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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在碧波荡漾、风光旖旎的白洋淀上，有一支神出鬼没、来无影去无踪的“淀上神兵”：他们时而隐蔽在田田荷叶
下伺机而动，截断敌人的水上运输线；时而化装成渔民，用妙计巧端敌人岗楼，拔掉敌人据点；时而如一把直插敌人心脏的利刃，
惩处汉奸，为民除害⋯⋯

这支骁勇的水上游击队，便是人称“水上飞将军”的雁翎队。从1939年成立，到1945年配合主力部队解放新安城，这支队伍
利用水上优势，与敌人交战70余次，仅牺牲8人，却击毙、俘获日伪军近千人，缴获大量军火和军用物资。

如今，白洋淀早已恢复了曾经的平静，但英雄的雁翎队却是这片英雄土地上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

雁翎队：淀上神兵 游击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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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周聪聪

“雁翎队是神兵，来无影去无踪，千顷苇
塘摆战场，抬杆专打鬼子兵。”

在白洋淀，有这样一首流传很广的民谣，
唱的正是曾让白洋淀一带的侵华日军谈之色
变的水上游击队——雁翎队。

1938 年，日本侵略者几乎侵占了整个华
北，美丽的白洋淀也难逃日军的践踏，日本侵
略者的暴行，激起白洋淀人民奋起反抗。为
镇压当地的反抗，日军于1938年秋以“献铜、
献铁”为由，强迫当地猎户交出土枪土炮，这
对以渔猎为生的猎户来说，等于掐断了他们
的生命线，猎户们十分愤怒。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安新县委委派三区
区委书记徐建、区长李刚义赶到猎户集中的
大张庄村，召集猎户揭露日军收缴猎枪的阴
谋，号召组织抗日武装。当场有22名猎户报
名，并自带枪排、大抬杆、火枪参加了三区小
队，最终，他们被组成一个班。

他们自带的武器“大抬杆”，是当地猎人
发明的一种专门打水禽的武器，枪筒又长又
粗，枪身有2.5米至3米长，一个人扛不动，所
以只能固定在一种特殊的专用船——“排子
船”上。大抬杆不但打得远，而且火力足，威
力很大。

雁翎队的名字就和这种枪有关。这些战
士大多是打猎世家，对枪的性能非常熟悉，为
了防止枪膛内的火药受潮，他们便在火眼和
枪口插上雁翎。由于长期围雁打猎形成的习
惯，他们的排子船在淀面行驶时往往呈现

“人”字形，就像群雁在空中飞翔时的队形。
正是由于这些特色，这个班成为三小队

富有特色的一支队伍。随着形势的发展，
1940 年夏天，经中共安新县委批准，雁翎班
从三小队独立出来，时任中共安新县委书记
的侯卓夫，给这支队伍起了一个富有诗意的
名字——雁翎队。

雁翎队成立不久，又增添了一只四舱船
和28只排子船，不过武器依然以“大抬杆”为
主，除此之外，只有 3 支手枪和 4 支“冀中造”
长枪。

这样，白洋淀便有了两支水上游击队：三
小队和雁翎队。两支小部队有分有合，协同
作战，在白洋淀与日伪汉奸进行着英勇顽强
的斗争。当时，人们习惯将这两支部队统称
为雁翎队。

白洋淀曾是华北内陆的黄金运输通道，日寇
侵占新安城后，经常从天津经大清河把大批的军
用物资运到保定。雁翎队成立后，主要任务之一就
是开展水上游击战，伏击日伪军过往船只，截断敌
人的水上运输线。

当时，雁翎队看到日军经常开着汽船在淀上
肆无忌惮地扫荡，摸清敌人活动规律后，雁翎队便
决定打掉它。

1939年秋天的一天下午，雁翎队早早埋伏于
芦苇丛中，当敌人的汽船驶入包围圈，队长大喊一
声“打”，两边的“大抬杆”一齐开火，顿时硝烟弥
漫，杀声震天，敌人纷纷落水。这一仗，雁翎队初显
身手，打死敌人20多名，缴获步枪20多支、子弹4
箱、机枪一挺。雁翎队一战成名。

利用淀中茂密的芦苇、纵横的港汊、复杂的地
形，雁翎队巧妙地和敌人周旋，即便手中的武器只
是土枪土炮，依然有力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1941 年麦熟时节，为了保卫夏收、粉碎敌人
的抢粮计划，三小队和雁翎队在王家寨村西、大张
庄村东的航道上，和日伪军展开了一次激烈的战
斗。战斗打响，附近据点的敌人闻风火速赶来增
援，可还没等援军赶到，雁翎队队员们早已把枪暂
沉河底，顶着个大荷叶，泅水从敌人的船边悄悄撤
到泥李庄和寨南。增援的敌军把苇塘包围了个严
严实实，用机枪疯狂扫射，甚至把边沿的苇子都打
成半截，却连个人影也没捞着。这次战斗三小队和
雁翎队没有伤亡一人，只损失了一些枪支和排子
船，敌人却伤亡二三十人。

神出鬼没的雁翎队通过一次次出其不意的伏
击，成功阻断敌人水上交通线，很快便打出了威风。

雁翎队老战士孙革曾回忆：“那时，敌人武器
占优势，可是我们环境占优势；敌人在明处，我们
在暗处；敌人是逃窜，我们是进攻。再加上秋末多
刮西北风，敌人向西北逆风行船，必定靠北岸行
驶。我们只要指挥得当，埋伏稳妥，攻击时间、地点
合适，必获大胜。”

除了打击敌船，雁翎队还开展了以骚扰据点、
锄奸为中心的斗争。在中共安新县委领导下，雁翎
队成立了锄奸团，专门对汉奸、叛徒予以镇压。当
时，白洋淀流传着雁翎队锄奸团三英雄的民谣：

“要打抢，找田章；要爬城，找杜鹏；要仗胆，找熊
管。”雁翎队队员田章，枪法极准，百步之内，几无
失误。一次，在枪毙汉奸时，汉奸突然起身向苇地
逃窜。田章把枪一顺，喊了一声：“打太阳穴！”枪声

响，汉奸应声倒下。验尸时发现，子弹果然正中汉奸太阳穴。
雁翎队对敌斗争的另一条战线是端岗楼、拔除敌人的

据点。
到 1942 年，随着冀中广大军民的积极参与，雁翎队和当

时的三小队发展到150人。眼看雁翎队的势力不断壮大，敌军
便环绕白洋淀修筑了38个岗楼和碉堡，妄想遏制雁翎队的活
动。不料，雁翎队以攻心为上，巧妙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分化
瓦解、里应外合，接连端掉了敌人一个又一个岗楼。

大清河南岸的十方院岗楼，驻有日伪军 20 余人，他们经
常对来往民船敲诈勒索，民愤极大。

一天拂晓，雁翎队队员乔装成客商，划着两只木船靠近十
方院岗楼，日伪军听到船声，立即拉动枪栓，高声吆喝着木船靠
岸检查。此举正中雁翎队队员下怀，他们出其不意，在日伪军毫
无防备的情况下便缴获了日伪军的手枪。此次端岗楼只用了半
个小时，俘敌20余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20支、手枪2支。

此后，在区委协助下，雁翎队相继拿下了向阳岗楼、大淀
头岗楼等，并有效打击了敌人几次扫荡。慢慢地，敌人只好将
不易防守的邸庄、大田庄、北田庄、寨南村等几个据点岗楼撤
掉了。

雁翎队的战绩被党中央所了解，
毛泽东曾经很形象地赞扬白洋淀雁翎
队是“荷叶军”。

“鱼儿，游开吧，我们的船要去作战了。雁啊，
飞走吧，我们的枪要去射杀敌人了。”这是著名新
闻工作者穆青所写《雁翎队》中被广为传颂的语
句，表达了热血男儿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

这支骁勇的水上游击队，与日本侵略者进行
了长期不屈不挠的斗争，从最初的20多名渔民猎
户，发展到能征善战的近 200 人的队伍，从 1939
年成立，到 1945 年配合主力部队解放新安城，这
支队伍利用水上优势，与敌人交战 70 余次，仅牺
牲 8 人，却击毙、俘获了日伪军近千人，缴获大量
军火和军用物资。特别是自 1939 年到 1943 年的
4 年中，雁翎队在 35 次战斗中，有 16 次是一枪未
发而制胜。

朱德总司令和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曾专程
到白洋淀接见雁翎队全体指战员，对他们在抗日
战争中的光辉业绩给予高度赞扬和肯定。

而“淀上神兵”雁翎队，也和“地道战”“地雷
战”“麻雀战”等华北军民抗战的独特创造一样，成
为全民抗日游击战的典范之一。

卓著战绩背后，是英雄的白洋淀儿女做出的
巨大牺牲和漫长而艰难的抗战岁月。

随着战斗的持续，日军的扫荡越来越残酷。为
了躲避日军的扫荡，战士们吃在苇子里，睡在苇子
里，衣服里都爬满了虱子，常常要烤火除虫，身上
还长满了泡和疔。因为缺医少药，战士们只能用土
办法，把黄连熬成水抹在身上，再用火来烤。而一
到冬季，每遇敌人扫荡，队员们便只能睡在芦苇荡
的冰面上。

条件的艰苦没有消磨队员的士气，反而更加
激发出大家打败敌人的决心。

“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在最危险的时候，他们
也没有低下头来。他们是充满胜利的信心的。”谈到
白洋淀、谈到雁翎队，在抗战时期的白洋淀工作生
活过的孙犁先生，曾有过这样一段深情的表述。

面对凶残的敌人和恶劣的斗争环境，雁翎队
创造性地发明了很多作战新装备。数九寒天，万物
凋零，雁翎队失去了荷叶、芦苇等天然的掩护，加
之天气寒冷，水面结了冰，队员们无法行船，日伪
军企图利用这个机会疯狂围剿雁翎队，而雁翎队
在白洋淀人民支持下，创造了“土坦克”“冰上轻
骑”等冰上交通、作战工具，巧妙与敌人周旋。

他们还发明了一种“葫芦水雷”。这种水雷以
葫芦为原料，将葫芦剖开，放入炸弹，把它藏在每
一条航道的水藻下，神不知、鬼不觉地炸翻了许多

来往于天津、保定间的敌船。
“天当被，地作床，芦苇是屏障。喝的淀中水，吃的人民粮！

咱是人民子弟兵，打败鬼子保家乡”“雁翎队是子弟兵，白洋淀
百姓最欢迎。群众是水他是鱼，鱼水相连骨肉情”⋯⋯至今传
唱的诸多雁翎队歌谣，抒发了人民群众和雁翎队的鱼水深情。

在如火如荼的抗战岁月中，白洋淀人民全力支持雁翎队
斗争，他们为八路军、雁翎队缝制棉衣，破冰捕鱼，慰问子弟
兵，不顾个人安危掩护雁翎队。全民抗战，军民一家，军民之间
亲人般的感情，是雁翎队不可战胜的秘密所在。

雁翎队队长赵波曾回忆一件令他终身难忘的事。有一次
敌人突然来扫荡，雁翎队躲进了芦苇荡，40 多名队员还有 30
多名伤员连续 4 天粒米未进。到第 5 天，一位邵庄子村的老乡
送来了救命的干粮——为了找到雁翎队，这位老乡在淀子里
转了几天几夜！“俺带的是全村人的心意，找不到你们俺没脸
回去！”听了这话，队员们都掉下泪来。

在当时雁翎队的主要驻扎地——季庄子村，全村一百
多口人，和雁翎队认干亲的就有 30 多人，其中有的村民为
了掩护队员被敌人活活打死。

风景如画的白洋淀上，留下的不仅是一段段抗战传奇，
更是中国军民保家卫国的英雄史诗。

1945年6月30日，雁翎队配合主力部队，包围新安城，
经过两天两夜激战，于 7 月 2 日解放新安城。8 月 29 日，雁
翎队配合主力部队解放安州城，正式宣告安新县全部解放。
是年秋，安新、白洋两县合为安新县，属冀中九专区，雁翎队
编入九分区三十八团，转入了新的战斗。雁翎队使用过的

排子船和自制的武器，被永久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
事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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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翎队爬冰卧雪坚持斗争。
省委党史研究室供图

雁翎队轻舟飞桨、水上进军。
省委党史研究室供图

雁翎队队员驾船集会。 省委党史研究室供图

在中国抗战史上，英雄的雁翎队
用自己的青春、鲜血和生命，书写了一
首可歌可泣的民族赞歌，与此同时，雁
翎队的传奇故事也成就了一批以抗战
为题材的优秀文学和影像作品。

提到记述雁翎队的优秀文学作
品，首先要说的便是现当代著名小说
家、散文家孙犁先生的著名短篇小说
《荷花淀》，小说刻画了以水生嫂为代
表的一群白洋淀农村妇女形象，向我
们展现了以雁翎队为代表的冀中军民
英勇抗战意识的觉醒和团结一心抗击
侵略的决心和勇气。

美如画卷的白洋淀和顽强乐观的
雁翎队，赋予了文章清新、明快的写作
风格，使孙犁的小说具有了“诗体小
说”的美誉，同时，这篇小说还被誉为

“荷花淀派”的开山之作。
在记述雁翎队的作品中，人们耳

熟能详的还有徐光耀在1958年创作
的文学经典《小兵张嘎》。小兵张嘎
是以雁翎队队员为原型进行的艺术
创作，随着电影、电视剧、动画片版
《小兵张嘎》的推出，那个嘎头嘎脑的
嘎小子形象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成
为深藏于几代人记忆的经典抗战人
物形象。

此外，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
传》，穆青的《雁翎队》，李永鸿的《红菱
传》等作品，都塑造了雁翎队队员的英
雄形象，反映了白洋淀人民火热的斗
争状态。

这些著名作家不约而同地将小说
的背景设定在白洋淀，并不是偶然的
灵感，而是历史的必然。

就像抗战岁月中荷花依旧绽放
在硝烟阵阵的白洋淀里，在战争的残
酷和沉重之中，那些头顶荷叶、潜伏
在茫茫芦苇荡中随时准备出击的雁
翎队队员，赋予了文学作品一种特殊
的质感，使作品中洋溢着抒情的美感
和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怀。同时，这种
美与恶的对比，也更加揭示了日寇的
凶残和抗日军民的可敬可爱，并在无
形中为文学作品增添了更加深刻的
内涵。

整理/记者 周聪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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