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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原局，由刘少奇任书记。1939年1月，刘少
奇在从延安到中共河南省委驻地驻马店确山县竹沟镇的途中，在洛阳短暂停留，受到第一战区司令长
官卫立煌的隆重接待。经刘少奇努力，卫立煌同意将洛阳八路军通讯处升格为八路军办事处。

■编者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刘少奇，作为中国卓越的领导人之一，一生中，他和洛阳有过四次交
集。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三度来洛指导我党在豫西的抗战，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
防委员会主席再次来到洛阳，为这里的经济发展、群众生活做出了重要指示。我们推出《刘少奇的洛阳故
事》，分四篇介绍刘少奇在洛阳的故事。 城市

档案
第一次来洛，
卫立煌派“蓝钢皮”专列接刘少奇

到达洛阳后，刘少奇和彭德怀一起
会见了卫立煌,同他交换了对局势的意
见，对一些问题双方进行了协商。

刘少奇和卫立煌并不陌生，一年前
两人曾在山西垣曲晤谈过。

刘向三的回忆文章中记载，卫立煌到
延安时，刘向三去接过他，两人也彼此认
识。到洛阳后，刘少奇住在洛阳八路军通
讯处，卫立煌派副官接刘少奇去谈过两三
次。这时候，日寇敌机常在洛阳上空轰
炸，刘少奇被安排在通讯处后面的一个中
学里防空，刘向三派专人照顾他。

此次重逢，卫立煌客气地送给刘少
奇一支绿色粗钢笔作纪念。经过磋商，
卫立煌同意将洛阳八路军通讯处升格为
八路军办事处。

1939年1月25日清晨，卫立煌派了
一辆烧木炭的汽车送刘少奇离开洛阳继
续南行，向中共河南省委驻地确山县竹
沟镇进发。

在渑池的时候，刘少奇听说卫立煌
已从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位置升任第
一战区司令长官，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
驻地就在洛阳，便决定等八路军副总司
令彭德怀从华北赶来后，一起与卫立煌
碰面。

卫立煌是国民党内爱国的高级将
领，他在担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
二战区前敌总指挥期间，曾与在华北前
线英勇抗击日寇的八路军建立了友好合
作关系。

1938年4月，蒋介石要卫立煌去洛
阳参加高级军事会议。当时，卫立煌正
被日军围困在山西吕梁地区，要想由吕
梁地区向东南突围过黄河直达洛阳万分
困难。不得已，卫立煌选择由晋西渡黄
河，转道陕北，经西安再往洛阳。当卫立
煌一行途经延安时，受到中共中央和毛
泽东最热烈的欢迎和高规格的接待，卫
立煌深受感动。

到达西安后，卫立煌一次性批给八
路军100万发步枪子弹、25万枚手榴弹、
180箱牛肉罐头、50多部电话机，还有3
个师的夏装，部分医疗用品。这些物资
对于既缺少弹药，又缺衣少药的八路军
来说，真可谓雪中送炭。

彭德怀抵达渑池与刘少奇会面后，卫
立煌闻讯于1939年1月21日派来一列

“蓝钢皮”专列，把刘少奇和彭德怀这两位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接到洛阳晤谈。

1938年 11月 23日，刘少奇离开延安，赶赴中
原。与他同行的还有朱理治、郭述申、李先念、谭希
林等，一行人中途在西安做了短暂停留。

11月27日，刘少奇带着随行的秘书、警卫和机
要人员，从西安乘火车赶赴河南渑池，并决定在渑池
召开中共豫西特委扩大的干部会议。

为什么不在洛阳开会而在渑池开呢？
时任洛阳八路军通讯处负责人刘向三在其回忆

文章里说，当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洛阳设八路军
办事处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认为此举对他不
利，极力反对。当刘向三带着林伯渠的亲笔信登门
拜访时，程潜说：“不是我们排斥你们，而是觉得在洛
阳设办事处没必要。因为十八集团军（八路军）的活
动地区属于第二战区的范围，我是第一战区，而且西
安已经有个办事处了，可以处理来往的事情。”

在当时的形势下，接济前方部队很重要，洛阳

附近有许多渡口，有了办事处，就多了一个交通路
线。经刘向三反复力争，程潜勉强同意我党在洛阳
设立通讯处。来洛阳时，刘向三带了三四十名军
官，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是经过长征的师级、团级
干部。无奈，刘向三只得将其中的20多人派到渑
池，设立八路军兵站，让他们在那里学习游击战争，
每天出操跑步。不久，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由
卫立煌接任。

在渑池，中共豫西特委扩大的干部会议在当地
八路军兵站所属的一座砖圈窑洞里举行。刘少奇用
了一天多的时间，向参加会议的40多名各地负责同
志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内容和意义。

鉴于当时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抗日战争转入相
持阶段的形势，刘少奇考虑到豫西地处敌我斗争的
前沿，随时有沦陷的可能，要求豫西党组织必须随时
准备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

1938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党的
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

这次会议在延安城东的桥儿沟天主教堂举行，这
座教堂在1937年后便被中共中央党校作为礼堂使用。

参加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有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12人，中央委员5人，中央各部门、各地区的
重要领导干部，是中共六大以来中共中央全会到会
人数最多的一次。

召开这次会议在当时是急迫的。
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

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被派回国。由
于他不了解中国抗战的实际形势，被蒋介石采取的

某些进步措施，以及当时在实力上蒋介石较强，红军
较弱等现象所迷惑，再加上他一贯具有严重的教条
主义，很快就陷入了右倾投降主义的误区。

为克服这种倾向并防止其蔓延，党的各级组织
进行了必要而有效的斗争。为了总结抗战以来的经
验教训，确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
和任务，我党召开了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这次会议系统地批评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肯
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确定了“大力巩固华
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全会还决定撤销以王明
为书记的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南方局和中原局，由
周恩来和刘少奇分别兼任南方局和中原局书记。

六届六中全会上，刘少奇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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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渑池窑洞里，刘少奇要求豫西党组织开展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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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刘少奇来洛，
卫立煌派“蓝钢皮”专列迎接

卫立煌送刘少奇钢笔，
洛阳八路军通讯处
升格为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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