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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 寇润涛

八年抗战中，山东抗日根据地
发挥了特殊的重要作用。2月10日下
午，齐鲁晚报记者对话北京八路军
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秘书长徐步
安，就抗战中中共领导的山东抗日
武装力量的发展演变、根据地建设
及对现在的启示，作了进一步阐释。

山东抗日根据地

具备新中国雏形

齐鲁晚报：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山东抗日根据地经历了严重困难，
但没有出现“百团大战”那样的大战
役，原因是什么？

徐步安：没有搞“百团大战”，主
要是当时山东抗日根据地处于敌

（主要是日伪军）、顽（国民党顽固
派）包夹之下，日军“扫荡”不断，国
民党顽军又不断搞摩擦，八路军的
处境已经很艰难，不具备条件。

齐鲁晚报：当时除了对日作战
外，根据地还开展了哪些活动？

徐步安：山东抗日根据地后来
的发展已经具备了新中国的雏形，
党、政、军，经济，教育，文化，社会治
理全面发展。

深入、正确地开展整风运动，重
视法制建设和政权建设，重视发展
人民武装，重视发展财政经济、文化
教育和卫生事业，还重视公安司法
和战时邮政建设。特别是进行减租
减息、大生产和“双拥”运动，极大地
激发了抗日军民的革命热情。这些
都为新中国的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胶东等靠海地区经济发展得好，
抗战时期给延安送了13万两黄金用
做活动经费。根据地发行了自己的货
币（北海票），开展货币斗争。共产党
人坚持与群众打成一片，时时刻刻为
群众谋利益，赢得了民心，老百姓都
愿意跟着你。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原因
就在于脱离群众，失掉了民心。

今年将公布6万名

山东根据地烈士名单

齐鲁晚报：根据地建设是我党
的传统，在山东表现尤为突出。

徐步安：对。罗荣桓是从中共苏
区过来的，懂得这一套，他不仅在山
东搞根据地建设，后来到东北继续
搞，很快就发展起了百万大军。

山东根据地的贡献很多。一个
是出兵最多，1945年8月山东的八路军
正规部队约27万人，占到八路军总数
的四分之一，地方武装还有50万，民
兵自卫组织一百五十来万。为什么后
来的解放战争山东出兵那么多，就是
抗战打下的基础。去到东北的11万多
人中，山东就贡献了6万多。

再一个贡献就是培养了大批的
干部。1955年授衔，山东出来的将军
数量相当大。此外，山东各地贡献了
大批粮食、军用品等。

齐鲁晚报：山东抗日根据地建
设，有哪些还可为今天所借鉴？

徐步安：民主、干部作风、惩治
贪污腐败都有借鉴意义。当时老百姓
不识字，没选票，就用“豆选法”：前面
坐一排候选人，每人背后一个碗，老
百姓往碗里丢豆子，谁碗里豆子最
多，说明老百姓支持，他就能当选。

齐鲁晚报：关于八路军山东根
据地的研究，还有哪些重点和难点？

徐步安：我们正在整理一份6万
山东抗日根据地烈士名单，准备正
式出版。另外，目前我们主要侧重与
八路军有关的史料整理和研究，对
于当时山东的日伪军、国民党等的
研究还是弱项，希望有更多的人士
参与到山东抗战史料收集和研究中
来。

国军溃逃，中共直接领导

起义建立抗日根据地

山东抗日根据地，是中共在极端艰苦
的条件下，独一无二地建立起来的。

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平津，并很快
分数路南下，山东首当其冲。时任山东省
政府主席的韩复榘未做过多有效抵抗，便
以“撤退”名义仓皇南下。日军顺利取得济
南，并在几个月内占领山东。

2月10日上午，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
根据地研究会秘书长徐步安接受齐鲁晚
报记者采访时说，山东是中国共产主义
组织成立最早的地区之一，早在全国抗
战前夕，中共山东省委就根据中共中央
指示，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开展抗日救国
运动。

1937年9月2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
转刘少奇、杨尚昆、朱瑞并告朱德、彭德
怀、任弼时，要求“借着红军抗战的声威，
发动全华北党（包括山东在内）动员群众，
收编散兵散枪，普遍地但是有计划地组成
游击队”。

当时，由于国民党破坏，中共山东省
委刚重建一年多，各地方党组织还未完
全恢复，党的骨干力量极端缺乏且没有
自己的武装力量，省委的主要领导也没
有武装斗争的经验。徐步安说，就是在这
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中共山东省委抓
住入侵日军立足未稳、国民党军溃逃和
人民强烈要求抗日救国的历史先机，成
功发动了鲁西北、天福山、掖县、黑铁山、
牛头镇、徂徕山等一系列抗日武装起义，
组建了十多支人民抗日武装，收复县城
十余座。

《罗荣桓传》编写组副组长黄瑶曾撰
文称，一般而言，抗战初期中共领导的抗
日根据地，都是由八路军、新四军开到当
地后发动群众建立的，但山东抗日根据地
却是在八路军主力到来前，由党领导武装
起义而创建，“这在全国各根据地中是独
一无二的。”

山东各地起义武装组成了八路军山
东纵队，但缺乏有经验的战斗力强的主
力部队。1938年4月，时任中共山东省委
书记的黎玉到延安汇报工作，向中央请
求派八路军一个主力团到山东。不久，八
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挺进山东，与山东
纵队并肩作战，局面为之一新。

八路军在山东牵制了华北

日军18%的兵力

需要指出，抗战期间的山东根据地，
还包含冀东南、苏北等部分区域，超过了
现在山东的行政区划范围。随着山东的
沦陷，整个山东地区成为“敌后战场”。

“长久以来，很多人有意无意忽略了
山东抗日根据地在当时全国抗战中的作
用。”徐步安介绍，“很多人都说共产党‘游
而不击’，可你看看当时的山东根据地，就
会知道不是这样。”

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
提供的资料显示，1939年至1940年，山东
日军进行千人以上规模的“扫荡”25次，
其中万人以上的2次；1941年至1942年，

日军千人以上“扫荡”70余次，其中万人
以上9次。可以说，八路军肩上的担子毫
不轻松。

八年抗战期间，山东八路军牵制的
日军经常在3万人以上，最多时达4 . 5万
人，占同期华北日军总兵力的18%；牵制
的伪军一般都在10万人左右，最多时达
20余万。

需要提及的是，抗战初期国民党军
也曾在山东开辟过“敌后战场”，但始终
难成气候，其原因便是消极抗日、积极反
共。

根据学者杨奎松的研究，抗战初期能
够联合抗日的国共双方之所以后来摩擦
不断，很大程度在于“国民政府执意恢复
沦陷区的军政系统，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要想要藉此实现军令和政令的统一，限
制中共的自由发展。”

于是，国民党在山东这个敌后战场上
很难专心对抗日军，以至屡屡受挫，军心
涣散。公开资料显示，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后，国民党军不少部队曾成建制投敌。如
1943年，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新编第
一师师长于怀安、东北军第一一二师副师

长兼三三四旅旅长荣子恒、鲁西保安司令
宁春霖等率部投降日伪。这直接导致山东
地区伪军数量大增，一种说法是，至1943
年，山东地区的伪军猛增至16万人。

“即便处于敌、顽包夹之中，八路军在
坚持抗战中仍不断发展壮大。”徐步安说，

“可以说，八路军是山东抗日名副其实的
中流砥柱。”

赢得人民支持，团结一切

可团结的力量

战争的极端条件下，军事上的胜利，
是进行其他社会治理的先决条件。

根据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
究会提供的数据，八年中，山东八路军作
战2 . 6万余次，歼敌51 . 4万人，这个数字约
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歼敌总数的
30%，很多战斗都是在不利条件下进行的。

抗战初期发生于鲁西的“陆房战斗”，
便是其中一例。

1939年4月，日军集结8000多人，出动
汽车、坦克100多辆，分兵九路向泰西扑
来，企图合击、围歼一一五师主力。

最终，凭借有利地形和正确策略，八
路军突出重围，以伤亡300人的代价，毙伤
日伪军1300余人，取得完胜。类似的战例，
在八年抗战中还有很多。

“除了拥有坚定的抗战决心和正确的
政策、策略外，根据地建设是中共发挥中
流砥柱作用的重要保障。”徐步安说。

这种支持首先表现在参军上。1938
年1月徂徕山起义后，八路军山东抗日游
击队第四支队数月内就发展到三个团
5000余人。在1944年初的动员参军运动
中，滨海地区莒南县短短两个月就有
1488人报名参军，参军人数是原参军计
划的425％。

“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
在当时的山东根据地屡见不鲜。此外，解
救伤员、掩护队伍也成为百姓支持的途
径，这方面“沂蒙红嫂”早已深入人心。

人民的支持，是抗战胜利的重要基
础。这样的支持，源于八路军的良好纪律
及开明的治理策略。

除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国人
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史部原副部长、部
党委副书记李维民还向齐鲁晚报记者介
绍，1940年由山东省临时参议会颁布的人
权保障条例，堪称我国历史上首部专门的
人权保障条例，其中有关“言论、著作、出
版、集会、结社”等说法，已经有了新中国
宪法的影子。直到一年以后，包括中共中
央所在地陕甘宁等其他根据地才陆续发
布类似内容的法规。

此外，三三制、减租减息等政策，使得
八路军能够最大限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
的人，共同抗日。“没有山东人民的支持，
我们在齐鲁大地上是不可能坚持到抗战
最后的。”徐步安说。

徐步安提供的资料显示，到抗战结束
时，山东根据地中的鲁中、鲁南、滨海、渤
海、胶东五大区已连成一片，解放区面积
达12 . 5万平方公里，人口2400万人，成为
连接华中与华北的重要枢纽和实现“向南
防御、向北发展”的重要基础，进而为夺取
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山东抗日根据地史研究者徐步安：

根据地建设得好

还给延安送黄金

山山东东抗抗日日根根据据地地建建设设
全全国国独独一一无无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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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0月，滨海军区主力部队强
攻莒县，于14日克城。（资料片）

1944年，利津城战役共毙俘日军指挥官井田中尉以下日伪军1000余人，缴获粮食75万公斤。图为在利津城缴获的机枪。（资料片）

1944年，战士们在利津攻坚战中攻
上城墙。（资料片）

抗战时期，作为中共领导下的五大根据地之一，连接华北、华中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战
略价值。身处其中的齐鲁儿女，为保家卫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挥了名副其实的
中流砥柱的作用，而这种作用的发挥，与山东人民的支持密不可分。

徐步安

山东抗战那些人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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