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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史学研究者认为，抗日战争时
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 19个抗日根
据地，冀东堪称最为艰苦和惨烈的地区
之一。这个抗日根据地始称冀东，后称
冀热辽，始终是晋察冀的组成部分，受
中共北方局和晋察冀军区领导。与全
国其他地区抗战相比，孤悬敌后的冀东
战场主要是中共领导下开展的敌后游
击战争。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冀东八
路军驰骋长城内外，血战千里无人区，
几经起落，终于建成一个拥有 560 万人
口的冀热辽根据地，建立起一支人数众
多的武装力量，成为日寇咽喉地带强有
力的抵抗力量。

轰轰烈烈的抗日大

起义与悲壮的西撤

1938年夏，饱受日伪蹂躏的冀东民
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国共合作为
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旗帜，掀起
了轰轰烈烈的冀东人民武装抗日大起
义。

抗战爆发前，冀东包括唐山、秦皇岛
各县及京东、津北一些县在内，共有 22
个县，这里农业发达、矿产丰富。日军侵
占东北后，为吞并整个中国，首先将魔爪
伸向冀东。1933 年国民党军长城抗战
失败，与日军签订《塘沽协定》，国民党军
队被迫全部撤离，冀东沦陷。“七七事变”
后，日军进攻我国的兵力和军用物资，大
量经过冀东运送。因此，对于中日双方
来讲，冀东战略位置极为重要。

1937 年 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
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明确提
出：“红军可以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
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10月，
中共冀热边特委通过冀东抗日统一战线
组织，广泛发动民众，准备武装起义。为
策应起义，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晋察冀
军区邓华支队与第 120师宋时轮支队合

编为八路军第 4纵队，简称 4纵，于 1938
年 6月从平西出发向冀东挺进。当月下
旬，冀东抗日联军成立，无党派人士、民
团首领高志远为抗联总司令，中共冀热
边特委书记李运昌为副总司令，国民党
爱国人士洪麟阁为副总司令。7月 6日
滦县港北村，7日丰润、迁安交界的岩口
镇爆发起义。短短两个月，东起山海关，
西到潮白河，北从雾灵山，南至渤海滨，
大起义遍及 20多个县。这次大起义有
工农群众、各阶层爱国人士和各民主党
派武装力量达 20余万，抗日联军发展到
7万余人，其他抗日武装近 3万人。起义
军与八路军协同作战，收复迁安等 9座
县城，动摇了日伪的统治。8月中旬，4
纵与抗联主力在遵化铁厂镇胜利会师。
遗憾的是，由于当时 4纵主要领导得到
敌人大举“扫荡”冀东的情报，过于严重
估计形势，决定主力全部撤到平西整
训。在西撤过程中，沿途遭敌人围追堵
截，人员大部失散，损失惨重。西撤导致
整个起义队伍和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
以上，当时转移到平西和冀东保留下来
的抗联人员只有 3000人，冀东抗战形势
一落千丈。

尽管如此，冀东抗日大起义为冀热
辽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撒遍革命火种。4
纵和抗联西撤时，留下3个支队在当地坚
持游击战争。在西撤受挫最危急时刻，
李运昌等当机立断，带领余部返回冀东，
恢复和重建抗日武装。1939年 3月，正式
建立了中共冀东地方委员会，恢复基层
党组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 1939
年 10月成立冀东第一个联合县丰（润）滦
（县）迁（安）联合县起，冀东开始进入联
合县秘密开辟根据地的艰苦抗战时期。

遵循机动灵活战术，

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驻防冀东的日伪军一般情况下保持
在 5至 10万人，相当于八路军的 5至 10
倍。由于敌众我寡，环境险恶，冀东党和
军区带领人民，在实战中汲取失败教训，
不断探索开辟根据地的新模式，遵循机
动灵活的战术，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有生

力量。
冀东地区既有山地又有平原，党的

基础及其领导的抗日群众主要是在口内
的遵化、迁安、丰润、滦县、玉田、蓟县等
县，因此，冀东始终以长城里的盘山、鲁
家峪、腰带山三个地区为中心向四外扩
散，即先建了口内游击区，然后向口外发
展。根据地的建设，没有固守一隅而陷
入被动，而是在巩固中求发展，从发展中
求巩固。

冀东根据地的武装斗争，战略上是
坚持内线的持久防御战，战斗是外线的
速决进攻战。作战方针基本上是游击
战，不打消耗战。部队每到一地，不能
留驻三天以上，青纱帐时期、偏僻山区
可以驻一周左右，但也高度警惕，加强
戒备，以防敌人远距离奔袭合击。在地
方政府准确情报保证下，部队像流水疾
风一样，“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即打即
离，夜间行动”。一旦我军优势在二倍、
三倍以上，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给敌人以重击。

1941年 3月至 9月，日军集结 6万余
兵力连续推行第一次、第二次“治安强化
运动”。在当年夏季反“扫荡”过程中，战
斗空前激烈，冀东部队损失严重。中共冀
热察区党委冀东区分委及时总结教训，秋
后主力出关，开辟热南地区。敌人以为八
路军被消灭了，于是主力撤出冀东，由23
个团的治安军接替防务。1941年 11月、
12月，敌人推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
八路军主力回师关里，发动打治安军战
役。数月内，八路军消灭了伪治安军7个
团，歼灭 5000余人。华北日酋冈村宁次
哀叹：“到冀东如入苦海”“对冀东应有再
认识”，日军第 27师团主力被迫回驻冀
东。1942年3月30日，日军开始为期两个
半月的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冀东部
队主力转移外线，积极向敌区发展，开辟
新区，同时返回口内基本区开展“复仇战
役”和夏季反“扫荡”，粉碎第四次“治安强
化运动”。1942年 9月中旬，日军开始第
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共调集7个联队的
日军、4个团的伪满军和十几个团的治安
军，进行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并实行“沟
壕堡垒”政策，运用“清剿剔抉”战术，疯狂
破坏我基本区。我军各部先后再次转到
外线作战，避开敌人锋芒，撤到热南、滦
东、路南与敌人周旋。1943年春，主力部
队又返回口内，分三路深入基本区，进行
恢复基本区的战役。

冀东八路军主力部队在地方武装配
合下，坚持以游击战为主调，成功进行打
治安军、恢复基本区等战役，改变了敌我
双方的态势和力量对比，为最后战胜日
寇奠定了基础。据不完全统计，从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到 1945 年日本无条件
投降，冀东军民几乎无日无战事，累计毙
伤俘日军7万人。

冀东抗战中前期始终处于敌强我
弱整体态势，但不乏全歼日军王牌中队
的经典伏击战，如白草洼、干河草、彭家
洼伏击战。这些战果辉煌的伏击战与
战场指挥员的魄力与胆识密切相关。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冀东军分区副司令
员包森和冀东第 12团神枪营长欧阳波
平。令人痛惜的是，这两位令冀东日军
闻风丧胆的优秀指挥员同在最残酷的

1942年捐躯。
冀东抗战中成功的伏击战还有不

少。如 1940年 8月 20日，冀东军分区司
令员李运昌指挥第 12团 1营，在丰润县
金庄取得全歼日军松本小队 50余人的
战果。1942 年 12 月 17 日，第 12团团长
曾克林率部在迁安大贤庄全歼浅叶小队
50人等，这些战果都极大增强了冀东军
民坚持抗战的信心。

日军第 27师团中队长藤原彰在《中
国战线从军记》写道：“八路军巧妙娴熟
地运用其得心应手的伏击战法，将浅叶
小队一个不剩地全部消灭。像这样表明
冀东八路军战术成功、日军疏忽大意的
事例，在冀东地区特别多。日军第 1联
队也常有小部队被八路军全歼的事例发
生。这是因为八路军得到民众的支持，
在情报上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结果。这
也是一件让日军无法掌握中国民众之心
的事。”

“狼牙山五壮士”式的

英雄群体惊天地、泣鬼神

在烽火连天的冀东抗日根据地，也
曾出现过“狼牙山五壮士”式的英雄群
体。

1940年春，包森率领队伍来到盘山
东北部梁庄子，开始创建盘山抗日根据
地。当年夏季的一天，日军纠集兵力分几
路向梁庄子扑来，妄图一举歼灭新生抗日
武装。警卫班班长马振东率领六名战士
掩护司令部和大部队转移。他们边打边
退，把500多日伪军引到了盘山五峰之一
的莲花峰顶。日伪军从东、西、北三个方
向，向莲花峰发起进攻。眼看敌人距离峰
顶不到十来丈远了，马振东一声怒吼“手
榴弹炸他狗日的”，话音未落，他一挥手扔
出一个手榴弹，“轰”的一声在敌群中爆炸
了，敌人嚎叫着倒下去。紧接着，六名战
士抛出十几颗手榴弹……敌人被打退
了。时近中午，敌人又组织冲锋，几挺机
枪从东山向莲花峰顶疯狂扫射。枪声停
止后，敌人分三股从三个方向往上爬。马
振东等七壮士子弹打没了，就搬好石块伏
在峰顶。当敌人距离峰顶几十步远时，马
振东向敌群抛出最后一颗手榴弹。趁敌
人混乱，战士们将大石块滚下山巅。但
是，砸退一股敌人，又上来一群。这时，七
壮士的手榴弹子弹都打光了。敌人“嗷
嗷”地冲向峰顶，“同志们，为中华民族解
放，誓死不当俘虏！”说着，马振东等七壮
士纷纷摔毁枪支，大家站在峰巅，手挽手
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
放万岁！”纵身跳下悬崖。七勇士当中有
六人壮烈殉国，班长马振东被树枝挡住后
落地，摔成严重脑震荡，后被附近山村的
老乡发现获救。

1942 年 4 月 3 日，冀东军分区政治
部主任兼八路军第 12团政委刘诚光带
领部分战士，护送一批干部去平西受
训。部队转移到遵化境内，分别在范庄
等地宿营。次日天刚亮时，侦察员报
告：范庄庄头发现敌人。此时，敌人已
经占据甄庄西山头和范庄东山头，卡住
红石岭。刘诚光当机立断，指挥抢占高
地，部队迅速冲上甲山。甲山是座孤立

山峰。此时，敌军收缩了包围圈，西、
北、东三面全是鬼子和伪军，总兵力有
3000 余人，我军只有 289 人。早上八点
多钟，敌人步枪、机枪从几个方向朝我
军猛烈射击。我军一名神枪手打死敌
人重机枪手，四挺机枪一阵猛扫，把蜂
拥而上的几百个鬼子压了下去。鬼子
气得发了疯，用迫击炮乱轰。刘诚光拉
出自己心爱的战马放到山头，引开敌人
视线。敌人的炮弹炸得阵地上土石迸
飞，战马受伤腾蹄嘶鸣。下午三时，枪
声稀疏下来。刘诚光重新部署兵力，等
待黄昏突围。半小时后，鬼子得到增
援，重新发起攻势，迫击炮弹、枪弹像
雨点冰雹一样倾泻整个甲山。刘诚光
对坚守在山上的干部战士说：“我掩
护，你们继续选择时机向外冲！以后
重整队伍，坚持斗争到底！”“坚决保护
首长，宁可一起死！”战士们吼出心
声。经过一天激战，我军弹药无几，四
面受敌。太阳快落山时，日伪军又以
密集队形向顶峰突击，战士们将仅有
的子弹射出后，大吼一声：“冲啊”，与
敌人展开白刃肉搏，有的战士抡起枪
托劈，有的用石块砸，有的战士抱着鬼
子撕咬，有的战士和鬼子扭成一团，摔
下几丈高的悬崖……混战中，山下敌人
不再开炮轰击。刘诚光再次对干部战
士说：“冲出去！以后你们重整队伍，继
续战斗！”他同时下令：“砸毁所有枪
支！烧毁所有文件！宁死不投降！”大
家砸毁武器、烧毁文件后，刘诚光、二营
教导员于禾先后饮弹自尽，剩余战士全
部跳崖。此战，除 31人成功突围外，其

余 258人全部牺牲。
夜幕下，甲山上的焦枯树木、满坡荒

草被炮击引燃，腾起冲天大火，敌人借火
光打扫战场，运走 600 多具鬼子尸体。
敌人撤走后，乡亲们将第 12团 258名殉
国烈士安葬在甲山西北坡下。

无数英烈的热血换

回了血色的胜利

日军唯恐冀东八路军出关向东北
发展，极力将其扼杀在冀东。为切断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
的联系，日军在长城沿线一带通过“集
家并村”手段将百姓驱赶到所谓的“集
团部落”，当地老百姓称之为“人圏”，从
而建立起“无住禁作地带”，肆无忌惮地
推行“三光”政策。长城线上千里“无人
区”，日军残暴程度不亚于南京大屠杀，
人间地狱血雨腥风……冀东八路军在
装备极差、物资极度匮乏、住宿困难等
恶劣条件下，与敌人进行周旋，牵制敌
人大量兵力，破坏日军“以战养战”政
策，从战略上配合其他根据地及盟军对
日作战。

无数英烈的热血换回了血色的胜
利。冀东八路军最早组建的主力团第
12团建团初期团职领导一个没活下来，
很多战士牺牲后连个名字都没留下来。
据不完全统计，冀东从 1937年全民族抗
战到 1945年胜利，约有 3万多战士牺牲，
干部牺牲数千人，其中团级、地委级以上
干部牺牲数十人。

孤悬敌后：艰苦卓绝的冀东抗战
■董连辉

记 史

沧桑岁月里的那道彩虹

我的父亲罗章是从湘鄂赣、湘赣革
命根据地走上长征道路的红军指挥
员。抗日期间，他所在的红 6军团改编
为八路军第 120师第 359旅。在抗日战
争中，这支部队经历了数百次的作战，
创造了骄人的战绩，赢得了人民群众的
衷心爱戴。

1937 年 11 月，在中共冀西特委负
责人栗再温等的大力支持下，这支部
队在华北抗日前线得到新兵补充。仅

仅在河北省平山县就补充 1500 名新
兵。由于这些新兵全部来自平山，编
成独立团后，大家习惯地把他们称作
“平山团”。

这支部队政治素质很高。作为部队
骨干的干部，基本上都是经历过长征的
红军；而广大士兵中，党员比例很高。在
“平山团”组建过程中，平山全县 700多
名党员，就有 200多名带头参军，青年党
员几乎悉数参加，发挥了重要的模范带
头作用。因此，这个团表现出极强的战
斗力。

1938 年 1月，“平山团”等部改编为
第 718 团后，陈宗尧和我父亲这两位红
军时期的亲密战友和老搭档，又再次联
手，分别担任该团第一任的团长和政治
委员。第 718 团在山西崞县整训刚结
束，日军一个中队由原平乘车开往崞
县，“平山团”第 2营和第 3营在陈宗尧
团长和我父亲的指挥下，在田家庄设

伏，前后夹击全歼敌人。此战缴获重
机枪 4 挺，轻机枪 3 挺，长马枪 120 余
支，短枪 12 支和一大批战利品。这是
“平山团”的第一仗，显示了平山新兵
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为以后的连续
胜仗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在第 718 团补充完成后两个月，他
们即开赴战场，和第 120 师等其他部队
一起参加了收复“晋西北七城”战役。
1938 年 2月下旬，日军集中日伪万余人
分多路向晋西北进攻。其中第 26师团
黑田旅团 8000余人分三路进至岢岚，威
胁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当时在
偏关、兴县、临县、静乐和宁武地区的阎
锡山晋绥部队的四个军均撤退。日军相
继占领偏关、河曲、保德、神池、宁武、五
寨、岢岚七座县城，一部渡过黄河，进攻
陕西府谷。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命令
第 120师消灭日军，收复失地。3月 7日,
第 359旅主力立即从崞县急行军赶到岢

岚将黑田旅团千田联队 1000 余人围困
在县城里。新近大量补入新兵的“平山
团”勇敢作战。第 359 旅有效地控制县
城水源，日军饥渴无奈，弃城逃跑。第
359 旅即跟踪追击，将日军歼灭于三井
镇。其后，“平山团”和第 120师等其他
部队一道，连战连捷，收复七座县城，将
日军打回原地。此次作战的胜利，不仅
歼灭日本侵略军大队长以下 1500人，还
缴获山炮 1门、枪 200 余支、汽车 14辆、
骡马 100 余匹，尤其是光复了七座县城
及附近村庄，并把日军的进攻战线由黄
河东岸向东推至吕梁山麓。这是抗日战
争初期八路军参加正面战场作战取得优
异战绩的力证。

1939 年 5 月 9 日，日军第 109 师团
和独立混成第 3旅团各一部共 5000 余
人企图合击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第
359 旅以第 717 团和第 718 团约 3000 兵
力，在山西五台山与敌周旋，然后在繁

峙上下细腰涧南北夹击敌人。经过激
战，歼敌 1000 余人，缴获步兵炮 2 门，
迫击炮 3 门，重机枪 6 挺，步枪 451 支，
战马百匹，这就是著名的上下细腰涧
歼灭战。这一战全歼被围之敌，创造
了第 359旅对日作战的辉煌战绩。5月
20 日，聂荣臻发布命令嘉勉第 718 团
(平山团)。嘉勉令说：“平山团历来作
战勇敢，素有盛名……是平山人民的
优秀武装，是边区人民的优秀武装，是
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

平山团：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
■罗海曦

口述·军史

还原历史的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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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冀东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战士们喝冷水、吃炒米，进行着顽强的敌

后战斗。 资料照片

1942年，冀东八路军第12团穿越青纱帐挺进迁安。 资料照片

平山子弟踊跃参加八路军。 沙 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