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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武乡，太行之巅，民族脊梁。
在60多年前那场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中，武乡这个地处太行之巅的小县城，在新中国人们的记忆中留
下了浓重的印痕。
从1937年11月开始，八路军总部机关曾先后五次进驻，中共中央北方局等重要机关在此长期驻扎，武
乡成为华北抗战的指挥中枢。
八年抗战中，八路军首脑机关在武乡先后驻扎．536天，是驻扎时间最长的县；先后有8个旅、31个团
在武乡战斗生活。
在这片热土上，留下了一代开国元勋、将领的光辉足迹，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彭德怀、杨尚昆、
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薄一波、罗瑞卿等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都曾在此运筹帷幄，开国
将领中5位元帅、5位大将、19位上将、49位中将、300位少将都曾在此战斗、工作和生活。
期间，党领导抗日军民进行大小战斗6368次，歼敌28830人，抗日根据地在这儿得到发展，八路军队伍
在这儿得到壮大，武乡，成为八路军抗日的坚实基地和幸运福地。
正是在这一段艰辛而光荣的历史进程中，英雄的太行军民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共同孕育了伟大的太行精
神！
武乡，成为太行精神的重要孕育地。
武乡，红色的土地，英雄的老区人民。
八年抗战中，淳朴善良的武乡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出粮、出兵、出干部”，抗战支前，英
勇献身。
八年中，武乡县全民上阵，当时仅有14万人口的小县，就有9万多人参加了各种抗日救亡组织，
有14600余人参加八路军，有20000多人为国捐躯。
八年中，武乡除了供给八路军在武乡驻扎的生活用粮，还捐献军鞋、米袋等物资无数，仅军粮一项就
高达20万石，折合9000万公斤，是武乡的小米养育了八路军。
八年中，武乡全民投身于抗战洪流中，一批又一批优秀干部调往各地，仅从武乡调出的区级以上干部
就达5400名，正式载人英名录的烈士达3200多名。
武乡，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是全国抗日模范县，被誉为“八路军的故乡
、子弟兵的摇篮”。
正是因为这段辉煌的历史，武乡成为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成为党中央、国务院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深
情关注和亲切关怀的地方。
建国以来，毛泽东亲自为武乡题词勉励，邓小平亲笔为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题写馆名，先后有30多位党
和国家领导人到武乡视察。
特别是2001年至今，江泽民、胡锦涛、曾庆红、李长春、习近平等5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先后亲临我县，
缅怀革命先烈、看望老八路，给老区人民以巨大的鼓舞。
武乡作为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作为太行精神的重要孕育地，一直是老区人民引以为自豪的历史名片
。
建国以来，历届县委、县政府都把宣传革命老区、弘扬太行精神作为重点工作，一任接着一任干，不
遗余力做了大量的工作。
特别是2008年以来，县委正式把“打好革命老区一张牌”作为一个战略提出，自觉地把“弘扬太行精
神、传承八路军文化”作为光荣的历史责任和神圣的政治使命，确立了“做强八路军文化产业，打造
全国一流的八路军文化主题公园”这个转型发展方向，强势启动文化繁荣年活动，投巨资建设八路军
文化产业，走出了一条革命老区转型发展、率先发展的新路子。
如今，在全县上下大力弘扬太行精神，奋力打造全国一流的八路军文化主题公园之际，我县文化园地
里再添新绿，由武乡县三晋文化研究会组织编纂的《八路军研究系列》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该丛书分为《八路军的故乡》、《追寻八路军总部》、《八路军将领在武乡》、《抗战精华遍武乡》
、《寓武八路军将领名录》五本，比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武乡革命老区在抗日战争中的光辉历史，
记述了八路军总部机关在各驻地发生的历史大事、活动情况，收集整理了八路军高级将领在武乡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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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故事，收录了一批十分重要的历史资料。
可以说，该丛书是目前我县第一部全面、系统地反映八路军总部历史和八路军文化的历史资料，对我
们更进一步了解八路军文化、做大做强八路军文化产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纵观该系列丛书，虽然都是一些平实的历史记述，但始终贯穿着一根红线，蕴涵着一种鼓舞和力量，
这便是武乡儿女在生产斗争实践中逐渐孕育、形成的太行精神。
因此，这套丛书所体现的不仅仅是史料价值，更是一部用于革命传统教育的极好教材，是凝聚广大人
民群众智慧和力量的重要思想武器。
毫无疑问，《八路军研究系列》丛书的出版问世，必将进一步激励起全县干部群众的昂扬斗志，为我
们夺取“一三三”战略新胜利，推进武乡老区科学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英雄的老区人民一定会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积极投身弘扬太行精神、传承八路军文化的
伟大实践中取得令人仰视、受人瞩目的新业绩，再铸全国著名革命老区新辉煌！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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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武乡，太行山上一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山区小县，因为战争被世人瞩目。
60多年前，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华北，抗日烽火燃遍太行。
在这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紧急关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毅然举起抗日救国的大旗。
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伫马太行，进驻武乡。
一座座四合院、一间间小平房，便成了对日作战的“军中帐”，武乡因此成为华北抗日的指挥中枢。
战争期间，当时不足14万人的武乡，有9万多人参加各类抗日团体，2万多人壮烈捐躯；解放战争中，
有1．5万人随军南下⋯⋯这里的一山一水都留下了革命前辈的足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洒有抗日军民
的血汗，英勇的八路军将士和勤劳的老区人民一道，用鲜血与生命铸就了伟大的太行精神，用真情和
大义孕育了底蕴深厚的八路军文化。
历史的长河载浮走多少如烟往事，流不尽的是浩然正气；往昔染血的浊漳河日夜奔腾，唱不完的是一
曲曲英雄赞歌。
战争硝烟今已远去，但岁月是可以作证的，在岁月的不息流逝中能留给后人的，只有民族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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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郝雪廷，现任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史料研究部主任，主要从事军史研究。
中国神剑丈学艺术学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戏剧家协会会员，山西省党人物研究会会
员。
著有《八路军改编纪实》、《闲山吟》、《深宅大院的故事》、《水花崖》、《八路军》等。
20集电视专题片《抗日中坚八路军》策划之一。
曾获全国名人作品展示会银奖，中国作协、中华丈学基金会“华晶奖”及全国青年散文大赛奖等。
主要创作与研究成果已收入《中国当代丈艺界名人录》、《中国专家人才库》、《二十一世纪人才库
》等辞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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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乡，一座历史的丰碑八路军总部在武乡八路军总部首次进驻武乡纪实八路军总部在义门八路军总部
驻寨上八路军总部四进砖壁村八路军总部在王家峪的日子八路军总部在石瓮村杨尚昆与北方局中共中
央北方局在武乡野战政治部在武乡一二九师司令部在武乡的几处旧址八路军工作团与谢张大队野战卫
生部在土河抗大总校在武乡北方局党校在武乡《新华日报》在武乡平汉纵队在武乡前方鲁艺在武乡鲁
艺木刻团在武乡诞生于武乡的抗大第六分校抗大一分校与留守大队抗战初期武乡地下党的活动柳沟兵
工厂始末太行第三军分区炸弹厂总部特务团在寨坪六八九团在武乡冀南银行在大坪人民兵工第一校深
山里制造出来的丸散膏丹六八六团在武乡扩军小记晋冀豫区党委与首次党代会北方局妇委武乡训练班
纪实太行名扬游击队战斗在武乡的四旅四纵在武乡战斗过的三十一个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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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长乐村战斗中，武乡地下党以抗日政府的名义，组织广大民众积极参军参战，送干粮、运弹药
、抬伤兵⋯⋯数千民众投入支前运动，表现了老区人民纯朴、善良、爱国，而且极富正义感的抗日热
情，也表达了武乡人民热爱八路军，同生同死、同甘共苦的奉献精神。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建立之后，这里便成为八路军的家乡，时常有八路军队伍在这里休整，补充兵源。
正因为这样，武乡成为八路军最坚实的后盾。
随着人民抗日运动的兴起，地方武装的建立，屯积公粮，支援抗战是急需的。
但当时由于从县政权到区、村主要干部都是阎锡山派任的，这些人大多在抗日中退缩推诿，严重阻碍
了抗日救亡工作的开展。
县委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旧县长、区长、村长采取了团结、联合和斗争的方式，同时
也采取“掺沙子”的办法，以牺盟会等合法组织，推荐进步人士参加领导工作。
经过各种形式的斗争，挤走了旧县长，由三专署调谭永华接任县长一职，并逐步调换了区村两级政权
机构，使得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占了较大的比例。
1939年7月15日，八路军总部再次进驻武乡，先后驻扎在砖壁、王家峪村。
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年代里，朱彭总副司令、左权副参谋长等总部首长，与人民同甘共苦，为革命艰苦
奋斗，保持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总部机关刚到砖壁村，就召开了军民联欢会，朱彭总副司令和群众代表都在会上讲了话，号召军民团
结一致，坚持抗战。
战斗间隙，首长们常利用和老乡们一块下棋、看戏、收割、打场、推碾子等机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
，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发动群众积极抗日。
日军烧了老百姓的房子，朱总司令就叫管理科负责帮老乡修好；老乡生了病，彭老总就安排总部医生
去医治；老乡的孩子掉到井里，左权将军就和警卫战士们一起抢救。
为了战胜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减轻人民负担，朱彭总副司令等总部首长还以
身作则，亲自参加和领导了开荒种地、植树造林、兴修水利等生产自救运动。
仅在砖壁村，就帮助老乡打了3眼水井，6眼旱井；筑了一个大池塘、3个蓄水坝。
在总部首长们的领导和帮助下，根据地人民的抗战热忱空前高涨，工、农、青、妇各救会和儿童团等
抗日救国团体也得到了很大发展。
军民团结奋战，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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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野战政治部、野战卫生部、一二九师、抗大总校
等许多重要机关长期驻扎武乡，不仅使武乡成为华北抗战的指挥中枢，而且也给武乡留下了丰富的红
色资源和八路军文化该书主要汇集整理了八路军各主要领导机关在武乡驻扎和活动的有关文章，集中
了反映八路军与武乡的历史渊源当您读完《八路军研究系列：八路军的故乡》掩卷暇思，就会感觉到
武乡不愧为“子弟兵的摇篮，八路军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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