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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与泰州

i阿泉

引 子

1929年至 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首先在美国爆

发，波及日本。为了挽救经济危机所造成的损失，日本乘蒋介石忙

于剿共，对中国发动了蓄/已久的“九·一八”事变。

由于蒋介石密电张学良“避免事态扩大，听候中央处理”，即

“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不到一年沦亡。1932年日本建立伪满洲

国，东北三省沦为其殖民地，中日民族矛盾十分激化，并开始上升

为主要矛盾。

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民族矛盾正式上升为主要矛盾。1937

年 7 月 7 日，日军发动了“七·七”事变，即q沟桥事变，中国军队奋

起抵抗，全民族抗战开始。

1937年 8 月 13 日，日军又一次进攻上海，史称“八·一三”事变，

并威胁南京。第二天，国民党政府发表《自卫宣言》，要求“地不分南

北，人不分男女老幼，人人皆有抗日守土之责”，表示要“抵抗暴力”。

1937年 9 月下旬，国民党政府公布了中共提交的《国共合作宣

言》，至此，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

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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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两党的协议，红军三大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

团军（简称“八路军”），朱德任总指2，彭德怀任副总指2，参/长

叶剑英，下辖三个师：一一五师，师长林彪；一二 O师，师长贺龙；一

二九师，师长刘伯承。

南方八省的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

“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

代理军长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

1938年 10 月，广州、武汉失守，中国失去了华北、华中和华南

大片领土，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1938年 11 月，日本首相近卫文 发表了《善邻友好，共同防

共》，“经济提携”三原则，对国民党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

集中军事力量打击中共的抗日根据地。

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影响着中国的抗日形势。蒋介石开始“消

极抗日，积极反共”，1939年初，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了“溶

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方针。蒋介石统治集团将政策的中心由对

外转向对内，由抗日转向反共，连续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均被中共

击退。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决定，新四军北渡长江，挺进苏北，开辟

苏北抗日根据地，与北方的八路军相互配合，南北夹击，沉重打击

日寇势力。

一进泰州城，试探“二李”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后，陈毅率领新四军 1支队挺进江南。他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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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党中央的指示，准备分一部分兵力渡过长江去苏北平原，在那里

开辟抗日根据地。然而,1938年的苏北却是鱼龙混杂。当地共有日

伪军和国民党军 10 万人，其中势力最大的是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

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的几万人马。

面对这种复杂的形势，陈毅却胸有成竹。他相信只要坚决执行

党中央的方针，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打击顽固势力，新四

军就一定能在苏北站5脚跟，并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而苏北的中

间派就是李明扬、李长江的部队。李明扬在国民党内资格很老，倾

向抗日，但他受韩德勤的辖制，处处被排挤，很不服气。根据这一

点，陈毅觉得有和“二李”联合的可能。再加上“二李”的部队驻防泰

州一带，紧"长江北岸，新四军要渡江北上，必须得到其支持。陈毅

决定亲自登门拜访，争取“二李”联合抗日。

1939年 8 月，陈毅第一次进入泰州城，与“二李”商谈联合抗

日，借道东进抗日之事。“二李”对陈毅的第一次接待不冷也不热。

副总指2李长江来到司令部大门口迎接，总指2李明扬在第二天

宴请陈毅时才出来见面。一番会谈，“二李”表示愿意团结抗战。

陈毅第一次进泰州城，并未深谈，只是见面打了个招呼，试探

一下态度。但也给“二李”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正如事后李明扬所

说：“这陈司令谈吐直爽，一身正气，似可信托。”在双方作了相互支

持的暗中表态后，陈毅一行告辞回到江都的“吴家桥挺纵”驻地，耐

心捕捉进城时机。

之后不久，李明扬突然向陈毅求救。原来李明扬在第 3战区搞

到 10 多万发枪炮弹药，但M库远在几百里外的安徽南部山区，没

有车船运送，都用肩挑。押运几百副弹药挑子到苏北，要经过日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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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密封锁的地区，“二李”部队对此无能为力，李明扬请求陈毅的帮

助。陈毅一口答应。他和 2支队的Q裕商量后，派 2支队的 4团副

团长陶勇带一个加强营去押运，将这批弹药顺利送到江北。“二李”

非常感激。

“口岸惨案”震苏北，联李抗日已成熟

1939年 12 月 14 日 (农历十一月初四)深夜，月黑风高。日军一

个小分队携带机枪、步枪，在汉奸翻译带引下，乘小汽艇从扬湾登

陆，悄悄向口岸方向进发，途经下四圩草关帝庙时，发现庙内有持

枪抗日游击队员，当即冲进不由分说举刀就砍，我方队员猝不及

防，被杀死十人，只有三人死里逃生，现场惨不忍睹。日寇接着奔袭

口岸武庙。李财福游击队队部也毫无戒备，当场被打死 20 余人，庙

内庙外尸体纵横，血流遍地，一片阴森恐怖。次日上午，日寇肆意火

烧金寿公所。金寿公所位于口岸西北福星桥东侧，为清代后期驻口

岸港的鄂省大冶、鄂城等县木材商人所建，为居住和经营办公场

所，正房、大厅均九架梁，四周回廊，雕梁画栋，斗檐翘角，共 14 重

间，为当时扬州八处出名的建筑群之一。日寇穷凶极恶，从四周纵

火焚烧殆尽后，乘汽艇扬长而去。这就是震惊苏北的“口岸惨案”。

口岸时属泰兴张少华保安九旅防区，离泰州“二李”防区南线

刁家铺相距很近，所以“二李”受惊不小，为了自身防区安全，决定

乘虚而入，越境布防。次日急令第一纵队司令丁聚堂，从刁家铺抽

调一个连队，中午之前进驻口岸，天黑之前布好江防。李长江反复

提醒丁司令：泰州的“南天门”就在你手上，口岸、刁家铺、寺巷口丢

170



江
苏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讲
座

江
苏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讲
座

江
苏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讲
座

江
苏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讲
座

失，泰州必失。接着，李明扬令参/长把日寇偷袭口岸，制造惨案的

情况立即通报各个纵队、支队和大队，同时发给江都吴家桥新四军

一份单独的通报。

陈毅司令员接到通报，当即判断：日寇偷袭口岸决不是心血来

潮，而是一次军事战略侦察，全面进攻苏北为期不远；泰州“二李”

能主动通报敌情，一则已把我方当作友军，二则s意请我方对时局

给予关注，必要时给予武装支持。至此，一进泰州城的初步效果已

显露，这为二进泰州城商谈具体合作事项提供了绝好的时机。陈毅

当即吩咐惠浴宇与“二李”联系进城事宜。不出所料，次日即得到

“二李”回复：“欢迎光临。”

三进泰州，团结“二李”持中立

1939年 12 月初，陈毅在管文蔚、惠浴宇、陈同生陪同下，带上

“礼品”(战利品)，从二姜方向，快马扬鞭，直奔泰州西门。李长江一

行早已出城迎候，李明扬在总部门口恭候，城里坡子街、升仙桥、西

山寺等处都贴出了欢迎“四将军”光临指导的标语。李长江陪同陈

毅一行缓步进城，行至总部门口，尉、校、将官列队敬礼，李明扬抱

拳疾步上前问好，军乐队a打得热热闹闹。这种高规格的迎接气p

与一进泰州城时大不相同，预示会谈将会顺利，陈毅高兴的心情溢

于言表。

会面后，陈毅将带来的“礼品”一一赠送。三十支三八式步枪给

颜秀五，一匹东洋军马给李长江，指2刀给李明扬。“二李”对陈毅

予以上宾之礼，把他的教导总队集中起来，请陈司令训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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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司令健步走到队列前，面对数百名国民党官兵，高亢激昂地

演讲。他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做了精辟的分析，接着话锋一转，

谈到我们苏北面临的战争形势：日本鬼子是一定要争夺我们江北

这一片地方的，因为这是一片鱼米之乡，地理位置既"上海，又临

近南京。前几天，小股日寇已经偷袭口岸一次，制造了杀人惨案。我

们切切不能麻痹，要作好同日寇血战到底的准备。大敌当前，我们

友军之间必须团结起来……

晚上，“二李”同陈毅一行，在凌家花园举行了秘密会谈，会谈

是在友好和谅解的气p中进行的。陈毅面告“二李”，由于江南顾祝

同对我逼迫，我军不得不到苏北抗日。“二李”表示谅解，表态声明

不搞反共!擦，容留新四军在防区吴桥地区抗日，商定时机协助新

四军东进等，并慰劳我军万元，再拟送三百名干部到我军受训。陈

毅巧抓契机，二进泰州城达到了预期的会谈效果。

1940年初，为了防备韩、李联合攻打新四军的不利局面出现，陈

毅不顾生命危险，秘密三进泰州城，劝说“二李”不要上韩德勤的当。

“二李”的态度还比较友好，设宴谈心，彼此增加了信任。但陈

毅还是被特务发现了。韩德勤的参/长带了 30 多人，从兴化乘汽

艇赶来了。“二李”一听警卫报告，脸色煞白，陈毅却镇静自若：“韩

德勤自己来找也不怕，在你们司令部里还不好对付吗？”李明扬猛

然醒悟，马上出去应付。陈毅嘱咐李长江要以团结抗战为重，然后

起身告辞。

陈毅的三次进城。一是进城试探，二是进城求实，三是进城6

固，在抗战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传奇故事。

1940年 7 月 26 日，新四军从郭村东进黄桥，途经“二李”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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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李”令寺巷口、庙湾两地驻军，在我军擦境而过时，对天鸣枪，以

掩韩德勤耳目。我军越境刁家铺时，“二李”提前电令驻军团长郭俊

将部队全部退避三里之外，主动让道。从而留下了陈毅路经刁家

铺，逗留海春饭馆与地方人士栾炳芝先生叙谈并共进午餐的历史

佳话。

攻弃姜堰，瓦解韩陈两势力

新四军在苏北地区势力日益扩大，力量不断增强，成为国民党

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心腹之患，特别是陈毅建立了以黄桥为中心的

苏北抗日根据地后更令韩惶惶不可终日。

姜堰地处东进抗日交通要道，由国民党曲塘一带的陈泰运税

警总团把守，西与“二李”相邻，北受兴化韩之要挟，与韩之间早有

隔隙，和“二李”一样，有寄人篱下之感。

1940年 9 月初，韩部队分二路向南进攻，新四军二纵队被迫自

卫反击，首战营溪，歼其先头两个团，9 月 13 日一路向北猛攻，顺势

攻取姜堰，陈泰运被新四军所俘，其税警总团元气大伤。

新四军轻取姜堰，韩德勤又惊又喜，“惊”者，陈毅实力不可轻

估；“喜”者，借陈毅之手打击陈泰运，可以趁机派人接管姜堰，扩充

势力，排斥异己，同时就可以以姜堰作为要挟，逼陈毅让出黄桥。

苏北新四军为顾全抗日大局，经过慎重考虑，再次表明我军团

结抗日之诚意，决定让出姜堰，同时由“二李”部接防姜堰，放回了

陈泰运，并主动送给陈泰运部分枪械，进一步争取了李、陈抗日。

韩德勤派心腹张少华来接防姜堰，遭到了陈泰运妻子何其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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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烈抵制。陈泰运回到姜堰后，其妻据实相告。陈认为韩德勤落井

下石，排斥异己，不可投"，保持中立，其联合抗日情绪日益滋长。

决战黄桥，红旗十月漫天飞

“黄桥烧饼黄又黄，黄黄的烧饼慰劳忙……”一曲令人难忘的

《黄桥烧饼歌》又将人们的思绪带回了 1940年 9 月底 10 月初的黄

桥决战中。

1940年 6 月下旬，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组建新四军苏北

指2部。陈毅、Q裕分任正副指2，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共

7000 余人。为建立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苏北指2部所属部

队随即东进黄桥地区。8 月，为策应新四军发展苏北，八路军第五纵

队东进淮 (阴)海(州)地区，形成南北配合、打开苏北抗战局面的有利

态势。

韩德勤视新四军苏北部队为心腹之患，企图先集中兵力进攻

黄桥，消灭或驱逐立足未5的新四军苏北部队，然后移兵北上，歼

击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苏北指2部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自

卫立场，在八路军第五纵队的配合下，积极做好迎战准备。

新四军攻弃姜堰后，韩德勤自恃兵多P足、装备精良，以为新

四军是胆怯，令其主力第八十九军和独立第六旅共 1.5 万余人为中

路军，从海安、曲塘一线进攻黄桥；李明扬、陈泰运部为右路军，5个

保安旅为左路军，向黄桥两翼夹击，其进攻总兵力达 26个团 3 万

余人，企图于黄桥地区聚歼新四军苏北部队。

苏北指2部鉴于决战不可避免，决定集中兵力，采取诱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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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各个击破的战法，于运动中歼击韩部。据此，部署第三纵队坚守

黄桥，第一、第二纵队隐蔽集结于黄桥西北地区，作为突击力量。

1940年 10 月 3 日，黄桥战]打响。韩部 1个师由分界直扑黄

桥东北前沿阵地，实施猛烈攻击，一部突入东门。第三纵队顽强反

击，予以杀伤，将其逐出。韩部第八十九军军部率 1个师经古溪进

至野屋基、何家塘一线，独立第六旅经高桥南进，企图袭击黄桥侧

背。第一纵队适时勇猛出击，一举将该旅分割围歼于高桥地区。

4 日午夜，第二纵队经八字桥插到分界，切断了韩部第八十九

军退路，协同第一、第三纵队形成三面夹击，将第八十九军主力分

割包围于黄桥东北地区。至 5 日晚，将该军主力歼灭，军长李守维

在逃跑中落水毙命，旅长翁达负伤自毙。6 日，第二纵队又追歼该军

余部于营溪，乘胜攻占海安、东台等地。韩德勤率残部千余人向兴

化溃败。左、右路敌军亦随之撤退。

与此同时，八路军第五纵队由涟水东进，攻占阜宁、东沟、益

林，歼敌一部后，直下盐城。10 月 11 日,新四军苏北指2部所属第

二纵队前锋与八路军第五纵队先头部队，于东台以北的白驹镇狮

子口胜利会师。

此]，共歼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 1.1 万余人。黄桥战]的胜

利，一举解决苏北问题，奠定了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坚实基础。11 月

初，陈毅在海安欢迎刘少奇及八路军南下领导人时欣然赋诗：“十

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属谁？红旗十月漫天

飞。”充分表达了他对打开华中抗战新局面的喜悦心情。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陈毅司令从民族利益出发，渡江北上，为

了东进抗日，三进泰州，途经刁家铺，攻打郭村，攻弃姜堰，决战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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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东进曲塘、海安，在我们泰州地区留下了临危不惧、大智大勇、

团结抗日的光辉形象，为苏北抗日局面的打开和根据地的建立，6

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稿由泰州市社科联推荐 徐 进、沈 嵘、顾 佳整理）

i阿泉，1963 年 6 月出生，江苏泰州人。泰州市`二中学

教科室主任，高级教师，泰州市历史学会秘书长。主持和参与多

个国家、省、市级课题研究，曾获中央教科所德育研究工作“先

进工作者”等QHR号。多篇论文教案发表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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