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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6 月 25 日上午，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研究室、市社科联联合召开濮阳市社科界庆祝建党百年理论研讨
会，与会专家学者作了精彩发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锦印进行了精彩点评，对专家发言给予高度评价。 现将部分
专家发言予以整理编发，以飨读者，希冀对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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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濮阳历史的战略地位不同寻常， 人们总
爱用的词是逐鹿中原如何如何。 20 世纪 80 年代，
共和国著名的战将杨得志重来濮阳时曾激动地对

这里的乡亲说：“濮阳是我的第二故乡， 在抗日战
争最困难的时候， 我和乡亲在这里一起战斗了 8
年。濮阳，是个有名的中原逐鹿的地方。”他一生对
宾馆唯一的题名就是濮阳市胜利东路的 “逐鹿客
家”，老将军在这里用“逐鹿”指代中原。

鹿，在古代人的心目中为神圣之物。唐朝经学
家孔颖达在《春秋左传》的注释中写道，“麟、凤与
龟、龙、白虎五者，神灵之鸟兽，王者之嘉瑞也”，所
以称五灵。麟，也称麒麟，为鹿中之王。秦朝赵高指
鹿为马， 意思是他要用王者之嘉瑞替代秦朝的兵
车天下，从此，鹿成了帝位、国家政权的象征。刘邦
平定天下后， 将鼓动韩信割据称王未遂的蒯通捉
拿归案，要煮了他。 蒯通辩解道：“秦失其鹿，天下
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 ”他当年为韩信
谋士， 像古代大盗盗跖的狗不认识尧为圣人而吠
叫一样，和刘邦分庭抗礼，不过是忠于其主。 刘邦
因此放了他。 东晋北方后赵的创建者石勒吹嘘自
己道：“我对汉刘邦服气，如遇到他我甘愿称臣。 其
他都不在话下，就是遇到像刘秀那样的，我也当和
他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 ”这就是逐鹿中原，
鹿死谁手、得中原者得天下等说法的来历。

濮阳，就处在中原的核心地带。
抗日战争胜利后， 以濮阳为中心的冀鲁豫根

据地在杨得志、黄敬、宋任穷、杨勇、万里、段君毅
等一批英才俊杰的先后领导努力下，辖区涉及 116
个县，近 2000 万人口，成了全国解放区中最大的
一块根据地。 这块根据地地处中原枢纽， 西接太
行，是中共由冀晋基地东进华东、南进中南的桥头
堡，幅员辽阔利于周旋，人口稠密易于招兵，属地
又大多偏僻贫瘠，“中共”军力不张，不为国民党瞩
目。 但深谙战略的毛泽东却如见重宝，喜出望外，
当即予以安排。 原冀鲁豫区归属中共中央北方局，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直归
中央， 让原任北方局书记的邓小平任晋冀鲁豫中
央局书记兼军区政委， 让号称战神的原红军参谋
长刘伯承任司令员， 并指令他们要迅速将工作重
点放在濮阳一带的平原地区。 刘、 邓当然心领神
会，于 1946 年 7 月率部辗转到达濮阳，驻在原冀
鲁豫军区司令部清丰县双庙乡单拐村。 这时，正是
国民党发动对共产党解放区全面进攻的时候，刘、
邓精心运筹，连战皆捷，以 4 万多兵力接连粉碎 30
多万敌军的分进合击。 一年内就歼敌 11 万，将自
己兵力壮大至 12 万多人。

与此同时，共产党实行土地改革，紧紧依靠贫
苦农民的政策得了人心， 各解放区战场抗击国民
党进攻的战斗都取得了出乎意料的胜利成果，消
灭国民党军 120 万人。 不但挫败了国民党的战略
进攻，而且解放军队伍迅速壮大，并巩固了基地，
占据了战略上的主动，具有了反攻能力。

反攻，从哪里发起？
喜欢跳跃思维、 奇策迭出的毛泽东设计了一

个三路大军跃江南的蓝图，第一路为中路，由刘、
邓领军 10 万从濮阳出发，后来，这支大军被称为
中原野战军， 大体沿现在京九铁路方向直奔大别
山老根据地；第二路为东路，由粟裕领军 10 万也
从濮阳集结出发， 直插江南原新四军的根据地乃
至闽浙赣边原中央苏区根据地；第三路为西路，由
陈赓、 谢富治率部 8 万从晋南直下桐柏山乃至湘
鄂西老根据地。 中路先发，东西跟进，南进后互为
犄角，在国统区的腹地搅他个天翻地覆，全面置国
民党军事于被动，牵着他们以赢得战争的主动权。

这是一项让当时的共产党将士多么振奋的决

策啊！ 他们大都是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
打，敌退我追”的战役中成长起来的，现在要打到
敌人家去拾掇他的家当，掏窝灭他，何等畅快，何
等豪迈！ 作为中路大军统帅的刘、邓，深知自己的
使命非凡。 但长途奔插敌人腹地，无疑置身四面嗷
嗷的群狼窝中，其危难情况可想而知。 邓小平在动
员会上细细阐述了大军南下的伟大意义， 同时也
要大家勇于面对不测，他凛然立誓要一往无前：“为
了全局，我们就是打光了，也是值得的！ ”这又是何
等的壮烈！ 直到现在，每每读到这义无反顾、铿然
掷地的男儿决语，我还是禁不住鼻腔大热，一种铁
肩担当的大丈夫浩然之气怦然升腾。

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天。 1947 年 6 月 30 日午
夜，随着一声令下，枪炮齐鸣，从台前县到濮阳县
150 多里的黄河，10 万健儿赳赳竞渡，一举歼灭国
民党军黄河防线 5.6 万人，拉开了解放军战略大反
攻的序幕。 消息迅速传开，极大地鼓舞了当时对共
产党信仰的所有人民， 也极大地摇撼了国民党的

统治。 海内外媒体一齐惊呼，中国命运的又一个转
折开始了！

这就是刘邓大军南下的核心意义， 如同南昌起
义打响对反动统治的第一枪一样， 它的历史性伟大
甚至首先不在于歼敌。它向世界宣告，如果说以前共
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在公开意义上是 “下属” 反对
“上属”压榨的斗争，那么，从今而后，中国共产党要
正式脱离国民党政府的麾属，逐鹿中原，问鼎天下。

刘邓大军南下的历程果然十分艰难，沿途为避
开国民党重兵截击，拐入黄泛区的沼泽地，辎重炮
械几乎损失殆尽，部队减员三分之一。 他们历尽千
辛万苦到大别山后， 原来的根据地已遭到极大破
坏。 面对强敌的围追，大兵团苦苦奔波，难于立足一
方。 但刘、邓是何等人物，什么样的艰难险境没经历
过，他们分兵抗敌，发动群众，硬是像钉子一样立
在国民党重兵的夹缝之间。

1948 年春，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华野主力 10 万
之众摆脱敌人纠缠，秘密来到濮阳休整，准备直下
江南，司令部设在濮阳县东的孙王庄。 副司令员粟
裕，这个从士兵起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跃升上来的
军事天才，不但精于咫尺战术攻防，也长于千里战
略运筹帷幄。 他谋划的孟良崮战役，在国民党军四
面包围之中一分一里掐死时间路程， 断然突击，于
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硬是将王牌中的王牌敌七十
四师一举全歼又全身悄然退走。 来到濮阳后，他在
认真整军之余，经过缜密思索算计，提出了一个不
是跃进江南，而是依托冀鲁豫和山东根据地，以灭
敌有生力量为前提，稳扎猛打推向江南的方略。 粟
裕和司令员陈毅商量这个方略， 陈毅拍案叫绝。 可
是，当他将这一方略报告中央后，却引起了正为自己
跃进决策满意的毛泽东的责怪， 强烈批评他临阵怯
敌。 毛泽东发完脾气回思，又觉得粟裕是条汉子，其
见解另辟蹊径，于是就电召陈毅、粟裕当面汇报。 陈
毅、粟裕从濮阳出发，日夜兼程，赶到当时中共中央
驻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毛泽东郑重召集刘少奇、
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大书记一起与会。 听过粟裕
的详细汇报后， 毛泽东立即改变了原来的跃进决
策，采用了粟裕的推进方略，并将当时的华野司令
员兼政委陈毅调离华野，让粟裕任华野代司令员兼
代政委，全面负责实施这一方略。

1948 年 5 月 12 日，朱德总司令在陈毅、粟裕
陪同下来到濮阳，朱德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在现在
濮阳县东关教堂布置的礼堂内作动员。 朱德在这
次动员会上响亮提出了 “打倒蒋介石， 解放全中
国”的口号，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向世界宣示要
对国民党政府取而代之。 从此，神州上空就激荡起
一个从濮阳发出的让人热血沸腾的那个时期的最

强音———解放全中国！
濮阳地区的人民又一次紧急动员起来， 参军

筹粮，捐款献物。1990 年，我在京拜访段君毅前辈。
谈起当年情况，老人家唏嘘感叹，说当时冀鲁豫区
人民每天最多曾出过 300 万个民力， 刘邓大军的
后勤主要靠冀鲁豫， 陈粟大军的后勤一部靠冀鲁
豫。 为了支援解放战争，濮阳人民倾其所有提供支
持，家无余粮，户少油盐，许多家庭到后来没有一
件像样的家具，甚至没有一条像样的被褥，许多大
姑娘小媳妇没有一件完整的衣服。 但大家不但无
怨，反而兴致空前。

逐鹿，又一支大军就这样从濮阳出发。
粟裕 ，那时正当英姿勃发时节 ，所提方略被

中央采用 ，交由自己放手实施 ，当然殚精竭虑 、
全力以赴。 1948 年 5 月 31 日，他率华野主力从
濮阳南渡黄河， 几个月内， 连续发起豫东战役
和济南战役 ，歼敌 20 多万 ，使山东解放区 、华
北解放区和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 ， 至 1948
年 10 月 ，华东野战军迅速壮大至 54 万人 。 接
着 ，于 1948 年 11 月至 1949 年 1 月 ，又会同回
马河南扩充的中原野战军 20 多万人 ，组织实
施了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 是让国民党在大陆一败不复的
一次决战。 它的战役构想，就肇始于粟裕在濮
阳的思索谋划。 近年来，愈来愈多的军事家对
粟裕的濮阳筹谋所献方略击节称叹， 认为毛
主席和中共中央采用这一方略让新中国的

诞生至少提前了一年。提前一年，就意味着
无数生灵免遭涂炭。 濮阳县孙王庄王家
大院和濮阳县东关教堂， 就是这一方
略的孵化地。

历史，将会把这一切永远铭
记。

（作者为我市知名
文史专家 、 濮阳日
报社原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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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红色资源。 冀鲁豫边区革命根据地
旧址坐落在范县颜村铺乡颜村铺村。 濮（县）
范（县）观（城县）是冀鲁豫边区革命根据地的
中心区。 抗战时期， 这里是边区秘密联络总
站，是冀鲁豫边区党政军驻地和政治、军事、
经济、文化中心，是晋冀鲁豫野战军休整和战
勤的重要后方基地。 边区党委、行署、军区机
关及其报社、银行、医院、被服厂、兵工厂、学
校等长期设在这里，邓小平、朱德、刘伯承、段
君毅、万里、宋任穷、杨得志、杨勇、苏振华、曾
思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运筹帷

幄、决胜千里、共商大计。 抗日战争时期，杨得
志、杨勇、曾思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
颜村铺乡策划指挥了多次战役战斗， 其中较
为著名的是奇袭八公桥、 昆张战役、 解放清
丰 、郓北战役 、寿张战役 、南乐战役 、东平战
役、阳谷战役。

打造红色基地。2005 年以来，冀鲁豫边区
革命根据地旧址经过一、二期文物本体修复，
已达到 12 处院落，房屋 58 间，占地面积 9178
平方米，规划保护面积 79920 平方米，是国家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河南省红色旅游线路、
河南省中共党史教育基地、 河南省红色教育
基地。

颜村铺村现在正进行红色美丽村庄建

设，对旧址及周边环境进行整体提升，形成红
色革命生活体验区。 通过红色革命文化的全
方位展示， 将颜村铺革命旧址打造成以拓展
及实训为主的青少年红色革命教育基地。

传承红色基因。一是打造红色阵地。加大
红色文化教育基地整修提升力度， 把革命遗
址打造成红色旅游景点，完善基础设施，让游
客在参观学习时能够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
有所获。二是开设红色课堂。收集、整理、选编
具有代表性的红色文化小故事，举办党课、知识讲座、党员事迹宣讲
等特色培训，用身边人、家乡事激励人、教育人。 三是凝聚红色能量，
开展红色文化进校园、进机关、进农村、进网络等活动，创新组织形
式、丰富党员生活。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颜村铺革命旧址成为范
县乃至豫鲁周边地区党史学习教育的打卡必选之地， 先后有 200 个
观摩团队、1.5 万多人来此学习。 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事迹介绍、党
旗下宣誓等环节，开展鲜活的红色教育，重温党史故事，传承红色基
因，掀起了党史学习教育热潮。

（作者为范县颜村铺乡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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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鲁豫边区革命根据地是联接华北、华
中、华东和太行的战略枢纽，自古即为兵家
必争的战略要地。

1940 年 4 月 18 日， 中共冀鲁豫区党委
在清丰县西王什村成立， 统一领导直南、豫
北和鲁西南地区。1941 年 7 月，冀鲁豫、鲁西
两区合并为新的冀鲁豫边区。 1942 年年底，
中共中央将湖西区、豫皖苏水东区划归冀鲁
豫边区统一领导。 1943 年 11 月，中共中央平
原分局成立，黄敬任书记，领导冀南、冀鲁豫
两区工作。 1944 年 5 月，冀南、冀鲁豫两区合
并， 使之成为我党领导下最大的抗日根据
地。 1944 年 9 月，中共冀鲁豫分局、冀鲁豫军
区司令部机关迁驻到清丰县单拐村。 1945 年
3 月， 邓小平率领北方局机关进驻清丰县单
拐村， 清丰县单拐村遂成为冀鲁豫边区的政
治军事指挥中心。 老一辈革命家邓小平、黄
敬、 宋任穷等在这里领导指挥边区的抗日战
争。

抗日战争后期， 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
领导着东至津浦、南跨陇海、西临平汉、北靠
德石的广大区域， 辖 12 个地委、116 个县、
2000 万人口，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敌后抗日根
据地。

抗日战争的八年间，冀鲁豫边区确立“人山”战略思想，依靠边
区群众，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光复了 10 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解放了
2000 万劳苦大众。 人民武装在战火中成长，冀鲁豫边区主力部队已
发展到 10 多万人。

抗日战争的八年间， 冀鲁豫边区军民以一寸山河一寸血、一
片热土一片心，钢肩铁臂担道义、松梅气节日月魂的英雄气概，同
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殊死斗争。据不完全统计，有
245 名团级以上干部为了边区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生命。

抗日战争的八年间，冀鲁豫边区军民用鲜血和生命凝聚
成了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众志成城、共御外
辱的大局意识，百折不挠、愈挫愈勇的民族气节，心系百
姓、改善民生的骨肉亲情”为主旋律的冀鲁豫精神。

邓小平同志在回忆冀鲁豫的峥嵘岁月时说：“冀
鲁豫是个好战场，我军到哪里都有翻身群众支援，
到哪里都有粮食吃，我军取得的胜利是与边区
人民的支援分不开的。 ”

（作者为冀鲁豫边区革命根据地旧
址纪念馆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