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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霾笼罩下的天津城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调集大批人员武器运
抵平津，街道上大批士兵、军车、坦克和火炮紧
张部署，飞机整日在空中盘旋侦查，空气中弥漫
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肃杀气氛，一场大战一
触即发。

形势极为严峻，津城岌岌可危。7月29日
凌晨，驻防天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三十
八师和保安队主动出击，给驻防天津的日军以
沉重打击，史称“天津抗战”。然而，受兵力、武
器及战术等不利因素影响，作战进展并不顺利，
最终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中国军队不得不撤
出天津……
30日晚，天津沦陷。
在攻占天津的过程中，日军出动大量飞机、

大炮，对市区进行无差别轰炸，对市政府、警察
局、保安司令部、火车站、造币厂、造纸厂、法院
等进行重点轰炸，还轰炸了南开大学、南开中
学、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等院校，炸死炸伤大
量无辜平民，天津城内火光冲天、尸横遍野，惨
叫声此起彼伏，曾经繁华的都市转眼成为人间
地狱。据统计，此次战斗日军共炸毁房屋2500
余间，工厂、企业 53家。中国抗日官兵阵亡
2000余人，市民伤亡无以计数，无家可归的难
民达10万人以上。
“血泪飞鼙鼓，江山泣鬼神”。天津沦陷后，

日军开始对天津市民进行血腥屠杀。31日，在
东站水塔下，枪杀46名铁路职工，在东马路随
意射杀无辜百姓。8月3日起，开始在市区大规
模搜捕射杀可疑人员。29日，在北宁铁路医
院，100多名伤病士兵被当场刺死。据《新华日
报》报道，日军在东站附近对行人盘查，发现可
疑人员不经审查即行枪决，埋入事先挖好的大
坑，仅两个月就杀害了3000多人，手段之残忍，
令世人震惊。日军还随意抓捕劳工，建立集中
营，而后押往东北和日本去做苦工，设立“别动
队”，四处掳掠年轻妇女运往兵营肆意摧残。此
外，日军还制造了东沽港惨案、府君庙村惨案、
崔黄口惨案、排地惨案、十间房惨案等上百起骇
人惨案，在周边农村进行疯狂“扫荡”“清乡”，实
行“三光政策”，制造多个“无人区”“人圈”，无数
群众惨遭杀害。日本侵略者对天津人民犯下的
滔天罪行罄竹难书。

日本侵略者占领天津后，扶植傀儡政权
——天津治安维持会，后成立伪政府开始大肆
掠夺资源、抢占企业、控制金融，进行经济剥削，
开展文化侵略，推行奴化教育，在军事、政治、经
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对天津进行长达八年
残酷而野蛮的法西斯殖民统治。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黑暗统治，中国共产党高

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
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推动全民族坚持抗战，带领天
津人民群众与日本侵略者开展了英勇斗争。

投身冀东抗日暴动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自古秉持“亲
仁善邻”的和平理念。中华民族是具有伟大精
神的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
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使中华文明历经磨
难而不衰，饱经狂澜而不倒。

天津沦陷后，党中央决定中共中央北方局
以天津为中心指挥华北游击战争，中共河北省
委留驻天津，领导冀东及平津一带沦陷区工作，
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组织发动抗日游击
战争，城市工作尽全力配合游击战。按照这一
部署，天津周边农村的抗日敌后战场很快得到
开辟和发展。不久之后，党领导和发动了震惊
中外的冀东大暴动。

天津是中共河北省委机关所在地，是发动
冀东抗日暴动和开展敌后武装斗争的重要依
托。为确保暴动取得胜利，中共河北省委和天
津市委进行了紧张而充分的准备：在英租界设
立暴动领导机关；派出大批党员骨干深入冀东
农村，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参加八路军；利用
租界物资流通便利，筹集并运送大批物资；在租
界内多个大型旅馆建立联络点，为来往冀东人

员安排住宿；开办军事训练班，对开展暴动的负
责人进行军事知识和战略战术培训；通过电话
局地下党员购置电台，确保通信联络畅通。

1938年 5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河北省
委、晋察冀军区的领导下，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
员会在天津召开会议，对冀东抗日暴动作出具
体安排。同年7月14日，蓟县邦均镇打响了冀
东西部武装暴动的第一枪，攻克镇伪警察局。
15日，中共蓟县县委领导各区救国会会员同时
发动起义，攻占下仓镇西面关帝庙的伪保安队、
伪警察驻地，在蓟县城东壕门、城西贾各庄、大
王庄、龙王庙、盘山等地与日伪进行激烈战斗，
同时配合八路军第四纵队攻克蓟县县城。宝
坻、武清、宁河等地群众也纷纷投入到武装暴动
中来，组织队伍攻打敌人据点，成为冀东抗日暴
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冀东大暴动的熊熊烈火很快席卷整个冀东

大地，一个多月时间里，共发动了22个县20多
万工农兵学商及各界爱国人士参加，先后收复
了日寇盘踞的9座县城，使各县伪政府职能陷
入瘫痪，北宁铁路也被切断。此次暴动在战略
上配合了华北敌后战场，战术上牵制和打击了
天津地区的日伪军，更重要的是，在全国人民无
比愤慨悲痛的时刻，鼓舞了人们反抗侵略、保卫
国家的斗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暴
动还引燃了盘山地区的抗日烈焰，催生出盘山
抗日武装，为创建盘山抗日根据地打下良好基
础。天津人民作为冀东暴动的重要力量，为抗
战初期党领导的这次大规模武装斗争作出了重
要的贡献。

坚如磐石的盘山防线

盘山地区，有山地有平原，进可攻退可守，
且易守难攻，非常适合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
争。同时，它是日军从东北进入华北、鲸吞整个
中国的咽喉要道，也是往来冀东和平西、平北的
必经之地。七七事变后，日军大批兵力和物资
都要从这里经过，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1940年元旦，冀东区党分委命令包森、李
子光、王少奇带领一部分队伍开辟盘山抗日根
据地，并以盘山为依托，开辟蓟县、平谷、密云地
区。包森等收拢整顿游击队，肃清土匪，成立盘
山地区八路军政治处，建立基层抗日民主政权，
盘山抗日根据地正式成立。根据地建立之初，
军队装备极其落后，枪是民间收集的各式土枪，
手榴弹是用玻璃瓶和罐头筒造的，火炮是用铁
条捆榆木造的。就是用这样简陋的装备，在冀
东军分区的领导下，当地军民采取内外线相配
合的方式，以血肉之躯与装备精良的日伪军作
战百余次，粉碎了敌人的数次“扫荡”，给敌人以
沉重打击。白草洼一战中，激战十多个小时全

歼日军一骑兵中队，使日、伪军半年多时间不敢
进犯盘山。在反“治安强化运动”中，包森率领
八路军十三团英勇战斗，其中果河沿一战，以七
个连的兵力，连续作战16个小时，全歼“治安
军”第四团，毙、俘敌伪中校以下官兵一千余人，
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的奇迹。包森在冀东声名远扬，令敌人闻风丧
胆，日伪军甚至将“出门打仗碰上老包”作为赌
咒发誓时的咒语。
盘山根据地的发展壮大离不开人民群众的

拥护支持。在盘山地区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盘
山打仗靠三多：石多、洞多、干妈多。”朴素的语
言生动地说明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盘
山民兵班十几名队员，为掩护八路军主力部队
行动，竟在“无人区”的丛林、石洞中坚守了两
年，过着野人般的生活，与日军不断周旋战斗，
被授予“民兵英雄”的光荣称号。被誉为“八路
军母亲”的杨妈妈，曾经多次机智地掩护八路
军，精心照顾伤病员，冒着生命危险保存抗日物
资。一些群众为掩护八路军官兵，面对敌人的
严刑审问，宁死不屈，花峪村群众为保守八路军
秘密，38人被火烧、刀刺等残忍手段杀害，11人
受重伤，但没有一人泄露消息，用生命保护了抗
日队伍的安全。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盘山抗日根据地如星
火燎原般向四周发展，很快在蓟县南部，三河县
以东、平谷县以南280多个村庄，以及东部二
区、北部八区、宝坻南部、武清东南部、宁河北部
都相继开辟了游击区，与盘山根据地连成一片。

八路军指战员和盘山地区人民群众用生命
和热血筑成的盘山抗日根据地，在异常艰苦的斗
争中巍然屹立。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所表现出来
的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爱国精神将永载史册。

全民行动支援根据地

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却一样会有流
血和牺牲。这是一场封锁与反封锁的战斗，是
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是勇气、智慧和毅力的较
量，胜负决定着战争天平的倾向。

天津作为北方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商业中
心，工商业发达、物资充裕。日本占领天津后，
推行“以战养战”政策，要把天津打造成华北重
要的兵站和物资生产集散基地。为防止抗日军
民“窃取”物资，日军对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
封锁，对天津市实行严格物资管控和交通管制，
日伪军警宪特遍布交通要道，发现可疑人员立
即逮捕，严刑拷问，甚至当场处决。

尽管如此，为支援敌后根据地建设，勇敢智
慧的天津人民，巧妙运用各种办法，将大量战略物
资源源不断地运出天津，不仅给日本在天津的工
业生产和商业秩序造成很大破坏，还极大支援了

包括盘山根据地在内的全国各地抗日战线。
尽管天津是沦陷区，但是从事各行各业的

多是有良知的中国人，他们凭借合法身份和工
作便利采购管制物资，冒险运往根据地。在党
组织的帮助下，有的以伪县公署技术员的身份
和县公署采购证明进出天津采购，有的以生产
需要为由凭采购单采购，巧妙地躲避了敌人的
盘查。

为把物资运出天津，中共地下组织在大红
桥码头秘密成立了党支部。在党的感召下，连
把持码头的青帮头目都参与进来，共同为根据
地运送物资。大家开动脑筋，发明了各种隐蔽
方法，如把物资固定在船底在水里拖着走，把
船改造成双层底夹带物资，把物资埋藏在笨重
货物下面等。不少群众还以回乡捎带的方式，
将违禁药品伪装成滋补品，把水银等灌入自行
车车胎，为根据地运送药品。在铁路车站，人
们把物资隐藏在运煤车里，压在煤块下面，避
开敌人搜查。公路运输时，人们将物资拆分成
小块，藏在大车底层，上面装上大粪，把细小的
物件固定在车底盘上，分多次运输。尽管如此
缜密小心，仍有不少群众和采购人员惨遭酷刑，
甚至献出了生命。

抗日战争期间，天津为各抗日前线运送了
大量通讯器材、机械设备、药品、医疗器具、钢
材、纸张、印刷设备、油料、化工原料等上百种物
资。仅新港就累计运出了二百多吨钢材和其他
战略物资。
如今很难想象，在当时严酷的条件下，人们

是如何把成吨重的机床、钢材及大大小小物资
运出天津的，又有多少无名英雄为此付出生命
的代价。

除物资外，输送人员是天津人民支援根据
地建设的另一种重要方式。从抗战初期开始，
天津广大爱国青年学生、进步知识分子，各行各
业的专家、技术人员和工人，为抗日救国，自觉
奔赴各抗日根据地，帮助发展生产，培养技术力
量，特别是在突破军工生产的难题上发挥了重
要作用。如用土设备制造弹壳、无烟火药、手榴
弹和地雷等，用敌人的钢轨制造无缝钢管，制造
步枪等，创造了一系列军工传奇，为赢得抗日战
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近代天津是华北地区第一大商埠、最大的

工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政治、经济、工业、文化
地位都十分重要。日本侵略者占领天津后，把
天津作为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物
资补给的兵站基地和联系日本本土的海上门
户。为巩固天津地位，日军对华北地区抗日根
据地实行严密封锁，企图切断根据地与外界一
切联系，同时加强军事进攻，连续推行五次极端
残酷的“治安强化运动”，实行“杀光、烧光、抢
光”的“三光”政策，建立“禁止耕作、禁止居住、
禁止行人”的千里“无人区”。在如此艰苦的条
件下，党领导天津人民同仇敌忾、不畏艰险，克
服难以想象的困难，付出巨大牺牲，以百折不挠
的精神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八年艰苦斗争，创
建了稳固的抗日根据地，钳制消耗了大量日伪
军兵力，有力削弱了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地区的
殖民统治。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天津人民英勇奋战、不怕牺牲，
终于迎来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为取得抗战胜
利，天津人民作出了巨大牺牲，据统计，战争共造
成全市（含郊县）56615人死亡，30.48亿公斤粮
食损失，102.5万亩土地损失，36879间房屋受
损，财产损失超过50亿法币（按1937年7月价
值计算）。吉鸿昌、阮务德、杨十三、包森、杨大
章、王崇实、田野等一大批抗日英烈，以铮铮铁骨
战强敌、血肉之躯筑长城，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
河的英雄壮歌，激励着一代代海河儿女为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拼搏进取、奋楫前行。

如今，抗日战争胜利已79年，战争的磨砺
使我们更加懂得和平的珍贵，但血与泪的记忆
不能忘却，经验教训要永远铭记，伟大的抗战精
神应永世长存。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迎难
而上、奋勇搏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天津市委

党史研究室）地方党史资料征集处一级主任科

员、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

心研究员。

1937年7月7日，一个所有中国人都不会忘记的日子。这一天，日本军国主义悍然挑起卢沟桥

事变，发起全面侵华战争。日军所到之处，哀鸿遍野、生灵涂炭，巍巍中华，血染山河，无数民众惨遭

杀戮，亿万同胞家破人亡。然而，战火硝烟没有使中国人民畏惧，反而激起如滔天巨浪般前赴后继

地反抗，中华民族展现出空前的凝聚力，谱写出一曲曲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英雄壮歌。

天津，这座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被日本侵略者作为鲸吞华北的桥头堡。苦难的天津

人民饱受屈辱，却从未屈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敌控较弱的周边农村，人们纷纷拿

起武器参加战斗，举行抗日武装暴动，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市内各界群众在艰苦

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封锁，支援敌后抗战，展现出团结一致抵御侵略的铮铮

骨气和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

天津党史 名片红色

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革命根据地
王明辉

■抗日战争期间天津人
民向各抗日根据地输送物资
示意图

刘寔是魏晋时期的名臣，位列三

公，《晋书》评价他“清身洁己，行无瑕

玷”，堪称道德楷模。不过他在历史上

最令人惊艳的，却是睿智与远见。

刘寔是东汉章帝刘炟第五子济北

惠王刘寿的后裔，真正的“帝室之胄”，

但他出生时东汉正在风雨飘摇之中，

家境甚至比不上普通人家，父亲刘广

虽做过县令，但因病早逝，尚且年幼的

刘寔和弟弟刘智被迫以售卖牛衣（一

种给牛御寒的衣物）为生，经常饥一顿

饱一顿，有时不得不去行乞。尽管如

此，刘寔却酷爱读书，史书上说他“手

约绳，口诵书，博通古今”，一边手中缠

着绳子劳作，一边口中背诵书籍，通过

持之以恒的求学，终成博通古今、学识

渊博的人，尤其以精通“《春秋》三传”

（儒家典籍《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

传》《春秋穀梁传》的合称）闻名。有一

年，州郡派人考察人才，有人推举刘寔

为秀才和孝廉，在当时选拔人才实行

的是察举制，在地方被举荐为秀才、孝

廉，就能前往京师接受考核，最终走上

仕途之路。面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

子堂”的绝好机会，刘寔却出人意料地

谢绝了。

不久，刘寔孤身来到洛阳求职，凭

借过人的才能，得到了一个“计吏”的

职位。“计吏”负责定期向朝廷汇报当

地社会经济与财政收支情况，这种职

位的特点是“微而不轻”，官职虽然低

微，但却因能经常向上级长官汇报工

作，而更容易得到长官的赏识。果然，

因为工作出色，刘寔很快得到权臣司

马昭的赏识，先是调为河南尹丞，又迁

尚书郎、廷尉正，后又历任吏部郎，参

相国军事，受封循阳子的爵位。不得

不说，刘寔选择了一条更快的晋升之

路，他深远的考量非一般人可比。

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司马昭开

始谋划攻打蜀汉，他以钟会、邓艾为主

将，策划三路伐蜀。刘寔时任参相国

军事，出兵之初，有人问他：“二将能平

蜀吗?”刘寔回答说:“破蜀是必然的了，

只是二人都不得生还。”问他什么原

因，刘寔笑而不答。后来蜀汉很快被

平定，但邓艾受诬而死，钟会谋反被

诛，伐蜀主将悉数客死他乡，竟和刘寔

所预测的一样。史书称“寔之先见，皆

此类也”，说刘寔的先见之明，都类似

这个样子。

不过凡事皆有例外，刘寔也不能

幸免，他的睿智与远见也有荒腔走板

的时候。

刘寔的妻子在生下儿子刘跻后就

死了，后来他准备续弦，选中了一个大

户人家华氏的女儿。这门亲事遭到了

弟弟刘智的极力反对，他的理由是：“华

家类贪，必破门户。”意思是华氏族人贪

婪无德，日后必定破败家门。刘寔不以

为然，还是娶了华氏女，生下了儿子刘

夏。正是这个刘夏仰仗父亲的名望当

官后，大肆贪污受贿，东窗事发后刘寔

被他牵连，受到免官的处分。不久，刘

寔靠着皇帝的信任再次被起用为大司

农，而刘夏贪婪的本性不改，再次因贪

污犯事，刘寔也因此被二次免官。

两次被免官，刘寔“行无瑕玷”的

品德染上了污点。有人对此非常不

解，问他说：“君行高一世，而诸子不能

遵。何不旦夕切磋，使知过而自改

邪！”您廉洁之行高于当世，而您的儿

子不遵父道，为什么不经常切磋教诲，

使他改过自新呢？刘寔回答说：“吾之

所行，是所闻见，不相祖习，岂复教诲

之所得乎！”我的所作所为，他们都耳

闻目睹却不能模仿学习，口头的教诲

怎能使他们改变呢？

刘寔的回答虽然无奈，却未尝没

有道理。一个人的天性是很难改变

的，我们所能做的，通常只有看清一个

人，然后作出明智的选择罢了。然而

聪明如刘寔，能够对一场战争作出神

一般的预言，自己却为何不能在生活

中避免踩坑呢？

北宋宰相范纯仁在《戒子弟言》里

曾经写道：“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

聪明，恕己则昏。”意思是说，哪怕是再

愚蠢的人，对别人提出批评和要求时

却很在行；哪怕是再精明的人，宽恕自

己的过错时却显得很糊涂。这道出了

我们的认知难题，看别人时，冷眼旁

观，可以看得很清楚；轮到看自己时，

由于各种情感因素的掺杂，往往会被

蒙住了双眼，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称

为晕轮效应。

克服晕轮效应，需要我们在思考问

题时，学会跳出事件本身，以旁观者的

心态和眼光审视问题，或者多听取别人

的看法和意见，以更加多维的视角看待

问题，才能避免以偏概全，得到更公正、

客观的结论，从而避免刘寔式的尴尬。

责人则明 恕己则昏
清风慕竹 北宋词人秦观有一首著名的《鹊桥仙》

词：“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
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
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从此成为中

国人千古传诵的名句。佳者，美也，好
也，“佳期”即美好的日期。人的一生中，
最美好的日期是什么样的日期呢？当然
是和心上人约会的日期。秦观此词吟咏
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的相会，“佳期如梦”
也正是描述二人约会之期。
不过，出自《楚辞》的“佳期”一词，

“佳”却是佳人之意，而且还是实指。屈
原在《九歌·湘夫人》的开篇吟咏道：“帝
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
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登白薠兮骋望，与
佳期兮夕张。”
帝子，历代学者们多认为指帝尧的

二女娥皇和女英，嫁给帝舜为妻，帝舜驾
崩后，二女化作湘水女神。白薠是一种
水草。“与佳期兮夕张”一句，东汉学者王
逸注解说：“佳，谓湘夫人也，不敢指斥尊
者，故言佳也。张，施也。言己愿以始秋
薠草初生平望之时，修设祭具，夕早洒

扫，张施帷帐，与夫人期歆飨之也。”请注
意这里的“歆飨”一词，“歆”指祭祀时神
灵享受祭品的香气，“飨”指祭祀时神灵
享受酒食。因此，“与佳期兮夕张”这句
诗，描述的就是初秋时节，薠草始生，修
设祭具，早晚洒扫，张开帷帐，与佳人湘
夫人相约会面，请已经成神的湘夫人降
临，来享受自己的祭品。
南宋学者洪兴祖在《楚辞补注》中引

唐代五臣注，则解释得更加清晰：“五臣
云：佳期，谓湘夫人言己愿以此夕设祭
祀，张帷帐，冀夫人之神来此歆飨，以喻
张设忠信以待君命。”
综上所述，《楚辞》中的“佳期”一词，

“佳”实指湘夫人之神，“期”指期望、相约，
“佳期”则指期望佳人降临，或者与佳人相
约来享受祭品。可见“佳期”起初并无男
女幽会之意，但湘夫人既为佳人，于是渐
渐将与所有的佳人约会都称之为“佳期”，
从而敷衍为男女幽会之期为“佳期”，顺理
成章地，婚期也就称作“佳期”了。

“佳期”的“佳”原指湘夫人
许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