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顽强抵抗终于收
复郑州

赵寿山和他带领的三十八军
与共产党方面的联系，已引起了蒋
介石的怀疑，“由于抓不到证据，蒋
介石也没有办法。”赵武原说。

1940年 10月，蒋介石为了割
断第四集团军同八路军的联系，
命令第四集团军调离中条山，移
防洛阳至郑州一线，置于蒋介石
嫡系部队监视之下。

1941 年 10 月 2 日早晨，郑州
黄河北岸的数万日军在步、炮、空
协同下，数路强渡南犯。赵寿山
军长率三十八军在荥阳、汜水、
广武一线担任坚守黄河河防任
务，因双方战斗力悬殊，未能阻
止日军渡河。日寇在黄河桥头
站住了脚，凭借控制的制高点掩
护主力向南猛冲，10 月 4 日郑州
陷入敌手。但是，赵寿山率领的
三十八军依然想方设法与日军展
开搏斗。

10月21日凌晨，郑州方向和
黄河桥方向的日军 4000 余人，
以步、炮、空协同作战，并附战车
七辆，分南、北、中三路，先占古
荥镇、须水、樊河等地后向广武
城进攻。

10月 22日，日军又西犯荥阳
的苏寨，被三十八军击退，毙伤敌
200 余人，并乘胜逼到广武附近。
三十八军一零一团主攻城西并向
城北穿插，一零二团主攻城南并
向城东穿插，拂晓开始总攻，9 时
左右攻入城内，日军看守城无望，
就施放毒气，夺路后撤。董村方
向日军的炮兵阵地虽有步兵保
护，但在一零一团的猛烈进攻
下，敌人向城外逃跑，又被三营
堵了回来，另一部分敌人则死守
在工事里。战斗进行了一夜，歼
敌数百人，毁坏敌军工事、铁丝
网多处。10 月 31 日，日军撤退
到郑州。

11月上、中旬，三十八军将士
和荥泽、樊河、车庄的日军继续战
斗，双方此消彼涨，进展不大。

赵寿山军长通过秘密电台向
中共中央请示，要求八路军支
援。彭德怀副总指挥命令晋冀鲁
豫军区按中央指示，在平汉线猛
烈向日寇进攻，破坏了武安公路
多处，攻袭彭城，进攻安阳，夜袭
敌新乡飞机场，直接威胁日寇后
防安全。

11月底，终于收复郑州，抗战
将士们用鲜血和生命赢得了广武
战役的最后胜利。

“赵寿山将军驻守郑州时，还
与老百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赵
武原说，赵寿山非常体恤民情，帮
助百姓发展生产、扩修道路、收容
孤儿、捐款资助学校，“郑州的百
姓，特别是荥阳的老百姓，至今依
然很爱戴赵将军。”

荥阳苏寨村的老百姓自发把
“赵寿山军长抗战旧居”保护起
来，当地政府还要把“赵军长抗战
旧居”开辟为永久性的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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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寿山上书杨虎城：把蒋介石抓起来
“西安事变”前任十七路军军事总指挥，力主逼蒋抗日

配合八路军从日军手中收复郑州，毛泽东批准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赵寿山原名赵生龄，
1894年11月21日生于陕西
户县北乡定舟村。1924 年
春参加杨虎城部队，历任
排、连、营、团、旅、师、军长，
集团军总司令。1947 年进
入解放区，1948年1月任西
北野战军副司令员。解放
后，先后任青海省政府主
席，陕西省省长。1965 年 6
月 20 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享年七十二岁，骨灰安放于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
室。他曾协助张、杨二人，
发动“西安事变”，作为国民
党的高级将领秘密加入共
产党，并为收复郑州立下了
大功。赵寿山将军由爱国
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战
士，由国民党高级将领转变
为 我 第 一 野 战 军 副 司 令
员。他走过一条艰难而光
荣的道路。

晚报记者 袁帅 文/图

赵寿山由陕西陆军测量学校毕业时已满 20
周岁，开始他到陆军测量局工作，后来又到陕西
靖国军司令部机关工作。

1920年赵寿山来到了冯玉祥的陆军第十六
混成旅及北平陆军检阅使署任职，担任参谋兼军
事教官。1924 年，因仰慕杨虎城将军的革命精
神，赵寿山在30岁时，来到杨虎城部。

后来，面对日本的侵华野心，面对蒋介石要
和红军开战的做法，“具有强烈爱国心的赵寿山
内心非常痛苦，他不知怎样才能团结起来，停止
内战一致抗日。”赵武原说，1936年 3月，赵寿山
在料理完母亲的丧事后，毅然向杨虎城以看病为

名请了长假，离开部队到平、津、沪、汉等地去考
察形势，寻找救国之路。

期间，赵寿山接触到了很多共产党友人，阅
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书籍如《社会发展
史》、《政治经济学》和《国家与革命》等，他对共产
党开始有了深层次的了解。后来他说自己从思想
上“倾向中共，开始于西安事变”，但“思想的转变，
实基于西安事变前的平、津、沪、汉之游”。他感到

“知识一天一天地增加，思想也就因之明朗化。”，
“非团结不足以言抗日，非抗日不足以言救亡。”

通过几个月的考察，赵寿山对国民党政府不
再抱有任何希望。

当时南京官场中腐败成风，连国民党元老邵
力子老人都感到无法忍受，他说不管中共和红军
如何，反正国民党是不行了。“中国未来的希望，
也许就寄托在这些目前尚不起眼的共产党人手
中。”

认识提高后的赵寿山回到了西安，很快向杨
虎城将军递交了“抗日建议书”，力陈停止内战，

“必要时把蒋介石抓起来”，以逼蒋抗日。
他认为这是拯救国家、拯救西北与拯救十七

路军的唯一出路。“西安事变”爆发前夜，他被杨
虎城任命为十七路军军事总指挥，协助张、杨二
将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赵寿山生于1894年，陕西户县人，祖籍系河
南开封，其祖父清朝末年逃难到陕西。

他从小家贫，一家八口全靠父亲租种族人
田地、给人打短工和拉长工为生，年幼的赵寿山
从小就饱受了有钱人家的白眼。

赵寿山的孙子赵武原告诉记者，赵寿山 13
岁时，父亲租种的田地被地主收回，一家人顿时
断了生计，父亲不久就忧愁而亡。这件事对赵寿
山幼小的心灵刺激很大，从此他见了有钱有势的
人既忌且恨，后来甚至主张不与富者结亲。

待他慢慢长大，同龄的孩子都去上学读书，

可他却因家贫念不起书，每天只有提着筐笼，
到村北的渭河滩上拾柴。当时他唯一的愿望
就是自己能有一块土地，好让粮食堆满仓，四
季不受饿。

“赵寿山的母亲节衣缩食，供赵寿山去私塾
读书识礼。母亲刚强、勤劳、善良、贤惠的风范
和教诲，潜移默化地教育着赵寿山，对他的一生
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赵武原说，后来赵
寿山在谈起母亲对他的言传身教时，满怀感激
之情地说道：“吾能效力于国家社会，皆先母训
导之力也。”赵寿山后来有钱了，他以母名在家

乡创立了“善惠小学”，几十年来培育出很多农
家子弟。

16岁那年，赵寿山报考了陆军小学，毕业后
又上了陕西陆军测量学校，为他以后实现报国
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从小饱尝了生活带
来的苦难，全凭自己的艰苦打拼和踏实努力，终
于在西安城里读完了 5年书。读书期间他门门
功课成绩优秀，学校年年发给他白银20余两，他
不但没有让家里负担一分钱学费，反而还补贴
了家里的贫苦生活。

受杨虎城将军的影响，赵寿山在大革命时期
就开始与共产党人交往。

“这个时期的赵寿山对共产党人抱有好感，
同情革命，把共产党人始终当成是自己可以信赖
的朋友。”赵武原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赵寿
山极力保护中共党员朋友。

1930年，赵寿山在汉中驻防期间，一直同红
军保持着友好关系，主动和红军签订了互不侵犯
秘密协定，对红军尽可能给予支持和帮助。他对
汉中许多地下党人和进步人士及其爱国学生，都
进行了妥善的保护。

面对蒋介石的反共压力，赵寿山有时候被迫
逮捕共产党人。“抓到中共党员后，没过几天，他
又叫妻子黄居仁和管家刘俊甫（也是地下党员）
再以各种理由把这些人从后门偷偷放走，用双簧

蒙蔽国民党特务，巧妙地帮助共产党人和进步人
士脱离虎口。”赵武原说。

后来，毛泽东主席称赞他“日在虎口，安之如
夷”乎。赵寿山将军这种高超的斗争艺术性，让
国民党特务始终搞不清他到底是红还是黑。特
务们在给蒋介石的密报中，只得说赵寿山是一条

“变色龙”，红、黑难辨……
“西安事变”后，赵寿山在三原驻防时曾向彭

德怀等中共和红军将领提出过“我还要上山入伙
呢！”“由于当时他不懂入党程序，阴差阳错，没有
正式入党。”赵武原说。

1942年，赵寿山第二次提出了要求加入中国
共产党的申请。

毛泽东得知此事后说：“赵寿山要求入党是
好事，但是请你们告诉赵寿山，目前还是以不入

党的好，这样更方便一些。”不久，根据毛泽东的
指示，中共三十八军地下党工委就向赵寿山将军
公开了一批共产党员名单。

紧接着 1942 年 11 月 7 日夜，赵寿山军长突
然接到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给他的电报：“勤兄：
一、可否派贵处郝克永（勇）来和我一谈，请裁
复。二、今后通报改用公明勤三字。”

郝克勇去延安时，赵寿山还拜托他，“你到延
安后代我向毛主席正式申请入党。”

毛泽东在接到赵寿山要求加入共产党的申
请后，立即明确表态：“中央原则上同意赵寿山
的申请，可作为一个特别党员。为了防止暴露，
不举行入党仪式，不办理入党手续，在党内也不
公开，待时机成熟后再追认党籍，党龄可从‘双十
二’算起。”

协助张杨发动“西安事变”

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