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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春天，世界上空的烽烟愈燃愈烈。

欧洲战场，德国步步进逼，直至占领整个西

欧，并对英国本土展开大规模战略轰炸。这让日

本征服中国继而称雄亚洲的野心愈发膨胀。中国

境内，日军“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

“囚笼政策”在华北迅速铺开。国民党及其政府内

部也出现了动摇妥协倾向。

为打破日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

策”，争取华北时局好转，八路军总部决定向日军占

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一次大规模战略进攻作战。

1940 年 7 月 22 日，由朱德、彭德怀和左权签发

的《战役预备命令》，从位于山西省武乡县的砖壁

村发出。

这份命令要求：直接参加正太铁路作战之总

兵力，应不少于 22 个团，即聂区（指晋察冀军区，

编者注）10 个团、129 师 8 个团、120 师 4 到 6 个团、

总部炮团大部及工兵一部。

一呼百应！参战兵力最终达到 105 个团，人数

超过 20 万。当彭德怀听到这个结果时，高兴地说：

不管是一百零几个团，就叫“百团大战”好了！

破袭正太路，切断敌交通干线

1904 年 5 月，从太原到正定（现石家庄市正定

区）的正太铁路正式开工，3 年半后竣工。这条总

长 243 公里，有 35 个车站、23 座隧道、1200 多处大

小桥梁的铁路线，成为山西的骄傲。人们欢呼着

迎接第一列代表工业文明与速度的列车驶进三晋

大地。

不 过 ，当 时 的 铁 路 经 营 权 在 法 国 人 手 里 。

1933 年 11 月 25 日，在正太铁路接收委员会与 3000

名铁路职工的斗争下，正太铁路路权被南京国民

政府收回。

但 是 ，仅 仅 过 了 4 年 ，正 太 铁 路 就 被 日 军 夺

取。他们将其改名为石太铁路，用于军事运输与

掠夺山西资源。同时，日军在沿线大小城镇、车

站、桥梁以及隧道附近筑起坚固据点，配备了守卫

部队与装甲巡逻火车。

倾注了山西人民 40余年血汗的正太铁路，沦为

日军严密封锁的“不可接近”区，隔绝了八路军总部

与各根据地的联系，成了日军侵华的“工具”。

1940 年 8 月 20 日 晚 ，一 颗 颗 信 号 弹 腾 空 而

起。正太铁路沿线各路指战员迅速响应，向日军

据点、车站、桥梁、碉堡发起攻击。

不留一条铁轨！不留一根枕木！不留一座桥

梁！20 万军民携手作战，铁路全线很快瘫痪。

刘伯承、聂荣臻、贺龙的捷报相继传到彭德怀

手里。彭德怀问：“正太铁路怎么样？”左权答：“没

铁，也没路了！”

恐慌的日军，就此发出“对华北应有再认识”

的感慨。

今年春天，我又一次走进山西阳泉狮脑山百

团大战纪念馆。馆内一张张泛黄的照片，清晰记

录着当年八路军冒雨破袭铁路的场景。馆内陈列

的一截铁轨，也在无声诉说着那段烽火往事。

捣毁井陉矿，掐中敌经济动脉

1940 年 8 月 23 日，天微明时分，几名八路军战

士一跃而上，将在娘子关城楼插了 3 年的“太阳旗”

一把扯下，重新让红旗高高飘扬。

至此，万里长城第九关、扼晋冀两地交通之咽

喉的娘子关，被八路军收回。

在紧邻娘子关的井陉煤矿，战斗也激烈打响。

井陉煤矿始建于 1898年，是我国最早的合资煤

矿。井陉煤矿老井是中国近代第一口大型机械化开

采矿井，投产后以生产优质主焦煤蜚声海内外。

1937 年 10 月，井陉煤矿被日军占领，并改名为

“兴中公司井陉采炭所”，从此揭开日寇疯狂掠夺

资源、血腥压榨中国煤矿工人的序幕。日军在煤

矿周围挖深沟、建高墙、筑碉堡、架电网，将这里建

成密不透风的“集中营”。

一批批矿工，被压榨而死。仅发生于 1940 年 3

月 22 日的一起瓦斯爆炸事故，就导致 134 人死亡、

37 人受伤、170 人失踪。

接到《战役预备命令》后，基于井陉煤矿的重

要性，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将破坏井陉煤矿

的任务，交给中央纵队，担任主攻任务的是赫赫有

名的“老三团”。

这让早已组建起工人游击队、在 1938 年春天

就进行过暴动的矿工们，激动万分。

1940 年 8 月 20 日晚 10 点，随着总攻号令响起，

八路军将士如天兵突降，让刚进入梦乡的日军惊

慌失措。

砍电网，爆破，炸碉墙，攻打中心碉堡……至

天亮，八路军毁坏大绞车两台、水滤大发动机 3 台、

炼钢炉 15 个、风车 5 座、抽水机 10 台。守卫的日军

被全歼。3000 多名矿工投奔边区，加入八路军。

日军事后统计，损失超 1 亿日元。

在距井陉煤矿 20 多里外的洪河漕指挥所，聂

荣臻司令员面前出现两个用箩筐挑来的日本小

孩。经查，姐姐叫加藤美穗子，四五岁；妹妹叫加

藤琉美子，还在襁褓中。她们在井陉站工作的父

母均已身亡。两位小姑娘，幸运地被八路军战士

从烽火中救回。

聂荣臻亲自看望和关照她们，削了梨喂姐姐

吃，还派警卫员到村里找哺乳期妇女喂养妹妹。

八路军温暖的举动让日本小姑娘放下恐惧。但因

战事频仍，物资匮乏，聂荣臻最终决定把两姐妹送

往石家庄日本兵营。

跟着两姐妹离开的，还有聂荣臻亲笔书写的一

封信。他在对日军侵华暴行进行强烈谴责后，又温

情地写道，希望将两姐妹“转交其亲属抚养，幸勿使

彼辈无辜孤女沦落异域，葬身沟壑而后已”。

40 年后，美穗子重返中国，专程向聂荣臻、向

中国人民表示感谢。

这个感人的故事一直被传为佳话。八路军的

人道主义精神，昭如日月。

激战关家垴，高扬我太行军威

“能不能把刚刚放在下面的那名战士移上来？”

一位八路军战士“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泪流满面

地向正在掩埋烈士的战友开口，“他是我弟弟！”

这是我当年创作《重回 1937》这本书时，关家

垴村村民给我讲述的关家垴战斗结束后的一幕。

原来，兄弟二人一路从安徽来到山西，并肩战斗。

关家垴战斗结束之后，哥哥辗转找到弟弟时，弟弟

却已牺牲。

哥哥伸出手，努力将弟弟一张满是血污的脸擦

干净，将弟弟一身已被鲜血浸透的衣服捋平整。他

许下承诺：如果我有幸活到这场战争结束，一定再

回到关家垴，把你带回家……

关家垴战斗，是百团大战进入第三阶段的一

场壮烈之战。

1940 年，秋风渐深的 10 月底，日军第 36 师团

冈崎大队大摇大摆出来“扫荡”。但在根据地军民

袭扰下，日寇很是受挫，不得不夺道武乡准备退回

沁县。途中，他们窜入黄崖洞兵工厂，进行了轰

炸、破坏。

彭德怀得报后，下令部队监视冈崎大队行动，

并立即启程，从黎城赶回武乡。一路上，村落被敌

人践踏的悲惨景象，咬噬着彭德怀的心。

当时，八路军第 129 师第 386 旅和决死一纵队

正有一部分部队，在关家垴附近集结休整。彭德怀

很快发出歼敌命令。

战斗打响了。

八路军的前线指挥所周围耸立着几棵大树，树

叶被惊得哗哗作响，连尘埃都沉浸在肃杀之气里。

日军乘夜摸上关家垴高地，凭借垴顶的窑洞顽

抗，用火力封锁了仅有的一条通往高地的狭窄山

路，又夺占了西南方向的柳树垴，以两处高地互为

依托。不占地利的八路军，只能冒着敌机的投弹扫

射和由垴顶倾泻的火力，不畏生死地向上冲锋。

关家垴愤怒地呐喊着、嘶吼着。在连续多次冲

锋后，八路军终于攻破日军防线，将武器优良的冈

崎大队歼灭过半。

但就在此时，坏消息传来：周围的大批日军已经

出动前来增援。彭德怀长叹一声，下达命令：撤离。

关家垴战斗中，八路军以劣势装备对敌人实

行攻坚战、阵地战，与敌鏖战两昼夜，遭受很大伤

亡。其中，第 386 旅第 16 团团长谢家庆牺牲，第

772 团 1 营 3 个连伤亡过半……

战后的关家垴，已是烈士的墓场 、英雄的高

地。

采访时，村民告诉我，抗战结束后，有两位烈

士的遗骸被家人寻回，其中一位来自安徽。犹记

得当时听到“安徽”二字时，我瞬间湿了眼眶。尽

管已无法核实英雄的名字，可我宁愿相信，他就是

此前采访时村民给我描述的，那两位安徽兄弟中

的弟弟。如果是这样，他的哥哥就可能战斗到抗

战结束；如果是这样，哥哥就可能兑现了当初对弟

弟的承诺；如果是这样，他们的母亲就可能没有在

一场战争中失去两个儿子。

涉江渡海走天涯，甘将热血沃中华！关家垴

战斗重创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展现了八路军的战

斗血性与意志，更为日后的节节胜利积攒了经验

与力量。

……

“整个华北地区，从晋北山区到东海岸，从南

面的黄河到北面的长城，都成了战场。战斗夜以

继日，100 个团打击了敌人的整个经济、交通线和

封锁网。”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用文字对百团大战

作了记录。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在华北地区

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带战略性的进

攻战役。至 1940 年 12 月 5 日，参加百团大战的八

路军进行大小战斗 1824 次，毙伤日伪军 2 万 5 千余

人 ，摧 毁 据 点 2993 个 ，破 坏 铁 路 474 公 里 、公 路

1502 公里，缴获大量枪械火炮……

在日本法西斯侵略气焰极度嚣张、全国抗战面

临严峻考验的关键时刻，八路军以雷霆之势，沉重

打击了日军“囚笼政策”，遏制了国民党内对日妥协

倾向，进一步鼓舞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

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百团大

战，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85 年过去，硝烟散尽，风骨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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