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朝鲜战场上，彭德怀不争功、不
诿 过 、勇 于 自 我 批 评 ，听 不 得 奉 承 的
话 。 有 一 次 洪 学 智 对 他 说 ：“ 有 您 挂
帅，我们就胜利在望了。”彭德怀瞪了
他一眼说：“你别奉承我了。”

1951 年 10 月，为纪念志愿军入朝
参 战 一 周 年 ，朝 鲜 决 定 授 予 彭 德 怀 一
级国旗勋章。彭德怀说：“我有什么功
劳值得授勋？我不过在后方做了一些
具体工作。这个勋章应该送给那些战
斗英雄。”中央军委复电，让他尊重朝
鲜政府的决定。10 月 25 日，朝鲜政府
代 表 团 来 到 志 司 驻 地 桧 仓 郡 ，将 一 级
国旗勋章佩戴在彭德怀胸前。彭德怀
对 此 感 到 不 安 ，托 着 金 光 闪 闪 的 勋 章
说：“这勋章送给我不合适。”

1954 年 10 月，遵照军委总参谋部
指示，邓华组织参战者撰写《抗美援朝
战争经验总结》。令邓华为难的是：彭
德 怀 要 求 除 了 缺 点、失 误 可 以 提 彭 德
怀 外 ，成 绩 、功 劳 一 律 不 准 写 他 的 名
字。后来只好用“志司首长”作为彭德
怀 的 代 名 词 ，这 才 勉 强 解 决 了 这 一 难
题。1955 年 8 月《总结》完稿，彭德怀亲
笔题写了书名。

翠婷

彭德怀不争功

“练兵生产真紧张，下了课堂上操
场，马上马下人人忙；油房粉房豆腐房，
大肉块子白菜汤，稀饭米汤和豆浆；人
强马壮士气旺，誓把鬼子消灭光。”这是
当年八路军第 129 师骑兵团流传的一首
歌谣。八路军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为了
提高战士们训练的积极性，在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八路军还是可以吃到肉的。

据曾思玉回忆，不少干部将平时的
伙食费节约下来，由司务长保管，到过
年过节或打仗前，买猪、买羊和战士一

起会餐。尤其在打仗前，有条件的部队
都要组织会餐，几乎成为规律，这使得
日伪军将八路军会餐视作“不祥之兆”，
甚至作为分析我军行动的主要依据。一
次，曾思玉和其他干部到部队去，战士
们对他们说：“首长，什么时候打仗，我
们想吃肉了。”他们回答道：“你们认真
练好杀敌本领，仗有你们打的，吃肉不
成问题。”打了胜仗后，民主政府、抗日
群众团体就发动群众慰问八路军人民
子弟兵，送猪、羊、鸡和蔬菜等给部队改

善生活。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著名的

《拥军秧歌》唱道：“猪啊羊啊送到哪里
去？送给那英勇的八路军。”这就是当时
人民群众慰问八路军的真实写照。

整个抗战期间八路军的生活和装
备水平，用“小米加步枪”来形容再生动
形象不过了。然而，八路军就是靠着“小
米加步枪”，靠着坚强的意志与信念，与
日军顽强斗争，坚持到抗战胜利。

据《中国国防报》

抗战时期，八路军

总体的伙食水平不高，

多以杂粮为主。当然，

条件好时，八路军的餐

桌上也有肉菜。然而，

每当八路军吃肉时，便

是鬼子最恐慌的时刻，

这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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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八路军伙食

抗战初期，八路军的主食以黑豆、
小 米 、高 粱 米 、玉 米 为 主 ，副 食 或 有 或
无，有也是以野菜为主。据晋察冀军区
供给部部长赵镕回忆：“有一段时间部
队吃黑豆、吃野菜，连食盐都没有……
由于黑豆不好下咽、不好消化，部队后
勤工作人员就想方设法把黑豆做成豆
腐、生豆芽、煮豆粥，再配上野菜吃，并
设法到敌占区采购食盐，同时发动群众
制小盐。”

在黑豆都不能保障时，部队普遍以
菜代粮，再掺些谷糠、豆饼、玉米面等做
成饼子或团子，这就是当时八路军经常

吃到的主要食品。没有菜吃，就到山上
挖野菜、采树叶。如果打到野猪、野鸡，
就可以打一次丰盛的“牙祭”。

八路军第 115 师教导第 3 旅政委曾
思玉回忆道：“在抗日战争时期，部队的
生活的确艰苦。部队常常用咸菜甚至盐
水下饭，餐餐吃高粱面窝窝头，诨名叫

‘钢盔’，不仅黑，而且难以下咽，有时煮
黄豆和黑豆吃，弄得肚胀拉稀。至于野
菜树叶充饥那是常事。”

八路军第 120 师供给部副部长范子
瑜 在《忆 八 路 军 第 一 二〇师 的 后 勤 工
作》中提到：“部队的粮食定量是 1 斤半，

实际上吃不到 1 斤半。有的只有吃黑豆，
用黑豆磨面糊糊喝。黑豆本身营养少，
吃了消化不良。吃的菜也是黑豆做的，
豆芽、豆腐，油水很少。那时人的面貌，
二三十岁的人看上去像四五十岁。”

八路军伙食困难的情况，除有根据
地条件艰苦、日军“扫荡”“清乡”的原因
外，也与国民党军的反共政策有关。贺
龙在一次晋绥军区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1947 年 9 月）中提到：“一九三九年，阎
锡山公开提出‘饿死八路军，困死八路
军，赶走八路军’。”

主食以杂粮为主AA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BB
1941 年至 1942 年，由于日军的疯狂

“扫荡”和国民党军的包围封锁，抗日根
据地处于极端困难时期。毛泽东同志在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写道：“最大
的一次困难，是 1940 年及 1941 年，两次
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
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
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
没有被窝。”部队生活极其艰苦，许多部
队断了粮饷供应，一天两餐，有时一天
一餐，有时靠黑豆渣子、地瓜秧充饥。面
对这样严峻的形势，党中央号召边区军
民更加努力地开展生产运动。

据八路军第 115 师教导第 2 旅 4 团
政委吴岱回忆：“为了粉碎日军和国民
党顽固派军队扼杀抗日力量的罪恶企
图，减轻人民负担，坚持抗战，我们积极
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

大生产运动。为了提高生产效益，团里
还 专 门 成 立 了 150 多 人 的 生 产 队 ，仅
1942 年春秋两季就收获蔬菜 2 万多公
斤、高粱 6539 公斤，收的大白菜够全团
吃 4 个月。生产队还自建了作坊，把花
生、黄豆榨成油，除用来改善部队生活
外，还支援地方政府。”

八路军总部炮兵团过节时，全团各
连把做好的饭菜都端到大操场上组织
评比，看谁做的饭最好、菜最香，是否达
到 了 要 求 。团 首 长 一 个 连 一 个 连 地 检
查，有夸奖，也有批评，促进了部队生活
的改善。

当时，作为大生产运动模范的八路
军第 359 旅，随着生产发展，生活不断得
到改善。1942 年前，部队每天只能吃两
餐，还是掺着南瓜、山药、蔬菜、小米的
杂粮饭；1943 年起改为三餐，副食由每

人每天 5 钱油、5 钱盐、1 碗菜都难以达
到，提高到 6 钱油、6 钱盐、2 菜 1 汤，每月
猪肉 4.5 斤，还有其他禽畜肉食，逢年过
节时饭菜更丰盛。

为保障抗日部队连续流动作战时
有干粮吃，八路军野战供给部粮秣处根
据彭德怀的指示，用半年时间在山西省
西崖底村附近的山沟里建成干粮厂，有
职 工 30 多 人 ，分 磨 面 、制 糖 、烤 饼 3 个
组。经过多次试验，成功用土法制成发
面饼，烤干后切成小方块，形似饼干。这
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尝试生产军用干
粮。同年冬季的反“扫荡”斗争中，工厂
人 员 进 行 了 疏 散 ，并 对 设 备 进 行 了 掩
蔽。至 1942 年 5 月，工厂恢复生产，每月
产饼干 1 万斤左右，供给部队和军工单
位。由于军用干粮食用方便，颇受部队
欢迎，供不应求。

鬼子最怕八路军会餐吃肉CC

战斗间隙，八路军官兵在战壕内用餐。

孙中山：提倡植树造林

孙中山重视和倡导植树造林，他在
《三民主义——民生主义》中说：“近来
的水灾为什么是一年多过一年呢？古时
的水灾为什么是很少呢？这个原因就是
由于古代有很多森林，现在人民采伐木
料过多，采伐之后又不行补种，所以森
林 便 很 少 ……”他 接 着 提 出 ：“ 要 防 水
灾，种植森林是很有关系的，多种森林
便是防水灾的治本方法……我们研究
到防止水灾与旱灾的根本方法，都是要
造森林，要造全国大规模的森林。”

王文

苏轼：观察力很惊人

有一次，黄庭坚、秦观等人一起欣
赏李公麟的《贤己图》。画上有六七个人
在玩博戏，盆中六个色子，五个是六点，
另 一 个 还 在 旋 转 。一 个 人 趴 在 盆 上 叫
喊，其他人也都神情紧张。黄、秦等人都
对这幅画赞叹不已。这时苏轼从外面进
来，瞥了一眼说：“李公麟怎么学福建人
说话？”众人不解。苏轼解释说：“各地的
人，说‘六’时都是闭口，只有福建人是
张口。现在盆中那五个色子都是六，另
一个还在转，掷色子的人应该喊‘六’凑
成满堂红才对，他却张着嘴，所以我判
断他是福建人。”

姬丽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