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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敬亭：
首开南方八省国共
地方谈判成功先河

高敬亭（1907-1939），原名高志

原。河南省新县人。1929 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1928 年参加农民运动。

历任豫东南道委书记，皖西北道委书

记，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政治委

员。1934 年 11 月红二十五军长征

后 ，留 在 鄂 豫 皖 地 区 坚 持 斗 争 。

1935 年 2 月，重建红军第二十八军，

任政治委员，不久又兼任中共鄂豫皖

省委书记，统一领导边区党政军工

作。在国民党重兵连续“清剿”，根据

地丧失殆尽，与中共中央失掉联系的

困难条件下，依靠群众，以红军第二

十八军为骨干，独立自主地坚持了艰

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1937 年 7 月 15 日，高敬亭主动

致函国民党豫鄂皖边区督办卫立煌，

建议举行停战谈判，共同抗日。7 月

22 日，红二十八军代表何耀榜，与国

民党代表刘刚夫，在岳西青天畈汪氏

宗祠进行正式谈判。7月28日，双方

在岳西县九河朱家大屋举行签字仪

式。高敬亭化名“李守义”，以红二十

八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全程参与和

领导了谈判。此后，双方均按协议条

款实施，鄂豫皖边区很快呈现出停止

内战、一致抗日的新局面。岳西谈

判，首开南方八省国共两党地方谈判

成功的先河。

1938年2月，红二十八军与鄂豫

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

队，高敬亭任司令员。4 月，率部展

开于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5

月，为配合徐州正面战场国民党军作

战，一部挺进到淮南铁路合肥至裕溪

口段出击敌人。5月12日，在安徽巢

县（今巢湖市居巢区）蒋家河口伏击

日军，取得新四军东进抗日的首战胜

利。徐州失守后，为牵制日军西进，

执行保卫武汉任务，率部转至安（庆）

合（肥）公路、六（安）合（肥）公路两侧

抗击日军。至 10 月武汉失守时，高

敬亭率领第四支队以伏击、奇袭战

术，在大关、小关、范家岗、棋盘岭、铁

铺岭、三十里岗、运漕等地，与日军连

续作战数十次，有效地支援了正面战

场作战，初步打开了皖中敌后的抗日

局面。

1939 年 6 月 24 日，高敬亭在肥

东县青龙厂被错杀。1977年4月，解

放军总政治部为高敬亭平反，恢复名

誉。1980 年 4 月 19 日，在合肥为其

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

顾永俊 吴人迪 星级记者 俞宝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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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来到
宿州，重走当年抗战足迹，听老兵们讲述那
段浴血奋战的回忆。

在宿州市埇桥区汴河东路宿州学院旁边巷

口原民政局宿舍，记者见到了 92 岁的抗战老兵

蔡兴兰。

1938年5月，日军占领河南永城。当时年仅

15岁的蔡兴兰跟随父母开始逃亡。期间，机缘巧

合他进入共产党开设的培训班，成为重点培养的

青年学生。

1939 年春，彭雪枫来到永城，那时，小小年

纪的蔡兴兰就对彭雪枫很是崇拜。“让我印象最

深刻的是，有次部队口粮几乎用完，为了确保大

家有饭吃，彭雪枫把自己最心爱的白马卖掉，换

了粮食给战士们充饥。”蔡兴兰说，此事在部队被

传为佳话，大家都被彭雪枫的无私精神所感动。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故事，也正是被彭雪

枫的精神和抗日信念影响，才使得我日后更加坚

定地跟随党和部队一起抗战。”蔡兴兰说。

1939年底，蔡兴兰有幸见到了心目中的另一

个大英雄刘少奇。采访中，蔡兴兰还忍不住向记

者展示两位“英雄”讲话的样子。

“刘少奇比较文气一点，讲话的时候喜欢双

手掐腰，虽然语气平和，但字字入心，很能鼓舞

人；而彭雪枫，相比来说就比较有北方男子的气

势，语调很高，很有力。”说着，蔡兴兰老人站起

身，分别模仿两人当年给战士们讲解形势和鼓劲

的场景。

培训班毕业后，蔡兴兰就跟随部队干起了文

化教员，负责鼓舞士气、带领战士们唱歌鼓劲。

“尽管如此，一时没能上战场打鬼子，我还是有些

着急。没想到后来还真的有机会让我上战场，那

是我至今难忘的经历。”蔡兴兰说。

他回忆，那次战斗在板桥，鬼子夺城后进城

扫荡，当晚我军部队试图将城夺回。“当天夜里，

月白如昼，我们几次攻打上去都被敌人打了下

来。”蔡兴兰说，当时敌人在城墙上持枪防守，我

军部队架梯子试图爬上城墙抢回失城，战斗非常

激烈。“当时指导员直接拿一把枪给我，让我也

上。”于是，从没上过战场的蔡兴兰扛起梯子和枪

就往城墙处跑。敌人火力太猛，蔡兴兰在奔跑途

中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战友们被敌人打伤，纷纷

从城墙的梯子上掉下来。

“那种情况下容不得你想太多，只能往前

冲。”蔡兴兰说，可惜的是那次夺城失败，许多战

友被打死打伤，他和部分战友幸存下来。

老兵蔡兴兰(92岁)：

彭雪枫卖掉战马
换粮食给战士们充饥

在宿州市埇桥区一处安静的小院里，

记者见到了当年参加抗日战争的老兵王振

堂。初见王振堂，你很难想象这位精神奕

奕、耳聪目明的老人，竟然已经有 93 岁高

龄。聊天中，王振堂很爱给记者讲述当年

抗日战场上的种种激烈战斗。

1939年，17岁的王振堂跟随八路军15

师辗转各地战斗。1942 年日军在永城扫

荡，王振堂所在的26 团则组织反扫荡。“后

来日军占领泗洪，我们袭击日军后撤退，当

时情报有限，日军在后面偷偷跟进而我们

不知情，加上当时战士们很疲劳，很快就被

日军围了上来。”王振堂说，当时他所在的

一支队伍只有几十人突围出来。

不久，日军在泗洪东北部设下埋伏，双

方战斗激烈。“当时我们没有经验，也没有

重型武器，全靠小米加步枪跟敌人拼。即

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打死了 100 多

日本兵。”王振堂说，他在城中发现一条巷

子钻了进去，而当时日军并未发现这个巷

子，他才得以安全躲避。

紧接着，他借助巷子的隐蔽条件，先后

打死打伤2个日本兵，正当他准备袭击第3

个日本兵时，被敌人发现，枪也被夺走了。

关键时刻，王振堂解开腰间的手榴弹往远

处扔去，不仅将远处的敌人炸倒，还让与他

搏斗的日本兵乱了阵脚，王振堂则趁机把

枪夺回并迅速离开。

“当时场面非常混乱，就知道见到日本

兵就拼命挥刀砍，砍倒一个再砍下一个，到

最后砍死砍伤多少，也不知道。”王振堂说。

说 话 间 ，王 振 堂 还 会 不 时 用 火 柴

盒、笔等小物件在桌上摆出作战图，向

记者讲述当年的抗战经历，仿佛往事犹

在眼前。

老兵王振堂(93岁)：

遭埋伏双方激战
手中枪曾被日军夺走

今年 4 月 30 日，宿州市埇桥区栏杆镇

段楼村梁庄党支部 88 岁的老党员张兴春，

通过埇桥区委组织部，一次性缴纳 1 万元

特殊党费，表达了一位有着 71 年党龄的老

党员对组织的赤热情怀。

7 月中旬，记者慕名采访了这位抗战

时期入党的耄耋老人。眼前的张兴春老

人个子不高，虽步履蹒跚，但也是鹤发童

颜，耳不聋、眼不花、腰不弯，思维清晰，记

忆力惊人。

张兴春 1927 年 12 月出生于一个农民

家庭。15 岁时受当时是地下党员的表哥

张学祥(原合肥市商业局局长、党组书记，

离休干部)影响熏陶，后来，他在表哥拉起

的抗日游击队中当了一名地下联络员。

张兴春从小脑子好使机灵，虽然不识字可

是记忆力好，靠脑子和口头传递地下情报

更安全，经常利用走亲戚的方式在石相、

路疃、阚疃、闵贤、褚兰、曹村、时村等地下

联络站周转，多次安全及时传递侦察各驻

地日伪军情报，为地下抗日游击队及时打

击日伪顽军等反动势力做出了贡献。

老人回忆，1944 年的一天，组织安排

他到时村镇打听敌军进犯消息，可一个孩

子如何能进到重重防卫的日军占领区域

呢？不久机会来了，村里有人出殡被允许

进入时村镇，于是张兴春跟着灵车一起混

了进去。进镇之后，他灵机一动，来到人

员最多最杂的澡堂，每天许多日本兵和伪

军来这里洗澡、喝茶、聊天。

几天的蹲守，张兴春从一对伪军叔侄

的聊天中得到可靠消息：日军要在 4 月 12

日这天去扫荡游击队根据地，甚至还得知

日军会带多少兵力、多少机枪。这可把张

兴春高兴坏了，于是他赶忙跑回去跟组织

报了信。

4 月 12 日这天，日军果然全副武装准

备扫荡游击队根据地。由于获取信息及

时、准备充分，这次日军不但没得逞，还因

此损失了许多兵力和武器。张兴春说：

“我们打死了 100 多个鬼子，还有很多伪

军，缴获了 4 挺机枪和许多子弹。”

这一次，张兴春给组织立了大功，被

表扬了一番。也正因为这次立功，1944 年

7 月，年仅 17 岁的张兴春就被秘密发展为

党员，并继续跟随部队参加抗战。

由于其参加地下组织工作的经历，文

革期间张兴春老人遭受迫害，被遣返原籍

务农，直到 1982 年平反昭雪，恢复党籍和

离休干部待遇。

老兵张兴春(88岁)：

参加地下组织
为反扫荡及时传递情报

听抗战老兵讲述浴血奋战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