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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通史（民国下卷）》

内容概要

本书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的河北地方历史，作为反帝、反封建斗争与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社会
的一个有机过程来研究，围绕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河北地区所进行的军事、政治
、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复杂斗争，着重分析国共两党所执行的政策措施，总结历史经验，力求通过
对河北地方历史的剖析，揭示和反映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中国社会结构变动和社会形态演进的
基本规律，使人们得到历史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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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通史（民国下卷）》

书籍目录

目录绪言、第一章　河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创  第一节全国抗战爆发河北地区沦陷    一  占沟桥事变   
二、河北地区沦陷    三、目伪政权和日伪组织的建立  第二节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立    一、中共中央关
于建卫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决策    二、晋察冀、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开创    三、晋察冀边区政府的建立    
四、晋冀豫、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创立  第三节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展开    一、中共晋察冀省委、中共晋
冀豫省委分别召开重要会议    二、河北平原游击战争的展开    三、平西的开辟和冀东抗日大起义    四
、开辟冀鲁边区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五、晋察冀边区军民取得反围攻战役胜利第二章河北敌后抗日
根据地的巩固、扩大  第一节日军重点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    一、日军对河北沦陷区殖民统治的加强    
二、国民党河北省政府的重建    三、共产党关于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巩固和建设抗日根据地的方针　
第二节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和反   “磨擦”斗争    一、晋察冀区、冀中区军民粉碎口
军围攻、    “扫荡”    二、晋冀豫区、冀南区军民反“扫荡，，斗争的胜利    三、河北各抗日根据地
军民的反“磨擦”斗争    四、冀中回民支队的抗日斗争  第三节冀热察区大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造    
一、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创建冀热察区抗日根据的方针    二、平西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    三、冀东游击
根据地的形戚    四、平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第三章河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全面建设  第一节敌后抗日根
据地党政军建设的加强    一、中共北方局关于根据地建设的方针    二、党组织的整顿和巩固    三、加
强王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    四、抗日民王政权建设的加强    五、抗日群众组织的统一和发展
　第二节敌后抗日根据地全面开展财政经济建设第四章　河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艰苦斗争第五章　河
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恢复与发展第六章　河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局部反攻、全面反攻第七章　河北各解
放区争取和平民主和应付内战的准备第八章　河北各解放区的战略防御与进攻准备第九章　河北各解
放区的战略进攻和全面建设第十章　民国后期的河北文化第十一章　平津战役与新河北省的建立附：
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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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二、晋冀豫区、冀南区军民反“扫荡”斗争的胜利    冀南区军民粉碎敌春季大“扫荡”  1938
年12月14日至30日，日军第3独立混成旅团和l14师团各一部3700余兵力，配合200余辆战车，对冀南根
据地进行第4次“扫荡”。冀南军民作战20多次，毙伤敌600余人，迫敌退出了南宫等根据地中心地区
。但是，日军占领了根据地周边的宁晋、永年、故城、恩县、高唐等城镇，形成了对冀南根据地的东
、西、南三面包围态势。为坚持冀南平原游击战争，12月下旬，刘伯承、邓小平率领129师主力386旅
和先遣1支队第3大队由太行区进入冀南区，并在威县落户张庄召开冀南党政军干部会议，确定了依靠
工农群众，依靠广大乡村，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坚持抗日民主阵地的方针。会后，冀南军民掀起了拆
墙破路，挖交通沟等改造平原地形的群众运动。至1939年7月，全区破路10950公里，开挖只能通大车
、不能通汽车的交通沟2500公里，拆除坚固的城墙23座，2／3以上村镇的寨墙、碉堡被拆除，为长期
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创造了较好的条件。    1939年1月7日，日军集中110、14、10、27师团各一部，共3万
余人，对冀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到2月9日，日军主力合击南宫、冀县、枣强地区，占领了
冀南中心区全部县城。129师和冀南军民展开了顽强的反“扫荡”斗争。2月10日，386旅在威县以南的
香城固伏击敌第10师团第40联队一个加强中队，击毙250余人，俘8人，缴获各种炮4门，烧毁汽车8辆
，创造了平原歼灭战的一个范例，是粉碎敌此次“扫荡”的关键性战斗。次日，敌人70余辆汽车
、2000余兵力，在飞机掩护下大举反扑。八路军迅速转移，使敌扑空。此后，敌以南宫、巨鹿、广宗
、威县为重点，进行分区反复“扫荡”。冀南军民采取分散游击办法，不断破坏交通，袭扰敌人。1
至3月，冀南军民进行大小战斗1000余次，毙伤日伪军3000余人，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计划。    在抗
日战火中，冀南区参议员大会于1939年9月18日在威县召开，250名参议员参加大会。会上，杨秀峰作
了《冀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创经过和今后施政方针》的报告，通过了冀南行政工作计划，决定改组冀
南行政主任公署，增设行政委员会，推举杨秀峰、宋任穷为正副主任，并选举产生了冀南区参议会，
王乃堂、平杰三为正副议长。在此前后，专区和县建立了参议室，聘请素孚众望的士绅和各界人士为
参议，代表民意，协助专员、县长筹划工作。并进行了村政权的改造工作，到9月间，已完成改造的
村政权2300余个，普遍建立了村民大会和村政委员会。从此，冀南民主政治建设步入一个新阶段。    
晋冀豫区军民粉碎日军大规模“扫荡”  1939年初，日军又出动6000余兵力，占领正太路、同蒲路沿线
重要城镇，向晋冀豫区根据地延伸，为大“扫荡”作准备。为迎击敌大“扫荡”，129师从冀南返回晋
冀豫区。晋冀豫区军民对平汉、正太、道清等线进行破击，并袭击了邢台县皇寺镇、武安县伯延镇、
磁县彭城镇等据点，消灭日伪军400余人。7月初，华北日军集中5万余兵力，由第1军军长梅津指挥，
从同蒲、正太、平汉、道清铁路各点出动，分9路向晋冀豫区全面“扫荡”，企图合击129师主力，分
割和摧毁根据地。在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下，129师主力、115师344旅、晋豫边支队和决死1、3纵队，
在广大群众和民兵配合下，展开空前的反围攻作战。到8月下旬，反“扫荡”作战结束。日军占领了
晋冀豫区20多个县城，控制了白晋路北段，平(定)辽(县)公路和邯长大道。八路军共作战70余次，毙伤
日伪军2000余人。尔后，八路军一部主力在民兵配合下，从8月下旬至10月初，对深入根据地的白晋公
路、邯长大道等交通线和据点，广泛进行袭击，先后进行邢台县土岭、武安县康尔城等大小战斗200次
，毙伤俘日伪军2800余人，击落敌机1架。    邯长战役的重大胜利由于日军占领了白晋公路和邯长大道
，晋冀豫区划分为太行、太岳两区，太行区又分为太北、太南两部分。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129师主
力、344旅和军区部队一部，举行了邯长战役。12月8日开始，游击队对邯长大道进行全线破袭。主力
部队配合地方武装连续袭击邯长大道之赵店、黎城、停河铺、东阳关、涉县等据点，截击敌运输队，
使各据点交通断绝、粮弹无援。主力部队乘敌惊慌、疲惫，攻克黎城和赵店、戚里店、东阳关等据点
。769团和344旅一部收复涉县城，先遣支队收复涉县东北的井店。至26日，战役结束，共毙伤敌700余
人，打破了日军对太行区的分割局面，使太南、太北连成一片，对巩固晋冀豫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三、河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反“磨擦”斗争    各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心腹
大患，也使国民党顽固派甚感不安。在以鹿钟麟为首的国民党河北省政府和冀察战区成立后，蒋介石
又于1939年3月任命石友三为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庞炳勋为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国
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还转发了《今后关于华北共产党之对策》，密令在华北搜罗反共人才，组织反共专
门机关。这样，河北等地的反共“磨擦”活动日益严重起来。河北各根据地军民在反敌“扫荡”的同
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磨擦”进攻，进
行了坚决回击。    打退鹿钟麟、张荫梧的“磨擦”进攻鹿钟麟、张荫梧等1938年9月到达南宫后，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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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通史（民国下卷）》

制造破坏团结抗战的“磨擦”事件。鹿钟鳞与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结成所谓“冀鲁联防”，并与
国民党河北省濮阳专员丁树本配合，企图限制共产党、八路军在冀鲁豫地区的发展。他们撤销束鹿、
南宫的民选县长。11月间，当日军“扫荡”冀南、冀中之际，鹿钟麟于7日指使游杂武装胡和道部策动
反动道门包围枣强县城，提出“撤换县长，驱除八路”的无理要求；9日，乘日军占领南宫之机，以
“不知去向”为借口，宣布取消冀南主任公署。张荫梧率民军3个团进入冀中的深泽、博野地区，扬
言“消灭八路军”，“收复失地”，于12月16日，在安平县崔安铺村活埋了中共冀中第2特委宣传部长
宋振恒、深泽县委书记何昆山等重要干部4人。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12月2日指示：我们的基本
方针是促其改变态度与我合作，但目前无法进行，应给以有力反抗。据此，冀南军民发动了反对收缴
八路军枪支、反对取消冀南主任公署的群众运动。12月4日，冀南部队消灭了前来进攻的盐山县民团孙
仲文部。冀中八路军也将张荫梧的民军3个团打垮。    此时，蒋介石把第18军团石友三部由鲁南调到冀
南和冀鲁边区，令其对付八路军。蒋介石还给鹿钟麟拨款12万元，用于发展河北国民党组织。因此，
鹿钟麟、张荫梧、石友三等反共“磨擦”更加卖力。他们到处委任第二专员、县长，使冀中特别是冀
南形成了“双重政权”的局面。1939年4月，张荫梧制定了《对伪抗日军之策略方案》，污蔑八路军是
“伪抗日军”，密令“应毫不迟疑予以夹击”。6月21日，张荫梧率民军3000余人进攻冀中三纵队在深
县的后方机关，残杀干部战士400余人。石友三将八路军在清河县城以北埋藏的迫击炮2门、步枪600支
和大批物资全部抢走。    为解决河北等地磨擦问题，刘伯承多次与鹿钟麟会谈。1939年6月13日彭德怀
到冀南与鹿钟麟谈判。彭德怀提出《坚持河北抗战共同纲领》(8条)，其主要内容是：停止武装冲突，
进行政治解决，各驻军统筹解决筹款、筹粮等问题。由于八路军作了一些让步，鹿钟麟表示基本同意
这个纲领。但是，张荫梧公开提出“限共、防共、杀共、罚共”和“专门打八路军”的口号，并同日
伪军秘密订立进攻八路军的协定。1939年6月22日，120师主力和冀中军区赵承金部在深县张骞寺地区
歼灭张荫梧部2500余人，张率200余人逃走。8月12日，张荫梧率3000余人，进攻赞皇县八路军工作团
和独立支队第2大队。冀南部队反击，至27日，将张部歼灭，张只身逃脱。与此同时，7月8日，国民党
军王子耀部进攻冀南青年纵队，八路军反击，将其大部消灭。9月间，鹿钟麟派郑继成率部再次进攻
冀中，张荫梧派乔明礼协同作战。他们刚从冀南渡过滏阳河，就被120师和冀中第1军分区部队包围歼
灭，郑、乔受伤被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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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绪言本书为《河北通史》民国下卷，所记述和研究的是民国后期即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河北地方
的历史。    这个时期，中国历史处在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转变之中。八年抗日战争，奠定了国
家、民族独立的基础，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转折点。在民族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
力量发展壮大起来，国民党的统治日益腐朽。随后，经过四年解放战争，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新
中国代替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也改变了亚洲乃至世界
的政治格局。河北在民族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中处于特殊重要地位，做出了伟大而独特的贡献。 
  在民族抗日战争中，河北是华北抗战的最前沿和主战场。国民党军队败撤后，共产党、八路军成为
华北敌后抗战的领导者和主力军。在华北敌后抗战中，河北地跨晋察冀、晋冀鲁豫和山东三大抗日根
据地，包括和涉及冀晋、冀察、冀中、冀热辽、冀南、太行、冀鲁豫、渤海等八个战略区。晋察冀边
区是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是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唯一得到国民党政府行政院
与军事委员会正式承认的边区政府，被中共中央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晋冀鲁豫边区是最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又是华北敌后抗战的指挥部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
的驻地。河北各抗日根据地不仅在对敌斗争，而且在建党、建军、建政和社会改革与经济、文化建设
等方面，都有许多开拓和创造，树立了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良好“模型”，成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和
全国持久抗战的坚强堡垒，及对日反攻作战和收复东北失地的前进阵地。    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河北
是华北解放的主战场和全国解放的战略基地。石家庄解放后，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
，河北成为全国解放战争的巩固后方。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进驻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西柏坡
成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
会议并制定《土地法大纲》，领导了全国土地改革新高潮；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了
战略大决战的胜利；将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并开创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了蓝图；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制定了由农村转入城市、夺
取全国胜利并走上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道路的路线和政策。河北各解放区在战争、土改、生产和政权
建设等方面，创造了光辉的业绩和宝贵的经验，成为解放华北和夺取全国胜利的强大基地和有力支柱
。    研究这个时期河北地方的历史，对于深化中国现代史和民国史的研究，特别是深化抗日战争史和
解放战争史的研究，深入探讨国共两党力量反向演变的内部动因，深刻理解“中国之命运”的必然趋
势，即毛泽东指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方向，具有重要的典型意义。    本书将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期间的河北地方历史，作为反帝、反封建斗争与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社会的一个有机过程来研究
，围绕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全面系统地阐述在河北地区所进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
的复杂斗争，着重分析国共两党所执行的政策措施，总结历史经验，力求通过对河北地方历史的剖析
，揭示和反映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中国社会结构变动和社会形态演进的基本规律，使人们得到
历史的启迪。    为了便于叙事与研究，本书将这个时期河北地方的历史，划分为七个阶段共11章来考
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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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一部全面系统地反映河北民国历史发展轨迹，充分展现河北历史文化特色以及在全国历史发展
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学术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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