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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九晚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贾若晨

源于商丘的成语典故源于商丘的成语典故
不可胜数

“不可胜数”中的“胜”为“尽”的意思，即
数也数不过来。形容数量极多。

这一成语出自宋国人墨子的著作《墨子·
非攻中》。

“非攻”是墨学的重要范畴，是墨子军事
思想的集中体现，同时也包含着丰富的政治、
哲学、科学、文化、伦理思想。墨子主张“兼
爱”，其实质是“爱利百姓”，以“兴天下大利，
除天下之害”为己任。所以墨家的言论、行
动，皆以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为准绳。当时
战争频仍，土地荒芜，死者遍野，民不聊生，广
大人民群众渴望弭兵息战，休养生息。墨子
体察到下层的民情，代表小生产者及广大百
姓的利益，提出了“非攻”的主张，是有积极
意义的。自古及今，不论什么形式的战争，
其受害最深的首先是人民群众。战争是杀
人的机器，战争之中，妇幼老弱一概难于幸
免。《墨子·非攻中》说：“今攻三里之城，七里
之郭……杀人多必数于万，寡必数于千。”在
《非攻中》篇里，墨子连用八个“不可胜数”，揭
露了战争直接杀人和间接杀人的残酷性。他
还指出，战争除“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尽不
可胜计”之外，老百姓因战争贻误农时，“居处

之不安，食饭之不时，饥饱之不节”，冻馁、疾
病等原因而死亡者，就更“不可胜数”。百姓
在连年不断的兼并战争中，欲生不得，欲活不
能，这是多么残酷的现实。然而，当时的王公
大人，为了自身的利益，根本不顾人民死活，
屡屡攻伐无罪之国。《非攻下》描绘了一幅惨
景：“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
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劲杀其万民，覆其老
弱，迁其重器，卒进而柱乎斗……”面对严酷
的现实，墨子大声疾呼：罪恶的战争，兼国覆
军，贼虐万民，剥振神位，倾覆社稷，百姓离
散，废灭先王，这难道有利于上天吗？有利于
鬼神吗？有利于百姓吗？

涉及“不可胜数”的一段话原文为：“子墨
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情欲誉
之审，赏罚之当，刑政之不过失。是故子墨子
曰：古者有语：谋而不得，则以往知来，以见知
隐。谋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师徒唯毋兴起，
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以冬夏为者也。春

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废
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今
尝计军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拨劫，往而
靡弊腑冷不反者，不可胜数。又与矛、戟、戈、
剑、乘车，其列住啐折靡弊而不反者，不可胜
数。与其牛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
反者，不可胜数。与其涂道之修远，粮食辍绝
而不继，百姓死者，不可胜数也。与其居处之
不安，食饭之不时，饥饱之不节，百姓之道疾
病而死者，不可胜数。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
尽不可胜计，则是鬼神之丧其主后，亦不可胜
数。”用现在的话说应是：墨子先生说：“现在
的王公大人治理国家，确实想责备和赞扬谨
慎，奖赏和惩罚得当，刑法政务没有过失。”所
以他说：“古代有句话：谋划不成功，就用过去
的事情推知未来，以明显的事情推知隐蔽的
事情。如此谋划就可以达到预想结果了。”现
在军队出征，冬天害怕寒冷，夏天害怕炎热，
这是说军队不可以在冬天夏天出征。春天就

荒废了百姓的耕作种植，秋天就荒废了百姓
的收获。现在荒废了一个季节，那么百姓因
为饥寒冻死饿死的人将不可计算。现在尝试
计算一下军队的状况：竹箭、羽旄、帐幕、战
甲、大小盾牌、马铃，因为出征而损坏腐烂而
不能返回的不可计算。又如矛、戟、戈、剑、战
车，因为出征折断损坏而不能返回的不可计
算。又如牛马肥壮而去，瘦弱而返，因为死亡
而不能返回的不可计算。又如因为道路遥
远，粮食运送断绝而不能相继，百姓死亡的又
不可计算。加上生活不安定，吃饭不按时，饥
饱不调节，百姓在路上因为生病而死亡的不
可计算。死亡的士兵不可计算，丧失的军队
不可计算，那么鬼神丧失后代祭祀的也不可
计算。

因为墨子是墨家的创始人，《韩非子·显
学》第五十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
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说明显学与
儒学是并称的，在我国历史上影响极大。由
于《墨子》原文多次说到“不可胜数”，后来“不
可胜数”就成了成语，被广泛应用。如西汉司
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纷纶威蕤，堙灭
而不称者，不可胜数也。”明代冯梦龙《喻世明
言》卷二十二：“一时乱将起来，舳舻簸荡，乍
分乍合，溺死者不可胜数。” （21）

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上）

■

1938 年 9 月 30 日，中共河南省委派军事部长
彭雪枫率 373人的东征部队，从豫南竹沟出发，向
豫东挺进。在东征部队进军豫东之前，为了解豫
东情况，彭雪枫以八路军总部参谋处长的身份，于
7月底 8月初到豫东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先后派出
沈东平领导的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和萧望东率领
的先遣大队（简称萧大队），东渡黄河，开赴睢杞太
地区，配合三支队先期进行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
工作。

西华部队进入睢杞太后，在潮庄附近消灭了土匪
武装董尉亭部300余人，后进驻睢县朱庄、孔庄一带
活动。7月 28日侦查获悉以少将赖谷启为支队长的
日军 33旅团一个小队七八十人由睢县县城到河堤
岭伪据点后，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兼豫东特委书记沈
东平决定当日在县马路口伏击日军。此次战斗中，
沈东平和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的 17名勇士，在毙伤
50多名敌人后壮烈牺性，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开辟
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奠基乐章。

东征部队经过8天的急行军，于1938年10月8日
到达西华县境内，中共豫东党组织遵照省委“在政治
上准备动员民众来欢迎拥护它，并设法扩大之，使
之成为我们在豫东开展游击战争的旗帜及基本力

量”的指示，进行了充分准备，吴芝圃、杜隶生、王静
敏等人带领三支队，萧望东等带领先遣大队，会集
杜岗，迎接东征部队的到来。

1938年 10月 10日，中共豫东特委扩大会议召
开，会议研究开辟建立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方略，明
确了“继续向柘城、鹿邑、亳县、夏邑、永城、涡阳、蒙城
一带前进，积极打击敌伪，消灭汉奸武装，发展人民抗
日力量”的任务。新的豫东特委领导机构因此组建。
新机构中，书记为吴芝圃。

吴芝圃，原名吴殿祥，是河南杞县人，1906 年
生，1925年加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
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杞县县委书记，开封市委委员
兼组织部长，考城县委书记，偃城工委书记。抗战
爆发后，他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中共豫西特委书
记，河南省委组织部长。

1938年 10月 12日，三支队、萧大队与东征部队
在杜岗统一合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简称游支），东征
部队由原来的373人扩大到 1020人。彭雪枫任游支
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震任参谋长，萧望东任政治
部主任，岳夏任秘书长，中共豫东特委书记吴芝圃
任副司令员。由此，中国共产党成功迈出了在豫皖
苏边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第一步。

1938年9月，日军决定集中兵力进犯武汉。为了牵制敌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共六届六
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
为了完成这一战略任务，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八路军总部分别指示河南省委和八路军115师343旅
685团，向豫皖苏边和苏鲁豫皖边挺进。中共商丘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根据省委的指示，
积极配合和参与这一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游支进驻书案店地区后，把民众看作自己的生命线，把和民
众的合作看作进行一切工作的杠杆，着力进行团结群众、宣传群
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工作，坚决为民众的利益而斗争。不
仅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扰害老百姓，而且帮助群
众排忧解难，受到群众的衷心爱戴，被称誉为“天下文明第一军”

“尧舜仁义之师”。
当时春荒严重，再加上日伪的“扫荡”和“三光”政策，当地群

众生活艰难，部队给养短缺。游支为减轻群众的负担，决定卖战
马买粮，以解决部队最低标准的生活供应，并且发起节食运动慰
问困难群众，深深打动了永城人民的心。他们发自肺腑地唱起
了赞颂彭雪枫的歌谣：“彭司令真正强，谁提起来谁夸奖。你种
地他帮忙，你打麦子他扬场；日本鬼子来扫荡，抗战拿起手中
枪。军民团结一条心，打跑鬼子保家乡。”而彭雪枫卖马的故事，
更是在群众中广为传颂。

1939年春天，书案店群众自筹资金，在村西门给新四军游
击支队立了一尊高大的石碑，上刻对联“救民涂炭恩泽同山河并
寿，益国磐石功勋共日月齐光”，横额“民族长城”，盛赞这“天下
第一军”。

为了帮助当地群众发展农业生产，改善自然条件，彭雪枫亲
自带领支队干部和农民代表，查看地形，决定开挖沟渠，根治水
患。1939年 9月第一期工程动工，彭雪枫又带领指战员到工地
与农民一起劳动，大干十几天，挖了 10多华里的排水大沟。之
后又搞了第二期工程。当地群众把排水沟亲切地称为“新四沟”
或“雪枫沟”，并在渠首立碑纪念。碑的正中镌刻“新四沟碑记”5
个大字，两边刻有对联，上联“前引前导与五亿胞泽谋乐利”，下
联“耐苦耐劳为三区广众造腴田”。至于广大人民自发地给游支
送去慰问信和慰劳物资的事情更是经常发生。

1939年10月5日，永城裴桥乡救国会代表和妇女儿童团代
表，吹着喇叭，放响鞭炮，抬着慰劳品到部队慰问。他们在慰问
信中写道：“司令员及全体武装同志：你们为了国家、民族努力抗
战到底，到处除匪奸，打击日寇，费心费神，真是劳苦万分。敝会
谨向裴桥、和顺两乡民众劝募了一点慰劳品及一些国币，望祈笑
纳是荷，致以革命敬礼！计送上棉花三百斤，金针菜一蒲包，肥
猪两口，鞋子四十双，国币五十元……”

1939年10月5日《拂晓报》上，彭雪枫在叙述书案店时期的
生活和军民感情时写道：“我们经常在饥荒困苦中过日子。寒冬
雪天，部分同志尚着单衣；炎夏热天，还贴着掏出棉花的烂夹
衫。书案店五个月的‘高粱馍’，锻炼了同志们的胃口。大家没
有薪俸不要薪俸，就是一个月照例一块钱的零用费，一年以来，
一共仅发了四次。一个人三个月支配着这唯一的一块大洋。然
而凭着民族战士们的觉悟程度，布尔什维克党员们的坚定性，从
来没听见过一个同志叫过苦的。”“战斗文化生活把大家裹在一
起，打成一片。人们忘记了忧愁，不在乎困难，而且决心克服了
困难。”“虽然大家没有薪俸，然而并不是没有‘报酬’的，而且报
酬还超过了薪俸的十倍百倍。那报酬是光荣的，是切实的，是最
能提高斗争情绪的。什么是我们的报酬呢？我们的报酬是广
大群众对我们至诚的爱护，他们用送‘万民伞’‘万民旗’以及立
石碑等古老的方式来表示他们对抗日军的拥护和‘歌功颂德
’。过年过节，他们连续不断，相互竞赛，鼓乐喧天，抬着慰问品
堆上门来。他们关心着我军的战斗，当侦探，送消息，抬伤兵，帮
看护，甚而至于配合作战。他们拿‘天下文明第一军’的荣誉称
呼加在同志们头上。他们如家人父子兄弟姊妹一般的关怀，对
待着全体同志，这真是使我们感激，使我们振奋！”

1938年 10月 24日，游支渡过新黄河向鹿邑挺
进，在淮阳的窦楼与日军遭遇，打响了出征豫东的第
一仗。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游支大获全胜，击毙敌
首林津少尉，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部
队士气。接着，部队进入鹿邑，短期休整后，到达睢杞
太地区。

在雎县，游支奇袭西陵寺，消灭了汉奸马培善的
伪区队，彻底摧毁了伪据点。此后，游支又在榆厢铺
歼灭伪一区公所300余人。来回转战一个多月，游支
初步打开了睢杞太地区的抗战局面，得到广大人民群
众的拥护和支持。紧接着，睢县二团队600余人和船
李村抗日武装 80余人一起加入游支，进一步壮大了
游支的力量。在 12月份的白马驿整编时，游支主力
已达到1735人，武器有步马枪1020支，短枪90支，花
机枪10挺，轻机枪17挺，重机枪1挺。

游支在白马驿整编后，于1939年1月进入永城县

境。在永城人民的大力支持和永城抗日武装的积极
配合下，游支很快荡清了永城四乡的日伪和土匪，开
辟了永（城）南、涡（阳）北中心区，司令部落脚永南书
案店（后迁往涡北新兴集），为创建豫皖苏抗日根据地
找到了中心立足点。

1939年4月以后，永城抗日学生队和鲁雨亭抗日
游击队千余人，先后加入了游支，使游支力量大增。
随后，彭雪枫率部进军准上，扩军千余人。吴芝圃率
队再征睢杞太，组建了睢杞大队。在短短的几个月
中，游支力量又从1735人迅速发展到6472人，下辖3
个主力团，1个总队，5个大队，3个独立营和睢杞大
队，武器有步马枪3709支，轻机枪57挺，重机枪6挺，
迫击炮6门，成为一支威武雄壮之帅。

游支的发展和壮大，直接促进、带动了中共商丘
地方党组织，特别是永城、睢县等党组织的发展，并在
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进一步壮大。

“天下文明第一军”

白马驿整编

杜岗会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