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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犊崮背靠沂蒙山区，南临徐海平原，
西濒微山湖，附近有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干
线，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被称为“天下第一
崮”。1939 年 9 月，八路军第 115 师主力奉
命挺进抱犊崮山区，创建了以抱犊崮山区为
中心的鲁南抗日根据地。115师部队在鲁南
迅速发展壮大，为山东、为全国的抗战胜利
做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

坚实的革命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前，鲁南地区中共领导下
的对敌斗争已取得丰硕成果，发展党员300
余人，占河南省的三分之二，革命基础较为
坚实。日军入侵山东后，鲁南处在混乱状
态。鲁南局势的变化，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
关注。

1933年7月，郭子化主动承担起苏鲁边
区革命斗争的重任，以开药店和鲁南医药公
会为掩护，不断发展壮大党的队伍，逐步把
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抱犊崮山区。中央充
分肯定了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委的工作。
1935 年5月，苏鲁临时特委派郭致远、肖平
到大北庄筹建“天德堂”药店，建立了抱犊崮
山区中共第一个党支部——大北庄党支
部。此后，大炉、高桥、徐庄等党支部相继建
立。

“七·七事变”爆发后，郭子化先后与第5
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山东省第3行政区保
安司令张里元、士绅万春圃等上层人物建立
了统战关系。1937 年 11 月，第 5 战区民众
总动员委员会成立，郭子化任委员，郭影秋
任组织部总干事，特委借此在各抗日阵营中
不断发展壮大党的力量。

1938 年 5 月 21 日，中共苏鲁豫皖边区
特委在峄县老古泉村召开特委扩大会议，决
定举行鲁南人民武装起义。在墓山正式成
立第 5 战区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全队
800余人。1938年7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
省委书记郭洪涛率领省委机关及4支队部分
官兵到达滕峄边配合义勇总队攻打申宪武
部。由于打击面过宽，致使滕峄边的大部分
地主豪绅反对我军，省委及4支队只得回师
北上，义勇队也向抱犊崮山区转移。

派兵去山东

1938年2月，毛泽东提出115师主力以
“鲁南山地为指挥根据地”的发展战略。9
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

“派兵去山东”。12月2日，八路军总部命令
115 师师部率 343 旅进军山东，巩固和扩大
山东抗日根据地。

1938 年 12 月，115 师 685 团奉命改称
“苏鲁豫支队”率先进入苏鲁交界的湖西地
区。次年3月，115师师部、直属队及343旅
686团也由山西向山东挺进。

1939 年 9 月初，王秉璋、黄励率领的八
路军第115师师部机关、直属队和686团到
达抱犊崮山区，与 2 旅 19 团会师。10 月，
115师政委罗荣桓、代师长陈光相继到达抱
犊崮山区。

115师到达抱犊崮山区后，积极开展群
众运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有计划、有步骤
地整编地方武装，建成了以抱犊崮山区为中
心的鲁南抗日根据地。这也是八路军主力
在山东建立的第一块根据地。

115师和鲁南党组织忠实践行党的群众
路线宗旨，抽调大批干部到抱犊崮山区农村

开展工作，利用各种形式向人民群众宣讲抗
日救国主张，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战
热情。

根据毛泽东“115师到鲁南应大放县长、
区长，及在可能条件下下放专员以争取政
权”的指示，在罗荣桓的领导下，鲁南先后建
立了峄县、滕东等 11 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
和鲁南行政专员公署，成立了鲁南区党委和
各群众抗日团体。

为壮大人民抗日武装力量，115师将鲁
南人民抗日武装和部分爱国人士的抗日武
装分别整编为八路军苏鲁支队、运河支队、
曲泗邹滕费五县游击支队、鲁南支队、峄县
支队、临郯费峄边联支队六支队伍，统一由
115师指挥，各县区武装及民兵组织也相应
建立起来。

1940年10月，山东军区、山东军政委员
会决定撤销对外称115师后方司令部的第1
军区、第3军区，建立鲁南军区。12月，115
师又将鲁南支队、苏鲁支队和独立支队1团
改编为 115 师教导第 2 旅。自此，教导第 2
旅在鲁南地区和鲁南军区部队并肩作战。
以后，教导第2旅逐渐东移，鲁南军区则肩负
起鲁南抗战的伟大历史重任。

浴血奋战

从1940年冬至1943年春，日伪军对鲁
南抗日根据地实行频繁、残酷的“扫荡”、蚕
食和分割、封锁，鲁南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
也加紧了反共活动。在敌伪顽联合夹击之
下，鲁南抗日根据地被分割成数块互不相连
的抗日游击根据地，鲁南抗战进入最为艰难
的时期。

日伪军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蚕
食和分割、封锁的同时，疯狂推行以“强化乡
村自卫力量、建立反攻自卫团和保甲制”等
为内容的治安强化运动，致使根据地严重萎
缩，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形成“南北十余
里，东西一线牵”、“一枪打透的根据地”。

1941 年 11 月初，侵华日军集中 5 万人
对沂蒙山区实施铁壁合围。当时，鲁南天宝
山区处于敌人合围圈外围，山东纵队 1 旅 3
团在天宝山区坚持斗争。11月5日，115师
师部向鲁南天宝山区转移，随后转移到白彦
南面宁家圈村的山东分局党校 400 余人于
夜间被由滕县、邹县、平邑、费县等据点出动
的6000多日伪军包围。8日晨，3团团长王
吉文命令团参谋主任孙光率团机关和分局
党校人员向四开山（正北方向）突围，由2营
作掩护，王吉文和政委张玉华率1连、4连、5
连和特务连抢占宁家圈东南高地苏家崮，阻
击敌人。1连越过废墟，即同敌人接上火，连
长牺牲，随后退守废墟，与敌人对峙。敌人
兵力数倍于我，且火力强大。山下敌人从四
周向3团阵地开炮，情势危急，团长王吉文命
令下山向东北方向突围，留1连、4连、5连一
个排及特务连部分人员在山上坚持战斗。
但在突围时遭到敌人的阻击，伤亡较大。这
次战斗，3团政治部主任陈晓峰、团作战参谋
龙非等近200名官兵壮烈牺牲，击毙日军少
将旅团长河田槌太郎以下400余人。

1942 年 1 月 2 日晨，驻枣庄、峄县城的
日伪军 1000 余人，远距离奔袭包围了峄山
支队驻地台儿庄涧头集毛楼村，鲁南军区副
司令、峄山支队支队长孙伯龙壮烈牺牲。孙
伯龙牺牲后，峄山支队女秘书梁巾侠指挥战
斗。激战一天，打退日伪军10余次进攻，峄

山支队伤亡 30 余人，毙伤日伪军 100 余
人。

鲁南铁道大队 （习惯上称枣庄铁道游
击队） 是一支活跃在临 （城） 枣 （庄） 铁
路支线和津浦铁路滕县至韩庄段的抗日武
装。1942年，从湖西到鲁南、由华中去陕
北的交通线被敌人切断，上下不通，左右
失去联系，鲁南军区根据山东分局指示，
组织活动于津浦铁路沿线的鲁南铁道大
队、微湖大队和运河支队等抗日武装，开
辟了由华中、华东跨越津浦铁路和微山湖
通往延安的战略交通线，并安全护送刘少
奇、朱瑞、陈光、罗荣桓、陈毅、萧华等
大批党政军干部安全过境。

1943 年 3 月，山东纵队第 1 旅政委王
麓水调任鲁南区党委副书记兼鲁南军区副
政委，同年9月任鲁南区党委书记兼鲁南军
区政委。

王麓水素以英勇善战著称。他在平型
关战斗中头部负重伤，伤病未愈又回到前
线。1940 年 7 月率部到达鲁西，后转战鲁
南、滨海。1943 年3 月，鲁南进入了最艰难
时期，王麓水在此先后发起松林伏击战、崮
口战役及东西柱子、程子庙等大小战斗（战
役）数百次，每战必胜，很快扭转了抗战被动
局面。被鲁南人民称为“常胜将军”。

刘桂堂是横行抱犊崮地区20多年的惯
匪，匪众多时 3 万余人。1943 年 11 月 5 日
夜，鲁南军区组织3团及5团等部队采取远
距离奔袭战术向刘桂堂老巢东西柱子、辛庄
一带发起进攻，击毙刘桂堂及其官兵 224
人，俘获 1000 余人，缴获战马 70 余匹及大
批武器弹药。全歼刘桂堂部后，深入鲁南抗
日根据地腹地的日伪据点陷入重重包围之
中，日伪军纷纷放弃据点，逃往城镇或铁路
沿线，鲁南抗日根据地中心区的抗战形势根
本好转。

1943 年 8 月 13 日，鲁南军区司令员张
光中、政委王麓水指挥部队在费县松林对进
攻鲁南的国民党顽军第92军142师进行伏
击。经过一昼夜激战，142师大部被歼，师长
刘春霖、副师长牛乐廷被击伤，其余八百残
兵撤返安徽阜阳，蒋介石派李仙洲部入鲁反
共的阴谋破产。

从1943年12月至1944年2月，鲁南部
队参加战斗88次，攻克碉堡88个，毙伤俘敌
伪军 2563 人，缴获机枪 14 挺、长短枪 1600
支，收复国土 3061 平方公里，解放人口 13
万。

鱼水深情

在极其复杂的斗争环境和最艰苦的岁
月里，115师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武装
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鲁南人
民无私奉献、不畏牺牲，全力支持八路军。
军民间建立了鱼水深情与血肉联系，涌现出
一幕幕催人泪下的感人故事……

115师打白彦时将后方医院设在柴山前
村。财粮委员张桂义动员当地群众组织担
架队全力支前，把家中口粮（地瓜干和梨干）
一半捐出。当时雪下的很厚，村民把床腾出
来给伤员用，自己睡地铺。魏连长下巴打
穿，张贵生媳妇吕传梅用鸡蛋汤一勺一勺喂
他，还唱鲁南民间小调为伤员缓解痛苦；他
不能说话，热泪盈眶地在地上写了一个“谢”
字。刚结婚的张桂四家属把唯一的陪嫁箱
子捐出埋葬战士。白彦战斗结束后，周边村

一次参军14人，张桂义的二弟、三弟都加入
了八路军。

罗荣桓在西七里河筹备召开鲁南人民
代表大会时，村里一位老大娘送来了一瓢花
生。罗荣桓问警卫员徐登昆：“花生哪来
的？”徐登昆说：“老乡送的。”罗荣桓说：“我
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快把花生钱送过去。”
徐登昆去送钱，老大娘说啥也不要：“八路军
打鬼子都是为俺老百姓，罗政委工作辛苦，
别说一瓢花生，就是杀只羊给他吃也是应该
的。”徐登昆说：“大娘，我们有纪律，你不收
钱我回去就要挨批评。”听徐登昆这么一说，
老大娘只好把钱收下。

1940年2月10日傍晚，陈光、罗荣桓率
师部冒雪到达柴胡村，官兵们的鞋袜、裹腿
都已被雪水浸湿。这时，老乡们都把房子腾
了出来，取暖木炭火盆烧得正旺，热水、热饭
菜都已备好，官兵们吃得好、住得暖。第二
天中午，罗荣桓安排伙房做了几个菜，宴请
村里的财粮干部和房东代表。罗荣桓说：

“十五不过都是年，今天我们一起吃个年
饭。乡亲们这么支持八路军，我们一定会取
得胜利。乡亲们快要过上安宁的日子，以后
再不会受地主、汉奸的欺负了。”两天后，罗
荣桓、陈光组织发起白彦战斗，大地主、汉奸
孙鹤龄及手下800伪军被消灭。

1941 年 11 月初，日军“扫荡”沂蒙山
区。经历留田、大青山两次突围后，陈光率
115 师司令部于 12 月初转移到抱犊崮山区
王家庄、苇湖、白龙湾一带，每到一处，乡亲
们都像迎接亲人一样。部队在这里有房子
住，晚上有热水泡脚，顿顿有热饭菜吃，粮草
全部由区乡干部筹集，群众主动送来。陈光
动情地说：“回到鲁南就到家了，鲁南人民真
好啊！”

伟大的胜利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已根
本好转，鲁南抗日根据地基本改变了被敌分
割、封锁的局面，敌顽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
本性变化。8月，鲁南军区恢复重建了第1、

第3军分区，新建立第2军分区，队伍进行扩
编。根据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积蓄力
量、准备反攻”的指示，针对日伪顽开展了五
次大的攻势，扩大了解放区。

1944 年春至 1945 年夏，鲁南军区连续
开展了5次攻势，采取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的
战术，率先拔除根据地腹地及邻近日伪据
点，重创盘踞邹县、曲阜两县交界的巩震寰
部，歼灭地方顽军李子赢部、伪和平救国军
第 10 军荣子恒部、国民党山东保安师师长
申宪武部，讨伐与日军勾结的国民党地方顽
固派第10纵队司令王洪九部、顽军36师张
里元部，解放了泗水、费县、邳县、郯城等县
城。自此，敌伪军龟缩在城市和铁路、交通
沿线各据点内，不敢轻举妄动。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
降。山东军区组成5路大军开展大反攻，在
张光中、王麓水的率领下，向徐州东北外围
地区的日伪据点和盘踞在徐州至兖州段的
日伪军发动攻击。

为迫使敌人就地投降，鲁南军区命令鲁
南铁道大队、运河支队和群众将津浦铁路部
分重要路段摧毁，防止日军逃窜。11 月中
旬，被困在临城、姬庄和沙沟之间的千余名
日军被迫向鲁南铁道大队投降。

1945年9月初，山东野战兵团8师在师
长兼政委王麓水的率领下攻克峄县城，城内
伪军和伪军政人员1500余人被歼灭。

从 1945 年 8 月 17 日至 9 月 11 日，山东
野战军 3 师 8 团等部队经过 26 昼夜的激战
收复临沂城。

鲁南军民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
取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抗日战争期间，
鲁南八路军和鲁南人民团结一致，同日伪
顽及其他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共作战 3000 多次，歼灭日伪军 4 万余人，
歼灭顽军2万余人，但也付出了巨大牺牲，
无数八路军官兵和革命群众长眠于鲁南这
片土地上。

（本版照片均由八路军抱犊崮抗日纪念
园提供）

永远的丰碑
——八路军115师在抱犊崮山区的战斗岁月

张运永 高洁 朱宗锋

抱犊崮民兵队

参议长彭畏三（左三）与115师首长罗荣恒（右一）、陈光（左二）、陈士榘（左一）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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