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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马太行山 发动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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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时任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同志，
积极倡导并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太行山
区率领八路军对日作战，在延安组织开展大生
产运动，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话。

倡导统一战线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

中国的步伐。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奉行“攘外必先
安内”政策，处处对红军进行围剿。国难当头，朱
德以红军总司令的名义多次呼吁：停止内战，一
致对外。

#$%&年 '(月 '(日，西安事变发生。毛泽东
和朱德以政治家的博大胸怀，力主事变的和平
解决。朱德对康克清说：“反共亲日派正在调动
大军准备向西安进攻，日本人正在巴望着我们
打起全面内战。照我看，蒋介石非但不能杀，恐
怕还要放。”'$%!年 '月，朱老总在中共中央常
委会讨论与国民党联合抗日谈判问题时主张：
只要于抗战有利，就应当谈判。'$%!年 )月底，
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到延安。出席第一次欢迎考
察团早餐会的朱德用这样一段发自内心的话表
示欢迎，他说：“这是一个历史性时机，从此，牺
牲了千百万中国儿女的十年内战结束了。如果
民族统一战线能在几年前建立起来，中国的人
力和物力就可以获得保全，我们的领土也不会
丢失，我们今天就能够以对等的立场来和日本
打交道。”并且郑重声明：“中国现在正进入一个
新纪元，红军和共产党愿尽一切力量来巩固和
维持统一战线，以便进行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
的战争。”从此，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
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四万万各族同胞，实现
了空前的大团结。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八路军在
敌后迅速壮大。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
不愿意看到以前的旧政权被根据地民众选举产
生的新政权所代替，想把它们重新夺回来。朱老
总率领八路军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政
策，有效维护团结统一、共同抗日的良好局面。
'$*+年 *月初，蒋介石令卫立煌调兵向八路军
进攻。为了消除摩擦，中共中央电告朱德，希望
他能和卫立煌和平协商，解决作战区域划分等
有关问题。朱老总与卫立煌在晋城进行了友好
协商，八路军从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对国民党
作出主动退让，使紧张的形势逐渐缓和。'$*"年
)月，朱老总与卫立煌再次在洛阳会晤，开诚布
公地同卫立煌商谈了制止摩擦、合作抗日问题，
很快达成了划分作战区域的协议。最后，卫立煌
高兴地说：“这次与朱总司令相见，又解决这么
多问题，真令人高兴啊！”朱老总答道：“是啊！消
除摩擦，团结抗日，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希望今后我们进一步加强合作，团结一致，尽早
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发动游击战争
抗战时期，朱老总从 '$%!年 $ 月东渡黄

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到 '$*"年春离开山西
返回延安，在太行山地区领导华北抗战近三
年，太行山区留下了许多朱老总生活和战斗的
身影。

当时，朱老总兼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东
路军总指挥，在晋西南的国民党军队统归他指
挥。一些国民党将领对坚持敌后抗战没有信心，
陷入彷徨与动摇之中。朱老总在东路军将领会
议上饱含激情地指出：“作为一个真正的中国
人，就要为民族解放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们的选
择是战略上的持久战，战术上的速决战。”在朱

老总的激励下，东路军中的国民党军队与八路
军配合作战。

朱老总还十分注重发动和武装民众，派八
路军去组织地方游击队，人民抗日武装和群众
性游击战争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涌现，先后建
立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等抗日根据
地。朱老总回延安时，八路军由三万多人发展到
四十万人，成为华北抗击日军的主要力量。如今
在太行山区，老百姓依然传唱着歌颂朱老总的
歌谣：“鼓儿敲，敲咚咚，朱德将军善用兵，战术
最精通。既沉着又鲜明，中国红军总司令。率领
八路军，世界都闻名，哪一个不说他是抗日将领
头一名。”

厉行勤俭节约
抗战初期，朱老总只有一个长征留下的旧

公文箱，里面装着文件和几套已经穿了四五年
的旧军装。每套军装的两膝、两肘及肩头上，都
打了补钉。战士们几次提出要给他换套新的，都
被他制止了。

一次，一位后勤部门的领导同志来汇报工
作，离开时对朱老总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小鬼，
怎么能让总司令穿这么破的衣服？跟我去换套
新的吧。”换回来的新军装被总司令看到后，立
刻让退回去，并指示说：“不要给我弄新衣服，旧
衣服补补还可以穿嘛！”警卫员觉得这套军装实
在太破了，准备在原来的补丁上再补上一层。朱
老总看到了就说：“补衣服不能着急，要先把旧
补丁拆下来，再补新补丁。拆下来的旧补丁不要
扔，要留作打袼褙纳鞋底用。”

为了节约用粮，朱老总经常把榆树皮磨成
面，掺在豆面里当粮吃；没有榆树皮时，将野菜
掺在粮里吃。有一次，战士们将采来的榆树皮、
榆树花，一层层地掺在苞米面里，放在锅里蒸
熟。朱总司令表扬这顿饭做得既好吃，又省粮。
他还打趣地给这种掺了树叶子的饭，取了个好
听的名字叫“花糕”。为了防止他的伙食费超标，
朱老总还经常检查伙食账目。

'$%,年的春天，朱老总在山西省王家峪村

住的时候，战士们看他不分昼夜连续工作，担心
他累坏了身体，未经他允许，就用节省的伙食费
买了一只母鸡。当警卫员端上鸡肉时，朱老总
问，钱是从哪里来的？警卫员回答是伙食费中节
约的。朱老总说：“这里是新区，群众的生活都很
苦，买了老百姓的母鸡吃，怎么生蛋？”为此，朱
老总特意给身边工作人员规定了一条纪律，不
准在新区买老百姓的东西，必须买时，得经他亲
自批准。王家峪村外有很大一块河滩地，年年闲
着不用，朱老总就带领八路军植树造林。如今，
那些小树苗都早已长大成材。

不忘人民群众
朱老总终生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本色，与群

众同甘苦，共患难。许多同志第一次见到他就深
深为他那平凡、朴素的“庄稼人”风度所感动。有
些同志称他“老伙夫”“老头”“同志哥”，他都亲
切应答。

在武乡县砖壁村朱老总住房的窗后，有一
盘大石碾，朱老总一有空闲，就出去帮老乡们推
碾磨粮。一边推碾，一边了解群众的疾苦，宣传
党的减租减息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老乡们
在碾子旁跟朱老总唠着贴心话，听朱老总讲抗
日救国的道理，许多群众就是从这“连心碾”旁
走上革命道路的。砖壁村久旱无雨，吃水困难。
朱老总翻山越岭勘察水源，最后带领八路军打
了一口井。当地的老百姓取名为“抗日井”。砖壁
村的老人们都会背这样一首民歌：“抗日井啊抗
日井，红砂甜水清凌凌；吃水不忘八路军呀，日
夜想念朱总司令。”

虽然身为总司令，朱老总始终以普通一兵
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上世纪 &"年代，一位意
大利记者曾问朱老总：“您想在您身后留下什么
样的名誉？”他淡淡地回答：“一个合格的老兵足
矣。”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 !"周年，回顾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抗战时期的革命精神和丰功
伟绩，对于我们坚定理想信念，确保红色基因代
代相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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