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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静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
斜。”清明节前，陪母亲去给外公外婆扫
墓，在公墓门口，三三两两卖菊花的摊位
前，买花的人比往年多了不少。青柏寄哀
思，鲜花忆故人，想来，捧一束暗香盈盈的
菊花，隔绝俗世的喧嚣，哀思之人的音容
笑貌会更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吧。

在这个时刻，你一定在思念着一些永
远离开的人：也许是血脉相连的亲人，也
许是执子之手的爱人，也许是为国捐躯为
民牺牲的英雄模范，也许是一位你深深喜
爱的歌者。如同B2版上作者赵德发在《母
亲走后的春天》一文中所抒发的感情：“母
亲出殡时，有亲戚劝我：你不用伤心，老人
家是寿终正寝。我年近花甲，且读过佛经，
对于生死还是看得开的。然而，血缘的力
量就是如此强大，强大到足以改变了一个
季节的属性。我忍不住地想，没有了母亲
的春天，怎么能和以往的春天相同？”读到
此不禁唏嘘，清明节本就这样，雨纷纷，柳
依依，断肠人在天涯。

B1版上刊发的《周恩来与台儿庄大
战鲜为人知的往事》一文，回忆的是抗战
时期国共两党合作进行的一场典型战役。
1938年3月底到4月初，正是台儿庄大战激
战的日子。殊不知，抗战首次大胜台儿庄
大捷竟是周恩来在幕后推动。当时为不失
战机，促使李宗仁坚决打好这一仗，周恩
来做好两手准备，一边登门劝谏李宗仁，
一边向白崇禧陈明利弊分析战术，对台儿
庄大捷的取得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作
者李海流查阅有关台儿庄战役资料，采撷
到周恩来与台儿庄大战的历史，让我们在
这个特殊的日子重温这段鲜为人知的史
实。在对自己祖先、国家英烈、历史名人的
追思中，孕育一颗感恩之心，这也算是清
明节的文化精髓了。

●人文齐鲁，寻觅的是过去，观
照的是今日之发展脉络；挖掘的是人
文，滋养的是当代读者的精神家园。
如果你热爱齐鲁文化，如果你热爱
这样的探寻和追溯，那么，请联系我
们吧！

●稿件请发至：qlwbxujing@
sina.com

枣刊前絮语

又到清明时

1938年3月底到4月初，正是台儿庄大战激战的日子。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战，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党
合作进行的一场典型战役。台儿庄大捷，李宗仁指挥的第五战区国民党军队对战役的胜利起了主要作
用，殊不知，周恩来也与这场大战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对台儿庄大捷的取得，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近年来，笔者查阅有关台儿庄战役资料，采撷到周恩来与台儿庄大战的历史。下面，让我们回溯历史，重
温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登门劝谏李宗仁 合谋台儿庄战术

周周恩恩来来与与台台儿儿庄庄大大战战
鲜鲜为为人人知知的的往往事事
□李海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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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在臣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德
州专区民政科、文教科共同
筹建的德州专区烈士子女
小学(简称“烈小”)落成，我
有幸成为该校首届毕业生，
这张小学毕业证距今已整
整六十年了。

我父亲刘兴，系中共党
员，1938年入伍，渤海军区齐
禹县抗日武工队排长。1944

年秋在齐河县华店同日伪
军作战时英勇牺牲。母亲改
嫁后，我随二爷爷生活，按
条件上级批准我去烈小上
学。学校规模不大，但教学
设备和文体器材都是一流
的。入学后，我们的衣食住
行、学习用品实行供给制，
比当时的一般国家干部标
准要高。我们这五十多个来
自德州区十几个县(市)和河

北省南部几个县、无依无
靠、心灵饱受“创伤”的孩
子，简直一步上了“天堂”。

当时是建国初期，社会
上充满了对烈士遗孤敬重、
呵护的氛围。我们所到之处
都受到人们自发的爱护和
关心。记得1954年3月，德州
地委、行署在人民剧场举办
纪念斯大林逝世周年报告
会，作为地直单位的烈小应
邀参加。当我校师生列队进
场时，全场起立鼓掌欢迎。

父辈们可歌可泣的英
雄业绩是我们永远铭记的
宝贵财富，每个同学都能生
动地讲述自己亲人的感人
片段。河北盐山的马金贵同
学是我们班长，他父亲马振
华是八路军某团政委，在同
日寇作战中，身先士卒英勇
牺牲。渤海军区曾一度将其
牺牲地宁津县改名振华县

纪念他。商河县的郑秉生，
是全校唯一不是烈士子女
的学生，他父母抗美援朝去
了朝鲜，学校破例收留了
他。学校开展同“最可爱的

人”通信活动，我给郑叔叔
写了一封信，不久，便收到
身为志愿军战地记者的郑
正叔叔从上甘岭坑道里给
我写的回信。这封来自远方

的信生动地讲述了我志愿
军将士英勇杀敌的情景，我
把它贴在教室的专栏里，鼓
舞着我们“好好学习，天天
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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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门劝谏李宗仁

1937年12月南京失陷后，担负
进攻作战的日本华北方面军与华
东方面军气势汹汹地向徐州猛扑
过来。对当时的局势，中共方面也
深感忧虑。12月18日，周恩来受中共
中央的委派，从延安来到武汉，担
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
部长，授衔为中将。

滕县、临沂相继被日军占领
后，津浦线徐州一带战局逐步恶
化；徐州若失，武汉就很难保住，整
个华中腹地将门户洞开。此时，周
恩来及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等
认为，必须利用国共两党的统战关
系，推动国民党在徐州地区打一个
大胜仗，并把目光锁定在了国民党
新桂系首领李宗仁将军身上。

当时，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
长官兼安徽省政府主席。为了抗日
大局，周恩来主动登门面见尚在武
汉的李宗仁。恳谈中，周恩来
不仅提出了在徐州一带打一
个胜仗的动议，而且还就如何
打胜这一仗，向李宗仁提出了
在作战中采取积极防御的作
战方针。李宗仁对周恩来的动议，
在内心深处是认同的，但因不满蒋
介石在大敌当前时保存实力、牺
牲杂牌的做法，外加他所负责的
五战区部队成分复杂、难与日军
匹敌等原因，李宗仁对周恩来的
动议未置可否，不久飞离武汉，到
了徐州。

李宗仁在赶赴徐州前线时，会
晤了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要求
彭派兵袭击津浦线，配合对日作
战。彭德怀慨然应诺，随后与朱德
一起电令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
聂荣臻等派出得力部队，“向津浦
线袭扰”，“配合津浦北段作战”。

合谋台儿庄战术

周恩来在武汉同国民党高层
人员广泛接触，一面宣传我党的路
线和战略方针，一面鼓励他们抓住
机遇积极参加抗战。

白崇禧是桂系领袖之一，时任
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周恩来和

白崇禧之间的关系很好。1938年3月
16日，日军第二集团军向滕县发动
进攻，拉开了台儿庄战役的序幕。3

月下旬，北路日军与中国军队在台
儿庄外围展开激烈的战斗。蒋介石
偕同白崇禧、林蔚、刘斐等人到徐
州视察战况。白崇禧在赴徐州前顾
虑重重，他担心这一次徐州之行凶
多吉少，就邀请周恩来到其寓所相
谈。

暴风雨之夜，身负国共合作使
命的周恩来驱车准时赶到白崇禧
处。他俩促膝长谈，深入地分析眼
前战况。“台儿庄这一战，李宗仁来
电称生死难料……”白崇禧是国民
党中的主战派，他走上前，紧张地
望着这位早年黄埔军校的政治部
主任，几乎是哽咽地说：“不管打硬
仗、打死仗，中国人在这一时刻，要
打垮日军啊！”

周恩来用坚定的眼神望着白
崇禧，说：“日军现在是调集精锐部
队分进合击，这就需要我们避其锋
芒，机动灵活地消灭他们。我建议，

在津浦线南段，由张云逸的
新四军第四支队协同李品
仙、廖磊两个集团军，实施以
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
联合行动，牢牢地钳制住敌

人，使他们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
日军。而在徐州以北，又必须采取
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
点打援。这样，便可达到各个击破、
出奇制胜的目的。”

“周将军言之有理！”白崇禧听
后大为赞赏。周恩来最后补充说：

“我准备命令新四军张云逸的第四
支队，协同贵部李品仙、廖磊两个
集团军采取联合行动，运动于辽阔
的淮河流域，使津浦线南段日军时
刻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
下日军。”白崇禧深为感动，他知道
周恩来作为中共军委副主席，他的
命令叶挺军长是必须执行的。有新
四军的协助，津浦线以南的威胁就
可以避免了。

千里送锦囊妙计

白崇禧随蒋介石离开武汉，到
了第五战区后，周恩来依然在苦思
冥想着徐州的形势。战前半个月，
周恩来根据敌人动向和徐州东南

的地形，拟订了一个在台儿庄歼敌
的预案派张爱萍前往第五战区李
宗仁处，转达自己的意图。

张爱萍接受任务后，先坐车后
骑马，日夜兼程。当他大汗淋漓地
赶到五战区司令部时，蒋介石已离
开了徐州。

张爱萍向李宗仁转达了周恩
来的三点意见：一是日军占领济南
后，几乎是长驱直入，然而骄兵必
败；二是台儿庄一带都是山区，对
我有利；三是广西军队是有战斗力
的，北边有八路军在战略上的配
合。集中兵力打一个大仗，既可给
日军一次沉重的打击，又可提高广
西军队在民众中和国民党军队中
的威信。讲到此，张爱萍恳切而又
婉转地向李宗仁建议道：“虽然在
徐州击敌，胜券在握，但若不从速
决断，也会良机坐失。恩来同志主
张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李宗仁
将军向张爱萍表示：“我已决定在
徐州打一仗！请你转告周副部长，
他 的 意 见 很 好 ，请 听 候 我 的 捷
音。”

按照国共两党达成的方略，李
宗仁制订了诱敌深入、坚守台儿庄
的作战方案。台儿庄一役，中国军
队痛歼矶谷师团大部，重创坂垣师
团，战果辉煌，震惊中外，不仅是正
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胜利，更是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是国共合
作的一曲凯歌。

周恩来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

6 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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