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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来时路 整装再出发
—简述从《救国报》到《唐山劳动日报》的烽火岁月（10）

□ 王烁辉

4.辗转战斗在
长城线上“无人区”

（接上期）

敌人第四次“治安强化”后，驻冀东日军

二十七师团步兵团长铃本启久向日本华北

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报告冀东的形势时

说：“失掉了鲁家峪，对八路军来说确实是很

大的打击，但丢掉了阵地不等于八路军就是

削弱了。阵地被毁掉，他们分散上山了，另

外转入地下工作的力量增强了。这样相反

地可以说是增强了力量……”基于这种分

析，经冈村宁次亲自策划，一方面在冀东基

本区大挖“遮断壕”，把我们的游击根据地分

割封锁起来，实行反复“扫荡”“剔抉”，破坏

我方基层抗日组织；另一方面沿长城线制造

“无住地带”。其具体措施不是像关外那样

修建“人圈”、搞“集家并村”，而是用壕沟封

锁起来，“禁止一切活动，禁止居住，禁止耕

作，交通也要狠狠限制”，制造所谓“真空绝

缘地带”。在冈村宁次统一指挥下，冀东地

区东、西两部（敌伪分冀东道和燕京道两个

建制）敌人协同动作，西起平谷县峪口镇（重

点是蓟县盘山地区），与东部遵化、迁安的封

锁沟相连接，在长城内侧山区大规模制造

“无人区”。在这一过程中，敌人对山区根据

地推行了彻底的“三光”政策，一直持续到日

寇投降。

日寇对不服从“集家并村”的人，不论男

女老幼，一律杀害（这叫“杀光”）；日寇烧了

老百姓的房子，还把断壁残垣都毁平（这叫

“烧光”）；日寇把老乡的牲畜家禽和粮食全

部抢走（这叫“抢光”），后期还发展到把刚长

起来的庄稼割掉（这叫“割青”）。而且，这些

行动是来回反复的，许多革命老区甚至被烧

过十次以上。

几年间，冀东大地生灵涂炭，长城线上

遍山野火烈焰冲天，山林、村庄皆化作一片

片焦土，这也是始终在长城两侧“无人区”坚

持出版的《救国报》资料至今留存极少的主

要原因之一。

1943 年的 4、5 月间，敌人再次调集大量

兵力，又开始了对关内实行春季“大扫荡”。

为了保存力量坚持工作，《救国报》社部分工

作人员第二次出关。

由于已经相隔一些日子，对关外的敌情

不甚了解，我们的同志只能分两拨隐蔽在山

沟里，夜里在野地宿营，天亮之后秘密找群

众探听敌情。一天早晨八点左右，有老乡跑

来报信，发现一批敌伪军正朝着报社人员隐

蔽的方向而来。徐楠、顾宁、陈大远、武迎

山、山桥等同志，迅速攀上西面的高山。敌

人虽发现踪迹拼力在后追赶，但仍被甩在后

边一二里地远。《救国报》几位同志绕过敌人

翻下山到了孟子岭村，我们的一支部队（一个

连加团部）正巧驻在这里。闻讯后，部队将一

个排拉上山头掩护同志们转移，并与追踪而

至的敌人接了火。《救国报》几位同志随部队

向西转移一段后，又奔王厂沟方向行进。

王厂沟村（今属宽城满族自治县孟子岭

乡）北倚燕山，南傍喜峰口长城，西临滦河，

东接平泉喜峰口交通线。这里是我党出入

长城沟通冀东热南建立根据地的中心站。

同志们分析，到这里应该能找到组织，

便昼夜行进，赶到王厂沟附近。可是，到这

里得知，冀东军区政治部主任李中权同志带

领一个营，刚在这里和日军打了一场遭遇

战。敌人吃了败仗，却不甘心失败，正调来

增援部队反扑。而我们的部队已转移了，敌

人扑了空但占据了王厂沟。

此时，《救国报》的几位同志已经一天没

吃饭了，又走了四五十里山路。直到当晚到

了一个名叫大桑园的村，才找了点吃的。当

夜，就在附近山沟里宿营。

同志们在村里落脚之处，房子都被敌人

烧了，情况很紧张，几个人只得分散活动。

一两个人一拨，跟随在地方工作的同志一起

打游击，偶尔才能见面，交换一些信息。

不久，他们得到了吕光在关内随部队活

动的消息。顾宁、陈大远等先回到关内；高

翔、武迎山等人到了兴隆县界的雾灵山一

带，与李杉（崔林此时的化名）、高元、白光等

会合；山桥、张助国、徐楠等人继续在承德县

以南的河南大峪一带活动，这里的房屋已被

敌人烧了，可仍有不少群众隐蔽在深山老林

里继续斗争，村长每天还设法找地方给我们

的同志做饭吃。敌人在各处烧杀抢掠，但人

民抗日的烽火是扑不灭的。

1943 年 6 月底，在关外活动的同志陆续

回到关内与吕光等同志会合，继续出版《救

国报》。

由于冀东战略地位的重要，敌人“扫荡”

很频繁。为了寻找一个比较安定的地点，在

吕光安排下，一部分同志又第三次出长城，

在暴河以南、长城以北地区，选择了周围几

十里没有村庄的一块深山老林作为活动基

地，由白光带领一个警卫班，还有山桥、武迎

山、张助国、任仆、育才等人，在那里坚持工

作。从关内背来的一点粮食和盐，很快吃光

了 ，大 家 就 寻 找 野 菜 充 饥 ，凡 是 能 吃 的 就

吃。有时走出很远，爬在山头上，等候赶集

的驴驮子，买他们用来换卤的几十斤粮食。

这样大约坚持了一个月左右，由于敌人

对长城沿线的封锁非常严密，关内关外之间

的联系十分困难，不利于开展工作，大家又

回到关内。

1943 年 6 月，冀东军分区根据晋察冀军

区的指示和中共冀东地委的决定，制定出青

纱帐战役计划，目的是：恢复平地、保卫山

地 、巩 固 滦 河 东 和 北 宁 路 南 ，同 时 开 辟 新

区。此后，冀东八路军分三路在地方干部、

民兵和广大群众配合下，势如破竹地攻击前

进。到 8 月底，迁滦丰、丰玉遵、丰玉宁、遵

化南部等根据地陆续恢复。

经过两年多的顽强坚持和艰苦斗争，冀

东军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终于彻底粉碎了日

本侵略者精心策划的“治安强化运动”，冀东

抗日游击根据地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开

辟了北宁路南、滦河以东和热河南部，在热

北创建了承平宁抗日游击根据地，在东部创

建了凌青绥游击根据地；建成了横跨热河、

冀东两省区的冀热边抗日游击根据地。

《救 国 报》社 的 同 志 们 始 终 奋 斗 在 战

场、在前线，从 1942 年秋到 1943 年秋，他们

就是这样几进几出，辗转在长城内外、滦河两

岸。虽居无定所，环境艰苦，却始终坚持出报，

还刊印并发行了大量进步材料，有力地配合

了我党我军政治宣传与团结抗战工作。

（待续）

冀东老八路白云声，是在冀东抗战史

上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

白云声，原名张福臣，丰润县东高庄

人，1937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 年 7

月参加冀东岩口抗日大暴动。之后，长期

坚持在冀东。年仅 22 岁就担任了八路军

丰玉宁路南工作团主任兼党委书记的白

云声，奉命开辟路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传

奇般英雄事迹，至今仍在丰南等地区民间

广为流传……

这里所说的路南，是指横穿冀东丰玉

宁三县的京山铁路之南。这里土地肥沃、

物产丰富，又紧临渤海兼得渔盐之利，历

来是冀东最富庶的地区。日本侵略者早

就垂涎这富庶的土地，自 1933 年 5 月侵占

冀东后，一直对冀东地区实施严密的统

治，长期驻扎重兵，对丰玉宁路南地区统

治尤甚。这一带日军据点林立，汉奸特务

组织繁多，鬼魅横行。因此，在 1942 年以

前，我党我军很难在丰玉宁路南地区长久

驻足扎根。

时间到了 1942 年。这年 5 月，日军从

冀东调走了第二十七师团去加强冀中地区

津浦铁路的防务，留守冀东的日军仅剩下

一个独立第十五混成旅团及一批汉奸伪

军。我冀东军分区领导洞悉了敌情的这个

重大变化，当即发起“复仇战役”。冀东八

路军几乎全线出击，为在 1941 年反“扫荡”

中牺牲的我冀东抗日军民报仇雪恨！至当

年 7 月，“复仇战役”胜利结束，战果辉煌，

共歼灭日伪军 1600 余人。穷凶极恶、罪恶

滔天的制造潘家峪惨案的罪魁祸首佐佐木

二郎也被我军设伏击毙。大批汉奸被消

灭，大批村镇被我军攻占，大批物资给养被

我军缴获。日军头目惊叫：“冀东治安形势

恶化！”急忙从冀中调回了二十七团回防冀

东，并向我冀东八路军主力部队所在的地

区发动了“冀东一号二期作战”。我冀东军

分区领导审时度势，敌变我变，果断决策：

开辟路南！随即派出白云声为八路军丰玉

宁路南工作团主任兼党委书记，去开辟丰

玉宁路南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2 年 8 月下旬的一个夜晚，白云声

率领七个人，一律着便装，以青纱帐为掩

护，昼伏夜行，悄然越过京山铁路，潜入丰

玉宁路南地区。一开始工作并不顺手，连

吃、穿、住、行都成问题。幸亏有在当地坚

持斗争的地下党和抗日积极分子，千方百

计予以接应、协助和保护，才勉强立足。

有汉奸闻听白云声他们的困境，幸灾

乐祸，甚至编出顺口溜嘲讽白云声他们。

白云声闻之，咬紧牙关，表面不动声色，但

心中充满了对敌人的怒火。经一番缜密的

调查研究之后，白云声下令：“扬刀立威！”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秋夜，白云声率部

下一举处决了三个铁杆汉奸伪保长，并留

下告示，宣布这些汉奸罪大恶极，不杀不

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救国救民！落款

都是六个大字“八路军白云声”！

一时间，八路军威名大振，白云声威

名大振，老百姓拍手称快，汉奸黑恶势力

魂飞魄散。不长时间，丰玉宁路南地区有

近百个村庄都归附了八路军或被八路军

所掌控。一批汉奸被镇压，一批汉奸被吓

跑，还有一些汉奸找人托关系向八路军表

示自首自新。丰玉宁路南抗日游击根据

地局面初步打开。

这其中，最富有戏剧性的是开辟王家盘。

王家盘地处当今唐山市丰南区宣庄

镇西南，距当时日军严密把守的宣庄大据

点不足 7 里。为此，这里一直都是我党我

军工作的空白。

王家盘是个大村庄，东西长约 2 华里，

一条东西向的土路从村中穿过。这条土

路东通黄各庄，西通曹庄子、莲花泊、石桥

沽。土路把王家盘一分为二，南一半、北

一半。村子靠东一点是个十字路口，有一

条从北面宣庄过来的土路，在村子与东西

向土路相交叉，往南通向涧河沿海而去。

在村子十字路口往西数南边第三个门口，

是一户董姓人家。这家本是清朝乾隆年

间武举进士、台湾总兵、龙虎将军董果的

后人。董姓人家的当家人早年承袭祖荫

在沿海谋了个渔政差事，全家人不愁吃

喝。但不料 1930 年代初，当家人暴病而

亡。这家人为求生计，先卖田地，后卖家

当，最后只剩下了两排六间正房和南门外

一亩多看家地。临街的三间正房很快被

村里强行租用成了保公所。当家人的遗

孀董佟氏带着两儿三女住在南边的三间

正房，守着南门外一亩多看家地艰难度

日。白云声详细了解情况后，于 9 月中旬

一天傍黑儿，推开了这户人家南面三间正

房的堂屋门，见一位中年妇女正在灶前烧

火，白云声知道这就是这家人的董佟氏。

董佟氏见来人先是一愣，忙问：“你是？”白

云声悄声回答：“大婶，别怕，我是八路军

白云声。”董佟氏一听大惊：“我的天呀！

日本鬼子就在宣庄，还有他们。”董佟氏往

北一指保公所。白云声低声告诉董佟氏：

“不怕，我们就是冲着他们来的！大婶儿

是在做饭吗？”董佟氏摇头叹气道“哪配做

饭呀，家里都断粮三天了，我是烧点水给

孩子们喝。他们占了我们三间正房，说是

一年给我们两口袋粮食当房租，这都一年

多了，连一颗粮食粒儿都没给，要了几回

都不中！”白云声听了回答道：“大婶儿别

着急，我去替你们要！”说着，又进来一个

拿枪的人，跟着白云声推开堂屋北门，直

奔保公所而去。

保公所南堂屋的门开着，西屋挂着门

帘子，屋里有人声。白云声悄然拨开门帘

子的一个缝儿，只见屋内有三个人，正围

着一张高桌上的煤油灯盘算着什么。白

云声带着那个拿枪的部下悄然进屋，靠在

了炕沿上。那三个人似乎感觉有外人进

来了，抬眼一看，见是两位陌生人，还带着

枪，顿时有点惊慌，忙问：“你们是？”“我是

八路军白云声，听说你们要当铁杆汉奸，

今晚准备处决你们三个！”白云声说话声

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力压千斤！那三人顿

时吓得浑身抖似筛糠，扑通一声，齐刷刷

地跪在地上，连忙磕头求饶：“白老爷呀，

我们可不是铁杆汉奸哪！我们实在不愿

意当汉奸呐，求白老爷饶命啊！”白云声反

问道：“你们不愿意当汉奸，东屋的粮食是

给谁准备的？”三个人中打头的回答道：

“那是皇军，不，那是日本鬼子让王家盘三

天交 30 口袋粮食。我们今天刚从大户人

家那里征来了 4 口袋麦子 6 口袋玉黍，正

发愁剩下的 20 口袋粮食咋办呢。”“你们有

粮食不给房东吃，不给中国人吃，专门给

日本鬼子留着，你们不是铁杆汉奸谁是？

嗯？”“白老爷呀”，那三个人中打头的还想

说什么，拿枪的八路军战士抢先开了口：

“什么白老爷！这是我们八路军路南工作

团白主任!”这一说不要紧，跪着的三个人

彻底感到大祸临头了，伏在地上磕头如捣

蒜！那个打头的额头都磕出血来了：“白

主任我们错了，马上改！”说罢手一挥，后

面立刻站起个人来，往存放粮食的东屋而

去，扛起一袋麦子立马送到房东董佟氏

家，接着又扛去一口袋玉黍。送完了粮

食，向白云声汇报：“白主任，房东的粮食

我们送去了。”白云声头都没抬一下，低声

问：“你们真不想当汉奸？”三个人发誓般

的回答：“谁想当谁不是人！”“谁要是当

了，你杀我们全家！”白云声听了点头回

答：“好！信你们一回，就这一回！给你们

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你们都起来吧。

剩下的 8 口袋粮食算你们交的抗日公粮。

还没征的那 20 口袋也不要征了！”“那日本

人来了，我们咋办呐？”三个人中打头的

问。白云声说：“拿笔和纸来。”打头的忙

找来笔、墨、纸张。白云声胸有成竹，提笔

在白纸写上了“八路军白云声在王家盘征

粮 30 口袋。”写毕，将纸条交给了三个人中

打头的，说“后天，鬼子来之前你们三个人

中留一个人，大清早就把他绑在桌子腿

上，用布把嘴给堵上。这张条子就压在桌

子上。鬼子若问，你们就说白云声他们把

粮食给抢走了，走了有两个时辰了。你们

听明白了吗？”三个人都起身点头：“明白

了！明白了！”“这是我们跟你们订下的抗

日协定。必须保密，不许告诉任何人，连

孩子老婆都不能知道。谁泄密，谁就是汉

奸！我们三天之内必杀他！明白吗？”那

三个人拼命点头。“具体怎么做才能天衣

无缝，你们三个人商量着办吧！”白云声一

挥手，进来十来个人，麻利地把东屋的 8口

袋粮食全扛走了。临走时白云声撂下一

句话：“房东是我的亲表婶，今后你们看着

办。”

白云声又回到了南屋董佟氏家。不

善言语的董佟氏眼含热泪一个劲儿说：

“谢谢了！谢谢了！”八路军白云声如此急

人所难、如此解民倒悬、如此言而有信，使

董佟氏一家感激得无以复加，佩服得五体

投地。就在这一晚，董佟氏的家成了八路

军白云声可靠的抗日堡垒户。董佟氏表

示，空闲的东屋永远给白云声留着，堂屋

的南门永远不插死，晚上用一捆玉米秸顶

着，八路军来时轻轻一推即可开。东屋的

炕隔一两天烧一次，防潮防凉。灶上的锅

里，随时都给八路军留一点吃的。

如此一来，王家盘村整个被白云声和部

下所掌控。白云声趁热打铁，就在王家盘办

起了八路军爆炸培训班，安排董佟氏的儿子

董润春当了爆炸班的班长。接着，又吸收周

围几个村青年妇女抗日积极分子，在王家盘

办起了妇救会长培训班，安排董佟氏的大女

儿董淑廉进这个班参加培训。两个培训班

的成员进步都非常快，抗日热情与日俱增。

9月下旬，白云声率领王家盘八路军爆炸班

董润春等十几名骨干，推着独轮小车混进唐

山市，参与了虎口夺食一样的华新夺布斗

争，夺得三燕牌白布 3000多匹，解决了冀东

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冬装问题。之后，又发动

沿海一带的抗日群众，想方设法搞到了大批

海盐，运送到了被日军严密封锁、严重缺盐

的冀东北部抗日游击区，解决了那里抗日军

民的急需……

（本文作者李志成，系文中王家盘董

淑廉之长子；白燕，系白云声之女。）

“ 三 秋 ”，有 表 示 农 事 的 三 秋 和 表 示 时 间 的 三 秋

之分。

农事三秋特指“秋收、秋种、秋耕”，也有称为“秋收、

秋种、秋管”。北方农村常用第一种说法。

北方农村一般在农历立秋节气之后开始秋收，民间

有 “过了立秋，一把半把往家揪”的说法，即立秋过后，

便拉开了秋收的序幕，开始颗粒归仓。古时也有秋收之

说，如晋陆机《挽歌》之一“三秋犹足收，万世安可思。”

北方秋收的农作物主要有玉米、大豆、红薯。我下

乡时，收获玉米和大豆还完全靠人工。我家乡把收玉米

叫擗玉黍，擗玉黍时需要在玉米地开辟出一条车道，先

擗掉四垄玉黍并刨掉玉黍秸，可供装载擗下玉黍棒子的

牛（马）车行走。车道两侧的社员每人后背或肩膀斜跨

一个小筐（老乡叫小笆篱筐），用左右手分别擗左右两垄

的玉黍棒，身后的小筐装满后，倒在车上，车辆随之前

行。如此重复操作，效率很低，人在玉黍地里钻，手臂和

脸常有划伤。如今这种笨重的体力劳动已被先进的玉

米收割机取代。

收割大豆要应时，收晚了豆粒容量崩落（炸豆）。开

始也是人工用镰刀割，而且为防止炸豆，一般都顶着露

水割豆子，很辛苦。这种劳作目前也被收割机取代。

收红薯则是人工用大镐刨或用犁（豁子）豁，若掌握

不好深浅，刨出的红薯容易出镐伤。我下乡时，也用大

镐刨过红薯，很累人，一天下来腰酸臂痛。现在有红薯

收割机了，不仅生产效率高，劳动强度也大大降低。

秋种，在北方特指播种冬小麦。播种小麦一般在农

历秋分节气，我当年下乡的农村也有“白露早、寒露迟、

秋分种麦正当时”的说法。同样，小麦播种机早已取代

了传统的牛马犁沟、人工撒种（点种）的耕种方式。

秋耕，指入冬前要翻耕不种麦子的白地，目前都使

用拖拉机挂犁耕地。

所谓表示时间的三秋，也有三种解释：一是指分离

时间太长，古人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之说。这个三

秋是多久呢？有很多人认为指的是三个秋天，也就是

三年，其实不然。这句话的最早出处，是《诗经·国风·

王风·采葛》：“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萧

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

兮。”按诗意，这里的“三秋”，其实指的不是三个月，也

不是三年，而是三个季度，即 9 个月，也泛指时间很长。

二是表示秋季，一般指晚秋，农历九月。源自唐代

诗人李峤的《风》，全诗为：“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

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又如，孔颖达疏“年有四时，

时皆三月，三秋谓九月也。”

三是表示秋天的三个阶段，即初秋、中秋、晚秋。在

古代也称之为：孟秋、仲秋、季秋三个阶段。

可见“三秋”之说，不能执一而论。

说说““三秋三秋””
□□ 陈晓明陈晓明

白云声开辟路南抗日游击根据地白云声开辟路南抗日游击根据地
□李志成 白 燕

2024 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9周年。

在 9 月 3 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到来之际，让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

和平、警示未来，在红色故事中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汲取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