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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的华北大地，日军沿正太铁

路密布据点，将原本连贯的太行抗日根

据 地 切 割 得 支 离 破 碎 ，妄 图“ 各 个 击

破”。横亘太行、连接太原与石家庄的

铁路动脉，被日军狂妄地标榜为“钢铁

封锁线”，成为其施行“囚笼政策”的冰

冷链条。

八路军总部报请中央批准，决定以

破袭正太铁路为重心，发动一场大规模

进攻战役。8 月 20 日夜，暴雨倾盆。成

千上万阳泉矿工与农民，与八路军并肩

作战。撬轨、毁枕、拆桥……正太铁路

瞬间如死蛇瘫卧，沿途日军据点的灯光

次第熄灭。与此同时，两支钢铁劲旅直

扑正太路中段战略要地。我第 385 旅

14 团、769 团占领阳泉制高点—狮脑

山。晋察冀军区第 5 团，则如利刃刺向

“晋冀门户”—娘子关。

20 时，第 14、第 769 团将士攀上狮

脑山海拔 1160 米的主峰，迅速在山麓

构筑阵地，山脚下蜿蜒的铁路与阳泉城

星星点点的灯火，尽收眼底。此刻的娘

子关，300 米外铁路护坡背后，晋察冀军

区第 5 团战士的捷克式机枪，已悄然推

弹上膛。

夺占雄关

晋察冀军区第 5 团肩负主攻娘子

关重任，团长陈祖林、政委萧锋将团指

挥所设在绵河北岸河北村西侧一个叫

“城墙边”的小高地。按照战斗部署，第

3 营承担攻克关城及绵山日军堡垒、控

制区域制高点的任务。

娘子关关城由伪军驻守。在当地

熟悉地形的向导引领下，第 5 团 3 营两

个连的战士，如暗夜幽灵般潜入关城。

他们行动迅捷，悄无声息，直抵伪军驻

地，将其团团围困。酣梦中的伪军惊

醒，顿时乱作一团。八路军战士展开攻

心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放下武器，

优待俘虏！”伪军本无斗志，在强大的心

理攻势下，纷纷弃械投降。八路军几乎

兵不血刃，一举夺下娘子关关城。

占 领 关 城 后 ，第 3 营 战 士 未 及 喘

息，依托关城地势，向绵山日军堡垒发

起猛攻。绵山堡垒有土城碉与绵山碉

两组，雄踞险峰，易守难攻。堡垒周遭

密布铁丝网，机枪火力交织如网。

八路军战士毫无惧色，凭借关城与

绵山间残存的单边长城为掩体，步步为

营，向堡垒逼近。战斗小组分工协作，

交替掩护：一组吸引敌火力，一组趁机

剪断铁丝网，开辟通道。靠近堡垒后，

手榴弹如雨点般投入敌巢，爆炸声在山

谷间轰鸣回荡。日军虽被打得晕头转

向，仍负隅顽抗，机枪疯狂扫射。

关键时刻，第 9连六班长胡进城擎起

红旗，率领一个战斗小组奋勇冲锋。他

们巧妙利用山石沟壑规避弹雨，直扑南

山制高点。尽管日军火力凶猛，身边战

友不断倒下，但冲锋者前仆后继，毫无退

缩。经一番惨烈厮杀，八路军战士终于

撕开日军防线，一举摧毁土城碉与绵山

碉，将胜利的旗帜，高高插上娘子关城头！

与此同时，第 5 团 1 营借着夜色掩

护，自河北村西的新家脑山潜入坡底

村，悄然渡过绵河。22 时整，向娘子关

火车站和日军兵营发起雷霆一击。此

时，日军娘子关警备队—独立步兵第

15 大队第 4 中队中队长池田龟市中尉，

正率 20 余人乘摩托车自地都村巡查后

返回车站。训话完毕，解散令尚未出

口，西面 300 米铁路线上突然射来捷克

式机枪的猛烈弹雨！池田龟市惊魂甫

定，急令反击。

阳泉惊魂

8 月 20 日深夜，日军独立混成第 4

旅团值班参谋土田兵吾中佐被急促电

话惊醒，窗外暴雨正敲打着阳泉旅团司

令部的玻璃窗。电话那头，娘子关警备

队长池田龟市强作镇定：“遭共军攻击，

但无论如何也要独自将其击退……”话

音未落，寿阳独立步兵第 14 大队又传

来告急。这位刚结束反游击训练的“专

家 ”并 不 知 道 ，八 路 军 105 个 团 ，已 在

2500 公里战线上全线出击，将“囚笼”撕

开巨大的裂口！

土田兵吾冲向 700 米外的旅团长

宿舍。旅团长片山省太郎少将接到正

太路全线遭袭的消息，惊得手中文件散

落一地。更令他肝胆俱裂的是，此刻八

路军第 385 旅主力已兵临城下！阳泉

城内，也是一片恐慌狼藉。

今日阳泉城内的南山公园，日军史

料中称为“庙高地”。此地地势突兀，是

俯瞰控制城区的锁钥，距离阳泉火车站

南侧的日军阳泉警备队—独立步兵第

15大队营房仅 300米。八路军第 14团一

部如神兵天降，乘夜色与混乱，迅猛穿插

突入城区，一举攻占庙高地。此后，他们

立刻抢筑简易工事：依托庙宇残垣架设

机枪，在山坡挖掘散兵坑，严阵以待。土

田兵吾记述：“20 日夜，占领庙高地的共

军，从高地上用日本话高喊：‘投降吧！

不投降就全部消灭！’同时猛烈攻击。日

军虽局部反攻，但徒增伤亡，未能奏效。

在阳泉的日侨（约 500人）已感绝望，甚至

出现了穿好衣服准备赴死的景象。”

日军意识到庙高地失守的致命威

胁—旅团司令部与警备队本部被割

裂，部队调动、物资运输寸步难行。日军

大队长德江光中佐急火攻心，多次组织

兵力反扑。但第 14团战士意志如钢，凭

借灵活战术与无畏勇气，一次次将日军

打下山坡。每当日军逼近，战士们便跃

出工事，手榴弹开路，刺刀见红，与敌展

开惨烈肉搏，鲜血浸透了庙高地的焦土。

在这场关乎阳泉命运的激烈争夺

中，我第 14 团承受着巨大压力，却如磐

石般岿然不动，彻底粉碎了日军夺回控

制权的妄想。

狮脑山血战

阳泉日军兵力分散，城内战斗部队

以独立步兵第 15 大队本部和山炮兵大

队为主，仅 700 余人，面对八方告急，左

支右绌。为挽败局，旅团长片山省太郎

急调平定、和顺等地日军驰援阳泉。同

时，他下令将所有成年男侨武装起来，

发放简陋武器，强迫他们投入战斗。这

些日籍商人、煤矿技工多为退役老兵，

战斗素养不亚于现役士兵，迅速与伪

军、伪警察拼凑起一支约 2000 人的混

合武装，向八路军发起反扑。

8 月 21 日拂晓，60 余名日军循电话

线摸上狮脑山。我第 14 团 5 连战士从

伪装工事中猛然跃出，刺刀与枪托的撞

击声在山谷间铮铮回响。日军首次进

攻被 5 连、6 连依托工事轻松击溃。狡

猾的敌人随即改变战术，集结 150 余人

绕道西峪掌村，企图从背后偷袭我军

阵地。我第 385 旅旅长陈锡联正率旅

政治部主任卢仁灿及第 769 团营以上

干部在西峪掌勘察地形，双方在极近距

离猝然遭遇。激战中，卢仁灿被日军子

弹穿胸而过，身负重伤。陈锡联急令司

号员吹响冲锋号求援。号声刺破长空，

第 769 团 1 营、3 营在团长郑国仲率领下

紧急增援。第 14 团团长孔庆德闻声也

派两个连飞驰支援。这位后来的开国

中将在回忆录中写道：“冲锋号响起的

瞬间，我看见 769 团的战士像潮水般漫

过梯田。”三面夹击之下，偷袭的 150 名

日军被压缩于山坳，遗尸 40 余具狼狈

溃逃，山炮兵中队长中岛毙命荒野。

日军恼羞成怒，竟丧心病狂施放毒

气，黄绿色的毒雾漫上山坡。亲历这场

战斗的老兵张水来永远难忘那刺鼻的

恶臭。“没有防毒面具，就用毛巾蘸着尿

捂嘴。”他摩挲着臂上的疤痕，“趴在泥

水里，听着飞机俯冲的尖啸，心里就一

个念头：死也要守住狮脑山！”

22 日起，战况愈趋惨烈。日军步兵

轮番攻击，炮火昼夜不息。陈锡联回忆

录中描述：“指战员们穿着湿透的衣服，

泥 里 滚 ，水 里 趴 。 每 日 吃 黑 豆 、喝 雨

水。后来黑豆没了，就嚼野果、啃生苞

谷，没有油，也没有盐。”在炮火间隙，战

士们从半山腰断崖的石缝中跃出，排子

枪齐射，手榴弹投掷如雨。当日军冲至

十几米内，战士们便跃出战壕，展开白

刃血战。六天六夜里，面对数十倍于己

的强敌，两个团以惨烈代价，死守阵地，

寸土不让！

此时，第 129 师各部已在正太路阳

泉以西全线展开攻势。日方史料记载：

“起初旅团司令部对战况完全不明，两

三天后才逐渐弄清……正太路各警备

队均遭 5 至 10 倍于我的共军攻击。阳

泉西面无名桥梁、辛兴镇、坡头、测石、

落摩寺镇各据点均遭毁灭性打击，至 24

日前终为共军占领。”

24 日，驻太原日军第 1 军派出飞机

轰炸庙高地、狮脑山。25 日，驻榆次、昔

阳的独立步兵第 11、第 12 大队各抽调 1

个中队援兵抵达。26 日后，阳泉日军开

始逐次反击……在六昼夜的拉锯血战

中，八路军战士们嚼着野果反击，在弹

坑间翻滚射击，将日军的九次疯狂冲

锋，死死挡在主峰之下。当最后一股日

军仓皇撤退时，阵地上的野草已被鲜血

浸 透 ，我 第 769 团 那 面 弹 痕 累 累 的 战

旗，依然在硝烟中猎猎飞扬！

磨河滩壮歌

娘子关方向，正当晋察冀军区第 5

团准备扩大战果之际，20 日午夜 24 时，

一列自西而来的火车抵达娘子关车站，

车上载有 800 余名准备退伍回国的日

军。枪声骤起，部分日军躲入绵山脚下

的铁路隧道、涵洞，另一部分在三谷炮

兵大尉指挥下武装起来，与娘子关警备

队合力抵抗。

至 21 日凌晨 3 时，鉴于敌情骤变，

我第 5 团 1 营奉命撤回火车站以西的上

磨河滩村。除以第 1 连留守村庄监视、

牵制日军外，其余连队转攻娘子关以西

的程家陇底火车站及沿线日伪碉堡。

第 1 连 连 长 邓 仕 均 、指 导 员 王 雄

林，率全连 145 名指战员，依托村内刘

家三进院落为阵地，在民房墙壁凿开射

击孔，于屋顶、村口构筑掩体，决心死守

村庄，痛击来犯之敌。21 日白天，被重

重包围的日军娘子关警备队及退伍日

军，龟缩于兵营、隧道和涵洞内不敢动

弹。绵河北岸第 5 团阵地以迫击炮吊

射隧道洞口，诱敌出击，但日军始终未

敢露头。阵地上的神枪手，击毙了 3 名

前往警备队营房取饭的退伍日军。当

日，第 5 团其他连队及地方武装、民兵，

冒雨在铁路线上破路轨、割电线，将战

利品源源不断地运往根据地。

午夜，暴雨如注，彻夜未停。

8 月 22 日上午 11 时，从阳泉方向驰

援的日军酒井铁甲列车队，自带钢轨枕

木修复被毁路段后，开至上磨河滩村西

南不足三百米的铁路线上，以车载直射

炮和机枪猛烈扫射、轰击我第 1 连据守

的民房工事。同时，日军池田警备队及

武装起来的三谷支队，以数倍兵力向上

磨河滩村疯狂反扑。日军先用迫击炮

猛轰，步兵随后冲锋。我第 1 连连长邓

仕均临危不乱，指挥战士们在敌炮击时

撤下房顶工事，隐蔽于墙根、屋内；炮火

稍歇，立刻重返战位阻击，轻重武器齐

鸣，打得敌人死伤枕藉。此时，我第 5

团领导因洪水暴涨无法派兵增援，遂指

挥北岸阵地重武器进行火力支援。

日 军 多 次 进 攻 受 挫 ，竟 丧 心 病 狂

向我第 1 连据守的院落发射红筒毒气

弹 。 许 多 战 士 中 毒 倒 下 ，失 去 战 斗

力 。 日 军 趁 机 集 结 200 余 人 猛 扑 而

来 。 危 急 关 头 ，邓 仕 均 振 臂 高 呼 ：

“同志们！决不能让鬼子踏过阵地一

步！”全连战士依托街巷、民房，英勇反

击日军冲锋，战斗异常惨烈。敌我逐

院逐屋争夺，弹尽之时，邓连长率战士

们挺起刺刀，与敌展开惨烈肉搏！司

号员李锁子的刺刀捅弯，抡起枪托狠

砸敌头；卫生员王全友左腿重伤，背靠

枯树拼死搏杀 ；机枪班长赵小三身中

四弹，一手护机枪，一手挥刺刀与敌肉

搏。一名日军退伍兵挥舞一柄缺口军

刀疯狂劈砍，最终被两名八路军战士

的刺刀刺死。那把布满缺口的日本军

刀，成为此战珍贵的战利品。激战 5 小

时，第 1 连在伤亡过半的情况下，打退

敌人数次进攻，毙伤日军 200 余人。

连 日 暴 雨 引 发 山 洪 ，绵 河 水 势 暴

涨。第 1 连陷入三面受敌、一面背水的

绝境，依然浴血奋战。血水混着雨水，染

红了院落街巷。他们坚持至黄昏时分，

已负伤的连长邓仕均指挥部队分四批交

替掩护，向北强渡绵河突围。官兵推倒

临河院墙，从缺口冲出。冲在最前的一

名排长与日军白刃相搏，身中数刀仍奋

力拼杀，一分钟内刺倒 3名敌人，终因伤

重力竭，背靠断壁壮烈牺牲。冲出缺口

的官兵且战且退，毅然跃入汹涌的绵

河。不识水性的官兵被巨浪卷走，后被

村民在河岸收敛遗体 84具。第 1连在团

特务连接应下，最终仅余 17人归建。

永不磨灭的弹痕

如今的狮脑山百团大战纪念馆内，

一截锈迹斑驳的铁轨静卧展柜。讲解

员总会指向轨腰的深深撬痕，向参观者

诉说：“这是阳泉矿工与八路军并肩战

斗的印记。”不远处，我第 1 连那把卷刃

的刺刀旁，陈列着日军的缺口军刀。两

件兵刃在灯光下锋芒相对，无声诉说着

那场战斗的惨烈与不屈。

年逾七旬的阳泉税务局退休干部

梁吉永，从小在娘子关河北村长大，在

耳熏目染中痴迷于研究那段血火战事，

在无数次接待参加此战的八路军老战

士后，成为当地有名的战史专家。当他

再次带着连长邓仕钧的后人重访战场

时，在刘家大院西侧的高墙下久久驻

足。“看这些弹孔，”他轻抚砖石上累累

的凹痕，“都是日军 92 式装甲列车发射

的，大的是 37 毫米直射炮，小的是 7.7

毫米机枪。”山风掠过松林，仿佛仍能听

见那穿越时空的冲锋号角。2015 年，纪

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 70 周年大阅兵，“血战磨河滩

钢铁连”的旗帜在方阵中猎猎作响。那

抹浸透鲜血的红，与狮脑山纪念碑上披

拂的朝霞，同样耀眼夺目。

日军第 1军司令部参谋朝枝繁春大

尉，率领军部援兵 40余名经榆次、寿阳徒

步赶到阳泉扑空后，面对沿途散乱的枕

木、铁轨和碉堡残垣，这位日本陆大毕业

的所谓“军刀组”精英曾困惑发问：“为什

么那些农民会背着手榴弹冲向装甲列

车？”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就镌刻在磨

河滩村的烈士名录里。那里记载着在战

斗中牺牲的娘子关籍八路军战士丁周生

和民兵段慎等 8人的姓名，以及李连和等

17名磨河滩村民为保护八路军伤员而惨

遭日军杀害的事迹—当人民真正成为

战争的主体，所谓的“囚笼政策”，注定只

能是侵略者一厢情愿的梦幻。

太行山脉的轮廓在暮色中渐次清

晰，狮脑山顶的纪念碑如利剑刺破苍

穹。绵山下的铁轨上，列车缓缓进站，

车窗外可见娘子关城头金色的霞光。

85 年前的烽火硝烟，已化作山间氤氲的

晨岚，但那些以血肉之躯铸就的精神丰

碑，将永远矗立在民族记忆的深处，光

耀千秋。

百团大战之阳泉鏖战
■余 戈

2025年 7月 7日，正值全民族抗战爆发88周年。
当天下午，习主席来到位于阳泉市狮脑山的百团

大战纪念碑广场，向八路军烈士敬献花篮，参观百团
大战纪念馆展陈。他强调，百团大战的历史壮举，充
分展现了我们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
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要讲好抗

战故事，把伟大抗战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地处太行山的阳泉，是百团大战第一阶段主战

场。娘子关战斗、狮脑山战斗……今天，我们深切回
望那段浴血荣光的岁月，依然能听到壮士的呐喊，感
受到军民同心抗战的伟力。

—编 者

图①：85 年后的狮脑山上，百团大

战纪念碑巍峨耸立。这片曾被战火焚

烧的土地，如今展现出蓬勃生机。

图②：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四分区第

5 团 3 营一举夺占娘子关关城南侧绵山

碉堡，官兵挥舞旗帜欢呼胜利。

图③：正太铁路娘子关车站和绵山

隧道。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四分区第 5
团 1 营向车站发起攻击后，刚在月台下

车的日军退伍回国士兵部分龟缩于两

处隧道，部分武装起来负隅顽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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