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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北莽莽黄土高原深处，有一座古

城 —— 延 安 城 。1937 年 到 1947 年 3 月 ，这

里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在这里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着抗击日本侵略

者、解放全中国的艰苦斗争。

在抗日前线，八路军将士浴血奋战，

一 个 接 一 个 捷 报 传 到 延 安 ， 传 遍 全 国 ：

1937 年 9 月 25 日，八路军 115 师在山西取

得平型关大捷；10 月 19 日，八路军第 129
师第 769 团袭击日军占领的阳明堡机场；

同年 11 月，八路军 129 师某连采取“麻雀

战”，以一个连的兵力在山西长治县附近

的范村歼灭敌人近百人⋯⋯侵华日军对红

色延安恨之入骨。他们在谋划着：对延安

实施轰炸。

延安城坐落在三山两河交汇处。城东

的嘉陵山上矗立着一座巍峨的七层宝塔。

这 座 初 建 于 唐 朝 大 历 年 间 （766—779
年）、重建于明朝的楼阁式砖塔，高达 44
米，被群山簇拥着，像一把火炬高擎在天

地之间。

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之后，一方面指挥

着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进行艰苦卓

绝的抗日游击战，打了平型关大捷等振奋

人心的胜仗；一方面苦心经营着边区的建

设 。 共 产 党 人 以 坚 贞 之 志 节 ， 笃 实 之 学

风，建政权，建人民武装，建 群 众 组 织 ，

开展工农业生产，办文化教育，办一切革

命事业⋯⋯延安以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和

鲜明形象出现在古老的东方大地上。谁也

没有想到，1938 年 11 月 20 日，一阵警报

响起，打破了延安人民的和平生活。

年 轻 人 用 尽 最 后 一 点 生
命 力 喊 ：“ 同 志 们 ，加 紧 学 习 ！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8 年 11 月 20 日，是个星期天。

这天的太阳明晃晃的。延安前两天刚

刚下过一场雪，山坡上的雪亮得刺眼，路

上 的 冰 雪 开 始 融 化 。 延 安 城 里 ， 熙 熙 攘

攘，有进城赶集的老百姓，有趁休息日出

来办事的革命同志。许多刚到延安的革命

青 年 ， 相 约 在 城 里 见 面 ，买零食、逛书

店 ， 还 准 备 下 馆 子 ， 吃 一 回 延 安 著 名 的

“三不沾”。大街上，饭馆生意兴隆，有的

喊着“锅包肉”“红烧野鸡”等菜名招揽

顾 客 ， 有 的 饭 店 里 传 出 来 划 拳 行 令 的 声

音。南大街是城里最热闹的地方，延安最

大 的 饭 馆 “ 机 关 合 作 社 ”、 最 大 的 旅 馆

“西北旅社”都在这条大街上。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
第 二 大 队 驻 地 在 延 安 城 东 5 公 里 的 柳 树

甸。上午，队长曹暮尧正在开会，忽然听到

“嗡嗡嗡”的怪声传来，他跑到门口一看，只

见多架日本飞机，三角队形，飞得很低，自

东向西，冲向延安城⋯⋯

宝塔山上，中央警卫教导大队放哨的战

士看见了敌机，立即“当当”地敲起宝塔旁边

的大钟——这是延安的防空“报警器”。

穿青色制服的保安队在城墙上大声呼

喊“防空！防空！”又是吹口哨，又是鸣枪。

解放日报社的同志们听到警报，从清

凉山跑下来，躲在延河边的巨大岩石下。

日军飞机的巨大“嗡嗡”声已在城头回

响。“七七事变”以来，延安的老乡生活在相

对和平的环境中，从来没有躲警报、防空袭

的经历，听到飞机的轰鸣声还很好奇，有的

仰望着天空看个究竟。

参加“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二次代表大

会”的进步青年张宣，趁星期天到城里玩，

顺 便 会 会 朋 友 。临 近 中 午 ，他 和 朋 友 来 到

“机关合作社”，进门坐下，对服务员说：来

3 碗“三不沾”。话音刚落，就听见外面高处

“叭叭叭”三声枪响。“不好！有警报！”街头

一片慌乱，人群乱跑。张宣向拥挤奔跑的人

群呼喊：“不要跑，快趴下！”巨大而杂乱的

声音淹没了他的声音。侵略者的飞机俯冲

而下。张宣在墙边道路旁一个低洼处趴了

下来。几枚炸弹在他前后爆炸了。

延安的老乡一辈人也没有听过这么大

的“炮仗”，还有飞机的轰鸣声如滚滚闷雷。

人们惊慌地奔跑着，尖叫着，许多人慌得到

处乱跑。

陕 甘 宁 边 区 文 协 海 燕 杂 志 社 的 秘 书

柳青（后来成为著名作家）住在东门附近，

他 正 准 备 出 门 ，听 见 警 报 响 起 ，这 时 山 头

上 警 卫 部 队 的 防 空 机 枪 已 经“ 哒 哒 哒 ”地

响 起 来 ，日 本 军 机 嗡 嗡 地 震 荡 着 空 气 ，凌

空袭来 。柳青看到，“在那短短的街上，人

们 像 热 锅 上 的 蚂 蚁 一 样 跑 着 ”。他 急 忙 跟

着人群中跑进城门洞里，炸弹已经在他身

后 爆 炸 。城 门 洞 顶 的 石 块 和 土 纷 纷 落 下

来。城门洞里人挤人，孩子在喊“娘”，女人

在呼喊“老天”。柳青想：“我会在眨眼工夫

死去吧。”

清凉山、宝塔山上的机枪一直追着敌

机扫射。敌机根本不把这一点点儿的防空

火力放在眼里，肆无忌惮地俯冲轰炸。延安

没有防空高射炮，没有高射机枪。日军轰炸

机飞得很低，炸弹命中率很高。

在陕北公学学习的郑洪轩，躲进了附

近的防空洞。他还未坐稳，敌机从东向西一

连串投下炸弹，“轰！轰！轰！”防空洞被震得

摇晃着，哗哗落土。大家闭上眼睛，捂上耳

朵。爆炸声停止了，个个惊魂未定之时，敌

机又从西返回，由西从东轰炸，又是一连串

的爆炸声，一声比一声大，有的炸弹就在防

空洞口附近爆炸。轰炸声终于停止了。大家

胆战心惊地走出防空洞。郑洪轩看见，不远

处 一 个 炸 弹 坑 旁 卧 着 一 个 人 ，“ 走 近 一 细

看，是一个穿着灰色新军装的青年，身上压

了很多土，并无血迹，已停止了呼吸”。郑洪

轩估计这位女同志是卧倒时胸部接触了地

面而被震死的。这时有人告诉他，这可能是

昨晚在西北旅社新结婚的四对青年中的一

个。郑洪轩后来遇到轰炸就提醒大家说：卧

倒时不要让胸部接触地面。

张宣从地上抬起头时，眼前的景象全

变了。“奔跑的人没有了，满街横倒竖卧的

全都是断肢残骸，眼前一片殷红，墙头树上

血肉模糊。一阵血腥，一片死寂。能动的东

西几乎没有了。唯独在我的右前方，还有一

位妇女在血泊中蠕动。她身边的两个孩子，

一个已不见了头，另一个被斜劈掉半个身

子，她自己的肠子流了一摊在地上，但她还

没有死。她强挣起身看见了我，嘴巴翕动着

像 对 着 我 说 什 么 。我 急 忙 靠 近 她 一 步 ，倾

听，然而什么也听不见。于是再次靠近她。

见 她 又 动 了 动 嘴 。接 着 ，她 的 头 忽 然 垂 下

去，全身趴在地上不动——她死了。我没有

意识到，我的右耳膜已经被刚才的炸弹震

破了，失去了听力。我终于没有听见这位断

肠母亲的临终悲诉，没有能够将她对敌人

强烈仇恨的原声转述到人世间，这是我毕

生一个巨大的遗憾！”

硝烟弥漫，尘土飞扬，着火的房子冒着

黑烟。八路军战士和保安队抬着担架抢救

伤员。

有人喊：“南大街着火了！”

柳青跑到南大街。他看到，刚刚用石块

铺砌没几天的平坦的南大街，变成了壕堑。

一个杂货铺被炸了，熊熊大火燃烧着。一个

小茶馆和后面的澡堂被炸得稀烂。一个骡

马店的房屋倒塌了。“街道上躺着没有脑盖

的，没有腿和手臂的，五脏六腑都流出来的

人。他们有的曝晒在太阳下，有的一半被压

在倒塌下来的泥瓦中。救护队在那里翻看

着死尸，看有没有可救的。”

他还看到，在南关，日军轰炸机投弹 8
枚。“用 8 枚炸弹使得一个商人没有了一条

腿，一个过路的白胡子老人背着小行李包，

跑着跑着跌倒死去，一匹小毛驴的肚皮裂

开，一只猪娃娃从石坡上滚下去死了。”

有人喊：“光华书店下边被炸死的人很

多啊！”

“快去救人！”大家向光华书店跑去。

从光华书店方向吹来的风带着强烈的

血腥味道。

星期天，光华书店是延安城最拥挤的

地方，书籍部、文具部、用品部都挤得满

满的。这天，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

鲁迅艺术学院 （简称“鲁艺”） 等许多院

校的师生来这里买书。炸弹集中落在这所

书店附近。刹那间，书店成为一片瓦砾。

在陕北公学学习的郑洪轩见证了光华

书店的惨象。“我随着卫生机关同志和一些

八路军战士走向光华书店。当路过师范学

校门前时，看见石狮子上有很多血迹但未

见尸体，还看见一个浑身是血像血人一样

的同志，踉跄着走向北门。”“这时从光华书

店方向传来了被炸碎尸体的腥臭气味，再

走不远，在光华书店下边炸弹坑周围的血

泊中横七竖八都是伤员和尸体：有的伤员

挣扎着站起来又倒下去，有的只坐着喊叫，

有的虽能活动但起不来，还有一些死者的

部分肢体仍在颤动着⋯⋯此种凄惨情景使

人目不忍睹，此时还有一个小脚的老大娘，

正尸体中寻找亲人，在寻遍尸体后，忽然在

一 棵 挂 着 肠 子、肚 子、肉 块 以 及 布 条 的 树

上，看见一个小帽子在树梢上摇晃着，可能

这帽头就是她儿子的，便嚎啕大哭起来。这

大哭是哭着亲人丧生，也是诅咒和控诉着

日本法西斯的罪行。”

柳青也来到光华书店，只见“土坡上、

院子里横横竖竖地摆着男男女女的残缺的

尸体。死尸有倒在刚刚从汽车上卸下来的

货包子上的；有倒在地上不成形的；有三个

抗 大 的 女 同 志 大 概 是 在 不 久 前 扭 在 一 块

逃，现在是扭在一起死于炸弹下，那些死尸

的旁边零乱地散落着抗日书籍和笔记本；

而它们的主人，那些远远地赶到陕北来学

军事、学政治的，以及学艺术的蒙难者抱着

一个自己灿烂发光的希望和民族最后胜利

的信心死去了⋯⋯”

抗大一位女同志哭着，嘟囔着：“我们八大

队的同志在光华书店那里死了好几个⋯⋯”

抗大学员在空袭中牺牲最多。晋察冀

军区宣传部副部长钟蛟盘、八路军 129 师

政治部的科长钟方申等都在轰炸中遇难。

第 七 大 队 的 大 队 长 徐 清 操 星 期 六 刚 刚 结

婚，次 日 和 新 婚 妻 子 上 街 ，遇 见 了 敌 机 轰

炸。徐清操是红军指挥员，经历过无数次的

轰炸，他听到炸弹声呼啸而至，拉着妻子就

地卧倒，一把没拉住，妻子惊慌中挣脱了他

的 手 。这 位 能 歌 善 舞、会 唱 京 剧 的 活 泼 女

孩，当即被炸死了。

一位抗大学员受了重伤，在担架上挣

扎着，用尽最后的一点点生命力喊了一个

口号：“同志们，加紧学习！打倒日本帝国主

义！”目光渐渐地暗淡下去⋯⋯

警 卫 员 看 着 院 子 里 的 大
弹 坑 ，心 有 余 悸 ：“ 好 悬 呀 ，幸
亏毛主席昨天晚上搬走了”

中央警卫教导大队的大队部在枣园附

近的侯家沟，大队长吴烈和政委肖前听见

飞机的轰炸声，眼看着一股一股黑色浓烟

从延安城升起，看见在黑烟中跳蹿着红色

的火苗，急得直跺脚。延安的驻军除了几挺

机枪，没有任何防空武器。他们看见凤凰山

下冒起了黑烟——那里是毛泽东、陈云等

中央领导同志的驻地，立即向凤凰山跑去。

敌机把凤凰山下作为轰炸的主要目标。

毛泽东住在凤凰山下的吴家窑院。11 月 20
日 中 午 ，日 本 飞 机 轰 炸 延 安 。 据 吴 烈 回

忆，毛泽东内卫班听到警报声，立即拉起

毛泽东等人进入附近的防空洞。刚进防空

洞，几枚炸弹就落在附近，巨响传来，防

空洞嗡嗡作响，黄土溅落。

空袭警报解除后，毛泽东来不及拍掉

一身尘土，就回到办公室。办公室窑洞的

窗子已被震坏，洞壁出现裂缝。毛泽东视

而不见，拿起电话对接线员说：“给我摇

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他指示边区

政 府 赶 快 抢 救 伤 员 。放 下 电 话 ， 毛 泽 东

问：陈云同志安全吧？

中 共 中 央 组 织 部 部 长 陈 云 也 住 在 附

近，中央组织部的窑洞中了七枚炸弹。有

一枚投到陈云住的窑洞顶上，万幸的是，

这枚炸弹从窑洞顶上滑过，滑到下面爆炸

了 。 又 一 颗 炸 弹 正 中 陈 云 窑 洞 的 黄 土 崖

头，激起一丈多高的黄尘，却没有爆炸，

巨大的弹体挤垮土崖，黄土坍塌下来，将

陈云的窑洞严严实实地捂住！

大家一齐扑到黄土堆上，拼命地用双

手扒土。慢慢地，窑洞的门框子露出来了，

又 扒 了 一 会 儿，扒 出 一 个 小 洞 口 ，向 里 望

去，里面漆黑一团。有人喊：“陈云同志！陈云

同志！”听到陈云在里面回话，大家放下悬

着 的 心 。人 们 把 陈 云 拉 出 来 ，只 见 他 的 脸

上、身上都是黄土。陈云一边拍打着黄土，

一边说：“在里面还不错，空气还不少呢。”说

完，他连忙探望毛泽东去了。

为了防止第二天日军继续轰炸延安，

中 央 军 委 决 定 ， 延 安 城 里 的 民 众 连 夜 疏

散。中央机关的干部全部出动，挨家挨户

地 动 员 居 民 搬 离 ：“ 乡 亲 们 ， 一 定 要 走

哇，明天日本飞机还要来！”半夜里，漆

黑 的 街 上 ， 一 声 声 锣 声 ， 一 声 声 喊 叫 ：

“明天防空袭啰——人们都赶早出城去！”

这个没有月亮的晚上，延安军民全部

转移出城，被轰炸的老城成为一座空城。

毛泽东跟老百姓一起转移。

“这大半夜的，把主席转移到哪儿去

呢？”有人问。

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说：“搬到杨家

岭去吧。”

杨家岭是一个僻静的山村，只有十几

户人家，在城北门外几里远的地方。传说

杨六郎当年就是在这里镇守通往三关的道

路 。 山 上 有 杨 六 郎 庙 ， 山 下 有 杨 家 将 的

坟，因此得名“杨家岭”。

战士把毛泽东和江青的简单行李和日

常 用 品 收 拾 起 来 ， 连 夜 搬 家 。 动 身 的 时

候 ， 毛 泽 东 对 警 卫 员 贺 清 华 说 ：“ 贺 清

华 ， 这 里 还 有 许 多 文 件 材 料 ， 你 留 下 看

家，不要离开这个院子。”

夜色黢黑，山影幢幢。在几名警卫员的

护送下，毛泽东和林伯渠、江青等，乘坐一

辆海外华侨捐赠的救护车前往杨家岭。汽

车出延安城北门没多远，路被炸毁了，车辆

无法通过，众人下车，徒步行进。

猫头鹰有一声没一声地叫着。一个警

卫员提着枪走在前面，一个警卫员打着手

电走在毛泽东、林伯渠身边，一个警卫员背

着毛泽东夫妇的被褥跟在后面。像急行军

一样，大家都不说话。山路坑洼不平，到处

是石头，林伯渠一不小心，跌倒在山坡上，

大家赶紧过去把他搀扶起来。一行人磕磕

绊绊，步行几里山路，到达了杨家岭。

杨家岭的半山腰里，中央警卫教导大队

先前挖了 20 来口窑洞，一直空着，还没有住

人。一个警卫员摸进一个窑洞，拿着手电筒进

去，大声对外面说：“满地是牛羊粪和脏土。”

毛泽东说：“大家一起动手，简单打扫一

下。”他折了一些树枝当扫帚，和众人一起借

着手电筒微弱的光亮把窑洞清扫了一遍。

第二天，日军对延安进行第二次轰炸。一

颗炸弹落在凤凰山下毛泽东居住的吴家窑院

爆炸了，已经裂缝的窑洞被震塌，留在那里看

护文件的警卫员贺清华被炸伤，他从窑洞里

爬出来，看着院子里的大弹坑，心有余悸地说：

“好悬呀，幸亏毛主席昨天晚上搬走了。”

日军这天的轰炸基本上没有造成大的

伤亡，因为延安的军民已经连夜转移到周

边的山沟里。

美 国 记 者 写 道 ：“ 延 安 的
毁灭既未驱走共产党政府，也
没赶散延安民众”

轰炸延安的飞机来自山西运城的军用

机场。据统计，11 月 20 日—21 日两天，日军

对延安进行的轰炸，投弹 159 枚，炸死炸伤

延安军民 152 人，炸毁民房 380 间，还炸死

牲口 90 余头。

抗大训练部部长陈伯钧在 11 月 20 日

的日记中写道：“将近十一点，忽机枪声作，

机 声 轧 轧 ，大 家 一 阵 慌 乱 ，紧 接 着 炸 弹

声。⋯⋯今日敌机系中型轰炸机，共七架，

来回两次，投弹近卅枚。⋯⋯因事先未注意

警报，防空设备亦欠妥，所以死伤市民、军

人和学生不少。”

陈伯钧 21 日的日记记载：“近午，敌机

十 三 架 ，分 两 批 ，又 来 袭 击 轰 炸 这 弹 丸 之

城。⋯⋯十六时许，同教育长等在城内被炸

处巡视一周，只见颓屋断垣，大好的闹市变

成鬼蜮世界。”

数日后，一群工兵队伍开始排除延安

城里未爆的炸弹。

落在陈云窑洞附近的那枚没有爆炸的

炸 弹 深 深 地 钻 进 黄 土 中 ， 留 下 一 个 大 窟

窿。工兵设立警戒线，清理现场。他们挖

掘了一个一丈多深的大坑，整个炸弹暴露

出来。工兵小心翼翼地把炸弹的引信拆下

来，那引信像一只长长的冬瓜。然后，在

炸弹的尾翅上拴系大绳，几十个人“嘿哟

嘿哟”喊号子，一寸一寸地把炸弹拖拽出

深坑。炸弹长约 3 米，像大水缸一样粗，

通体涂灰色油漆，印有几行黑色字母。有

人在一旁辨认说，这是美国制造的炸弹，

卖给日本人的。工兵从炸弹壳里掏出数百

斤黄色炸药，一筐一筐地抬下凤凰山，用

马车运走。

后来，这些炸药作为染料，染出黄色

的布匹，缝制军衣。延安的军民捡拾炸弹的

弹片，打成镢头或锄头，用来开荒生产。

老城炸毁了，边区政府在老城的南门

外新建了一个农贸市场，由舒同题写匾额

“延安大市场”，毛泽东为大市场题写了一

副对联：“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边

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反对投降，反对分

裂，反对倒退，人民有充分的救国自由权。”

老延安被炸成了废墟，新的延安诞生了。

延安的警卫部队为防止日军空袭而头

痛。延安的军工厂造不出来高射炮、高射机

枪。八路军在前线的战事更为紧张，从敌人

那里缴获过来的武器，最大限度用在了前

线。1938 年年底，制枪能手刘贵福带领 15
名工人从山西太原来到了延安，被分配到

延安兵工厂，当他们了解到日军轰炸延安

的惨景后，个个义愤填膺。刘贵福与工友们

议论说：“党中央和延安人民的安全是当前

的头等大事。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自造出高

射武器，为延安的死难同胞报仇！”

在延安以东约 8 公里的一个山沟里有

个柳树店村，延安兵工厂就隐藏在附近的

窑洞里。这里存放着红军在直罗镇战役缴

获的一些坏机枪，一直没有修理出来。刘贵

福带领工人拆拆卸卸，修修补补，修好轻重

机枪几十挺。大家把两挺马克沁重机枪上

装上三脚架，改装成高射机枪，一挺放在清

凉山山顶，一挺放在嘉陵山山顶。

1939 年 11 月至 1941 年 8 月，日军飞机

不时对延安进行轰炸骚扰。史料记载：“他们

的飞机由开始的七架，最后达到近百架；轰

炸的时间，由上午改成下午，最后发展到全

天；轰炸的次数，由开始的一天一次，增加到

两次，最后达到一日数架数次，轮番轰炸。”

日军对延安的轰炸，激发起军民打败

侵略者的更大决心。

1944年春夏之际，中外记者代表团采

访延安。美国记者福尔曼在他的 《解放区

见闻》 中写道：“延安的毁灭既未驱走共

产党政府，也没赶散延安民众。他们只逃

到延安城外，在延安峡谷侧面的数千尺的

峭壁上凿深深的洞穴以安居。所以今天的

延安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不怕轰炸的洞穴

城市。洞穴一层层地排在悬崖上，每个洞

穴都有一个弓形门，每个弓形门又皆以一

道 扶 壁 互 相 隔 开 。 由 洞 穴 前 的 雄 壮 的 层

道，人马可以来回通行。险阻的小路从一

条层道通到另一条层道，把上下的层道联

结起来。每个洞口前都有一小块平地，用

以养鸡养猪种菜或作儿童们底 （的） 游戏

场，间或那里更有一条晒衣服绳子。从上

面向下望，可以看到在悬崖下的峡谷里有

很多妇女在延水岸旁洗衣服。”

延安宝塔，是红色延安的象征。令人惊

奇的是，日军十数次轰炸延安，顶天立地的

宝塔巍然屹立，安然无恙。

1945 年 8 月 15 日 ，日 本 投 降 。中 华 民

族经过 14 年浴血抗战，取得了民族解放战

争的伟大胜利。这一天，延安军民在宝塔

之 下 狂 欢 ， 锣 鼓 喧 天 ，无 数

的火把，无数支秧歌队，组

成 无 数 条 飞 舞 的 火 龙 ，

人 们 尽 情 地 唱 啊 跳 啊

喊啊⋯⋯

几 个 月 后 ，延

安 的 革 命 者 挥 手

告 别 宝 塔 山 ，走

上了解放全中国

的战斗历程。

（本文见报
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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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松涛

2016 年 9 月 22 日，延安革命纪念馆，一队身穿八路军服装的参观团。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2016 年 9 月 22 日，延安革命纪念馆纪念品商店，电视中播放着《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歌曲。

抗战期间，在延安召开的群众大会。 人民视觉供图

2015 年 8 月 15 日，延安，入夜，华灯初上。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