都认为当兵的一定抢劫民财，这一
回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交出去的钱还能退回
来。这件事在南马庄一带群众中传为奇
闻。通过这件事，广大群众认识到红军是
劳苦大众的军队，是保护劳苦大众利益的。

红军两次到汾阳，所到之处，普遍发动
群众打土豪筹募抗日经费。既在政治上打
掉土豪恶霸的反动气焰，又在经费上得到
补充。1937年，八路军来到汾阳时，群众踊
跃报名参军，仅三泉张家堡一个村一次就
有七十八人参军。东征红军播下的革命火
种开花、结果了。

1936年初，为挽救民族危亡，中央红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在毛主席、周副主席、彭德怀总指挥、叶剑英总参
谋长的指挥下，于2月20日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阎锡山沿黄河设置的防线，在红军的打击之下一溃千里。为阻止红
军北上抗日，阎锡山调原驻汾阳、孝义之间的周原健独立二旅于2月23日，由汾阳出发，经三泉、马庄进入中阳县境抢占关
上村。2月25日（农历二月初三）红一军团将周原健旅层层包围，歼灭其李清华一个整团和一个炮兵连。敌团长李清华被当
场击毙。关上大捷后的第五天，即3月1日（农历二月初八），红军约一个团，从孝义县的下堡、部落一带进入汾阳，经南北马
庄、员庄深入到三泉镇，在这一带的九个村镇进行了为时三天的抗日宣传活动。3月4日（农历二月十一），红军奉命向孝义
兑九峪一带转移。

红军集两个军团的兵力，在孝义县兑九峪以南歼灭阎军约两个精锐团后，根据毛主席指示，东征红军分为左、
中、右三路大军，以徐海东为军团长的十五军团，从兑九峪挥师北上，直指太原。3月 19日（农历二月二十六）北上红
军从孝义县境的南川头进入汾阳，经汾阳县的北川头、东大王、南上达、中上达、北上达、韩家桥、辛盖、演武、白石、玉
兰、青堆、高家庄、孙家庄、大会头、东河头、南浦，当晚抵仁岩和冀村宿营。3月 20日凌晨，朝文水方向进发。

阎军七十二师独立二旅在关上被歼
以后，驻守汾阳的阎军七十一师长杨耀
芳闻风丧胆。他慌忙派出一个骑兵连进
驻三泉镇，以图稳定汾阳县城的局势，阻
止红军东进。这个骑兵连，于 3 月 2 日上
午来到三泉镇，遵阎锡山政权三区区长
的口谕，人马驻扎在三泉镇河滩南面的
车马店。在同一天里，红军经马庄、员庄
来到了三泉，住到车马店附近的土窑洞
里。群众坚信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自愿

为红军带路侦察，为红军指点了敌人骑
兵连驻地的位置、地形、人数、马数等情
况。红军又派便衣侦察员在三泉镇作了
进 一 步 的 侦 察 。 当 天 下 午 太 阳 落 山 以
前，几名红军战士带着一支手枪和几把
砍刀，乘敌人不备闪电般缴了哨兵的枪，
随即在车马店门口对空鸣枪，战手们厉
声断喝：“缴枪不杀！”提枪挥刀冲进店
里。随着枪响，预先埋伏的红军从车店
的后墙上、窑顶上飞身跃进店内，战士们

高喊：“缴枪不杀！”持枪的战士用枪瞄准
了窗口，另一伙战士冲进窑洞里收缴了
敌人的武器。这一连敌人人不及甲，马
不及鞍，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稀里糊
涂做了俘虏。经过教育，三十来个敌军
士兵，愿意跟着红军走，只有敌军连长说
什么也不愿意。红军一位首长对他说：

“好，我们现在就放你回去，你回城对杨
耀芳说，红军一两天之内就去攻打汾阳
城。”除这个连长被当场释放外，其余约
三十个俘虏和三十匹马，都被红军带往
了孝义方向。这一仗，红军只用了几发
子弹，自己无一伤亡，俘获了三十来个敌
人和三十来匹战马及全部武器。

解放前，汾阳是阎锡山统治很严密的一
个县，无论城乡都要教唱反共歌曲，以致在
有些汾阳群众中，谈到红军，大有谈之色变
之惧。毛主席在红军东渡进入石楼地界后，
指示总部人员说：“这里（指山西）是阎锡山
统治几十年的‘白地’，群众受敌人的反动宣
传，可能暂时对我们红军还不了解，一时见
不到群众。你们要想办法去接触群众，做好
宣传工作，遵守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红
军两次到汾阳都纪律严明，作风良好，用实
际行动破除了敌人的反动宣传。

农历二月初八（3月1日），红军开进了汾
阳南马庄后，财主们早就躲走了，一般穷人也
有些躲走了。红军来到南马庄靳玉林家里
时，只有靳玉林的母亲在家。老人家手腕上
戴着一副银手镯，生怕被红军看见，一双手一
直往背后躲藏。她瞅准个空子急忙把银手镯
从手腕上脱下来，顺手塞进一支衣柜里。

红军战士也许看出了靳大娘的心事，一

面笑笑嘻嘻地“大娘”长“大娘”短地叫个不
停，一面告诉她，要借住她家的两眼窑洞。靳
大娘见这些小兵们很和气，就同意了。岂料
忙中出错，她竟忘了把藏在柜子里的手镯转
移出去。老人很担心。红军住了三天，农历
二月十一奉命转移后，靳大娘走进窑洞，只见
家里一切都和往常一样，她又将柜门打开看
时，那副银镯依然好端端地放在原处。

农历二月二十六，徐海东、程子华率领
的红十五军团挥师北上，路经汾阳中上达村
时，这里的群众因受阎锡山反动宣传影响，
大部分都逃走了。平时就胆小的赵子谦一
家，慌得连家门都没顾上锁便跑到了邻村亲
戚家。傍晚，打听红军已经走远了，一家人
才返回家中。回家后，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
检查一遍，发现家里的米面葱蒜、坛坛罐罐、
什么都没有少，唯独存放在斗盔里的二十来
个糖饼全部不见了。而在斗盔的底部，却赫
然发现了三块银光闪闪的现大洋。大洋下

面压了一张纸条，大意是：“红军路过贵地，
吃了你家的饼子若干，今留下白洋三元，敬
希查收，此致敬礼！”下面署名“中国工农红
军抗日先锋军”。全家人看到这种情景，感
动得流下了热泪。他们逢人便说：“自古至
今，哪见过这样好的军队！”

冀村是汾阳县的一个大镇。红军来到
冀村镇时，天色已晚，就在冀村宿营。镇内
工商并茂，店铺林立。据开中药铺的祁云之
老先生回忆，红军推推他的铺门，见铺门已
经关了，便没有再敲门。他从门缝往街上
看，只见红军战士互相依偎露宿街头。当时
天上还飘着雪花，寒风刺骨。有的群众看见
这些当兵的可怜，就送东西给红军吃。红军
说什么也不肯接受。据当时在冀村杂货铺
当小伙计的郝培富回忆：“我拿出点心来让
红军吃，红军战士个个含笑谢绝”。

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
实际行动揭穿和粉碎了阎锡山诬蔑红军
的种种谣言。从此，在阎锡山严密统治的

“白地”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汾阳人民开始
认识到红军是中国的救星和希望。

奇袭阎军骑兵连

纪律严明 秋毫无犯

筹募抗日救国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