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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抗战烽烟

铭记·抗战印迹

档案解读：

忻口位于太原以北，是拱卫太原

的一道天然屏障。忻口战役是抗战初

期国共两军通力合作，在华北战场展

开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战绩最显著

的一次战役。

1937 年 10 月 13 日，忻口战役正式

打 响 。 为 配 合 国 民 党 军 正 面 战 场 作

战，我军“决以七六九团之第三营全部

于 十 月 十 九 日 夜 袭 代 县 阳 明 堡 飞 机

场”，解决友军后顾之忧。

19 日黄昏，趁日军守备松懈，我军

各 分 队 潜 入 预 定 区 域 ，与 敌 展 开 激

战 。 这 份 战 后 补 记 的 作 战 材 料 中 写

道 ：“ 我 两 个 连 的 指 战 员 齐 向 飞 机 猛

扑，投掷炸弹，敌守备兵力约二百余由

洞内突击，向我冲击。”面对敌人的凶

猛攻势，三营指战员英勇作战，毫不退

缩，3 次与敌展开白刃战。

这场战斗烧毁敌机 24 架，毙伤敌

百余人，创造了步兵打飞机的经典战

例。夜袭阳明堡战斗，极大削弱了日

军的空中突击力量，打破了日军“速战

速决”计划。

（图文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

提供）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解放军画报》资料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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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1938年 10月，新四军第 3支队官兵在马家园战斗中坚守前沿阵地。

图②：八路军配合忻口战役示意图。

图③：八路军第 120师官兵炮击敌碉堡。

图④：1937年 10月，八路军第 115师骑兵营向晋察冀边界山区挺进。

图⑤：一支中国军队快步前行，增援据守台儿庄抵抗日军的部队。

图⑥：1937年 8月，国民党军在淞沪会战中抗击日军。

图⑦：武汉保卫战中，国民党军对敌发射迫击炮。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的炮火点

燃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烽烟。在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党团

结协作、共御外侮，中国军民顽强抵抗

日本侵略者，华夏儿女在烽火硝烟中

挺起了不屈的脊梁。

团结抗战的光芒，闪耀在华北前

线。1937 年 9 月，日军突破国民党军

晋北防线后直趋太原，国民党军退守

忻 口 要 隘 组 织 正 面 防 御 。 八 路 军 各

部 在 敌 之 翼 侧、后 方 积 极 作 战 ，配 合

友军保卫忻口、太原。第 115 师出击

察南、冀西，打击晋东北之敌，切断张

家口至代县的敌后方交通线 ；第 120

师 挺 进 雁 北 ，威 胁 大 同 ，切 断 大 同 至

忻口间的日军交通线；第 129 师夜袭

阳明堡机场，大大削弱忻口当面之敌

的 空 中 力 量 。 日 军 正 面 进 攻 难 以 得

逞，另派兵力迂回侧后沿正太铁路西

进 ，以 配 合 其 忻 口 正 面 部 队 夺 取 太

原。八路军主力火速南下，赶往晋东

娘 子 关 附 近 阻 击、迟 滞 进 犯 之 敌 ，连

续 取 得 长 生 口 、七 亘 村 、黄 崖 底 、广

阳 伏 击 战 的 胜 利 。 尽 管 太 原 最 终 失

陷 ，但 中 国 军 队 英 勇 作 战 ，毙 伤 日 军

共 2 万余人，书写了国共两党两军在

战役战斗上协同抗敌的典范。

此后，中国抗战开始呈现正面与

敌后两个战场战略策应、夹击日军的

新局面。国民党军主力在徐州、武汉

等地进行正面作战。八路军、新四军

深入敌后，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

战，牵制和消耗大量日军兵力，支援配

合友军的正面防御。

徐州会战时，八路军及山东、河北

人民抗日游击队和工人武装，对津浦

路北段、胶济路西段和泰安南北的铁

路、公路进行破袭战，炸毁桥梁，拆除

铁轨，阻滞日军运输，有力支援了国民

党军主力在台儿庄的战斗，最终赢得

台儿庄战役的关键性胜利。

为策应武汉作战，新四军在华中

敌后积极出击，破坏敌人交通和运输，

牵 制 日 军 行 动 。 先 遣 支 队 在 韦 岗 伏

敌，“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

兰”。第 1 支队在京沪铁路、京杭国道

两侧，连续对敌展开夜袭、伏击和突袭

作战，先后取得夜袭新丰车站等数十

次战斗的胜利。第 3 支队开赴皖南抗

日前线，配合国民党军担任正面防务，

赢得马家园战斗的胜利，证明了新四

军“不 仅 善 于 游 击 战 ，而 且 会 打 阵 地

战”。第 4 支队挺进皖中，首战蒋家河

口，发起棋盘岭战斗，数十次袭击日军

向武汉方向输送人员和物资的汽车运

输队。

从 1937 年 7 月 至 1938 年 10 月 广

州、武 汉 失 守 ，中 国 军 队 通 过 层 层 抵

抗，大大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挫败了

其进攻锐气，打破了日本迅速灭亡中

国的迷梦。此后，因战线漫长、兵力枯

竭，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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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中旬，记者来到上海苏州

河畔采访。不远处，四行仓库斑驳

的西墙上，累累弹痕看上去沧桑而

刺眼。

这是发生在淞沪会战中的悲

壮 一 幕 ——1937 年 10 月 27 日 至

30 日，面对强大的敌人，中国守军

第 88 师 524 团官兵坚守四行仓库

血战四昼夜，打退日军 10 多次疯

狂进攻，毙敌 200 余人，沉重打击

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让全世

界看到了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决

心与勇气。

漫 步 苏 州 河 畔 ，由 于 河 床 抬

高、路桥拓宽，已很难再找到合适

的位置与角度，去呈现当年战地

影像的镜头。热血洒沃土，人间

换新颜。今天，在高楼林立的现

代化都市中，四行仓库抗战纪念

馆静静矗立。从曾经的“血色孤

岛 ”，到 如 今 的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基

地 ，这 里 已 成 为 国 人 铭 记 历 史 、

缅怀先烈，汲取奋进力量的精神

高 地 。“ 中 国 不 会 亡 ，中 国 不 会

亡 ，你 看 那 八 百 壮 士 孤 军奋斗守

战 场 ……”纪 念 馆 内 ，《歌 八 百 壮

士》旋律反复奏响，激励着中华儿

女踔厉奋发、自强不息。

“血色孤岛”的坚守
■本报记者 汪 飞 彭冰洁

追寻·抗战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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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一队学生在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外参观。 陈圣珲摄

图②：战火中的四行仓库。 （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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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图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