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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型关关口到了！”
循声望去，一座正在修葺尚未竣工的关楼映入记

者眼帘——
仿古青砖堆放在地面，关楼两侧的长城向山上延

伸，部分土夯墙面千疮百孔，伤痕累累。
站在关口，感受猎猎风声从耳畔呼啸而过。举目

向上，关楼砖匾上“平刑岭”三字石刻，仿佛一瞬间，将
84年前在这里发生的那场著名战斗，一下子拉近到记
者眼前。（平型关明清时称“平刑岭关”）

如今，硝烟散尽。蓝天之下，历经沧桑后的平型关
依然巍峨。

6月的一个上午，记者一行从山西灵丘县向西南出
发，前往平型关。沿关楼，艰难向上，始见天险。

1937年 9月 25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在这里打了一
场漂亮的伏击战，粉碎了当时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每个军人心里都飘扬着一面战旗！城墙之下，我
们将永远铭记：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精神永不过时；
敢于亮剑、敢于突击才能取得胜利！

“至暗时刻”的突围

从高空俯瞰，长城沿平型关蜿蜒起

伏。向北，恒山犹如天然屏障；向南，五

台山脉巍然耸立。

作为恒山与五台山之间的地堑式低

地，平型关是河北平原与山西相通的最

便捷通道，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

明嘉靖年间，蒙古俺答部屡攻此关；

民国军阀混战期间，奉军进攻山西，在此

与晋军对峙 5 个月之久……

然而，让平型关蜚声海内外的却是

84 年前的一次激战。1937 年 9 月 25 日，

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企图从平型

关越过长城南下太原。八路军一一五师

在此重挫日军。

从平型关关口向东北驱车 10 公里，

车子在一处高坡停下。

眼前，一座汉白玉基底的大理石碑

上，醒目地镌刻着“平型关大捷主战场乔

沟”10 个大字。

乔沟，并不是村庄的名字，而是一条

长约 4 公里的沟壑。

站在石碑旁居高俯瞰，阳光下，沟底

那条细长蜿蜒的小道，泛着耀眼的土黄

色光芒延伸向远方。

很难说这不是巧合。就在记者决定

重走乔沟的当夜，一场瓢泼大雨忽然而

至。

雨中，记者静静等待着，等待朝阳冉

冉升起，等待双脚沾满乔沟的泥泞，等待

与 84 年前的八路军战士来一场期待已

久的“相遇”。

第二天一早，记者一行踏上了那条

小路。置身沟底，瞬间就明白了，当年八

路军为什么会选择这里作为“对日第一

战”的主战场——

乔沟地势险要，回旋曲折，最窄处不

过三四米宽，仅容一辆车驶过。沟壑两

边，是高达 20 多米的陡崖。

昔日荒岭，如今松柏成荫。行至一

半，几块黄色大石头阻挡了前路。“这一

定是昨晚下雨从山坡上冲下来的。”随记

者同行的武警山西总队忻州支队中尉王

鹏斐说。

1937 年 9 月 25 日零时，暴雨倾盆，

气温骤降。八路军官兵既无雨衣、也无

斗笠。单薄破烂的灰色粗布衣衫被雨水

打湿，粘在身上。

战士们就这样趁着夜色冒雨前行，

你拉着我，我拽着你，沿山间小径和泥泞

山沟连夜奔袭 16 公里，终于在拂晓前顺

利抵达乔沟。

乔沟，南侧地势和缓，北侧多悬崖峭

壁。一路走、一路停，记者仿佛看到官兵正

悄悄埋伏在南侧山顶，被泥水浇成“黄泥

块”的身体与黄土地融为一体。黑洞洞的

枪口对准乔沟，疲惫的身体蓄势待发……

脚，轻轻踩在雨后潮湿的土路上，鸟

叫蜂鸣更衬得沟内如此静谧。

84 年前，同样是雨后初晴，一伙强

盗的侵入，打破了这条小路的宁静。

携带大量物资的日军辎重部队走进

了八路军的伏击圈。自卢沟桥事变以来

接连取胜的他们，显然自负到了极点，既

不派官兵探路，也不派兵力搜索左右，而

是像“回家”一样悠哉悠哉。

令日军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这次

遇到的对手不同于以往遇到的任何一支

中国部队。这支部队有着一个响亮的番

号——八路军，其前身是经历过二万五

千里长征淬炼的中国工农红军。

“战士们勇猛地向公路冲去，鬼子东

奔西窜，战马惊鸣。然而敌人终究是凶

狠的，而且枪法很准，利用汽车和沟坎顽

抗……我们的火力压不住敌人的火力，

冲上去的战士一个又一个地倒下来。那

一刻，战士们无畏生死，前仆后继地向前

挺进。”时任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团长李天

佑回忆。

此役，日军留下 100 余辆汽车、200

余辆马车的“尸骸”，更为八路军送来了

1000 余 支 步 枪 、20 余 挺 机 枪 和 一 门 大

炮。

今天，放在历史的大坐标中，若仅从

歼敌数量上看，“平型关大捷”似乎并不

起眼。但在当时，此次胜利意义巨大，威

名迅即传遍全国乃至全世界。

此战之前，中国抗战军人的心中都

憋着一口气——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随即北平、天津沦陷，整个华北地区陷

入全面危机；8 月 13 日，日军投入重兵

进攻上海；8 月 15 日，日机对南京展开

大轰炸……

中国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国内

一些人患上了“恐日病”，直到平型关上

一声枪响，“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迎来

终结……

平型关大捷，像一支利剑刺破黑暗

苍穹，是八路军在抗日战争“至暗时刻”

的突围，为全国人民带来希望。

既有胜利的信心，也
抱着牺牲的准备

无论站在乔沟尽头，还是站在平型

关大捷纪念馆台阶前，都可与平型关战

役争夺的焦点老爷庙梁遥遥相望。

关公像前，余烟袅袅。经过修葺的

老爷庙红墙黛瓦，血染的痕迹早已被岁

月冲刷得干干净净。唯有庙内几级斑驳

的石阶，仿佛仍在诉说着老爷庙高地争

夺战的惨烈。

84 年前，六八六团副团长杨勇、三

营长邓克明带领官兵向先期占领老爷庙

高地的四五百名日军发起猛烈进攻。

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扔过去，整座

山头黑烟弥漫，乱石横飞。老爷庙前，枪

声、爆炸声、冲杀声和敌人的惨叫声混成

一片。

敌人 6 架飞机前来助战。八路军毫

无防空手段，到最后只能冲进敌阵跟敌

人扭成一团，任其难以分辨以求减少伤

亡。

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工作人员田建

明，为记者讲述了爷爷田世恩参加抢占

老爷庙高地战斗的经历：

“爷爷是机枪排排长，他和战友们

不畏强敌，子弹用光了上刺刀，刺刀弯

了用枪托，枪托断了就赤手空拳与敌人

搏斗……”

“战斗结束后，老爷庙前的土地已经

被鲜血染红了。八路军战士们的鲜血与

黄土融在一起，永远凝固在那里……”

站在这片曾经浸染烈士鲜血的高地

上，记者内心激情澎湃，恨不能穿越时光

回到当时，轻轻走近这些与自己同龄甚

至更年轻的战士，问上一句：看着遍地断

肢遗骸，你们不怕吗？与敌人近身肉搏，

你们身上的伤还痛吗？

走进纪念馆展厅，记者在一处展板

前泪湿了眼眶：

马匹——日本：5849 匹；中国：0。

坦克——日本：24 辆；中国：0。

车辆——日本：262 辆；中国：0。

这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一张以

师为单位的中日两国兵力装备对比表。

敌我装备差距悬殊，八路军凭何取胜？

在时任六八五团营部书记王志臻的

日记里，记者找到了答案：“要与日军见

面了，希望他多送些‘礼物’给我们，每个

指战员都有胜利的信心，也抱着牺牲的

准备。”

“为祖国而战、为人民而战的必胜信

心，逢敌亮剑、血战到底的无畏精神，二

者兼具一身，又有怎样的强敌不能战胜

呢？”平型关大捷纪念馆文史研究部主任

毛春桃对记者感慨地说。

用一场场胜利向世
界宣告

透过窗子上的灰白塑料布，明亮的

阳光洒进窑洞内，屋里仿佛镀上了一层

亮光。

从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向南 3 公里，

白崖台村西边至今仍保存着 84 年前八

路军住过的一孔窑洞。如今，这间窑洞

旁边，不再有紧张的战斗氛围，不再有枪

炮声：白崖台村村民们一如既往地忙碌

着、欢笑着，奔走在小康的道路上。他们

的眼睛里，看到的是更加美好的“亮光”。

1937 年，平型关大捷后，白崖台村，

一户村民像过节一样贴上新对联——

上联：万家一心保障国家独立；下

联：百折不回争取民族解放；横批：抗战

到底。

2020 年，同样在白崖台村，村民为

这间窑洞贴上了新对联——

上联：纳千祥平安如意；下联：迎百

福富贵吉祥；横批：幸福平安。

从“ 抗 战 到 底 ”到“ 幸 福 平 安 ”，体

现 的 是 党 心 民 意 ，更 是 对 当 年 血 洒 抗

战战场的烈士的告慰：这盛世，当如您

所愿……

1937 年 9 月 25 日 晚 ，八 路 军 平 型

关 大 捷 的 喜 讯 通 过 无 线 电 波 传 出 后 ，

震惊中外。东京广播电台播出了一条

爆炸性新闻：“皇军最老的王牌第 5 师

团在山西北部山岳地带遭中国军队突

然袭击……”

1938 年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毛

泽东在讲演中再次肯定了平型关大捷：

“平型关的意义正是一场最好的政治动

员……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

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7 年后，日本正式宣布投降。

如今，点点“亮光”正在汇聚成耀眼

的光芒，越照越亮。

今年暑假，平型关大捷纪念馆里又

将迎来一批小小讲解员——来自灵丘县

的小学生们。从课本走进历史，从小学

习革命先辈精神，今日中国的年轻一代，

倍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平型关大捷纪念馆的游客接待量也

在逐年递增，越来越多的人来这里参观

学习、缅怀革命英烈。

记者走进那孔窑洞，屋内一如往昔，

寂静而简朴。只是 84 年后，窑洞之外，

变化翻天覆地：

白崖台村的人家从 3 户变成 182 户，

箱包服装加工、乡村生态游办得红红火火；

毗邻昔日战场的灵丘县小寨村含水

人家，办起了“红色留念”项目，集红色教

育、民俗旅游、非遗传承为一体的红色旅

游景区，吸引着大批游客；

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广场上，当年毛

泽东向八路军总部发来贺电中的“庆祝

我军的第一个胜利”10 个石刻大字，红

得更加耀眼……

采访结束，返程路上，记者脑海里突

然迸出电视剧《觉醒年代》里的一句台

词：“中华民族的改革将会比任何民族都

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会比任何民族

都光明。同胞们，我们要努力拼命地向

前，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

界，就在眼前。”

这盛世，如先烈所愿。这光芒，将永

远照耀在华夏大地上！

（采访中得到王克西、李怀静、孟二

国、李一鹏、刘刚大力协助，特此致谢）

亮剑平型关亮剑平型关：：胜利捷报穿越时空胜利捷报穿越时空
沙场回访

记者：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经历了

许多场战役战斗，为什么平型关大捷能

被写进《八路军军歌》？

专家：平型关大捷坚定了全国军民

抗战的信心，打出了八路军的赫赫威

名，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是一场

难能可贵的胜利之战。八路军克敌制

胜的捷报传遍全国后，举国上下“闻风

振奋”，国际舆论的称赞和好评也接连

不断。正如《八路军军歌》中所唱：“首

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

记者：据《杨成武回忆录》记载：“平

型关大捷的消息传开了，我们走到哪里，

都遇到箪食壶浆踊跃劳军的群众……他

们摇着小旗子，一口一个‘劳苦功高、可

敬可佩！’”如何理解这一现象？

专家：九 一 八 事 变 、卢 沟 桥 事 变

后 ，日 军 长 驱 直 入 、国 民 党 军 节 节 败

退、华北战局危急。八路军一一五师

以劣势装备主动迎击强敌，使中国共

产 党 及 其 领 导 的 八 路 军 得 到 了 人 民

群 众 的 拥 护 和 爱 戴 。 广 大 人 民 群 众

盼 望 八 路 军“ 提 胜 利 之 师 再 度 出 击 ，

莫使日寇进城”。

平型关大捷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及

其领导的八路军的威望，巩固和提高了

其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中的地位和作用，为八路军广泛

发动和团结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

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创造了十分有利

的条件。

记者：如何理解平型关大捷被外国

军校作为经典战例列入教材？

专家：全面客观分析平型关大捷的

制胜机理，可以用历史照鉴当下。平型

关大捷有如下特点值得研究：

一是八路军慎重初战，战前做好了

周密筹划和准备。八路军正确分析战

争态势、敌情友情我情、气象地理等因

素，多次勘察地形，选择有利于伏击歼

敌的理想战场和有利地形，果断定下战

役决心。

二是巧选阵地，适时进行突袭近

战 。 战 前 ，八 路 军 选 择 有 利 地 形 ，提

前 将 伏 击 地 区 选 择 在 平 型 关 东 北 关

沟 经 乔 沟 至 东 河 南 镇 长 约 13 公 里 的

公路旁，出敌不意，攻敌不备；正确选

择 战 术 战 法 ，迅 速 近 战 ，易 于 速 决 全

歼。八路军采取拦截敌之先头、切断

敌 之 退 路 、实 施 中 间 突 击 、分 割 歼 敌

的战术行动，既可以集中优势兵力顺

利伏击日军，还能够以充足的兵力成

功阻击援敌。

三是勇猛顽强、敢打敢拼的战斗作

风。战前，参战官兵纷纷写下决心书、

绝笔书。在这场比拼意志和毅力的搏

斗中，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敢于亮剑，

打出了必胜信心。

旗开得胜平型关

青年记者对话党史专家

空中俯瞰平型关大捷遗址纪念雕塑。

踏访平型关归来，记者与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解放
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朱姝璇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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