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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繁星”系列之一百一十二

连载

■刘秀森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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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开一面

因为夏朝的最后一个帝王桀极度腐败，
大臣们屡谏不止，使百姓陷于水火，人民怨声
载道，商汤顺天应人，推翻了夏朝，建立了商
朝。商朝建立之后，亳成了商朝第一个都城，
三千诸侯来亳朝拜。商汤召集诸侯发布命
令，命诸侯必须以百姓的利益为上，对百姓实
行宽松政策，努力发展农业和手工业，而且严
厉惩治腐败，使被夏桀破坏的古代文明进步
得以恢复。商汤的仁政被其后的商王继承，
使商朝得以前后相传17世31王，延续500余
年。商汤“网开三面”的故事一直流传于人们
之口。到商朝最后一个帝王（商纣王）时，忘
记了商朝的优良传统，像夏桀一样腐败，于是
商朝灭亡，周朝建立。而“网开三面”这一成
语一直被人沿用。

后来在历史进程中，人们觉得，像商汤那
样圣德的帝王实在难遇到了，各级官府由于
种种原因造成的腐败，祸及百姓，百姓往往有
冤枉不得伸。民不堪受，欲求网开三面未免
太奢望了，觉得能网开一面就谢天谢地了。
于是就把实行宽大政策而放人一条生路说成
了“网开一面”。“网开一面”由“网开三面”转

化而来。其中“开”字的含义也自然而然地发
生了变化。“网开三面”的意思是将网“去其三
面”，“开”即“去掉、撤去”的意思。而“网开一
面”中的“开”，是将张挂于四面的网“打开”一
面的意思。

关于“网开一面”这一成语的形成，相传
有一个故事。

据说，历史进行到汉朝的时候，汉武帝喜
欢狩猎。当时，黄河支流的渭河右岸又有一
条支流，名为沣河，位于关中中部、西安西南，
那一带水草丰美，珍禽异兽很多，汉武帝便在
沣河一带建了一个面积很大的皇家狩猎场。
之后，每当皇帝狩猎时，众多随从就会从东南
西北四个方向分别张开大网。然后，人们便
会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围拢过来，且手执弓
箭等猎具，野兽如有伺隙逃跑者，就会被弓箭
等猎具致死，被人收进囊中。动物于惶惶中

拼死逃命，死者无数，场面十分惨烈。这种情
况一直持续到唐朝。在这一进程中，有的皇
帝为了显示自己仁慈、有好生之德，就派人在
南面或北面将大网打开一面，形成一道缺口，
使野兽有逃命的机会。至于珍禽异兽们的生
死去留，就让天意来决定。如此，便会有一部
分动物因此得以逃生。民众对皇帝的仁德深
为感动。后来那里成了南北两个村庄，为了
纪念皇帝之德，南面的那个村庄就名为“南
张”，意为那里曾是皇帝猎场的南部，皇帝曾
在那里命人将捕猎野兽的网“张”开一面，让
不该被猎的鸟兽逃走；北面的那个村庄就名
为“北张”，意为那里曾是皇帝张网的北面，皇
帝曾在那里将捕猎野兽的网“张”开一面，让
不该被猎的鸟兽逃走。“南张”“北张”的地名
便由此而来，皇帝“网开一面”的故事也流传
了下来，“网开一面”就成了成语，人们便用来

比喻心慈手软、宽大为怀。时至今日，南张村
戏楼台上还镶有一块唐朝永徽年间的村志碑
石，上面刻有一段文字：“天有好生之德，人当
效之，网开一面，不绝珍禽异兽。南张一面，
放南山之鹿，北张一面，放沣滨之麋。”说明汉
朝或汉朝之后的朝代确有皇帝这样做。这便
成了“网开一面”这一成语典故产生的证明。

无论是“网开三面”还是“网开一面”，意
思都是实行宽大政策，给人一条活路。“网开三
面”的成语源于商汤，“网开一面”是由“网开三
面”转化而来，其初源也是由于商汤的故事。

在历史上的典籍及文艺作品中，人们有
时用“网开三面”，有时用“网开一面”，比喻发
慈悲之心，采取宽大态度，给人一条出路。

例句：“插翅难飞，体上天好生之德，网开
一面，谕令尔等速速投降，免遭杀戮。”（姚雪
垠《李自成》第一卷第十二章）

我们在戏剧中常看到有犯法或违反道德
的人在受到严厉惩罚时，会向掌权者苦苦求
情：“小人知罪。请老爷网开一面，扬好生之
德，给小人一条生路吧……”即便是被冤枉的
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也不得不这样忍冤
央求。 （39）

根据地抗击日伪顽匪进犯

“1939年 12月开始，日军接连向豫皖苏边区的萧宿
永地区发动了冬季和春季“扫荡”。

1939年 12月中旬，驻萧县、永城、宿西等地的日伪
军1000余人（内有骑兵数百名），分3路“扫荡”萧宿永地
区的我方部队，占领了王白楼、李石林、刘河等地。这次

“扫荡”时间长达半月之久，日军“扫荡”的主要目的是抢
粮。

新四军一、三总队和地方武装 400余人开展了反
“扫荡”斗争。我军开始时以营为单位，分散游击，迷惑
敌人，疲劳敌人，寻找有利战机。12月底，我军又派一
营兵力深入萧永边敌后，不期在刘河与敌骑兵相遇，最
后在战斗中给予敌人沉重打击，迫使敌人于 28日撤
退。敌人的冬季“扫荡”至此被粉碎。

在 12月底粉碎敌人的冬季“扫荡”后，我军又于
1940年三四月间，粉碎了敌人的春季攻势。1940年 3
月，日军驻徐州二十一师团，为了合击萧宿永地区，又纠
集了萧县、宿县、砀山、黄口车站和永城等地部队，组成
步、骑、炮联合部队，分5路对我方发起春季“扫荡”。

当时，我军在萧宿永地区活动部队更有5000余人，
虽然未经整训，但各部队配合密切，采用机动灵活的游
击战术打击敌人。反“扫荡”行动从3月17日一直持续
到 4月 1日，我军在萧永大地上夜袭张大屯，围攻王白
楼，血战阎井、丁楼，伏击永砀路，激战李黑楼，作战 20

余次，毙伤日伪军 1500多人，其中包括日军佐野联队
长、北山大尉、板木平什少尉多名日军军官。

反春季“扫荡”中的李黑楼战斗激烈悲壮，尤其值得
铭记。4月 1日，鲁雨亭部在芒砀山西南脚下的李黑楼
村区域与近千名日军激战一整天，打退了敌人数次进
攻，134名壮士的鲜血染红了芒砀山麓，日寇留下300余
具尸体狼狈逃窜。但不幸的是，鲁雨亭总队长在这次战
斗中壮烈殉国，时年41岁。

鲁雨亭，原名鸿逵，字羽亭，1899年生于永城县山
城集，1939年入党，在开辟和保卫豫皖苏边区根据地的
斗争中，功勋卓著。为了纪念他，豫皖苏边区党政军委
员会，于1940年4月3日作出关于纪念鲁雨亭同志壮烈
殉国的决定，将永城山城集改为雨亭集。4月 14日，六
支队政治部在新兴集精忠堂召开了追悼大会，彭雪枫致
悼词，高度评价鲁雨亭是“执行党的政策的模范，是个人
服从组织、党员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的模范，是拥护
党的决议、服从党的纪律的模范，是效力以为党、精忠以
报国的模范！他是一个只知有党不知有己、只知有国不
知有家的真正的出色的民族的布尔什维克英雄！”

4月18日，彭雪枫又在《拂晓报》上专门撰文悼念鲁
雨亭，他说：“豫皖苏边最大的不幸，最大的损失，最沉痛
的日子，是在这一次反‘扫荡’的胜利中失去了我们的雨
亭同志！失去了一个最亲密的战友！”

根据地军民反摩擦斗争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改
变了对待国民党的方针，由过去的以军事进攻为主改为政
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国民党方面也因此改变了对
共产党的方针，出现了投降日寇、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加紧反共活动的倾向。中共中央已预见到国民党顽固派
在抗战中可能出现的动摇妥协和分裂倒退的危险，在1939
年 8月 19日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
犯人”的自卫原则，对国民党顽固而未开化的军队（简称顽
军）制造的摩擦和进攻，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和
还击。

1939年 12月至 1940年 3月，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
共高潮，商丘土顽（即指地方性的反动顽固武装）蒋心亮部
和窜踞永夏边境的国民党地方部队，从 1940年年初开始
就不断制造摩擦事件。4月以后，摩擦进一步加剧。他们
多次夜袭区乡民主政权办公处，逮捕、枪杀、活埋抗日工作
人员和家属，据不完全统计，2月至5月间，被他们枪杀、活
埋的抗日人员竟有 50多人。他们还胁迫民众开会，宣传
汉奸主张，并且策动夏三区抗日区队30人枪哗变，以致配
合日伪“扫荡”，包抄新四军的后路。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进攻，豫皖苏永夏中心区军
民高举“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斗
争，反对倒退”三大主张，根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
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
争和坚决还击。

1940年 2月 16日夜，蒋心亮部中队长夏俊杰，率兵袭
击永城四区曹集办公处和夏三区杨楼办公处，枪杀办公处
工作人员20余人，将公款、文件和附近民众的财物洗劫一
空。事件发生后，新四军六支队即以政治部的名义发布
《告民众书》，要求“给这些汉奸丑类、民族版徒、人民公敌
以无情的打击”。2月25日，在新兴集召开万人大会，永城
麻仲集妇救会主任陈老太太代表群众发言，愤怒声讨顽固
派的罪行。1940年5月，永城独立团在夏邑会亭集一举歼
灭了蒋心亮部夏俊杰、夏立亭部，俘获百余人，并将两匪首
击毙，粉碎了蒋心亮在商丘制造摩擦的企图，保卫了根据
地的安全。

（市委党史研究室为采访提供帮助）

在豫皖苏边中心区军民进行反“扫荡”的同时，睢杞
太军民也在战斗着。在中共睢杞太特委书记马庆华牺
牲后，豫皖苏边区党委于1939年11月派韩达生任特委
书记（1940年 1月改睢杞太特委为睢杞太地委，韩达生
任书记）。韩达生是河南杞县人，1905年生，1925年入
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曾任中共杞县县委委员
兼团县委书记，共青团河南省委常委，中共洛宁工委书
记、洛宁县委和洛宁中心县委书记。1939年 11月到达
睢杞太后，他很快组建了特委领导班子，整顿恢复了县
级党组织，年底正式组建了睢杞独立团（1940年 6月改
为睢杞太独立团），开展反击日寇“扫荡”的斗争。

从 1939年冬至 1940年春的 6个多月中，睢杞独立
团进行大小战斗近百次，屡获胜利，其中著名的有葛岗、
邢口、白庙、西陵、瓦岗、板木等战斗。1940年6月，日伪
在睢杞太地区又进行大规模“扫荡”，独立团采用机动灵
活的游击战术，依靠人民的支持，以营为单位分散活动，

相机扰敌；集中力量，相机歼敌，先后进行了瓦岗、经楼
伏击战和门楼张阻击战，给“扫荡”之敌人以沉重打击。
其中的经楼伏击战，击毙睢杞太三县警备司令官内藤少
佐以下日军17名，伤20余名，缴获步枪17支，短枪2支，
子弹900余发。

此时，边区派孔石泉来到睢杞太地区，任军政委员
会书记兼独立团政委，进一步加强了领导力量。在战斗
中，睢杞太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壮大，独立团发展到千余
人，还建立了睢县大队和睢太大队，配合独立团作战。
睢杞太军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有力地配合了豫皖苏中
心区武装保卫边区的斗争。

一条铁路之隔的陇海铁路北商丘边沿区的军民，在
日军向湖西抗日根据地“扫荡”之时，也进行了英勇顽强
的斗争。1940年 6月，日伪出动 2.5万多人对湖西根据
地进行“扫荡”。八路军一一五师黄河支队在彭雄的率
领下展开了反“扫荡”斗争。

豫皖苏边根据地的开辟，扼住了日军进攻武汉、侵占中原的咽喉，日军如坐针毡。为维持津浦、陇海
交通线的安全和对豫东占领区的统治，日军从1939年12月开始，接连发动了多次“扫荡”。敌后抗日根
据地军民遵照“坚决动作，不惜死伤，不惜疲劳，以坚决果断迅速之动作，实行猛击而疲惫之，麻痹之，务
求消灭之，收复各据点”的命令，充分发挥游击战争的威力，神出鬼没，四处出击，打得敌人焦头烂额，取
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萧宿永军民粉碎日军“扫荡”

睢杞太和路北边沿区军民抗击日军“扫荡”

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 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
英雄群体名录的彭雄，曾用名彭文灿，江西永新人，1929年
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40年10月调任鲁
西军区副司令员兼黄河支队支队长。

黄河支队一团在单虞接合部，先后攻打了伪据点袁寨
和董寨，一举歼灭了汉奸武装。一团敌工股长兼工作团团
长李汝太，带领人员深入到虞城腹地开展群众工作，收集
敌人情报。1940年11月中旬，日伪纠集驻14个县的兵力，
进行了近20天的残酷“扫荡”。这次声势浩大的“扫荡”同
样被抗日武装粉碎。在巨野南部大刘庄一仗中，抗日武装
共消灭日伪军200余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