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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面政权
李国庆

一九三九年七月，日军发动对晋东南的第二次九路围攻，沁县被日军占领。

日本帝国主义者横行霸道，实行“三光”政策，给沁县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

灾难。城乡战火连绵，硝烟四起，沁县人民生灵涂炭，苦难深重。

记得在一九四四年中秋节过后，父亲牵着牛在村东坡犁麦地。一天早上母亲

拉着我，提着饭给父亲送。走在东庄坪圪廊，对面来了三个人，穿着便装。把母亲

给我带的干粮、水果全部抢光。母亲感觉不对，快步拉我上了东面的庄稼地，隐

藏起来。不大一会，一股日本鬼子兵拉着狼狗，扛着枪，从大路上由南向北去

了。敌人走后，母亲拉着我到了地里，只见牛在地，不见父亲踪影。母亲以为敌

人把父亲抓去了，很是着急。我也害了怕，急的哭了，便大（爸）来、大（爸）来叫

了几声，父亲听见是我的声音，从庄稼地里钻了出来。慌慌张张地对母亲和我

说：“好怕呀！不是跑的快，就被敌人抓走了。后来听说是大桥沟哨棚上的日本

兵到南里一带扫荡。

一九四五年夏天一天，日本鬼子从城出发，到故县镇扫荡。天未明，村里的狗

咬的特别厉害。不一会听了见敌人来了，把我家大门砸开，进来两个日本鬼子，进

家后，不说二话把父亲抓走了。到了上午又有一股敌人拉着狼狗进了村，见家就

进，见人就打。吓得全村人跑的跑，躲得躲。我跟着村人跑到东庄坪圪廊隐藏起来，

中午也不敢回村。到下午敌人从故县镇出发返城，路过我村东大路。拉牛的、赶羊

的，拉着牲口拖着东西的，还有背着行囊的，拉拉流流过了一个多小时。后来几个

日本鬼子发现了我们，一边打枪，一边朝我们方向追来。一下子把躲避的村人冲散

了，有向南逃，有的向东跑。我一个六岁的孩子跟着大人跑。从东庄坪往东沟跑时，

从一个一丈多深的崖上滚了下去，爬起来跑到大东坡。天已快黑了，也不敢回家。

这时正好碰见二舅父，便引我去了赵家沟亲戚家。敌人走后，母亲回到家里，未见

我回来，便急着找我，正要出门时，被敌人抓去的父亲回来了。父亲说在牛庄圪梁，

乘敌人不注意，跳下沟跑了，才逃脱了生命危险。母亲向父亲说明，在东庄坪被敌

人冲散，不知孩子到了何处。全家人十分着急，连夜寻找。后听人说，孩子被他二舅

引上到了赵家沟亲戚家，父亲连夜去把我引了回来。

回想起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给我国人民带来了灾难是深重的，人民

遭受的痛苦生活是难以忍受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死在了日本鬼子的屠刀之

下，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人民过着饥寒交迫的苦难日子。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不

忘国耻，发扬抗战精神，建设好我们的国家。日本右派势力，否认入侵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历史，是不人道的。中国人民是不会答应的，世界人民是不会答应，日本正

义的人也不会答应的。日本右异分子所作所为，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决没有好

下场。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一个具有保卫人民和平生活坚强能力的伟大国家，中华

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正在意气风发沿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那年我七岁———
栗文庆

2015 年 9 月 3 日，是中国首个法定的“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胜利纪念日”。为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2015 年 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专门印发了《关于举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活动及其他有关活动的通知》。

我们沁县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之一，70 年

前，沁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仇敌忾，奋勇抗

敌，付出了巨大代价和牺牲，为最终夺取抗日战争的完全

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血火淬炼的抗战精神，在历史的星

空早已定格成永恒。为了进一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

爱和平，开创未来，根据总体安排，本报从今日起推出“纪

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宣传专题。具体栏目为：抗战名

词、抗日英烈、抗战故事和纪念诗文等，欢迎广大读者踊

跃赐稿。 编辑部

轰炸沁县城 1938 年 1 月 7 日，日军飞机 6 架，

首次轰炸沁县城，炸死炸伤民众 20 余名。其中有女高

校长王平康、教员秦雪梅、王克刚、邱养先、李荣庆、

政先队炊事员等多人。县政府及市面商店损毁严重。

次年 3 月 24 日，日军飞机 6 架，二次轮番轰炸沁县

城，炸死民众计 26 人，其中有县政府科长 1 名，犯人

6 名。另防空洞闷死 3 人。部分房屋被炸毁。

故县镇“正·二八”空袭惨案 1938 年 2 月 28

日，日军飞机 5 架，由北侵入沁县故县镇上空，对故县

镇轮番俯冲扫射，并投掷炸弹，这次空袭共炸死 30 余

人。数百间房屋被炸毁，其中有襄垣卖棉花的一人，全

身被炸的粉碎，血肉和棉花被炸的满街横飞。这次日军

共投掷炸弹 107 枚，其中 3 枚未爆炸，插入地下一丈多

深，后经挖掘拆除，每枚重达 90 余斤，火药装满二只汽

油桶。这次空袭经现在从日军资料中查证，本应是日军

向晋南古县的轰炸八路军总部阻击日军临汾支队前进

的军事行动，日空军错把故县镇当古县轰炸。

日军火烧沁县城 1938 年 4 月 10 日，日军侵占

沁县城后，分兵赴四乡骚扰，遭八路军一二九师伏击，

日军为报复，集中兵力，轮番出城对县城附近村庄烧

杀抢掠，城南十里之内的村庄，几乎全部被烧光。19

日，开始有计划的焚烧县城，集中大批煤油、干草及引

火之物，先从东、南、北三条大街及南北关烧起，而后

是民居院落，顿时全城浓烟滚滚，商贾店铺、古迹庙

宇，一片火海，整整烧了两天一夜，全城一片瓦烁，然

后撤走。自 4 月 10 日至 20 日前后 10 天，敌人烧毁沁

县城及县城周围村庄 30 余座，屠杀群众数百人，抢掠

粮食与财物无以计算。

娘娘沟惨案 1938 年 4 月 18 日，日军围攻晋东

南抗日根据地的主力 108 师团 117 联队占领沁县城

后，于 18 日向沁县城西北方向约 4 公里处的娘娘沟

扫荡时，五龙沟王磨、王万同父子被敌人炮弹炸死，张

蛋孩子之父及西渠上刘丙午之父被日军抓获后刺死，

岭稍的牛大赖、牛二赖、刘毛孩也被日军刺死。日军还

在张金魁院内将张玉庆的伯父、张哑巴、张娃孩、牛付

文、西渠上村张永和的伯父 5 人列队打靶，打死 4 人。

还杀死陈胖的母亲，日军这次行动共杀死村民 12 人，烧

毁房屋 20 余间。

沁县城“三·二四”空袭惨案 1939 年 3 月 24

日，日军飞机四架，轮番轰炸沁县城，当时在南街投弹

最多，在县城十字附近其状更惨，老槐树下血肉横飞，

树上挂着被炸飞的人肢和血衣布片，有个防空洞口被

炸塌封口后，闷死 3 人，监狱里牢房炸塌后，炸死 6

人，这次空袭共炸死 26 人，其状惨不忍睹。

故县镇“4·4”空袭惨案 1939 年 4 月 4 日，日

军飞机 3 架再次飞临故县镇，投弹 200 余枚，这次轰

炸炸死 6、7 人，将故县镇奎星阁、奶奶庙及街面的

众多商号店铺炸毁，损失惨重。

故县镇惨案 1939 年 7 月 6 日，日军 109 师团

入侵沁县后，其中一部于 6 日南侵故县镇。当夜，日军

挨家挨户搜掠粮食财物，并见人就抓，天亮后即施行

集体屠杀，这次共杀害 19 人。日军屠杀后，沿街大肆

放火焚烧房屋店铺，故县镇两条大街成了瓦砾一片。

南王村惨案 1939 年 8 月 3 日下午三时许，日

本陆军第 109 师团侵占沁县之一部全部出动，包围距

沁县城东五公里处的南王村，企图消灭当日上午在这

一带打击日军行动的山西第三专员公署保安二支队。

日军进村后，大肆烧、杀、掠、抢。他们将未转移的村

民乔春风、魏旦小、乔补金、乔二管、魏兔孩等人用刺

刀刺死，或用指挥刀劈死。乔四苟被逼上窗台后，用指

挥刀砍了四刀而惨死，骈文俊被刺遇害后又被仍入粪

坑内，王婉婉被日军抓住头活活扭死，魏英武及妻儿

三人被锁在房中活活烧死。日军的暴行一直持续到晚

7 时才结束。事后经清理，日军在南王村共杀死无辜

村民 23 人，烧毁房屋 280 余间，捣毁窑洞 13 孔，抢走

粮食 4000 余斤和部分财物、牲畜。

小王村惨案 1939 年 8 月 14 日天刚亮，日军从

白家沟、轻城三眼桥、大桥沟三个据点纠集了 100 多

日伪军把小王村团团包围，在村杀死村民王富先，并

抓走 7 名村民。在大桥沟村水坑前对他们进行严刑拷

打审问，问：小王村的八路军是谁，谁给八路通风报

信？他们坚贞不屈，宁死不说。日本人恼羞成怒，放狼

狗咬，然后用刺刀一个个把他们活活砍死，有的砍了

脑袋，砍断腿，仍进水坑。当时现场血流成河，残不忍

睹。除杀死 8 人外，还抢走大量牲畜、骡马、牛驴，共

计 28 头，其它财物不计其数。

荆村惨案 1939 年 9 月 27 日，驻县城日军，突

然包围驻荆村的黑峪沟编村村公所，放火烧毁村公所

民房，烧死秘书杨××、牺盟协助员王广林、公道团长

杨应堂，打死自卫队副大队长李聚才，杀害自卫队基干

队模范小组哨兵张秃孩、张小先，掠走自卫队员 5 人，

活埋于南石堠虎掌沟。此次残杀干部、自卫队员 11 名。

红坡村惨案 1939 年 10 月 13 日，日本陆军第

20 师团盘踞沁县段柳、新店据点的部队集结，于凌

晨包围沁县城西南 2.5 公里处的红坡村，企图消灭

转移至该村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一纵队游击二团

某排。日军的行动被发现后，排长命令三名战士掩

护全排战士带领村民转移。三名战士奋力阻击，最

后终因寡不敌众，弹尽负伤，被日军抓获。日军入村

后，四处抓人，抢掠财物。他们将未来得及转移的村

民张五孩、张太清、王苟孩等 13 人，驱赶到谷场的，

周围架起机枪。他们先将三名负伤战士活活烧死，然

后把村民一一拉出来，作为刺杀的活靶子，逐一劈刺

杀死。被害后尚呻吟、扭动身躯者马上再补刺直至死

亡。只有王宿元、王星二人被刺后，没有致命，才侥幸

死里逃生。日军这

次暴行，共残杀无

辜 村 民 和 战 俘 14

人，杀伤二人。

禹耀忠

侵华日军在沁罪行录 （一）

大约 1935 年初冬，太行山刚下了头一场瑞雪的时候，沁县东乡来了五

六个说是家住吕梁的猎人。他们个个身强体壮，行走如飞，还会武功，会配

制火药，制作夹弓，他们两人一组，每天上山打猎，收获颇丰。他们当中，有

人会用大缸淹制皮毛，将打回来的野兔、狐狸的生毛皮制成熟毛皮再卖掉。

他们的头儿叫高文。因他是个秃子，当地人习惯地叫他“秃高文”（化名，实

际叫刘彬华）他就是后来的太行武工队队长。

那时候，太行山山高林密，灌木丛生，适合野生动物生存，山里人憨厚

善良，不习惯杀生，也没有猎枪，更不会打猎。且那个时候，山坡野地也就是

亩产百把十斤粮食，连粗糠稀饭都吃不饱，哪有肉可吃。 这些猎人们每天

打的猎物很多，除到城镇集市卖掉换些米面盐油外，剩余的就自己煮着吃。

有一个叫郭振华（化名）的人既会熟制皮革，也会煮肉，人缘更好，他们对老

乡们很热情，上山打猎经常接触一些在山上放羊放牛的穷汉，就给他们烟

抽，晚上回来煮熟猎物，就叫村里放羊放牛穷汉和小孩们来吃肉，一来二去

就都熟了，还用狐、兔皮的下脚料给放羊汉、孩子们做副取暖的毛耳朵。时

间一长，相互间处得很好。老乡们也把粗糠、秕谷、干枣炒的炒面给打猎人

吃。这也是“人心换人心，四两换半斤”。期间秃高文还和沁县新店镇史家庄

村史留孩成了朋友，他们教村民们怎样跑山，怎样打枪，怎样练武，怎样找

寻兔道，安装地弓、进口炸等。因史留孩家是一殷实农户，住宅较为宽敞，所

以他们打完猎回来常住在史家。回家（后来才知道他们是陕北人）过完年，

开春再来太行山上打猎，还住在史留孩家。实际上他们的住宿很不固定，他

们打猎的行踪很远，有时候还跑到武乡、榆社、辽县、襄垣、黎城、涉县等地。

那个时候交通极不方便，从沁县过史北到王村，穿监漳至西营，到麻田有一

条随山就势的山路可通，沁县人在冬闲时要到武乡担梨，去黎城担砂锅，过

河北涉县担棉花，路上遇见过他们在那里打猎，可见他们的活动范围很广，

接触人员众多，对太行山的地形山水很熟。

1937 年 8 月，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后东渡黄河来到太行山，这些猎人也

换成了快枪，人手一支镢把子（每次装一发七九子弹）手枪，还有一把剔骨

尖刀，正式透露他们是八路军领导的太行武工队，主要活动仍在白晋公路

的沁县、虎亭、襄垣夏店以及榆黄公路的武乡、襄垣王村西营一带。那个时候阎锡山教人们唱

反动歌曲，“共产党坏东西，共产还共妻。”“共（红）匪军杀人如割草，穷富都杀光，男女老少

都遭殃。”老百姓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模样，很害怕，这时候太行武工队就向老百姓宣传抗日

理论，教唱抗日歌曲，“日本人烧杀抢，中国民众都遭殃……”老百姓不知道共产党、红军，也

不了解八路军，可认识这些猎人，都知道他们是好人，和穷苦的人们一条心，敢跟他们接近谈

心，愿向他们传递信息，爱给他们赠送食物、衣服，甚至保护他们的生命。“猎人”队伍中还有

个文化人，会写字，能画图，对沁县、武乡、襄垣、黎城等县的大小河流、山山岭岭、村村寨寨

都十分熟悉，画了图形，标有地名。由于他们行动绝对保密，老百姓也不问他们作甚。

1938 年农历三月初八，从长治上来一队日本兵。新店镇里人大部分都逃难离村，只有两

三个老弱病残人在家未走，哪么大的一个非常繁华的新店镇，临街有五六百间房屋及货物被

日本鬼子一火烧光，连同屋内的两病人一并烧死。这更加剧了中国人民对小日本鬼子的仇

恨。广大民众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坚决抗日誓死不当亡国奴！

日军侵入沁县后，太行武工队发动民众，组织队伍，杀敌人捉汉奸，烧桥梁，割电线，扒

火车，拗铁轨，搞得日军手忙脚乱，惊慌失措，束手无策，不敢夜行。他们还在史家庄、蒲沟设

有前哨所，侦探日军情报，给八路军报信。

有一次，刘彬华因大意，在襄垣高崖上村遭遇一队日军，躲闪不及被日军抓去，关在新

店火车站。刘彬华大骂侵华日军头目小山（日本人小山是新店火车站站长，也是小山工作队

队长）。小山扬言要枪毙刘彬华，第二天下午，由两名日军押着刘彬华到漳河湾枪毙。枪声

响过以后，我村人痛哭流涕，准备晚上去漳河湾找回刘彬华尸体埋葬。夜晚派去的人没有

找到尸体。第三天下午，刘彬华笑着从小西沟跑回史家庄，朗声说：“小山他敢枪毙我？武

工队炸平新店站！”原来刘彬华会武功，一下就打倒两个日本兵，钻进路旁玉米地而脱身，

只听到身后传来两声枪响。后来在太行武工队的帮助下，成立了太行游击队，他们便远走

高飞。我村有史俊明、史留孩、刘彦成三人参加了游击队，后改为太行独立营，营长叫马玉

虒喜，是襄垣县 亭镇祝家岭人，教导员叫马中央，是沁县新店镇蒲沟村人，生前在山西省

供销合作社工作。沁县有句名谚：“东怕独立营，西怕安世民（沁县疙瘩村人）”，独立营就

指的是太行独立营，后又扩编成太行独立团，最后划归陈庚三八六旅，归八路军建制。村

里人给武工队编了一段顺口溜：“武工队，真正神，队长名叫秃高文。队员个个是精兵，行走

如飞枪法准。保家卫国护百姓，伢们跟咱一条心。日伪汉奸胆颤惊，小山队长怕三分。夏店丢

了俩日兵，栋村翻译影无踪……”

1968 年夏秋之际，由天津市革委会专案组两名工作人员持介绍信，来

史家庄调查刘彬华被俘事件经过，说刘在天津警备区工作，是四川仪陇人，

又说刘是叛徒。向刘彦文（村老支部书记）、史留孩（老共产党员，老支书、老

游击队员）调查落实此事，因我当时是村里民兵干部，所以在场。他们都证

实刘彬华没有叛变。因当时村人曾打发村民史金川以给日本人送劈材为

名，到新店火事站探听消息，亲耳听到刘彬华大骂小山一夜。刘彦文、史留

孩两都以共产党员身份给专案组提供了证明材料，以后就再没有刘彬华同

志的信息了。

征稿启事

沁州地区，古属上党。

民风淳朴，文化传昌。

浊漳源头，现建水乡。

杂粮丰盛，小米甜香。

日本侵华，野蛮疯狂。
朱、彭司令(注 1)，率部入乡。
深入发动，男女齐上。

“四出”(注 2)贡献，上级表彰。

抗战八年，模范县当。

功载史册，后世莫忘。

全县人民，永远跟党。
注 1：指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

彭德怀。
注 2：高扬文同志题词：“沁县人民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抗日战争作出了重大
贡献，它出兵、出干部、出粮食、出经验……”

歌抗战模范县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

张景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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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后，日军大规模实施“治安强化运

动”，胁迫白晋线两侧村庄建立维持会，以承认

日伪统治。敌占区和游击区对敌斗争形势逆转直

下，沁县根据地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创造了“两面

政权”斗争形式，破坏了敌人的阴谋，保护了人民

利益，达到积蓄力量，持久战胜敌人的目的。

1939 年 7 月，日军打通了白晋线，分割了

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在白晋全线重要村镇，

设立了据点，在加强占领区的治安统治同时，对

游击区以蚕食为主，胁迫维持。面对这种形势，

我党提出了“变敌占区为游击区，变游击区为根

据地”的反蚕食斗争方针。

1941 年初，仅白晋线沁县段 8 个据点，日

伪军达 2000 人。并且于 3 月初，开始实施“第一

次治安强化运动”，日伪军在“剿灭共党，安居乐

业”的幌子下，以软硬兼施的办法胁迫白晋路两

侧 30 里的村庄建立维持会，以承认日伪统治。

他们宣传日本人、中国人同文同种，中日一家、

中日提携、来帮助蒋介石剿共，不杀老百姓，剿

完共就走等欺骗性宣传。在深入村庄宣传时，给

群众、儿童散发糖果、纸烟、饼干、罐头等食物作

为诱饵。抓捕一些无辜群众，给予欺骗拢络后放

他们回去瓦解百姓的敌对情绪。同时利用各村

的反动势力、会道门、地痞流氓里应外合促进维

持，对于不维持的村，就以烧杀、绑票手段进行

威胁。例如：沁县乔村不维持，他们就放火烧房

屋，同时还抓走人和牲口。沁县十区大部分村庄

由于不维持， 亭据点敌人疯狂出动，仅待贤

一村就杀死 8 人，烧毁房屋 50 余间。扬言不维

持鸡犬不留。在此情况下，出于保护群众，全区

12 个联合村有 9 个联合村未通过抗日政府许

可，偷偷地建立了维持会。

日伪在建立维持会的同时，开始颁发良民

证、居住证，外出要请假，否则以“通匪”治罪，目

的在于割裂我抗日政府与敌占区群众的联系，

以孤立我抗日军政人员的活动。并积极组织新

民会、自卫团、新民小学、来奴化青少年，加强敌

伪情报，捕杀我抗日人员，光沁北地区就有八、

九名党员区村干部死于敌手，太岳区有近百名

干部牺牲。日伪毒辣阴险的手段使我抗日斗争

陷入了被动地步。甚至连我们党占优势的村庄

也偷偷建立维持会，给敌人送钱、送粮，只要求

敌人不要来扰害百姓。更有甚者，害怕我抗日人

员到来，引来敌人的骚扰的现象，维持会形成既

应付敌人，也应付我们抗日政府。

沁县是太岳区接敌面最长的边沿县，全县

除被白晋路沿线 10 余个敌据点东西分割后，西

边太岳区境内距敌 30 里以内的村庄几乎全部

成立了维持会，最为突出的是有些村支部及抗

日村长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秘密地维持了日

军。但是沁县县委没有从战争客观的变化，研究

新的对敌斗争对策，而仍是坚持“扩大根据地，

缩小敌占区”的旧方针。发现哪里维持就去哪里

进行打击，这种办法引起维持村群众极大的不

满，形成少数干部和积极分子突出暴露，裸体跳

舞的局面，在失去群众保护的情况下，我抗日干

部到达游击区活动时，则由于汉奸告密等原因，

而被捕捉杀害之事时有发生，至使抗日干部很

难落脚。

毛泽东曾指出：“当群众还不觉悟的时候，

我们要进攻，那是冒险主义。群众不愿干的事，

我们硬要领导他们去干，其结果必然失败。”沁

县县委在反维持斗争中也正是在群众还没有觉

悟的情况下，发号施令去坚决打垮维持的。维持

会非但没有被打垮，反而我们抗日政府与群众

形成三脱离现象，造成了群众和革命力量的损

失。但与此同时，县委也有另有一种不同的态

度，那就是承认事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

共同推举一人出面维持，或由我们的抗日村长

出面维持，这样人是党支部指定的，我们的村政

权依然存在。与其让汉奸组织维持会反对我们，

不如由我们主动组织来欺骗应付敌人，这样既

保存我们的力量，又减少群众的损失。

沁县县委当时将这两种对敌斗争的态度，

报告了太岳一地委书记杨文后，杨文迅速将这

个情况写成报告，反映给太岳区党委书记安子

文，安子文是太岳抗日根据地党的创始人和领

导人，对这个报告高度重视。决定围绕沁县反维

持斗争出现的新问题，组织区党委的巡视团，结

合地、县领导深入沁县游击区开展调查研究，总

结创造经验，以推动全区的对敌斗争。

1941 年 3 月，安子文率区党委巡视团进驻

沁县后，巡视团结合地、县人员分两组分区深入

农村进行工作。在对维持村进行调查研究的过

程中发现，维持会长分三种人：一种是死心塌地

事敌的汉奸、士绅，而且是主动去建立维持的；

第二种是在迫不得已由村人商议后，推举村有

威望、会办事的人担任的；第三种则是在村民的

要求下，由村党支部决定由抗日村长兼任的；第

三种则是真正的“两面政权”，他们为我抗日政

府工作为主，以拖延的办法应付敌人，同时还能

为抗日刺探敌人的情报，为我抗战服务，积极从

群众利益出发办事，群众是满意的。

通过这次在敌区附近听取党支部和群众

意见的调查后，情况表明：与其让汉奸组织维持

会来反对我们，不如由我们来组织维持会去欺

骗应付敌人，这样既可以保护群众利益，同时便

于我方隐敝、蓄积力量，展开新的对敌斗争。安

子文在沁县县委所在地官庄村作对敌斗争调查

总结时，指出：“为了避免损失和牺牲，在不得以

的情况下，还是由我们的人出面维持好，这样敌

情我们清楚，自己的力量可以保存，群众的财物

可以少受损失，这就叫“两面政权”，实际上是我

们领导抗日政权另一方面。”他还提出了具体斗

争策略：“在敌人开始威胁成立维持会时，可以

口头答应，实际不维持，采取拖延政策。在实在

拖延不了时，可以由我们指定人出面维持，用各

种办法欺骗、应付敌人。敌人要东西，能不送就

不送，实在不行可以少送一点，有时还可以谎报

军情，说在路上被游击队抢走了。一旦时机成

熟，就解散维持会”。后来把游击区维持与反维

持的“两面政权”斗争经验概括为：“从推延到维

持，从维持到拖延，拖延中有维持，维持中有拖

延”的策略。

在实行“两面政权”的同时，在安子文指导

下，在游击队、决死队配合下，对三、五、七、十区

主动维持敌人的维持会进行了打击，仅 5 月 7

日晚一次行动就抓回维持会长 80 余人，抗日政

府对他们进行形势教育，帮助他们端正态度，争

取他们积极抗日，区分情况，分别对待，对于表

现好的教育释放，对于罪大恶极的坚决镇压。对

于这些村子，需要继续“维持”的，由各村党支部

负责，选出思想进步、忠诚抗日、能随机应变的

人担任维持会长、书记员和情报员，建立起红心

白皮的合法维持会。从此，我党耳聪目明地与日

伪展开灵活的斗争。在正确的革命理论指导下，

沁县反维持斗争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1942 年 10 月间，刘少奇赴延安途经太岳

区时，在听取安子文汇报后，明确地指出：“这种

两面政策，实际上就是使用合法的形式在向敌

人进行斗争。合法斗争即两面政策，两个术语的

含义是相同的。”从而从理论上进一步肯定了

“两面政权”斗争的正确性。

“两面政权”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斗

争策略，不但容易为群众接受，而且适应了战时

的斗争需要，它的全面推广应用，为整个敌占

区的对敌斗争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成为抗

日战争中为人们赞赏的斗争手段之一。电影

《平原游击队》 所展示的正是这种斗争艺术的

结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