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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苦斗十年，锻

炼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一旦强虏寇边疆，慷慨悲歌奔战

场，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气势恢宏、振奋人心的《八

路军军歌》里提到的“首战平型关”就是平型关大捷。

1937年 9月 25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

在平型关浴血奋战，取得了出师华北抗日战场后的首次大捷，

同时也是全面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场大胜利。

近日，记者从山西大同市灵丘县城出发，往西南方向驱车

约 30 公里，来到平型关大捷遗址保护区，怀着崇敬的心情追

忆红色历史，缅怀革命先辈。

有八路军在，中国不会亡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叫嚣，扬言

“一个月拿下山西，三个月灭亡全中国”,气焰十分嚣张。

灵丘县党史研究室原主任赵洪波告诉记者，更可气的是，

国民党军队的不战自退，助长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但狂妄的侵

略者想不到会有一支严阵以待的八路军队伍在等着他们。

1937年 9月 25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部

署，为配合第二战区国民党军队防守晋东北内长城要隘平型

关，初上华北抗日前线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乔沟一线伏击

日军。其中，第六八六团担任主攻，负责乔沟段“斩腰”；第六

八五团负责“拦头”和阻击跑池方向日军回援；第六八七团负

责“断尾”并阻击灵丘方向的援敌。

上午 7 时许，山沟里传来马达声，日军进入伏击带。100

余辆汽车载着日本兵和军用物资在前面开路，200 多辆大车

和骡马炮队随后跟进，最后压阵的是骑兵小队。一声“打”，埋

伏的八路军战士们等来了盼望已久的时刻，步枪、机枪、手榴

弹、迫击炮一齐向沟底公路上的日军猛烈开火，随后战士们又

冲下公路将敌人分割包围，展开肉搏战。经过 6 个多小时的

激战，歼灭日军1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

赵洪波认为，这一胜利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八路军

首战大捷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确实具有战胜任何

敌人的勇气和力量，使全国人民看到了民族希望所在。不仅

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增强了抗战胜利的信心，而且

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这一胜利在军事上有力

地打击了敌人的疯狂气焰，挫伤了敌人的锐气，打破了日军

“不可战胜”的神话，迟滞了敌人的进攻，也为开辟抗日根据地

创造了有利条件。历史从这里开始证明：有八路军在，中国不

会亡！

血与火的战斗，勇者无敌

在这场伏击战中，老爷庙高地争夺战异常惨烈。

被围困在乔沟西段的一股日军抢先占领了老爷庙高

地，第六八六团三营奉命夺回阵地，敌我双方展开了空前

惨烈的白刃战。敌人 6 架飞机前来助战，八路军缺少防空

手段，最好的办法就是跟敌人扭成一团，让其难分敌我，力

求减少伤亡。

时任第六八六团团长的李天佑曾回忆：“山沟里烟雾弥

漫，杀声震耳。三营战士钻进烟雾里，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格

斗。只见枪托飞舞，马刀闪光，吼杀声，爆炸声，搅成一团。”

三营营长邓克明身负重伤，但仍然不下火线，大喊着：“跟我

冲，誓死夺回老爷庙！”转眼间，冲上了老爷庙北侧制高点，

边射击边向顽敌冲击。隐蔽在山坡上的九连战士们，冲锋

号一响便扑向敌人。九连连长刘炳才高声喊道：“同志们，

靠我们打近战、夜战的老传统，用刺刀、手榴弹和鬼子干！”

在其他连队的火力掩护下，九连战士们冲上公路，将手榴弹

掷向敌群。随着爆炸声，敌人军车上的物资碎片飞向空中，

敌人成群地倒下。残余的敌人有的端着枪，有的挥舞着战

刀，向我方扑来，双方展开了肉搏战。敌人一个个倒下去，

九连也伤亡惨重，但战士们继续顽强与敌拼杀，前面的战友

倒下了，后面的战士更加勇猛地冲上来。没有子弹就用刺

刀，刺刀断了就用枪托，枪托断了就和敌人抱成一团扭打。

有个战士牺牲后眼睛还睁着，死死地咬住了敌人的耳朵；还

有个战士伤在腹部，肠子都流出来了，却双手紧握刺刀刺入

敌人的胸膛……

正是这样一个个不怕牺牲的英雄战士，给装备精良、训

练有素的日军带来沉重的打击。战斗到最后，九连全连只

剩下十几人仍在坚持战斗。在第六八五团、第六八七团的

配合下，经过 3 个多小时的血战，终将老爷庙地区的 400 多

名敌人全部歼灭。

平型关大捷纪念馆文史研究部主任毛春桃告诉记者，虽

然八路军占据地形优势打得敌人猝不及防，但这种地形优势

仅仅体现在战斗初级阶段。随着战斗的深入，很多战斗转为

肉搏战、白刃战，这个时候拼的就是意志。狭路相逢勇者胜，

八路军之所以能够取得平型关大捷，靠的就是团结一心、勇赴

国难的民族意识，不畏强敌、勇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和前赴后

继、浴血奋战的牺牲精神。

军民鱼水情深，是动力之源

八路军刚到灵丘的时候，当地老百姓很害怕，都躲到山里

了。于是，八路军走到哪里，都耐心地安慰、安抚老百姓：“老

乡，不要怕，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咱们穷人的队

伍。”老百姓看到八路军战士纪律严明，所到之处秋毫无犯，还

帮忙担水、扫院、碾面，是真正的老百姓的军队。八路军的言

行举止给当地群众留下了可亲可敬的印象，表明了爱护人民、

团结一心、坚持抗战的决心，因此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拥护和支

持。

对于灵丘老百姓在平型关大捷中的贡献，赵洪波告诉记

者，灵丘老百姓为八路军当向导、送粮食、抬担架、清战场、送

物资、献爱心，真正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出人”的实际

行动支持战斗。

听说八路军来了，老百姓立即将藏着的核桃、红枣、花生

端出来，塞给战士们吃，并为他们腾房、烧水、做饭；见战士们

吃饭没有菜，就将自家的菜拿出来；见战士们穿草鞋脚磨出了

血，就脱下自己的鞋子让战士们穿。第一一五师卫生队住在

冉庄村的时候，一位战士的鞋子不能穿了，房东老太太立刻将

给儿子做的鞋送给这位战士。战士推让不肯接受，说：“我身

无分文，无法报答您。”老太太说：“孩子，你穿上鞋不磨脚了，

上战场多打几个鬼子就是对我最大的报答。”

赵洪波说，平型关大捷之后，八路军走到哪里，都会遇到

踊跃劳军的群众。从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不难看出灵丘群众

对八路军的感情有多深厚，这为后来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打

下了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从弱小走向强大，国家从贫穷走

向富强，其背后的不竭动力之源就是群众路线，就是军民鱼

水情。

首战平型关 威名天下扬
本报记者 李红光

图① 《庆祝我军的第一个胜

利》石刻。

图② 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展出

的八路军战士庆祝胜利的石塑。

图③ 平型关大捷主战场乔沟

现况。

本报记者 李红光摄

走 出 平 型 关 大 捷

纪念馆，内心久久不能

平静。

回首望，远处山顶

上，巍峨的纪念碑高耸

入云，象征着中华民族

的英雄气概和磅礴力

量。当年，在国土大片

沦丧、百姓陷入深重灾

难的形势下，八路军无

畏强敌，敢于亮剑，首

战就取得了平型关大

捷 ，意 义 既 重 大 又

深远。

这一战，打击了日

本 侵 略 者 的 嚣 张 气

焰。一向自认为“不可

战胜”的日本侵略者难

以置信：中国军队怎么

突然就“冒”出如此神

勇的部队？更让他们

想不到的是，击败他们

的竟是人数很少、装备

很差的八路军。平型

关大捷挫败了日军的

侵略计划，让日军“一

个月拿下山西，三个月

灭亡全中国”的扬言成

为笑话。

这一战，打出了中

华民族的志气。平型

关大捷提振了全国人

民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给予那些“亡国论者”

“唯武器论者”“恐日病

者”当头棒喝。这场胜

利让全国人民看到了

貌似强大的日本侵略者虚弱的本质，打出了全国

人民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坚强信念和信心。

这一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

威。平型关大捷让全国人民看到，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人民军队，有战胜任何敌人的勇气和力量，是

可以信赖的希望所在。这场胜利让全党全军清楚

了敌我各自的优势与短处，认识到了抗日战争必

然是一场持久战，思想统一到了毛泽东反复强调

的“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上

来，为以后八路军、新四军深入发动群众，建

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战略思想基

础。抗战，军心和民心都很重要。谁把这

“两心”凝聚成“一心”，谁就能赢得最后

的胜利。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

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深重的一场灾难，

更是中国人民抵抗最坚决并最终取得

胜利的战争。平型关大捷作为全面

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场胜

利，对抗日战争产生了深远影响。它

吹响了全民抗战的冲锋号，抗战胜

利从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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