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鞭长莫及
成语“鞭长莫及”里的鞭指马鞭子；莫：

不；及：够得上。整个意思是马鞭虽长，但打
不到马肚子上。原意是说即使有力量也使不
得，因为马肚子不是鞭打的地方，后来比喻力
量达不到，多表示距离远而无力相助或无法
施加影响。典出《左传·宣公十五年》：“古人
有言曰：‘虽鞭之长，不及马腹。’”

春秋时，楚国欲和晋国争霸中原，楚庄王
想从攻打宋国开始，派申无畏以访问齐国途
经宋国而向宋国挑衅。

按当时的诸侯间的规矩，途经宋国理应
事先通知宋国，或者让使者带假道文书。但
楚庄王故意找事儿，自恃大国，不把宋国放在
眼里，既不先通知宋国，也不让所派的申无畏
带假道文书。

申无畏以前曾仗着楚国强大，做过污辱
宋国国君的事，知道宋国人恨他，说：“如果这
样，宋国是不会让我通过的。宋国有人认得
我，如果让他们认出来，只怕我性命难保。”楚
庄王便说：“你把你的名字改为申舟，他们就
不知你是当时的申无畏了。”申无畏说：“那也
不行。改了名字改不了面目啊。他们仍然可
以认出我来。”楚庄王说：“你放心，宋国如果
敢对你怎么样，我就发兵攻打宋国。”申无畏

说：“可那样，我的性命就没有了啊！”
楚庄王为了找宋国的事，打算牺牲申无

畏，非要让他这样做不行。申无畏无法，只得
把后事交待给儿子，第二天就出发了。

宋国也不是任人欺负的。申无畏改名经
过宋国时，来到关卡上，受到了盘查，有人
果然认出他是申无畏，申无畏便用楚庄王的
话威胁宋国关卡上的官兵。宋国关卡上的官
兵就毫不客气地扣下了他，并马上去报告给
右师华元。

华元非常恼火，向宋文公请示要杀申无
畏，以报前仇，对宋文公说：“楚国使者，
经过我国，事先连通知都没有，简直把我国
看作已经亡了，成为它的属地了，这是不能
容忍的。我们必须维护主权独立和尊严，不
能受这样的侮辱。他们如果借此发兵，我们
大不了亡国。宁愿战败而亡，决不受辱而
亡！”就把申无畏杀了。

楚庄公听到申舟被杀的消息，见宋国果
然中计，立刻亲率大军，大举进攻宋国。宋国
抵抗不住，楚军打到宋国的国都睢阳，把睢阳
城包围起来。

宋国顽强抵抗，兵民团结一致，楚军攻打
了几个月，也没能把睢阳城攻破。但宋国守城
耗费巨大，最后城内无粮，情况危急，宋文公
便派大夫乐婴齐去宋国的友国——晋国求
援。晋景公考虑到宋国是晋国的老朋友，如果
宋国亡于楚国，晋国就丢了宋国这个最好的
朋友，于是决定出兵援宋，但大臣中却有人认
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劝晋景公不要出兵。大
夫伯宗向晋景公进谏说：“不可。古人有言曰：

‘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天方授楚，未可与争。
虽晋之强，能违天乎？……君其待之。”

伯宗引此语说明晋国虽然具备争雄逞强
的实力，但楚国锐气正盛，不宜因一时之急，
贸然与其争一日之长。虽有抗衡之力，亦应选

适宜时机，鞭子不应打在不该打之处。一些大
臣赞成伯宗的意见。晋景公踌躇不决，说：“那
样，宋国岂不就危险了？”于是又有人向晋景
公出了一个主意：派人去宋国送信，就说晋国
很快就会出兵，让宋国坚持住，这样就会提振
宋国的士气，宋国兵民坚守城池，楚军不能攻
破睢阳，时间长了，楚军也许会被拖垮。

一位叫解扬的大夫自告奋勇，说他能完
成这一任务。于是晋景公就让解扬来了宋国。
结果解扬到睢阳城外被楚军截获，楚庄王让
解扬上到高处向城中喊话说晋国不会发兵救
宋国，劝宋国投降。解扬心生一计，当即同意，
上去后却向城内说：“宋国的朋友，我是晋国
的使者解扬，来向你们送信被楚军抓住了。我
告诉你们，我君马上就出兵援助你们，你们千
万要坚持住。”楚庄王要杀解扬，解扬毫不畏
惧，结果楚庄王怕惹恼晋国，把解扬放了。这
一次，晋国并没有给宋国任何实际上的援助。

这件事被 《左传》 记载了下来，虽然
“虽鞭之长，不及马腹”与“鞭长莫及”形
似而质已迥异，但后人还是借以表示距离远
而力量达不到。例句：“除掉腹地里几省外
国人鞭长莫及，其余的虽然没有摆在面子上
瓜分，暗地里都各有了主子了。”（清·李宝
嘉《官场现形记》第五十四回）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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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抗战胜利的果实

赶走日本侵略者，商丘人民的解放斗争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在解放战

争中，商丘党组织领导商丘人民，经历了短暂的和平时期、粉碎国民党的军事

进攻、进行战略反攻和建立人民政权等几个阶段。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中，商丘地区各级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赢得了商丘全境解放，组织建制由分

散走向统一，揭开了商丘历史的新篇章。

从1938 年5月商丘沦陷开始，商丘军民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浴血奋战，在豫、
皖、苏、鲁的接合部先后创建了分属于豫皖苏
边、冀鲁豫边的抗日根据地。

抗战胜利时，在商丘东部建有属于淮北
苏皖地委、专署的雪枫、雪商亳、雪涡、夏
邑、宿西县委和县政权；在商丘西部和陇海
铁路北的边沿区建有分属于冀鲁豫第十二、
十、十一地委、专署的睢县、民权、克威、
虞城、复程、临河等县委和县政权。虞城、
民权、永城县城也被我军解放。

在这些地区，我军分别驻扎着新四军三师
七旅，四师九旅、十一旅，八路军冀鲁豫军区九
团、十团、十五团、十七团、十八团、二十团、二
十八团、二十九团、三十团等正规部队，另外还
有若干地方武装，总兵力计6万余人。

抗战胜利后，商丘人民渴望过上和平的生
活，建设独立、自主、文明、富强的新中国。但

14年的抗战刚刚结束，在商丘还残存一些拒不
投降的日伪据点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已急不
可耐地向商丘调兵谴将，抢夺胜利果实。

1945 年 8月 25日，一直流亡在外的国民
党河南第十二专署的要员们，把驻地迁至民
权县芦庄，妄图控制民权、兰封、考城、杞
县、睢县等地。另外，国民党又在商丘建立
了河南省第二专署，以控制宁陵、柘城、鹿
邑、夏邑、永城、虞城等地，并任命一批县
长，堂而皇之地进驻各县城，接受日伪军投
降，轻易地抢占了除永城以外的商丘各县城
和交通要道。伪张岚峰部、庞炳勋部，都摇
身一变成为国民党反共先遣军。为抢占商
丘，消灭在抗日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共产党领
导的武装力量，国民党第五战区和十一战区
的 7个师 7万余人，于 1945年 9月初进驻商
丘；10月，从湖北调来的四十七军向水东解
放区进犯。一场新的较量已不可避免。

此时，国民党政府在力量对比中占有巨大
的优势。国民党披着“合法”的外衣，收编了驻
商伪军，其政权几乎控制了商丘主要城镇和交
通要道；军事力量对比悬殊，国民党军队总兵
力在 15万以上，而我军部分军队开赴桐柏山、
山东等地，正规部队大为减少。

但在这场战斗中，我军也有许多优势：得
到了社会各阶层、各界人士的支持；经过抗战
锻炼了军民，积累了丰富的对敌经验；中共商
丘各级党组织不断壮大，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和一定的军事基础；由于商丘重要的区位优
势，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历来把商丘地区的革
命斗争作为重要的战略棋子，给予了极大的关
注和领导。

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中央对商丘所属
战略区、中共党组织和部队领导体制进行了调
整。在商丘西部和北部，1945年10月间，冀南
和冀鲁豫从冀鲁豫分局中分开，恢复了冀鲁豫
区党委、军区。原冀鲁豫分局十二地委，改为

冀鲁豫区六地委，下辖睢县、克威、睢太、宁陵、
宁柘商等县委；原冀鲁豫分局十地委，改为冀
鲁豫区五地委，辖民权、虞城等县委；原冀鲁豫
分局十一地委，改为冀鲁豫区三地委，辖临河
县委和单虞办事处。接着，中央将淮南、淮北、
苏中、苏北4块解放区合并，建立了华中分局和
华中军区，行政上成立苏皖边区政府，原淮北
苏皖边二地委，改为华中分局八地委，辖雪枫、
夏邑、雪商亳、雪涡等县委。这些调整，加强了
党对商丘的领导，为商丘人民保卫抗战胜利果
实的斗争提供了组织保障。

在具体行动上，商丘军民也做好了对付
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准备：全力配合晋冀鲁
豫、山东、华中军区主力部队，粉粹国民党
通过鲁西南、豫东、津浦路西向解放区的进
攻；支持军区主力部队组建野战军主力，进
一步发展地方武装和民兵；建立和完善人民
政权；争取和分化瓦解敌军，扩大民主、爱
国、解放事业的统一战线。

1945年 9月中旬，国民党新任夏邑县长杨学震，在张岚峰
部第十九师千余人的护送下，前去夏邑县城受降。在夏邑西南
瓦房寺，杨学震队伍与苏皖边二分区骑兵部队相遇，被骑兵部
队俘虏百余人，余者在城内伪军的接应下进入县城。

杨学震进城后，收编了伪军，加强保安团队，并不时向
四乡出击，企图吞掉已解放的夏邑村镇。中共夏邑县委领导
县队和各区区队，或独立作战，或与分区主力部队相配合，
先后在县南和县东南，打垮了国民党夏邑县保安团的进攻，
消灭了国民党军两个连，俘虏连长以下数十人。接者，我军
在夏邑县东孔庄一带，击溃了国民党地方武装300余人及9个
镇公所的武装，拔除了县西桑堌集西韩庄伪据点，全歼伪军
一个连。我军的积极行动，迫使国民党军龟缩在县城不敢随
意外出，保卫了夏邑解放区的安全。

在夏邑之南的雪商亳县，1945 年10月15日突遭国民党永
城县长田中田所带部队的袭击，中共五区区委书记张光明、区
队指导员刘永澄及开明士绅何其夫等惨遭杀害。中共雪商亳
县委领导军民奋起反击，县总队和各区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持
下，先后进行了宋集、沙岗店、观堂等多次战斗，拔除敌据点十
余处，武装保卫了雪商亳解放区的安全。

对水东地区，国民党觊觎已久。1945 年10月初，国民党军
占领了水西各县城之后，继续向东推进。10月21日，国民党军
7万余人在其地方保安团队的配合下，向水东解放区中心区进
攻。面对国民党军的进犯，中共冀鲁豫六地委领导全区军民立
即行动起来，决心捍卫水东。

一方面，冀鲁豫六地委组织后方机关、学校等非战斗单
位迅速向陇海铁路北的冀鲁豫解放区腹地转移；另一方面，
组建党政军精干的指挥机构，率领分区主力部队及县区武
装、民兵，采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睢县、杞县、克威
等县实行坚壁清野，与敌周旋，伺机歼敌。10月底，冀鲁豫
军区二十九团从水西返回水东，与三十团会合。两团插到睢
杞南部交界地区，联手展开了马庄寨战斗，给敌人以沉重打
击。11月初，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发起邯郸战役和
津浦铁路徐济段战役，双双告捷。进犯水东的敌人连吃败
仗，陷于孤立之中，不得不于 1946年 1月退出水东。水东军
民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在进行水东保卫战的同时，冀鲁豫六地委和华中八地委积
极配合上级党组织，开展伪张岚峰部的统战工作，组织伪军起
义，壮大人民力量。这期间，我党先后组织了魏凤楼部五十六
师、杜新民部十八师和王继贤部五十五师的起义。

魏凤楼是河南西华人，1938年入党，中共特别党员。其
担任师长的伪张岚峰部五十六师，经中共地下党员杨木林、
杨春芙、戴德等人做工作，于1945年8月20日在淮阳县东夏
亭宣布起义。该师起义官兵近4000人被编为冀鲁豫军区豫东
第一纵队。

杜新民是安徽省凤阳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失去
组织联系，1942 年重新入党，时任伪张岚峰部十八师师长。中
共中央平原局、冀鲁豫区党委、水东地委、开封工委等党组织和
新四军第四师，先后派王飞霄、姜达生、卢谓、刘鲁民、李杰等到
杜部，协助和配合杜新民的工作，掌控了十八师。1945年 9月
20日，杜新民率4000余名官兵在永城县酂城宣布起义，被编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二军。

王继贤是原热河省围场县（今河北省）人，1931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后失去组织联系，1945 年重新入党。在杜新民率部起
义后，时任伪张岚峰部五十五师副师长的王继贤，在冀鲁豫区
党委和淮北区党委的领导下，于 1946年 1月 6 日率 400余名官
兵在夏邑起义，开赴冀鲁豫解放区整编，不久编入像东纵队，成
为豫皖苏二分区的基干武装。夏邑县城也在这次起义中获得
第一次解放。 （市委党史研究室为采访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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