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 3月 31日，细雨蒙蒙，在中共范县县委党史
研究室二级主任科员张锋的引领下，我们来到了仰慕已
久、充满传奇的颜村铺大街，听张锋和冀鲁豫革命纪念
馆的同志一一解答大家心中的层层谜团。

今天我们熟知的河南省范县颜村铺乡，位于范县新
区东北 5公里处，北沿金堤河与山东搭界。 全乡总面积
47.61平方千米 （2017年 ）， 辖 42个行政村 ，31328人
（2017年），4.86万亩耕地，是濮阳市一个典型的农业乡，
素有范县“粮仓”之称。

然而，一段尘封的历史却让人大惑不解，颜村铺是
革命老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冀鲁豫边区革命

旧址坐落于乡驻地，红色旅游资源丰富。 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时期，邓小平、万里、段君毅、杨勇、曾思玉、宋任穷
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此战斗和生活，刘少奇、彭德怀、林
彪、聂荣臻、刘伯承、陈毅、杨得志、罗荣桓、马本斋等抗
日战将曾在此驻足，甚至国民党抗战人物卫立煌、范筑
先等也曾来此共商抗日大计。
1938年至 1945年， 颜村铺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冀鲁

豫边区党委、行署和第八军分区司令部等党政军领导驻
地，被誉为冀鲁豫边区“小莫斯科”“小延安”。 谜团丛生。
张锋介绍道，抗战八年，我党我军在此策划指挥的大小
战役 300余次，歼灭日伪军上万人，牵制日军两个师团
的作战兵力，可谓浴血奋战的八年。 更令人称奇的是，自
1939年到全中国彻底解放， 此地就像钢打铁铸一般，一
直牢牢掌控在我党我军旗下，日军汉奸顽匪和国民党都
未敢越雷池半步。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武汉军区、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曾
思玉将军在《五师东进》一文中回忆道，1938年 10月武
汉失守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由“速战速决”改为
“速和速决”“以战养战”，对国民党政府、军队实行政治
诱降，集中力量对付我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 日
寇抽出一半以上的主力，由前方调到后方，企图摧毁我
抗日根据地。

为了巩固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和毛主
席致电八路军（后称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决定由一一五
师政委罗荣桓、代理师长陈光率领师直和三四三旅六八
六团东进山东。 东进部队于 1939年 3月 2日抵达鲁西
平原抗日根据地郓城地区。3月 3日晚，六八六团即在郓
城西北樊坝首战告捷，全歼伪军 500余名，毙日伪军 100
余名，生擒日伪军团长以下官兵 300余人，打击了敌人
的气焰，鼓舞了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群众以极大的
热情慰问八路军子弟兵。
1939年 5月 11日，日寇以 5000余人，对我鲁西区

党委和一一五师师部及六八六团主力驻地陆房，进行九
路围攻。 我一一五师师部和六八六团主力英勇反击，激
战终日，歼敌 800余人，胜利突围后继续东进。 这次战
斗， 使一一五师师部和六八六团在鲁西人民中威望大
振，敌伪甚为惊慌，并且争取了郓城县国民党保安副司
令祝璧城部 1500余人和鄄城县保安队、 汶上县县长及
其武装参加我军。

留在鲁西抗日根据地的六八六团三营扩编为一团，
师直两个连扩编为游击七支队，1939年于 7月 7日在鲁
西组成一一五师独立旅，旅长杨勇，参谋长何德全，政治
主任欧阳文。
1939年 8月 2日，汶上县出动日寇三十二师团炮兵

一部及步兵长田大队共 400余人， 向梁山根据地进犯。
一一五师一部在师首长指挥下， 预伏于梁山前集庄地
区，经过激战，歼敌大半，生俘日兵 20余人，缴获三八野
炮 2门，九二步兵炮 1门，轻重机枪 20余挺。 此后，广大
群众奔走相告，“老八路在梁山活捉了日本鬼子”， 看押
鬼子的部队走到哪里，群众就拥过去看小鬼子。 此次战
斗，震惊了敌人，增强了我军坚持鲁西平原游击战争胜
利的信心，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政治影响，广大群众
踊跃参加我军。 这一仗，对建立鲁西平原抗日根据地是
一个奠基礼。
1939年 10月初，曾思玉奉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命令，

带领抗大学生 400余人，由太行山经鲁西到鲁东一一五
师师部。 路过鲁西时，杨勇同志把他带领的抗大学员留
下 100余人在鲁西工作，曾思玉也留了下来。

当年冬季，成立鲁西军区，军区司令员由杨勇同志
兼任，政委由肖华同志兼任，参谋长何德全，政治部主任
由曾思玉担任，杨勇同志把驻地选在了范县颜村铺。 颜
村铺地区我党的群众基础非常扎实，大革命时期，鲁西
濮县、范县、观城县一带已经有了大批的农村基层组织，
颜村铺就是一个连通冀鲁豫三省党组织的大型交通站。

张锋介绍道，抗战爆发后，我党就在颜村铺建立了
秘密交通联络总站，交通员在总站领导下，及时向延安、
太行山、泰山、沂蒙山等根据地的党组织之间传递文件、
护送干部。1940年春，冀鲁豫行署成立后，总站更为交通
局，下设四个科，即组训科、巡视科、传递科、总务科。 此
时，颜村铺已经成为冀鲁豫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指挥中心
和党政军机关常驻地，更是大小战斗战役的策划地和补
给中心，军装、弹药、军粮、医疗用品的生产制造中心。

站在今天的颜村铺大街上， 怎么也想象不出来，这
里没有高山没有大河，没有要塞没有雄关，固若金汤的
红色堡垒何以拒敌于外，成为一方革命圣地？

著名微博达人、研究员、历史学者“大运河时空”撰
文指出，如果有人对比今天和 1955年的地图，会发现河
南省东北部与山东省交界处的省界轮廓线有很大的不

同。 今天的地图上，河南省界线形成了一个很奇特的、锐
利的“尖角”，好像一柄尖刀深入到山东省腹地，但是在
1955年的地图上， 这一带的省界线则是平滑的圆弧形
状。 而且在这一带附近，1955年的几个县城今天则成了
镇，比如观城县、濮县。 有的县在 1955年的时候原属山
东省，今天却属于河南省，比如濮县、范县。

对这一带行政区划变动的历史， 很多人都知道，这
种变化是因为山东省在 1956年撤销了一批县， 以及在
1964年时出于治理黄河的需要等诸多原因造成的。但是

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观城县、濮县、范县这三个普普通
通的县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地位、意义及影响。

这三个县在 1941年的时候，就有了响亮的称号“钢
铁濮范观，华北小延安”，其中“濮范观”三个字就代表这
三个县。 它们联系在一起，就组成了抗战初期的山东鲁
西北根据地，以及后期的鲁西、冀鲁豫根据地核心区。
颜村铺恰恰就在濮范观的中心点上，不得不佩服杨勇将
军的神武英明，颜村铺最厉害之处就在于———在平原抗

日根据地中，始终未被日军占领，成为我党领导人民抗
击侵略者的钢铁堡垒，在敌后平原游击战争中发挥了巨
大作用。

为何这里能够有着如此辉煌的历史成就，是因为濮
范观一带有着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优势：

一、地形。在这一带河流纵横，有京杭大运河、卫河，
还有无数小型的河流，黄河自咸丰年间改道北流入渤海
之后贯穿其间。 1938年春， 蒋介石为了抵御日军的进
攻，在郑州花园口炸开了黄河大堤，黄河改道南下，直到
1947年归故，其间 9年时间内，濮范观境内的黄河故道
一直是干涸的，沙滩起伏、尘土漫天、地形复杂恶劣。

二、地处几省交界处，旱涝灾害经常发生，战乱连
绵，群众生活困苦，造成了这一地区民风强悍，豪侠仗
义、崇尚勇武，富有反抗精神。

三、在清朝及民国时期，这一带地处鲁西边缘，与河
南、河北两省接壤，是三省接合部，离周围济南、聊城、邯
郸、安阳、济宁等城市较远，敌对势力力量相对薄弱。

四、党的发展及革命活动开展较早，在第一次国内
革命战争时期，这里就出现了党的活动，群众性革命斗
争热情高涨，群众基础好。

正是有了这些条件，颜村铺成了冀鲁豫边区政治、
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边区的党委、行署、军区及报
社、银行、医院、学校、兵工厂都长期设在这里。

不但如此，刘少奇、邓小平、朱德、彭德怀、林彪、刘
伯承、陈毅、罗荣桓、徐向前等领导人都在这里居住过，
宋任穷、段君毅、杨得志、杨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都在这里战斗、工作和生活。 这也是这里被称为“华北
小延安”的原因。

正是因为这样，颜村铺才有能力和条件为我国的民
族解放事业培养、输出大批干部和军队人才，还为革命
军队补充了大量兵源，并且作为党和军队的“后勤基地”
积极做好支援工作。 无论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时期
都是这样，在中华民族灾难最深重的年代，颜村铺及周
边群众为我国革命与人民解放事业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这一段历史应该被大家所铭记。

据曾思玉将军的回忆录显示，1942年 3月，日寇推
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9月推行第五次“治安强化
运动”。9月 27日，青纱帐基本结束的时候，日寇派遣军
驻华北总司令岗村宁次亲自指挥第三十二师团、第三十
五师团主力、一个骑兵旅团、一个骑兵联队，并纠集 17
个县的伪军共 3万余人，出动坦克 30余辆、汽车 400余
辆、飞机 10余架，对我鲁西冀南豫北抗日根据地的濮、
范、观中心地区进行秋季大扫荡，实行“铁壁合围”，企图
一网打尽我冀鲁豫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机关和
部队。

日寇的如意算盘没能得逞，我党的领导机关和主力
部队于 1942年 9月 26日夜间就跳出了鬼子的合围圈。
但曾思玉带领的教三旅七团、八团的两个第一连和两个
班长训练队共四个连队， 一直坚守在范县颜村铺，9月
27日就在我们去郓城以北李楼执行任务时， 被围在旧
范县甘草堌堆。 我部英勇顽强，以一当十，以少胜多，猛
打猛冲，终于打开了缺口，突破了敌人的“铁壁合围”，带
领成千上万的群众胜利突围。 在突围战斗中击毙日寇
第三十二师团九六部队 100余人。
1943年 10月，正值晚秋季节，日伪 1万余人照老

一套办法，对濮、范、观地区进行扫荡。 我们早已做好了
反扫荡的准备工作，采取敌进我进的办法，组成两三个
连几百人的精干部队，一发现敌人扫荡，便分别跳入游
击区、敌占区，袭击日伪据点，破路、破电话线，袭扰敌
人。
1943年 10月 12日， 曾思玉和段君毅政委带领分

区机关特务连和七团一连在旧范县颜村铺以北吕堤村

待机，拂晓后发现朝城敌伪出动。大约 8时左右，敌人列
成行军队形向颜村铺（分区司令部常驻的地方）方向开
进。 伪军在前面，日本鬼子在后面骑着洋马，拉着九二
步兵炮运动。 曾思玉用望远镜看到敌人的举动，命令部
队隐蔽在抗日道沟大麻子棵里，不许乱动。 等敌人通过
后，他带领部队飞快向阳谷方向运动，黄昏后到达离阳
谷城十余里的袁楼，封锁消息吃饭。 深夜从阳谷城内送
出情报， 阳谷城内还有大队骑兵和汽车。 他们不顾疲
劳，从阳谷寿张之间通过公路进入张秋地区。 拂晓后正
通过公路时， 遭到碉堡内和公路上运动的敌人的火力
袭击。 因我军部队动作快速，终于安全到达东平县岱庙
昆山地区集结待命。 他召集昆张支队队长吴忠、政委邵
子言开会研究反扫荡的行动， 决定会合后向泰月巴山
区活动。 10月 20日，他们袭击了东平以北夏谢伪军据
点，歼敌 200余人。25日偷袭东平城。夜间，部队进入城
内，立即展开政治攻势，书写标语，张贴宣传画，烧毁敌
人的粮食仓库。扫荡我抗日根据地之敌，闻讯火速收兵，
败兴而归。

治安军、伪军、汉奸狗仗人势，在 1942年日寇大扫
荡之后，即向我昆张地区蚕食，使这块抗日根据地变为
敌占区。10月间，汪精卫第二方面军汉奸孙良诚占据了
濮县城，爪牙伸向抗日根据地。 由于根据地逐渐被敌人
压缩，斗争更加激烈，环境更为艰苦。 但他们没有被困
难吓倒，抗日根据地的人民也没有向敌人屈服。 遵照党
中央和毛主席发出的“认清形势，勇敢地克服一切困难，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号召，1943年 1月初，由七团、
八团的第二连组织小部队从颜村铺出发进入昆张地区

活动。 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小部队只能夜间活动。
为适应形势的需要，他们把这支部队改编为昆张支

队，全体人员穿便衣，深入敌后作长期打算。 他们还选
派当地党员干部，打入伪军和伪政权中，学会做隐蔽的

合法的斗争。 军事上主要打击死心塌地的汉奸卖国贼头子。 基本上采取夜间行
动，打破规律，声东击西，通过敌人封锁沟时用自己携带的活动竹梯子越过障
碍，夜间行军后尾有专人打扫行军痕迹，或用数人穿倒鞋不规律走路等，以迷惑
敌人。政治上，开展对伪政权人员和伪军家属的工作。捉到伪军官兵和伪政权人
员，常常经教育后立即释放。 有的伪军被我们捉放过三次。 这样做，使他们争取
到许多伪军和伪政权人员为我们通风报信， 掩护我党政工作人员做合法的斗
争，派进去拉出来，出现了不少两面政权（一方面应付日寇，另一方面为我们做
事）。 部队本身则加强军事、政治思想工作，发挥党员、团员的模范作用，注意巩
固部队。深入敌后要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深入做群众工作。掌握党的政策，保障
部队立稳脚跟，坚持敌后斗争，待时机成熟，准备一锅端，粉碎敌人对我抗日根
据地的蚕食。

1943年 6月，武装保卫麦收时，曾思玉带领鲁西
军区八团和昆张支队对敌展开反蚕食斗争，一夜之间，
把昆张地区伪军 20余个据点全部拔掉。 俘伪军 1000
余人。八团和分区特务连攻克张秋、徐集据点歼灭伪军
200余人。10月上旬，八团在朝城以南歼灭伪军文大可
1000余人，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粉碎了敌伪的蚕食政
策，恢复和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杨勇将军也在回忆录中， 明确记载了他与颜村铺
冀鲁豫指挥中心的激情岁月。 记者站在杨勇将军的故
居前，回眸往事，不禁热血沸腾。
1941年 1月， 驻军在颜村铺， 担任三四三旅旅长

兼鲁西军区司令员的杨勇， 在潘溪渡伏击战中， 采取
“围点打援、设伏围歼”的战法，全歼日伪，缴获的一门
日军九二式步兵炮，至今陈列在军事博物馆中。
1941年 1月 7日夜，杨勇指挥旅特务营奔赴侯集

并对日军展开围攻， 同时令第七团和第二分区一部隐
蔽进入郓城和侯集之间潘溪渡附近预伏地区， 打日军
一个措手不及。 8日凌晨，潘溪渡日军告急求援。 面对
难得的战机，杨勇决定采取“围点打援、设伏围歼”的战
法。 当日午前，郓城日军一个中队及伪军一部乘汽车 4
辆，带火炮一门，驰援潘溪渡。 当增援的日军进入杨勇
率部预伏地域时，预伏部队立即向预定目标发起攻击。
战至 8日黄昏， 全歼日军一个中队 150余人和伪军一
个大队 400余人，日军软原少佐被击毙，焚毁敌军汽车
4辆，缴获九二式步兵炮一门，创鲁西平原全歼日军的
光辉战例。 到 1941年 2月 6日，杨勇率部共歼日伪军
700余人，胜利地挫败了日伪军扫荡企图，巩固了鲁西
抗日根据地。
1941年 4月，杨勇作为中共七大代表，赴延安参

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 7月 7日，根据八路军
总部决定， 鲁西军区与冀鲁豫军区合并组成新的冀鲁
豫军区，杨得志任司令员，杨勇被任命为副司令员。
1944年春，杨勇回到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5月 11

日， 冀鲁豫军区与冀南军区领导机构合并为新的冀鲁
豫军区，宋任穷任司令员，黄敬任政治委员，王宏坤、杨
勇任副司令员。当日，杨勇参与指挥军区部队和地方武
装主动出击，在昆（山）张（秋）地区发起攻势作战，一周
之内收复戴庙、寿张集、徐桥等伪军据点 50余处，歼伪
军 1200余人，摧毁日伪军寿张至郓城的封锁线，使中
心区向东扩展 50余公里。 接着，杨勇又乘势以第七团
及地方武装一部进攻清丰县城， 伪军于 13日弃城逃
跑。 在日伪军重占清丰县城后，29日，杨勇指挥冀鲁豫
军区第八军分区和地方武装， 乘日伪军政人员召开庆
祝“光复”大会疏于戒备之际，突然攻入城内，再度收复
清丰县城，将伪警备队 1100余人和伪冀南道道尹及集
中在清丰县城开会的全道 13个县的伪县知事、日本顾
问全部击毙或俘获。 7月 31日，杨勇又指挥第七军分
区部队采取里应外合手段，智取莘县县城，歼伪军及伪
组织人员 700余人。

从 1944年 8月开始，杨勇参与指挥冀鲁豫军区部
队向老黄河以南地区展开攻势作战。当围攻郓城，守城
日伪军闭门坚守不出之时，部队旋即在东起梁山、西至
鄄城 50余公里地区内，展开军事、政治攻势，一周之内
连克据点 36处，歼伪军 2900余人。 此后，冀鲁豫军区
部队又先后攻人砀山、肥城、枣强，收复寿张县城。所属
第十军分区部队也在菏泽、考城、东明、曹县地区连克
日伪军据点 20余处。 这次攻势作战，使鲁西南各小块
抗日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为响应毛泽东关于“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
号召，巩固与扩大卫河以东和开辟卫河以西地区，冀鲁
豫军区于 1945年 4月下旬，决定发起以攻取日伪军之
孤立据点南乐县城为中心的南乐战役。 杨勇受命指挥
这次战役。他根据守城日伪军情况，决心以第八军分区
主力攻取南乐县城及扫清部分外围据点，以第三、七、
九军分区部队各一部阻击大名、安阳出援之日伪军。
1945年 4月 24日夜， 攻城部队在火力掩护下从

西南和西北迅速攻入城内，旋即对守军实施分割包围，
先打分散小股守军，后集中攻打大股守军，激战至 26
日中午，全歼守军。 与此同时，阻援部队亦将日伪军外
围据点全部拔除， 并击退由安阳、 大名等处出援日伪
军。 至 27日，南乐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日伪军 3400余
人，俘伪军 3000余人，解放被日伪军占领 5年之久的
南乐县城及其附近据点 32处。 这次战役，是冀鲁豫军
区在局部反攻中首次集中 4个军分区部队协同作战，
为展开全面反攻积累了协同攻坚作战的经验。

冀鲁豫军区春季攻势的节节胜利， 迫使日伪军不
得不收缩兵力，加强城市及主要交通要道的守备。
1945年 5月，杨勇参与指挥冀鲁豫军区部队发起

夏季攻势作战。 18日至 24日，乘津浦铁路沿线日伪军
守备薄弱之机，集中 4个军分区部队分左中右三路，在
鲁西地区发起东平战役，歼日伪军约 2200人，解放沦
陷 7年之久的东平县城。 7月 20日，杨勇又指挥第一、
四、七、八军分区部队，在鲁西地区发起阳谷战役，激战
至 26日，解放阳谷、堂邑两座县城，毙伪团长以下 330
余人，俘伪军 3200余人。
1945年 8月 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并指

令苏军进入东北。 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对
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 10日，延安总部以八路军总
司令朱德名义发布第 1至第 7号作战命令， 命令各解
放区抗日武装部队大举反攻。杨勇和司令员宋任穷、副
政治委员苏振华率领中路军 13个团星夜兼程，浩浩荡
荡， 向新乡、 开封地区日伪军占领城市和交通要道挺
进，连克延津、阳武、封丘 3座县城。

抗战八年， 两度驻扎颜村铺的杨勇率部对日作
战，仗越打越好，越打越精，成为让日军闻风丧胆的八
路军名将，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立下汗马
功劳。

张锋长期关注党的奋斗历程， 尤其担任范县县委
党史研究室二级主任科员以来，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中，颜村铺作为冀鲁豫边区党政军的中心，发生的重大
事件、重要战斗予以详细梳理。 (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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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冀鲁豫边区颜村

铺革命旧址。。

张锋向记者介绍革命历史。。

战地医院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