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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西独立团》

内容概要

皖南事变后，考虑到淮西地理位置的重要性，1941年夏，党派杨四虎率领80多人打回淮西。在几股势
力的夹缝中，他们救群众，打鬼子，惩汉奸。鬼子、伪军、国民党企图趁我军立足未稳，进行疯狂围
剿。杨四虎等人重新确定了工作重点，深入群众，宣传我党抗日政策，对铁杆汉奸进行惩处，建立了
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同时，他们机智勇敢地和敌人周旋，逐渐建立了抗日政权，并不断扩大。为巩
固政权，他们对内实行我党政策，对外粉碎了敌人的一次次扫荡，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
英雄事迹，表现出在民族危难之时，中华儿女前赴后继、同仇敌忾的英雄气概和中华魂。对于国民党
顽军，杨四虎采取打拉的措施，率独立团几次解了广西军之困，表现了可贵的民族气节，深得国民党
官兵的赞赏。到1944年，独立团已经发展到拥有1000多人和枪的抗日正规部队，他们在经济、军事等
方面支援路东根据地，并在淮西不断克敌制胜。日本投降后，他们不顾国民党的阻挠，积极受降，最
后冲出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走向新的胜利。
本书根据大量史实和新四军老战士口述撰写而成的一部抗战纪实巨作，深挖细节，力求真实性与可读
性，注重挖掘人物内心世界，人物形象丰富饱满。语言质朴，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

Page 2



《淮西独立团》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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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血脉喷张的情节汇成英雄男儿的故事，安徽版的《亮剑》。当年淮西独立团成立后，动员群众，
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利用游击战、运动战、麻雀战等生动活泼的作战形式，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
经历了大小200多次战斗，粉碎了敌伪顽多次的“清乡”、“蚕食”、“围剿”、“扫荡”，保护了人
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配合了地方党的工作，创建了寿东南抗日根据，为主力部队输送了大批干
部和战士。到抗战胜利时，淮西独立团的武装已有一个连发展到6个连、1000余人枪的正规团。值得每
一个中国人阅读，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本好书。在今天这个浮躁的社会，了解过去，了解历史，记
住曾经那些革命先驱们，是炎黄子孙的本分。
2、《淮西独立团》是一本特别的书。它是在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下，以显微镜般的写作触觉，结合
种种真实史料，凝练成的一本有血有肉的微观叙事文学著作。这本书的写作背景，是1941年的淮西抗
战区，大致在今天合肥市以北，瓦埠河以东，定远县和古寿县部分。当时淮南铁路部分穿过，而此地
西边是我党大别山根据地，东边是淮南根据地，打通之后，便可连成一线，实属战略要津。数月以前
，也正是在安徽界内，1940年底，41年初，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刻意制造摩擦，
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九千余战士在国民党七个师共计八万余人的突然袭击下几遭灭顶之灾。抗日
事业，尤其是安徽地区抗战事业，遭遇了重大的挫折。故事登时开始。翻开书页，烦闷抑郁的淮西独
立团团长杨四虎，正躺在床上呆望着房梁，仿佛间又回忆起了牺牲的独立团李政委。师部突然急令开
会，安排了新政委后，杨四虎临危受命，带队重返淮西。杨四虎本想找师部要些枪炮装备。师长斩钉
截铁地拒绝，斩钉截铁地塞给了杨四虎一包烟，一包放在口袋里的，抽过的烟。故事就这样发生了。
这包烟被赋予了某种象征意义--一穷二白，困难重重--缺钱缺装备，当地日寇、伪军、国民党敌对势
力盘根错节。从另一个角度看，通篇书所写的，也是个关于群众路线的故事--什么都没有，但好的斗
争方向，好的政策，紧密团结群众，就能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跟老百姓心连着心，即使步步惊心，
也能步步成功。这本书的行文节奏很快，故事很多。新四军淮西独立团，就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里发
展壮大--联系老乡、消灭伪乡长、镇压恶霸、打击日本人、建立根据地--在读者眼皮下快速成长。《
淮西独立团》的文风不同于一般的抗战小说，并不全是英雄主义，而更像是在说身边发生着的千千万
万个普通故事，流畅、亲切、代入感强，看故事般，读时觉得过瘾。但指示代词用得稍多，可适当删
除些许，以便表达更简洁。另外，本书内容是以长丰县新四军研究会、县党史办和部分老战士口述史
料为基础，98%为真实内容，具有一定的历史研究价值。但作者可能考虑到篇幅长短和可读性，并没
有在页脚和篇尾标注其史料来源出处，稍显遗憾。以史观之，在日本侵略中国前，其败局就已经可期
。抗战后期，更是数百万精锐陷于中国大陆，难以自拔。缘何？中国的战争潜力（人口、面积、斗争
决心）太大，日本的消化能力相较而言则太弱。毛泽东曾在《论持久战》中有过精辟的分析与论述。
但当时，近代日本现代化程度远高于中国。钢铁产量、军队配置、航母数量等，其时的中国更是难望
其项背。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雷霆易帜，而后中国军队抗战，屡战屡败，节节后退。大部分人，
又何来的远见与才识，拨过种种表象之迷雾，自信于中国之前途？历史是人民群众的。正是像杨四虎
一样的，乐观、机智、勇敢的人民，即使暂时看不见前路，也砥砺坚持，用每一次小胜，积累成中国
人民之大胜，每一次小进，换来中国抗战之大进。正如作者秋文在扉页里写道，“献给浴血抗战的淮
西英雄们！”感谢曾经为中国抛头颅、洒热血的抗战先烈！千古！
3、淮西，淮西为一地域名称，一般指今淮河上游地区，今安徽，湖北（部分）长江北部和河南东南
部分地区为淮西。而淮西地区就是今天的寿县东南乡。东抵淮南铁路，西达瓦埠湖东岸，南起吴山庙
、合肥西四十铺一带，北至淮河边，方圆200余里的区域。当时还是以庄墓河为界，称河南、河北。地
形狭长，没有高山和峻岭，只有平原和丘陵，以及少数小山包。但是位置险要，它像一根狭长的木楔
，楔在津浦铁路。这片地区是成立和战斗的地方。放到整个抗战的大宏观历史框架中，西接大别山根
据地，东临淮南根据地。作为一个刚刚入门的军事迷来说，关于这块地图的政治军事斗争的研究书籍
并不多，这本《淮西独立团》是淮西本地作家所做，真实还原抗战老兵的口述故事。为武汉会战之，
以及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一本研究整个抗战格局以小见大的研究书籍。因为具体到了当地的作战系
统和体系，书中的杨四虎团长，能够从最基层的地方反映出当时淮西整个抗战，在日，伪，国民党军
队，以及新四军的各方力量的较量，杨四虎团长个性鲜明，代表了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下，中国共产
党基层指战员的战斗作风，对于整个时局的把握，对整个共产党抗战基层人员的个性描写，脱离了主
流上对于共产党军队脸谱化的描写，对于杨四虎团长更是，颇具特色的处事风格。第十章里面，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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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队新来投奔的年轻人直接问道。：鬼子的马呢？然后随从的李二蛋直接让年轻人牵过来时。、年轻
人说，杨团长，你收留我了？“当然了，独立团就是喜欢你们这样的人”杨四虎果断地说。整个对于
淮西广大子弟兵的，接收和壮大的趋势，跃然纸上。而本书更是突出的记录了整个独立团的发展和壮
大，以淮西地区为例在淮西的这片土地上，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打击日本侵略者，同国民党顽
固分子相斗争。在斗争中坚持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瓦解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分子，不断发展、壮
大抗日武装力量。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时，淮西独立团不仅为新四军二师输送了大批兵员
，自身也发展到3个营、9个连、1000多人。寿县淮西地区设6个区，30多个乡，区乡都有抗日武装力量
。横向的整个和国民党军作为比较，更是凸显了共产党军队讲究军纪，为了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而奋斗
。只是本书最后结局，仅仅讲述到了独立团到抗战结束时期便戛然而止，还没过我我完瘾，期待更多
的关于淮西独立团的故事。
4、翻开装帧精美散发墨香的书页，一下子沉浸到那硝烟弹雨的战争年代。1942年6月，路西区党委决
定将原在寿县活动的十八团四连扩编为新四军淮西独立团。同年6月下旬，淮西独立团成立，淮西独
立团战术灵活，克敌制胜，让我重温了那段湮灭在历史车轮中的峥嵘岁月。
5、这本书应该有真实的故事背景和原型。我老家也是安徽，和小说里的故事发生地，一南一北。纵
然相隔几百里，但当年的那个烽火岁月，在抗战时期，还是有不少共同记忆的。比如，其时在安徽的
国民党驻军，主要是广西军队；比如，以合肥周边地区为核心的皖中抗日根据地，比较活跃。小说从
皖南事变写起。当年，事变发生以后，突围出来的新四军主要向两个方向转移，一个就是皖西南的山
区密林，一个就是江苏北部的盐城、高邮等地区。好像新组建的新四军军部就在高邮。在我的家乡，
流传着许多那次事变后的传说。诚如小说作者所说，那时那地敌我顽伪匪，盘根错节，纵横交错，情
势非常复杂。再说一句体外话，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也是以大别山区的抗日烽火为背景的。写一
个地区的事，又是同一段历史，可以参详着看。
6、　　抗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踏上中国的领土肆意横行，亿万中华儿女奋起反抗，最终把
侵略者赶出中国，用青春和热血守卫了这一方神奇而美丽的土地。这其中，不乏我们耳熟能详的战斗
故事和战斗英雄，但更多的是不为人知的，默默无闻的英雄，杨四虎和他的独立团就是其中的一例。
　　皖南事变后，考虑到淮西地理位置的重要性，1941年夏，上级领导派杨四虎带着独立团仅存的80
多人、30几条枪打回淮西，插入敌人心脏开展敌后工作。其时，他们在日、伪、桂等几股势力的夹缝
中求生存，救群众、打鬼子、惩汉奸，逐步开展工作，取得良好的群众基础，建立了广泛的抗日统一
战线，并逐步发展壮大成为一支令日伪军胆颤的武装，为我军的整体部署，乃至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提供了强有力的帮助。　　任何的成长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身处抗战前沿的杨四虎和他的独立团更是
为自己队伍的发展付出了血的代价。从打回淮西之初的80多人，一直壮大到拥有1000多人和枪的抗日
正规部队，他们付出了无数的努力。从开始的蛮干、硬拼，到后来的智取、巧夺，每一次的成长都令
人振奋，每一次血的付出都令人心痛。战争是残酷的，每一次流血都使他们成长，他们在战斗中不断
总结经验，找出问题并加以改进，使队伍得以逐步发展壮大。　　对内，他们执行我党的抗日统一战
线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甚至不计较国民党顽军的多次骚扰挑衅，几次为桂军解围，表现
了可贵的民族气节，赢得了广西军官兵的认可和尊重，并主动邀请独立团一起对抗日军，共赴抗日战
场。对外，他们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扫荡，拉拢分化伪军中尚有民族正义感的力量为己所用，对
那些死心塌地为日军卖命的铁杆汉奸和特务则给予坚决地打击和镇压。因为受不住敌人严酷的刑罚而
投敌的叛徒董光本，给曾经与他有过联系的我党人士带来极大威胁，第一个受到牵连的是我地下情报
站的联络员周善道，他被捕之后英勇不屈，在敌人严刑拷打之下英勇就义⋯⋯自古叛徒都不会有好下
场，为了给牺牲的同志们报仇，杨四虎亲自带队铲除了叛徒。　　有斗争就会有牺牲，即便如此，也
挡不住他们抗日的决心，相反，战友们的鲜血更激励着他们前进。日军的兽行激起他们对敌的仇恨，
而这种仇恨则成为他们战斗的动力。他们终于迎来了日本投降的好消息。其时，在杨四虎的带领下，
独立团不顾国民党的阻挠，积极组织受降，机智地粉碎了日伪军对我军假投降的阴谋，并最终冲破国
民党军队的包围圈，投入新的战斗。　　淮西本土作家秋文，怀着对英雄的崇敬之情，多方奔走考证
，并得到有关部门及部分抗战老兵的大力支持，努力还原一段我们不曾了解的史实，为抗战胜利七十
周年献礼，才有了我们所见的这本《淮西独立团》（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发行）。　　放眼神州，英
雄的故事遍地都有。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故事，相同的却是他们对这方土地的热爱，对祖国的忠诚。
正是无数个杨四虎们的热血才成就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美好，我们可能记不住英雄的名字，但历史绝对
不会忘记曾经的伤痛。笔者以诗为引，表达对英雄的敬意：　　军国铁蹄逞兽行，　　神州处处哀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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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中华儿女不畏险，　　勇洒热血铸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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