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八路军新四军征战传奇>>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八路军新四军征战传奇>>

13位ISBN编号：9787802047495

10位ISBN编号：7802047498

出版时间：2012-11

出版时间：长征出版社

作者：人民军队征战传奇丛书编委会

页数：336

字数：27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八路军新四军征战传奇>>

前言

　　总序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五周年。
　　回顾我军走过的光辉历程，自八一南昌起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指挥下，人民军队前赴后继
、浴血奋战二十多年，先后战胜了日本侵略者，赶跑了国民党反动派，解放了祖国大陆，并在抗美援
朝战争中打败了以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保卫了新中国的安全，创造了人民军
队以劣胜优、以弱胜强的世界战争奇观。
中央苏区一至四次反“围剿”、飞夺泸定桥、四渡赤水、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孟良崮战役、三大
战役、渡江战役、席卷大西南、解放海南岛、抗美援朝五次战役，这一个个记述着我军辉煌征程的经
典战例，一个个耳熟能详的传奇故事，汇成了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壮大史，至今仍为
各国军界、学界和军事爱好者们津津乐道，反复研究。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进入二十一世纪，在政治多元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时代大背景下，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
军事变革不断发展，战争形态、作战样式、战斗力生成模式等无不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同时影响我国
的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应对多种安全威胁、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对我军建设提
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以史为鉴，知史明智。
”对过去战役战斗尤其是经典战例从历史的角度审视，用辩证的眼光剖析，才能让我们更好地把握军
事实践活动的指导规律，不断提高驾驭未来战争的能力。
这也正是我们编辑这套《人民军队征战传奇》丛书的初衷。
　　本丛书共分四部——《中国工农红军征战传奇》、《八路军新四军征战传奇》、《四大野战军征
战传奇》、《中国人民志愿军征战传奇》，分别从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
争四个历史时期，拮取了百余个人民军队的经典战例，力图运用权威的文献资料、珍贵的历史照片和
当事人的亲身经历，以记实的手法和生动的语言，崭新的视野和独到的见解，还原历史真相，展现传
奇故事。
　　本套丛书的作者，来自军事科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西安政治学院等单位，既有长期从事我军
战史的专家学者，也有正在孜孜研究的后起之秀。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参考了一批历史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得到了军事图书资料馆等单位和有关
同志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并由军事科学院有关专家进行审读把关，长征出版社原副总编辑陈锡祥为丛
书的最终付梓作了艰辛劳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以及查阅资料等因素所限，书中难免有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任洪森　　201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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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以史为鉴，知史明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
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东北抗
日联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奋勇作战。
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等一批抗日将领，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
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等众多英雄群体，特别是敌后军民广泛开展的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
、麻雀战等游击战的巧妙战术和作战方法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使猖獗一时的日本侵略者以及
伪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八路军新四军征战传奇》拮取了36个人民军队的经典战例，力图运用权威的文献资料、珍贵的历史
照片和当事人的亲身经历，以记实的手法和生动的语言，崭新的视野和独到的见解，还原历史真相，
展现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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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主编简介 樊易宇
1964年8月10日出生，江苏沭阳人，大学本科学历，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入伍，历任解放军报社秘书
、文化部编辑、编辑组长、主任编辑、长征出版社常务副总编，大校军衔。
曾主编解放军报“光荣传统”、“回忆录”、“军营书屋”专版，策划或主编多部获奖图书。
编著有《震撼人心的历史瞬间》《寻找红色谜踪》等书，其中《寻找红色谜踪》获第七届中国人民解
放军图书奖。

任洪森
解放军艺术学院副政治委员，大校军衔。
1959年生于山东昌邑。
1978年入伍，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干事、秘书、编研室副主任。
长期在总部机关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研究。
研究生学历。
曾参加《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二版）军队干部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人物学科和《中国人民解放
军干部工作画册》的编纂工作，著有《大角逐——国共台湾海峡战事揭秘》、《共和国将军——粟裕
》等书，主编有《基层部队书库——官兵心理疏导实践丛书》。

副主编简介 林日其
总装备部驻某大型企业军事代表，高级工程师，大校军衔。
1955年生于福建长乐。
1980年入伍，中国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
长期从事军事装备的科研工作，对《孙子兵法》有一定研究。
主要著作有：《数理统计与军工产品质量控制》、《军事装备商务英语应用指南》、《中外军事装备
采办比较研究》等。

邵 亮
空军某部政治委员，空军上校军衔。
1970年生于浙江永康，1993年毕业于空军政治学院，国防大学硕士研究生。
历任秘书、干事、政治教导员、政治处主任、政治委员等职，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
发表学术论文数篇，参加编著《国民党将领看长征》、《峥嵘岁月——毛泽东与巾帼英豪》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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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华中地区歼灭战的范例
——车桥战役(1944.3)
34.歼灭国民党顽军的三次自卫反击作战
——天目山战役(1945.2-5)
35.政治攻势威力凸显
——阜宁战役(1945.4-5)
36.八路军战略反攻前沿阵地的加固
——安阳战役(19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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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日军不败神话的破灭　　——平型关大捷（1937.9）　　1937年7月7日，是每个炎黄子孙都不可
忘却的日子。
就在这一天深夜，北平西南距广安门只有20多里的卢沟桥，突然响起隆隆炮声，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
全面侵华战争。
　　“七·七事变”的隆隆炮声，震惊了世界，也惊醒了中国人民；日本法西斯的种种暴行，更激起
了4万万同胞的民族义愤。
抗日战争自此全面爆发。
　　在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迅速作出反应，事变的第二天即发表《通电
》：全国同胞们！
平津告急！
华北告急！
中华民族告急！
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毛泽东、朱德致电蒋介石，要求全国总动员，并代表
红军将士请缨杀敌。
7月15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递交蒋介石，郑重声明：愿取消红军番号，改编
为国民革命军，准备随时奔赴抗日前线。
　　8月22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
军。
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
下辖第115、第120、第129师，共4.6万人。
10月21日，又宣布将南方八省十三个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
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北伐名将叶挺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
下辖第1、第2、第3、第4支队，共1万余人。
　　在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和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呼声中，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终于形成了。
　　为解救华北危局，八路军不待改编就绪，即在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率领下誓师出征，由
陕西三原、富平经韩城地区东渡黄河，日夜兼程，挺进山西抗日前线。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军在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导下，丧师失地，节节败退。
防守宣化、张家口、大同等地的国民党军此时正纷纷退却，秩序混乱，华北大片国土沦陷敌手。
而突然出现的整齐威武、斗志昂扬、纪律严明的八路军，勇敢地迎敌而进，宣传抗日救国纲领，号召
各阶层人民组织起来抗战，犹如黑暗中的一缕明光，照亮了三晋人民。
人们奔走相告，扶老携幼夹道欢迎，都将希望寄托在英勇挺进的八路军身上。
　　八路军并没有辜负民众的期望，入晋不久便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捷。
　　9月中旬，由平绥路东段向西南进犯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坂垣第5师团在察哈尔派遣兵团的配合下，
肆无忌惮地向内长城线逼近，先后侵占阳原、蔚县、广灵并向山西省的浑源、灵丘进攻，企图突破平
型关、茹越口要隘，进而向国民党军第二战区扼守的晋西北长城防线进攻。
　　为积极配合第二战区友军防守内长城线，八路军总部于9月中旬命令第115师进至平型关以西的大
营镇待机。
　　平型关，位于山西东北的古长城上，是雁门关以东内长城的要口，也是北平通向晋北的交通要道
，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关内外群山叠起，沟渠交错。
关内只有一条由东北向西南沿伸的狭窄沟道，长约十多里，沟深数十丈。
沟底通道只能过一辆汽车，地势十分险要。
　　9月20日，日军精锐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占领灵丘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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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又进至平型关以北的东跑池地区。
驻守平型关的国民党军势单力薄，难以阻止日军。
　　23日，八路军总部命令第115师向平型关、灵丘间移动，伺机侧面攻击向该线进攻的日军。
　　接到命令后，第115师立即组织营以上干部进行现场勘察，发现从平型关山口至灵丘县东河南镇，
是一条由西南向东北延伸的狭窄谷道。
其间，关沟至东河南镇长约13千米的山谷，为乱石滩古道，道沟宽不过三五米，仅容一辆卡车单行，
地势最为险要。
古道两侧部分地段是庄稼地。
路北侧崖高数丈，陡峭如削，极难攀登，路南侧山低坡缓，杂草丛生，便于隐蔽部署兵力、发扬火力
与展开突击，是伏击歼敌的理想战场。
　　据此，第115师师长林彪决心抓住日军骄横、疏于戒备的弱点，利用平型关东北的有利地形，出其
不意，以伏击手段，将由灵丘向平型关进攻的日军歼灭于狭谷之中。
具体部署是：　　第343旅第685团位于白崖台以西，截击日军先头部队，消灭关沟至老爷庙之敌；
第686团位于右侧，实施中间突击，分割歼灭小寨至老爷庙之敌。
第344旅第687团在西沟村、蔡家峪、东河南村一带，断敌退路，阻敌增援；第688团为师预备队，向东
长城村集结。
师独立团和骑兵营进至灵丘、涞源方向，牵制与打击援敌，保障全师侧翼安全。
　　为了靠前指挥，林彪照例把指挥部设到了距离一线部队——第686团后面不到1里的一座山头上。
自从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有了属于自己的军队后，在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劣势情况下，这支军队不仅
没有被摧毁被击垮，反而不断发展壮大，与早期中共将领身先士卒、不怕牺牲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为达成战斗的突然性，当晚，第115师各部队利用暴雨和黑暗做掩护，由冉庄向平型关东北之白崖
台开进，沿着一条东西走向的山沟向西而行。
山沟里伸手不见五指，谁也辨不清哪边是路哪边是河。
河滩上蜿蜒不平，大小石头杂乱横陈，极为难走。
崎岖的山路又常常被从山沟里流出来的水淹没，有的地方没膝，有的地方深及腰部。
指战员们手拉着手，艰难地前进。
　　天公不作美。
突然间，夜空中闪着电光，雷声震耳欲聋，下起了瓢泼大雨。
第115师的指战员们既无雨具，又无御寒的服装。
雨水从头顶顺着胸前、脊背流到脚跟，军装全沾在身上。
晋东北山区的深秋原本就寒意阵阵，又遇上暴雨天气，冷风袭来，指战员们浑身冰凉，冷透筋骨，直
打哆嗦。
黄土路早已变成了胶泥场，人踩上去又黏又滑，连连摔跤。
有的战士草鞋陷在泥里，摸了一下找不到，就只好光着脚赶路。
有的战士干脆脱掉鞋子光脚走。
但他们情绪激奋万分，早已忘记了疲劳，忘记了脚疼，向前奔进。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早点儿赶到阵地，狠狠地消灭日寇！
　　时任686团2营卫生所班长的张继璜回忆道：　　平型关大捷前的中秋节我们卫生所随营部住在山
西当地一个地主家里。
地主听说我们八路军是北上打日本的，大为惊讶，继而感动。
特地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招待我们。
这是我从小到大吃过的最丰盛的一顿饭。
最后地主祝我们八路军北上抗日“旗开得胜”，当时我们卫生所的战士年纪都不大，没什么文化，不
明白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卫生所所长牛步云有文化，跟我们说“旗开得胜”是个好词，是祝愿我们打胜仗的。
结果我们八路军115师几天后还真是“旗开得胜”在平型关打了个大胜仗。
24日夜里那场雨听说给其他部队带来挺大的麻烦（指688团被山洪所阻，未能赶到战场），这都是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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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我才听说的，对我们团倒没造成什么困难。
长征的时候比这艰苦多了，就是夜里非常冷，我们穿的还是夏天的军装呢。
　　25日拂晓，第115师参战部队除第688团被山洪所阻，未能到达预设阵地，被留作战役预备队外，
其余各部均隐蔽地进入设伏地域，完成了战斗准备。
　　此时，指战员们赶了一夜的山路，没有吃一口东西，身上的衣服还是湿漉漉的，又冷又饿，趴在
凉气袭人的泥地和山石上，严阵以待。
　　时间一秒一秒缓缓滑过，在指战员们焦急的期盼中，天渐渐亮了，雨也停了。
谷底的那条公路如一条僵蛇静静地卧着。
昨夜逞够了威风的秋风，此刻也和缓了很多，枯黄的草木在战士们的视线中轻轻摇晃。
在四周的山坡上，只有在秋风下摇曳的草木，谁也不会料到一支万余人马的大军，正悄无声息地隐伏
在这荒山野岭之中。
　　上午7时许，两架日军飞机嗡嗡地从东飞来，在第115师埋伏的阵地上空不断地盘旋。
　　“大家隐蔽好！
别让敌人的飞机发现！
”　　这两架敌机在八路军潜伏阵地上空盘旋了几圈，见没有发现可疑情况，就往东飞去了。
飞机的嗡嗡声刚刚消逝，轰鸣的汽车马达声传来了——敌人终于来了！
　　队伍的最前面是日军的汽车，一辆接一辆，有几里路长，上面坐着鬼子兵。
中间是一长串辎重车辆，200多辆骡马大车满载寒衣、行李和弹药浩浩荡荡地撞入狭沟。
因为前有汽车队开路，日军更加疏于警戒，在后压阵的一个小队的骑兵饶有兴趣地唱着当时在日军中
颇为流行的《满洲姑娘》。
这些侵略者们绝没有想到：这条沟将是他们的葬身之地。
　　道路原本狭窄，加上大雨过后，更加泥泞难行。
日军车辆、人马拥挤堵塞，行动缓慢，远远看去，像黄糊糊的长蛇顺着深沟向西爬行。
汽车喘着粗气，爬到了沟的尽头，慢慢地抬起头来加大油门，向上爬行。
　　汽车越来越近了，最头上的一辆插着太阳旗，已经能看见车上的鬼子了。
鬼子头戴钢盔，穿着黄呢大衣，怀抱三八大盖步枪，有的在打瞌睡，有的像看风景似的左看右看，还
有几个鬼子兵在车上叽哩呱啦谈笑自若。
沉寂的山谷突然间充满了汽车的引擎声、马蹄的锵锵声和鬼子嘻笑怒骂胡吆乱喝的声音。
骄横的日军既不派尖兵探路，左右又无搜索兵力，在一片嘻笑声中一头钻进了八路军的口袋阵。
　　伏击的八路军战士们紧握子弹上膛的步枪，捏着开盖的手榴弹，瞪大眼睛，怒火满腔地注视着这
群野兽。
由于大雨过后的山土路格外泥泞，日军的炮车和汽车挤成一团，不时传来车辆陷进泥潭后的大呼小叫
声。
　　担负拦腰冲击的第686团团长李天佑在望远镜里看到这种情况，认为这正是出击的极好时机，但总
部那边却悄无声息。
　　别看李天佑只有23岁，却是位久经沙场的战将。
1914年1月8日，李天佑出生在广西临桂县六塘圩高皮寨。
自幼聪颖的李天佑因家境贫寒，只读过两年私塾。
1928年夏，北伐名将李明瑞在桂林招兵买马，不满15岁的李天佑报名投军，当上了一名勤务兵。
1929年，李天佑入广西省政府南宁教导总队学习，同年10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2月参加百色起义，任红7军排长，不久升任特务连连长。
　　李天佑是一员虎将，作战十分勇敢。
1931年1月，他率特务连作为红7军的先锋，在永安关击溃了扼守关口的湘军1个排和民团武装，为主力
进军湘南开辟了胜利之路。
特务连由此得名“小老虎连”。
这年7月，年仅17岁的李天佑任红7军第58团团长。
　　1933年，李天佑任红三军团第5师第13团团长，随由军团主力组成的东方军入闽征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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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泉上、战归化、攻朋口，袭夏道，李天佑的13团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一路凯歌高奏，成为彭德怀
手中的一把利刃。
尤其是芹山一战，红13团大败号称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中最有战斗力、从未打过败仗的“铁军”——
第366团，创造了以一个团兵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一个团的骄人战绩。
战后，红13团被授予“英雄模范团”的光荣称号，李天佑获得三等红星奖章。
1934年1月，李天佑升任红5师师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
　　1970年9月27日，李天佑在北京病逝。
伍修权曾撰文称赞他“必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专打恶仗硬仗，多少次在危急关头扭转战场形势，夺
得战斗胜利”。
　　师指挥所里，师长林彪和副师长聂荣臻看到日军大队进入包围圈后，心情立刻沉重起来。
据原来情报，从这里通过的是一个旅团的日军后勤补给联队，大约千余人。
没想到，今天进入包围圈的已达4000多人，而且眼下，自己面对的将是坂垣师团中最为精锐的第21旅
团。
　　怎么办？
打不打？
如果打，啃不动敌人怎么办？
如果不打，将敌人放跑，那又将是天大的罪过。
　　在瞬息万变、生死攸关的战场上，作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必须要时刻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任
何不理智的冲动行为都是万万不可取的。
身材清瘦甚至略显苍白虚弱的林彪恰恰具有冷静得有些孤僻、理智得近乎冷漠的性格。
他少年老成，话语极少，不苟言笑，白晳俊秀的脸上略带稚气，但浓眉下那一双深邃的大眼，似乎能
洞察一切，令人捉摸不透。
　　“打，必须打！
打仗，有时候是要冒一点风险的。
”林彪在反复掂量了这种风险的后果后，立刻接通了各部队的电话，果断地下达了出击的命令。
　　“叭！
叭！
”红的绿的信号弹在长空划过，第685团打响了第一枪，两侧的山冈顿时怒吼起来，机枪、步枪一齐开
火，手榴弹像冰雹一样落在日本鬼子汽车上爆炸。
　　刹时间，这条长达10余千米的道沟里枪声像炒豆似的响成一片，爆炸声轰响不断，硝烟腾空，尘
土弥漫，被炸着了的汽车冒着滚滚浓烟，蹿出红红火苗。
鬼子被炸得哭天嚎地，人仰马翻，哇啦哇啦乱成一团。
有的趴在汽车上，有的往车下跳，受到惊吓的骡马乱跑乱窜。
敌人前头的几辆汽车瘫痪在山脚前，后面的汽车撞上来，撞得东倒西翻，把公路也堵住了。
　　林彪从望远镜中俯视着整个战场，发现直到半个小时后，遭伏的日军仍未能组织起有效的反抗，
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让李天佑马上到师部来一趟。
”林彪一边观望着战场上的情势，一边对身边的参谋说。
　　师部距第686团的团部仅有一里之隔，翻过一个山坡就到了。
10分钟后，李天佑气喘吁吁地来到了师部。
林彪直起身来，从望远镜中指点着说：　　“李团长，看到了没有？
敌人数量虽然太多，但由于我们的动作突然，他们毫无准备，因此第一个回合他们已经吃了苦头。
估计敌人很快就会清醒过来，组织有效的抵抗。
瞧，现在已经有一些敌人利用汽车作掩护，开始进行顽抗了。
你们一定要沉着，战斗不会马上结束的，你们团要以果敢的行动冲下山去，将敌人切割成几块，另外
派一个营立即抢占对面那座山头。
”　　“瞧，敌人正往山上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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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佑指着山沟里的敌人说。
　　“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要抢在敌人前头，如果敌人先你们一步占领，你们一定要组织火力给我
拿过来！
这是决定整个战斗胜负的关键⋯⋯”林彪果断地命令道，脸上冷静得不带一丝表情。
　　这位后来指挥第四野战军百万大军的著名战将，向来只注重理智，而不相信温情。
几十年后，为了政治野心的需要，他在打倒一大批共同奋斗的战友时，同样也不讲温情。
　　对他来说，温情是平常人的事，讲温情的人永远成不了统帅。
　　李天佑回到团里，马上和政委杨勇进行了分工：由杨勇组织力量分割围歼敌人，李天佑亲自率
领3营攻占对面山头。
　　“嘀嘀哒哒⋯⋯”刹那间，嘹亮的军号声震撼山野，动人魂魄的喊杀声如惊涛骇浪，战士们一跃
而起，一边吼着“冲啊！
杀啊！
”，一边端着明亮的刺刀，挥动着马刀，勇敢无畏地冲下山去。
　　然而，坂垣师团毕竟是一支训练有素的精锐之师，在经历了最初的慌乱之后，立刻明白了自己的
不利处境，马上利用汽车和沟沟坎坎进行就地阻击。
有的在车上射击，有的趴在车下，以车为掩体向山上射击，各自作战，顽强抵抗。
日军中颇多武士道的道徒，打起仗来十分凶狠。
尤其是日军的机枪性能很好，射手训练有素，火力异常猛烈。
冲下山头的八路军战士们无法压住敌人的火力，在机枪的狂射面前一片片倒下，其中第9连最后只剩
下10余人。
　　常言道：狭路相逢勇者胜。
当实力不及对手时，拼命往往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八路军指战员们士气高昂，连长牺牲了排长顶替，排长牺牲了班长顶替，班长牺牲了战士接续指挥，
就是这样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与鬼子拼死搏杀。
　　日军第一次碰到比他们更为勇敢的军队，锐气顿挫，在八路军的刺刀的威逼下纷纷滚下山坡。
面临灭顶之灾的日军在指挥官的驱使下破釜沉舟，作困兽之斗。
战斗进入白热化，双方军人都杀红了眼，一次又一次搅杀在一起，似乎忘记了死亡的恐惧⋯⋯　　时
第687团9连副连长的郭春林回忆道：　　战斗打响时，埋伏阵地下面的乔沟里堵满了日军的辎重车，
我们只需向下扔手榴弹就行了。
开始鬼子拼命向沟两侧的山坡上爬，结果刚一露头就被我们的火力干掉。
鬼子们没有办法只能躲在夹沟两旁的凹处，我军火力难以发挥，战斗暂时沉寂了一刻。
没过多久，我们右侧突然响起了疯狂的机枪声，从声音可以明显听出来不是我军常用的马克沁重机枪
和捷克式轻机枪。
原来一股日军利用我军视线的死角偷偷爬上一个小山陵，并在那里架起一挺机枪。
我马上命令连里最勇敢的同志2排长秦二愣带领10余名战士去消灭掉那股敌人。
就在这时，我突然觉得左臂像被火烫了一下，这是我在8年抗战中第一次负伤。
秦二愣果然不负众望，在那个小山陵底下用全身力量将一束手榴弹仍了上去，一下就炸死了几个鬼子
，其他的鬼子全被镇住了，仓皇逃往山下。
我连顺势向沟里冲锋，与日军打起肉搏战。
一个鬼子看我受伤不能拼刺刀，向我扑过来。
我刚要用驳壳枪向他射击，秦二愣从侧面猛扑过来，一刀将其刺倒。
我看到秦二愣已经多处负伤，劝他下去休息。
他什么也没说就向一群鬼子冲去，结果被鬼子包围。
等我和其他战士赶到，他已经被鬼子刺倒。
我俯身去摸他的心脏，希望他还活着，但是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事情发生得这样快，令人不敢相信
，全连最勇敢的同志，也是我最好的一个战友就这样牺牲了。
　　纵观整个平型关作战，林彪的指挥并非无懈可击，还是出了两个纰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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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24日夜因山洪暴发，第688团没能赶到战场，使八路军参战部队少了三分之一，对日军的兵力
优势变弱。
　　另一个就是战场的一个重要制高点老爷庙梁未派部队占领。
而这一疏漏在战斗打响后，很快就被日军发现并利用，从而给八路军带来很大伤亡。
老爷庙一带是南低北高的山地，再往北是制高点老爷庙梁。
可以说，谁占领了老爷庙谁就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据当时在3营任排长的田世恩回忆：　　当我带领全排冲到老爷庙坡下时，见前面有一个鬼子正
往老爷庙那边跑，我就挺着刺刀拼命追。
不想在我右边，藏在鬼子尸首堆里的一个鬼子正要向我开枪，这时突然从土坡后面跳出一位高个儿汉
子，一下就抓住了那鬼子的脖子，那鬼子哇哇叫两声就老实了。
我见老百姓也来参战，劲头更足了，紧爬几步追上逃跑的那个鬼子，一刀就将他刺下了山。
不过，有的鬼子的刺刀技术确实不错，我后来遇到的一个鬼子个儿不高，动作非常熟练。
来回几个回合不但没找到他的漏洞，反而把我的刺刀给挡弯了。
正在这时，我的右肩膀被击中。
那家伙见状以为有机可乘，向我扑过来，我顺势抡起枪托劈到那鬼子头上⋯⋯　　我们足足拼了半个
小时，鬼子顶不住了，纷纷钻到车下，我们乘机直奔老爷庙。
占领老爷庙的一小股敌人见我们开始往上爬，就机关枪扫个不停，沟里的鬼子也从后面涌上来。
这时2营从侧面冲过来，消灭了涌上来的敌人。
我们没了后顾之忧，继续前进。
我带着两个班的战士冒着弹雨，匍匐前进，在离山顶不远处向敌人投弹。
敌人的机枪哑了，他们就端着刺刀冲下来。
有经验的人都清楚，这种依托阵地的反冲锋是很厉害的，但我们的人多，三五个战士对付一个鬼子，
一个鬼子最少也要挨上两三刺刀。
我们占领老爷庙后，居高临下进行攻击，打得沟里的鬼子无处藏身。
　　日军此时方才如梦方醒，明白了制高点的作用，急忙组织起几百人进行军团冲锋。
脚穿皮靴的日军，爬山的速度极慢，在八路军的近战射击下，根本形不成威胁。
　　激战至下午3点，八路军发起总攻。
鬼子再也顶不住了，纷纷溃败下去。
这时枪声稀了，喊声也渐渐弱了，鬼子是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
除一部突围外，被包围在沟里公路上的日军全部被击毙，居然无一人被俘。
　　这么大的伏击战没有抓到一个俘虏，在红军战史上尚无先例。
可见日军的顽抗到了何等地步，双方搏杀的残酷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时任第686团组织处股长的欧阳文回忆道：　　战前我们给战士作动员，说是要优待俘虏，我们准备要
抓1000个俘虏好送到全国各地去作展览。
结果一个也没抓到，这时的鬼子还真有点“武士道”精神，到死都不投降。
我亲眼看着我们团的一个副营长背起一个鬼子的伤员往后走，结果被鬼子把耳朵给咬下来了，气得旁
边的一个排长一刀把那个鬼子的脑袋给砍下来了。
　　此役，第115师发挥了善于近战和山地战的特长，保证了战斗的突然性，以劣势装备一举击毙日军
精锐板垣师团第21旅团千余人，击毁汽车百余辆、马车200辆，缴获九二式步兵炮1门、轻重机枪20多
挺、步枪1000余支、军马50多匹，以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
　　一位参加过平型关战斗的八路军战士回忆道：　　长长的山沟里，到处都是被打翻击毁鬼子的汽
车和大车，烧着了的还在冒烟，汽车上面和车轮下面都是鬼子尸体，有的还挂在汽车挡板上，从姿势
看，显然是没来得及下车就被击毙了；半山坡上鬼子的骑兵，连人带马尸横遍地。
死尸中间，有的是被我们战士用刺刀戳死的。
横七竖八，倚躺仰卧，各式各样的丑态都有。
公路上的汽车和大车还满载着弹药、装具、被服、粮食、饼干、香烟⋯⋯遍地都扔着枪支弹药，鬼子
兵的黄呢军服、大头鞋子、牛皮背包、水壶和饭盒⋯⋯不可尽数，那大大小小的太阳旗，布的、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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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满字的、画了符号的，都像垃圾一样扔在地上；那一份份作战计划、命令、情报等机密文件如同
给日军送葬的纸钱飘飞起落。
附近山沟里的老百姓听说八路军把鬼子打败了，都欢天喜地地跑来帮助部队收拢和搬运战利品，运不
走的汽车也点上把火烧了。
　　日本1973年出版的《滨田联队史》是这样描述平型关战斗的：　　汽车一过关沟村即与敌遭遇，
当即火速下车，令吉川中队向北边高地，内藤中队向南边高地，机枪中队协助龙泽中队从中间平地进
行攻击。
然后敌人以迫击炮、重机枪猛烈射击，兵力看来也比我方多十几倍。
尤其吉川中队正面之敌举起军旗、吹起军号，士兵各自扔出手榴弹，反扑过来。
我方寡不敌众而毫无办法⋯⋯　　9月28日，龙泽中队得到友军的支援后，勇气百倍再次继续前进，此
时遇到意外情景，刹那间所有人员吓得停步不前。
冷静下来看时，才知道行进中的汽车联队已遭到突袭全部被歼灭，100余辆汽车惨遭烧毁，每隔约20米
，就倒着一辆汽车残骸。
公路上有新庄中佐等无数阵亡者，及被烧焦躺在驾驶室里的尸体，一片惨状，目不忍睹。
　　平型关一战，打了板垣师团一个措手不及，日本国内舆论一片哗然。
　　战斗结束后的当天晚上，东京广播电台报道了一条爆炸性新闻：　　“皇军最老的王牌第5师团
在山西北部山岳地带遭中国军队的突然袭击，一名高级军官阵亡⋯⋯”　　日军大本营连续急电驻天
津的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命令火速查清那位阵亡者姓名。
还未等华北方面查清情况，第二天东京就传开了“板垣征四郎被击毙”的消息。
有的报纸更是将“板垣之死”与其岳父——日俄战争中在奉天红土岭战斗中战死的“军神大越”联系
起来。
　　更为可笑的是，板垣的“死讯”传到山西蔚县的日军第5师团司令部。
板垣本人极为恼怒，于9月28日亲率一部日军开往平型关复仇，不过等待他的也只有一地尸骨了。
　　平型关大捷是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增强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
，在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八路军、115师也因“平型关大捷”而名扬天下。
捷报传出，举国欢腾！
向八路军致敬和慰问的电报如雪片般飞向延安和八路军总部，盛赞八路军“受命抗敌，立奏奇功”的
英雄业迹。
　　蒋介石也发来贺电：　　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勋鉴：　　二十五日电悉，二十五日一战，歼寇
如麻，足徵官兵用命，深堪嘉蔚，尚希益励所部，继续努力，是所至盼。
　　国民党元老、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续范庭专门著文写道：　　谨按平型关战役，八路军
的大捷，其估价不仅在于双方死亡的惨重，而在于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我们的士气
。
在敌人方面，从南口战役以来，日寇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在平型关忽然受到惨重的打击，使日
寇知道中国大有人在，锐气挫折，不敢如以前那样的长驱直进。
忻口战役敌人未敢贸然深入，我军士气高涨，未尝不是平型关歼灭战的影响。
　　英国《每日先驱报》发表评论：　　一部分进攻的日军在平型关遭受惨败。
那是一种山地上的运动战，但它展开了中国抗战的新局面，防守的军队在这里第一次采用主动进攻的
战术，用积极的进攻行动回答日军⋯⋯　　平型关，这个古老、险要的内长城关隘，一战天下闻，成
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象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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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权威专家作者团队，畅销书风格纪实手法：军事科学院资深专家操刀，保证史料真实，纪实故事
手法保证好读好看。
　　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战争经典案例全记录：36个抗日战争经典案例，100多幅珍贵图片图文并茂真实
还原战争历史现场。
　　全套大16开，党政机关团购推荐读物：符合历史发展观，全国各级政府党政干部、部队等最佳学
习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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