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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10 月，八路军第 120 师进

驻山西岚县，开辟抗日根据地，建立

抗日自卫队，成立农救会等组织。工

作间隙，该师通讯营战士邱奇荣饱含

深情，向远在湖南平江的父亲邱羽仪

寄去一封家书。

信中，邱奇荣向家人讲述了近来

在山西抗日战场取得的胜利及我党

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表达

了对汉奸走狗破坏抗日行动的痛恨

和 对 日 军 烧 杀 抢 掠 、残 害 群 众 的 愤

怒。信末，邱奇荣满怀豪情地写道：

“为了国家大义，为了民族利益”“趁

热打铁坚决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收

复我们的失地”。

一封家书，纸短情长，传递着八

路军战士对祖国、对民族的大爱，展

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子弟

兵救国救民于水火的大义担当。这

封 家 书 所 承 载 的 精 神 力 量 ，穿 越 时

空，催人奋进。

（文物图片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

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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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抗战烽烟

铭记·抗战印迹

传承·抗战精神

1937 年 8 月 31 日，陕西韩城芝川镇

黄河渡口，人影幢幢，气氛肃穆。八路军

抗日先遣队一部——第 115师 343旅的官

兵，身负简陋的武器和行装，正紧张有序

地分乘木船渡河东进。船行激流，浊浪

翻滚，官兵们目光如炬，凝望着对岸他们

即将为之浴血战斗的华北大地。

北平、天津沦陷后，日军沿津浦、平

汉、平绥三条铁路线向华北腹地展开战略

进攻，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为解救华北危

局，刚刚由红军改编而成的八路军，随即

誓师出征，挺进山西抗日前线。

出征不久，第 115师便取得震惊中外

的平型关大捷。9月 25日，该师在平型关

附近伏击日军，一举歼敌 1000余人，击毁

汽车 100余辆，缴获一批辎重和武器。这

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对日

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打击了日军

嚣张气焰，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

话，极大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斗志和信

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10月

间，第 120师在雁门关南北频繁设伏，歼敌

5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数十辆，切断了大

同至宁武、忻口的交通线。10月 19日夜，

第 129 师 769 团夜袭代县阳明堡日军机

场，击毁敌机 24架，大大削弱了日军进攻

忻口的空中力量。至此，八路军 3个师均

首战告捷。

从出师华北抗日前线至 11 月上旬

太原失守，八路军共作战 100 余次，歼敌

1.1 万余人，在日军侧翼和后方灵活巧妙

地打击敌人，多次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有

力钳制了日军行动，配合和支援了国民

党军队的正面防御作战。

在日寇猖獗的华中腹地，新四军成

立时，南京已经失陷。随后，杭州、合肥、

徐州等地也相继陷落，长江下游苏浙皖

地区大部沦入敌手。新四军火速集结与

整编，于 1938 年 4 月开始挺进苏南，八省

红军健儿汇成一道抗日铁流，驰骋在扬

子江头、淮河之畔。5 月 12 日，新四军第

4支队首战巢县蒋家河口，打响华中敌后

抗战第一枪。6月 17日，先遣支队又在镇

江韦岗伏击日军告捷，在沉闷的沦陷区

炸响一声惊雷。新四军在华中地区广泛

开展游击战，如同插入敌人心脏的尖刀，

闪耀着不屈的锋芒。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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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解读：

这份《平型关之歼灭战》地图，左

下角的“附注”详细记述了平型关之

战的背景、兵力部署、经过和战果，是

研究平型关大捷的重要档案。

1937 年 9 月 20 日 ，日 军 第 5 师

团 第 21 旅 团 进 占 灵 丘 。 师 团 长 板

垣征四郎指挥部队，企图突破平型

关，直捣太原。而此时驻守在平型

关的国民党晋绥军两个师已经“与

敌激战两天正在危急中”。“我为配

合 友 军 ，挫 敌 精 锐 ，以 镇 定 全 国 情

绪，扩大我党我军影响，决以最大努

力于平型关附近以运动战求得歼敌

一部。”

随即，第 115 师 343 旅为主攻，于

1937 年 9 月 24 日夜，冒雨由冉庄进达

东长城村以北阵地。25 日晨开始攻

击。344 旅及独立团向灵丘活动，打

敌增援。“343 旅 685 团首先占领满村

以南高地，686 团 1 营迂回老爷庙以

北阵地威胁进攻平型关敌侧背，敌即

以步兵 3000 余、汽车 200 余辆转向我

进攻。我 686 团 3 营从正面出击，其

他各部均同时猛烈侧击，实行南北夹

击。13 时许，东河南敌一部增援，亦

被我 686 团 2 营歼灭。”

（图文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

提供）

图①：1937年 9月，八路军第 115师主力开赴平型关前线。

图②：八路军官兵使用从平型关战斗中缴获的山炮攻打涞源城。

图③：东渡黄河后，八路军第 115师在晋西某地集会。

图④：平型关战斗结束后，战士们高兴地背着缴获的战利品归来。

山林腹地，战车轰鸣，一场两栖战车

战斗射击考核拉开战幕，火光四射间，一

个个目标应声被毁；水际滩头，风急浪

高，打头阵的战车怒吼着冲入汹涌波涛

中……炎炎夏日，第 74 集团军某旅七连

连续开展实战化训练，一批战法训法得

到检验。

七连前身是陕北红军连队，抗战时

期编为八路军第 120 师 358 旅 716 团特务

连。雁门关伏击战中，该连官兵奋勇杀

敌，战绩卓著，被授予“雁门关伏击战英

雄连”荣誉称号。风雨征程，连队转战南

北，历经大小战役战斗 159 次，荣立集体

一等功 2 次、二等功 6 次、三等功 17 次，涌

现出一大批战斗英雄。

“昔日，先辈们在雁门关与日寇浴血

奋战，打出赫赫威名。作为英雄传人，我们

要勇担重任，敢打硬仗，在强军征程续写新

的荣光。”连队干部介绍，作为“雁门关伏击

战英雄连”的官兵，就要像一把锋利的尖

刀，随时准备给敌人以致命一击。

瞄准胜战，用赤胆忠诚擦亮尖刀利

刃。近年来，无论是平时训练，还是参加

重大演训活动，该连官兵奋勇争先、敢打

头阵。一次实兵对抗训练，担负主攻任务

的七连所在营进攻受阻。连队主动请缨，

从侧翼实施穿插突击。硝烟弥漫中，该连

官兵钻密林、跨沟壑，连续突破多道防线

直插“敌”中军帐，一举扭转战场态势。

图①：两栖战车破浪前行。

图②：官兵开展战术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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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

《解放军画报》资料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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