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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繁星”系列之一百一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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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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尽筋疲

“力尽筋疲”又称“筋疲力尽”。我们在自
己或别人做什么事情累得极度疲乏、一点力
气也没有了的时候，总会用这一成语来形
容。典故出自南宋初年丞相李纲的《病牛》
诗。

李纲，字伯纪，两宋之际抗金名臣，民族
英雄。宋徽宗政和二年进士，历官至太常少
卿。宋钦宗时授兵部侍郎、尚书右丞。李纲
任京城四壁守御使时，金兵入侵汴京。李纲
团结军民，多次击退金兵，为北宋立下很大功
劳，但却遭到投降派的排斥与诬陷，被罢去官
职。宋钦宗在被金人所俘前夕又想起用李
纲，任命他为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事，但
已无济于事。当李纲在长沙得知此命时，北
宋已经灭亡。

后来，宋徽宗的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南京
（今商丘）登基，建立南宋，是为宋高宗，召李
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右相），让李纲
速来南京就任。

李纲任丞相后，一心打败金兵，迎回被金
兵掳走的宋徽宗和宋钦宗，恢复宋朝。他殚
精竭虑，废寝忘食，煞费苦心，为高宗赵构谋
划，向赵构上“十策”，虽然没被赵构完全采
用，但使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混乱状况
急速好转，宋朝中兴初现希望。

当时，主战派与主和派斗争激烈。李纲
对金人一力主战，置身于两派斗争的风口浪
尖上。赵构有两个最要好的人：黄潜善、汪伯
彦。黄、汪是铁杆主和派，且有一力主和的张
浚等一伙人。李纲为人耿直，与他们进行坚
决斗争，因此结下仇怨。黄潜善、汪伯彦等竭
力主张向金人割地求和，建议把黄河以北的
土地割给金人。李纲坚决反对，并慷慨陈词：

“祖宗疆土，应当死守，一尺一寸都不能让给
敌人！”针对北宋以来军政腐败，李纲颁布新
军制二十一条，整顿军政，在沿江、沿淮、沿河
建置帅府，实行纵深防御，并亲自率兵收复失
地。主和派却对他鸡蛋里挑骨头，千方百计
诬谄他。昏庸的赵构最后听了主和派的话。
结果，建炎元年（1127年）八月十八日，李纲被
罢职。

李纲在南宋首都──应天府南京主政仅
七十五天。被罢职后，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所做的军事防御设施全被撤除，他所任的将
帅也被撤职。李纲好不容易使之转好的抗金

形势从此急转而下。最终的结果是，金人趁
势加强南侵，黄潜善、汪伯彦等人不主张抵
抗，撺掇赵构南逃，赵构于当年十月初一离开
商丘，向南逃跑，宋朝恢复的希望破灭。宋人
诗中对李纲评价说：“追数中兴相，公居第一
人”，“整顿乾坤第一人，堂堂真相足仪型”，

“材大古难用，功多忌更多；忠怀冲日月，谗口
肆风波”。（《梁溪全集》附录张致远、陈公辅、
曾开挽诗）

李纲罢职之后，投降派又将更多的污水
泼在他身上。李纲《建炎进退志》说，在他罢
职后，主和派“又言余倾家赀以犒叛卒，为绯
巾数千顶与之，遣弟迎贼，阴与之通，朝廷不
复究问其实，有旨落职，令鄂州居住。谗谤如
此，自非上恩保全，有以照见其无他，虽欲处
江湖之善地，岂可得也？闻命即由江东西以
抵武昌，适江上盗贼纷扰，权寓居于属邑之崇
阳僧舍中。暇日，阅建炎初备位宰司日记，追
思以迂拙甚陋之姿，荷上知遇，付以国事，当
轴秉钧才七十有五日，竟以谗罢。曾无涓埃

之补，而罪衅之积有逾丘山，尚窃廪禄饱食而
逸居，惭赧深矣。然余既罢之后，张所亦以罪
去，傅亮辞以母病，不赴行在而归陕西，招抚
经制司皆废。车驾遂东巡，而两河郡县皆陷
于贼，金人以次年春扰京东西，深入关辅，残
破尤甚，此岂人力也哉。”

李纲为宋朝的命运慨叹，但自己已无能
为力。想起自己为宋朝像老牛一样倾尽心
力，最后只落下因操劳过度而多病的身体，追
忆在南京的日子，便写下《病牛》一诗，采用拟
人手法表达自己的抱负和心情：“耕犁千亩实
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
辞羸病卧残阳。”大意是：牛为主人辛勤耕耘
了千百亩田地，主人粮谷满仓，可是又有谁对
累得一点力气也没有的老牛表示同情和哀怜
呢？只要大众百姓都能吃饱饭，哪怕累得爬
不起来也心甘情愿。“力尽筋疲”本来是李纲
引用唐代韩愈《论淮西事宜状》中语，而由于
李纲的这首诗不但让当时的人们感动，也让
后来的人们感动，影响力极大，后来人们就用

“力尽筋疲”来形容累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力尽筋疲”才成了成语。

例句：清代李渔《奈何天·筹饷》：“趱军
粮，我这里力尽筋疲，舌敝唇焦，并不见些儿
饷。”刘大白《驾犁》诗：“驾犂，驾犂！老农獃
气！拉牛耕田，力尽筋疲。” （26）

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中）

建于抗战初期的中共永城工委，在永城沦陷后停
止了活动。为开辟永城中心区，1939年 2月，游支进
驻永城三区书案店后，一方面协助国民党永城抗日县
政府荡涤县城周围日伪据点和汉奸土匪武装，一方面
发展中共永城地方党组织。

1939年3月上旬，游击支队首先恢复建立了永城
一区区委，接着相继成立了二区、三区、四区和五区区
委。在此基础上，游击支队于1939年4月正式成立了
中共永城县委，游击支队派部队干部寿松涛任县委书
记，盛税堂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先舟任宣传部长。

寿松涛是浙江诸暨县人，1900年11月出生，1926年
1月入党，1938年在陕北抗大学习后，受党中央和河南
省委的派遣，随彭雪枫进军豫东，在国民党永城县长
蔡洪范部做统战工作，任中共派驻蔡部的正式代表。
国民党永城县政府瓦解后，彭雪枫为加强中共永城地
方党组织的领导，便派寿松涛主持永城县委的工作。

中共永城县委成立后，又建立了六区委，并大力
发展基层党组织，清除不纯分子，积极发展抗日武装，
建立县、区、乡抗日民主政权。1939年6月10日，共产
党领导的皖苏边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永城县政

府成立，县长由徐风笑担任。此后，永城又相继成立
了6个区政府、区大队，35个乡政府和乡队。

为了给中心区的开辟提供经济支撑、保证部队供
应，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永城县委、县政府努力开展
战时经济工作，增产节约，广开财源，筹粮筹款，发行
钱币。1939年7月，永城县政府在边区率先印制发行

“永城县流通券”12万元，作为全边区的法币正式使
用，抵制了伪钞的流入。其后又发行30万元，以满足
公私货物流通的需要。一直到 1940年秋，边区印发

“抗币”后，流通券才停止使用。
中共永城县委、县政府在发展战时经济的同时，

十分注重文化教育事业。1939年10月，县委以《拂晓
报》为榜样，创办了边区第一家县报——《永光报》。
此后，又组建了20余人的永光剧团，在全县各区轮流
演出。在教育上，县委、县政府除了协助游击支队在
永城举办随营学校、抗大四分校和抗日联中外，在已
建立区乡抗日政权的中心区，恢复了沦陷后停办的小
学校；在游击区开办敌来放学、敌走上课的“游击学
校”；在农村青壮年民兵中，举办冬学识字班，很好地
配合了抗日宣传工作。

新四军游击支队的发展和壮大，直接促进、带动了中共商丘地方党组织的发展。在永城，游击支队帮
助中共永城县委和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在睢杞太，游击支队开辟睢杞太抗日游击区，帮助建立睢杞太抗敌
自卫总团；游支还广泛开展统战工作，与抗日的国民党军队建立了统战关系，使开辟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
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1939年 11月 6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化名胡服，
来到新四军暂编第六支队司令部所在地涡阳新兴集视察。

新兴集又称龙奶庙，位于安徽省涡阳县北部，与永城县南部
接壤。1939年 9月 6日，游支司令部由永南书案店移驻于此。
而新四军暂编第六支队即是之前的新四军游击支队。1939年
11月2日，游击支队更名为新四军暂编第六支队。1940年2月1
日正式公布番号为新四军第六支队。1940年6月彭雪枫所率六
支队与黄克诚南下部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7月黄克诚率
部东进后，四纵进行了重新整编。1941年2月，四纵改番号为新
四军第四师。

刘少奇到达新兴集后，顾不上休息，便认真听取了彭雪枫、
吴芝圃等人的工作汇报。刘少奇听后高兴地说，支队的发展和
游击区的扩大，证明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进军敌后、巩固华北、
发展华中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也证明了毛主席说的在平原地
区开展抗日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完全可能的。

第二天，十月革命节，刘少奇参加了游击支队纪念十月革
命大会，检阅了部队，并作了重要讲话。接着，他又召开了军队
和地方县团以上干部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关于在敌后建立政权
的指示。在讲话中，对于为什么建立政权和怎样建立政权作了
详细阐述。刘少奇的一系列指示，给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在他视察离开后，六支队和豫皖苏边区党
委进行了认真的贯彻落实。彭雪枫、吴芝圃、刘瑞龙（留豫皖苏
任区党委副书记）等拟定了地方工作要点，决定先在永城进行减
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实行合理负担的试点，之后总结经验全
面推广。并从部队抽调大批干部，帮助根据地各县建立和发展
党的基层组织，自下而上普遍建立农抗会、妇救会、青抗会、儿童
团等各种群众组织，大力加强地方工作。为减轻边区人民负担，
繁荣边区经济，还在新兴集一带开设了工厂、医院、商店和其他
服务性行业。

六支队和豫皖苏边区党委遵照刘少奇的指示，进一步加强
边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充实健全了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召开
了边区各界人士代表大会，成立了边区政权的最高领导机构——
豫皖苏边区联防委员会，以及边区参议会、宪政促进会等统战组
织。至此，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基本完成了开创工作。边区
下辖睢杞太特委，路南地委，涡浍地委，皖北特委，皖东北工委，
领导萧县、永城、夏邑、宿县等 4个县政府，及怀蒙、怀凤、宿南、
亳北、涡北 5个办事处和睢杞太抗日游击区的部分基层政权。
抗日根据地由开辟、初建，进入了稳定、建设和发展时期。

（市委党史研究室为采访提供帮助）

睢杞太地区，在新四军游击支队东进后开辟抗日
游击区，睢杞太地方党组织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不断
发展壮大自己，有力地配合了中心区根据地的开辞。

1939年 1月，中共豫东特委跟随游击支队东进，
为了坚持睢杞太地区的斗争，留下了支队参谋王介夫
与当地党组织一起领导睢杞太地区的抗日斗争。
1939年2月2日，睢杞太抗敌自卫总团成立，总团长是
孟紫垣，副团长是王介夫。睢杞太各地先后建立了22
个分团，其中睢县有长岗、王行、线张、船李、姬房李、
岳庄、潮庄等分团，使睢杞太地区的抗日游击战成为
群众性的全民抗战。其后，吴芝圃率部回征睢杞太，
与杨得志率领的八路军冀鲁豫支队和从延安来豫皖
苏工作的干部会合后，与抗战自卫总团一起纵横睢杞
太地区，扫荡日伪顽匪，开辟了以睢县潮庄、太康龙曲
和杞县板木集为中心的抗日游击区。

1939年 4月睢杞太特委建立，马庆华任书记，下
辖睢县、杞县、太康、民权四县工委，并领导准阳、通许

等县的工作。同时，还成立了睢杞独立大队，马庆华
兼大队长和政委。同年7月，睢杞独立大队与睢杞太
抗敌自卫总团合并，成立了睢杞太独立大队，马庆华
任政委，冯警宇任大队长。

马庆华是回族，1914年生于河北廊坊，1937年10
月入党，1938年 2月任中共杞县中心县委委员，一直
在睢杞太地区坚持和领导武装抗日斗争。马庆华任
中共杞太特委书记后，曾率领睢杞太军民，频频打击
敌人，努力粉碎日伪的经济封锁和一次次“大扫荡”。
不幸的是，他在 1939年 8月与日军战斗中壮烈牺牲，
年仅25岁。

马庆华牺牲后，睢杞太地区的工作曾一度陷入被
动局面。为扭转时局，中共豫皖苏边区党委派张先舟
负责睢杞太特委的工作，并兼睢杞太独立大队政委，
任命冯胜为独立大队大队长。他们到达睢杞太后，领
导睢杞太军民接连打了几个胜仗，重新振作了士气。

在永南涡北中心区和睢杞太抗日游击区开辟之

际，商丘所辖之永北、夏邑、虞城、民权一带，在苏鲁豫支队和冀
鲁豫支队的帮助下，也恢复建立了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
权。其中，苏鲁豫支队七大队开辟的夏永砀等陇海铁路南地区
党组织、政权及部分武装，于1939年11月移交新四军游击支队
和中共豫皖苏边区党委管辖，成为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一部
分。苏鲁豫支队开辟的单（县）、虞（城）边地区即现在虞城陇海
铁路北地区，成为湖西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冀鲁豫支队开辟
的民（权）、曹（县）、商（丘）、兰（封）、考（城）边地区，成为鲁西南
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

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

睢杞太抗日游击区的开辟

永城抗日民主政权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