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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陉地处河北省西部，冀晋结合部，

太行山东麓，被称为“太行八陉之第五

陉，天下九塞之第六塞”。位于井陉以西

的长生口，自古以来便是冀晋交通的咽

喉要道，地理位置极为重要。1937 年 10

月和 1938 年 2 月，八路军第 129 师主动

出击，两次在长生口巧布神兵，成功伏击

日军。长生口战斗也由此成为抗日战争

中的经典战例之一。

旗开得胜

1937 年 10 月 10 日 ，日军华北方面

军侵占石家庄后，为策应晋北作战，在以

主力沿平汉铁路继续南侵的同时，以第

20 师团等部沿正太铁路西犯，企图在晋

东突破娘子关迂回晋北忻口侧后，配合

其在忻口进攻部队迅速会攻太原。10

月 11 日，日军向井陉发起攻击。至 13

日，井陉、长生口、旧关等地相继失陷。

10 月 19 日，日军第 20 师团接到所谓“全

力击败当面之敌，攻占阳泉平原”的命令

后，于 21 日将主力编为左、右两个纵队，

分路沿微水镇（今井陉县城）、测鱼镇、石

门口大道和井陉、新关、石门口大道前

进，企图迂回袭击娘子关、旧关的中国军

队。在日军猛烈的火力打击下，中国军

队虽顽强抗击，但伤亡严重，多处防线被

日军突破，需“速调生力军增援”，晋东娘

子关告急。在此紧急情况下，八路军总

部命令第 129 师火速向娘子关东南敌之

侧后挺进，寻机歼敌，阻止日军西犯。

遵照八路军总部的命令，第 129 师

第 386 旅旅长陈赓率第 772 团抵达井陉

境内的支沙口。10 月 21 日夜，陈赓命令

第 772 团副团长王近山带领第 3 营的两

个连，连夜袭击聚集在板桥村西北后山

的日军。第一次长生口伏击战，随即揭

开 序 幕 。 第 772 团 是 红 军 时 期 有 名 的

“夜老虎”团。王近山率该团奉命赶至长

生口河沟、即将登上西北山坡时，突然发

现一股日军正从板桥方向行进而来。王

近山立即命令部队迅速隐蔽，利用地形

布设好伏击圈。待毫不知情的日军全部

进 入 伏 击 圈 后 ，第 772 团 随 即“ 关 门 打

狗”，前堵后截，将日军层层包围。刹那

间，军号声、枪炮声和战士们的喊杀声震

耳欲聋。夜色中，日军乱作一团，只得一

边盲目还击，一边退守到长生口村边的

打谷场。第 772 团迅速结束了战斗，除

少数日军逃窜外，共击毙日军 50 余人，

长生口伏击战首战告捷。

随后，第 129 师以袭击、阻击、伏击

等战术行动，在东石门、马山村、七亘村

等地连续打击进犯日军，打击和迟滞了

沿正太铁路西犯的日军。对于此战，陈

赓曾在《我的自传》中评价称，此战令“敌

军大震，因而迟延敌人攻占娘子关，使我

正面之曾（曾万钟）3 军阵地，获得暂时

稳定”。尽管在八路军第 129 师的直接

配合下，晋东战局一度趋于稳定，但由于

娘子关防御战组织仓促，且缺乏有效的

指挥，致使娘子关于 10 月 26 日失陷，中

国军队全线撤退，晋东战局陡然恶化。

决心达成

1938 年初，日军集结重兵于津浦铁

路沿线，后于 2 月中旬以 3 万余人兵力，

沿平汉、道清、正太、同蒲铁路线向晋南、

晋西国民党军发动进攻。为牵制与打击

日军，八路军总部于 1 月 29 日发出《关于

目前抗战的局势及我军的战斗任务的训

令》，要求第 129 师应以“五个营至两个

团精干部队，位于平定、昔阳、和顺以东，

平汉路以西，正太路以南之山地，配合三

四四旅向获鹿、平定之间，积极打击消灭

出扰运动之敌，并大规模地破坏正太铁

路与石家庄以南之平汉路”。训令规定：

为行动便利，第 115 师第 344 旅归第 129

师指挥。

2 月 8 日，第 129 师发布“役字第一

号基本命令”，提出：“拟以本师主力协同

第三四四旅张绍东团采取迅雷的手段，

首先同时袭击、消灭井陉通平定路上之

敌和破坏其铁路、公路。之后张团向北

缩进其纵深地带，本师主力转到昔阳以

东山地，打击昔阳附近可能出现之敌”。

同时指出，作战的目的在于牵制正太铁

路日军，截阻正太铁路交通，孤立晋中之

敌，加速游击战争的开展等。命令还具

体规定了各部的协同动作和作战纲领，

以及战前准备工作和注意事项。2 月 18

日，为了进攻正太路、同蒲路之敌，切断

该两路敌人的联络，朱德、彭德怀对部队

作出如下部署：第 120 师占领石岭关、忻

口之线，集中主力于铁道以西山地，切断

敌人的联络，打击敌之增援部队；第 129

师主力与第 115 师第 344 旅徐海东部统

归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指挥，向平定

以东、井陉以西，南北夹击，相机袭占娘

子关、旧关；要求第 129 师对昔阳，徐海

东旅对盂县之敌均须派出侦察队配合地

方武装袭扰日军。

根据上述指示，第 129师立即派人侦

察井陉方向敌情，准备寻机作战。据时任

第 386旅参谋长李聚奎回忆：“当时，长生

口东边的井陉驻有大部敌人，西边旧关驻

有 200 多名敌人，倚仗坚固工事，死守据

点。表面看来，敌人并没有多少弱点。”给

敌人制造弱点，便成为这场战斗制胜的关

键。对此，该师师长刘伯承认为，应令井

陉之敌主动离开据点，从而在行进中造成

弱点。于是决定采取“攻其所必救”，即攻

点打援的战术。第 129师的作战部署是：

以第 385旅第 769团袭击井陉至阳泉间的

日军重要据点旧关，诱使井陉之敌出援；

以第 386旅主力于井陉、旧关间的长生口

设伏歼灭该敌；以第 344旅主力袭击正太

铁路娘子关至井陉段的日军据点。这场

后来被李聚奎称为“一次周密的军事演

习”的战斗，歼灭日军的地点就选在了第

386旅初战告捷的地方——长生口。

再次告捷

长生口对于第 129 师指战员来说并

不陌生。1937 年 10 月，该师第 772 团就

在这里成功取得伏击战胜利。尽管仅过

去 4 个月，这里的景象却变化极大，沿途

村庄断垣残壁，瓦砾成堆。备受日军欺

侮的当地群众听闻“打胜仗的部队回来

了”，纷纷前来欢迎第 129 师。

2 月 21 日夜，陈赓率领第 129 师第

386旅第 771团、第 772团重返第一次伏击

战时的宿营地支沙口。陈赓在日记里这

样写道：“决心本旅主力集结于红土岭、白

羊沟一带，772团以一营乘夜接近长生口

东北高地，即埋伏于此，以一连乘夜潜伏

至南关附近山地，由 771团派出一连伸至

核桃园与旧关之间，待袭击旧关部队开始

攻击时，即同时破坏电线及道路。”

22日凌晨 1时，陈赓率伏击部队从支

沙口出发，前往伏击地点。尽管山路崎

岖，冷风刺骨，但指战员都“衔枪疾走，勇

气百倍，到达红土岭时，东方尚未发白”。

拂晓前，各部开始部署。4时许，旧关传来

激烈枪声。第 385旅第 769团一部袭入旧

关，围困日军碉堡，并有意保留其有线电

联络。驻守旧关日军果然一边依托坚固

碉堡顽抗，一边向井陉紧急呼救。井陉日

军闻讯后，立即出动 200余人，分乘 8辆汽

车驰援旧关。晨 6时，增援日军刚通过长

生口进入第 129 师设伏地域，就遭到第

771 团、第 772 团的突然攻击。据陈赓日

记记载：“时至 6 时，尚未见到敌援兵到

来。正在焦急之际，忽然前面发现枪声，

这时候真有说不出的痛快。”设伏部队抓

住日军毫无戒备的有利时机，以迅速、坚

决、突然的动作，先敌占领要点并展开火

力，首先击毁第 1 辆日军汽车，致使后面

的汽车一律无法开动。突然遭受打击的

日军惊恐万分，狼狈逃窜。指战员端着刺

刀冲向敌群。日军仓皇溃逃后，又遭八路

军一直追击到井陉城西。经激战，击毙包

括日军警备队队长荒井丰吉少佐在内的

日军 130余人，击毁汽车 5辆，缴获迫击炮

3 门、重机枪 2 挺、步枪 50 余支。与此同

时，第 115 师第 344 旅袭击井陉至娘子关

铁路沿线日军据点，歼灭日军 200 余人，

并一度迫使正太铁路交通中断，牵制和支

援了主力部队作战。

战斗结束后，陈赓认为，此次长生口

战斗的优点是迅速、坚决和突然，部队先

敌占领要点，先敌开火，攻击迅速，但也存

在部分缺点，如担任包围任务的部队不够

果断、无侧射火力的组织、部队不注意隐

蔽、战场救护组织不到位等。而后，第 129

师在《抗战一周年的军事工作报告》中总

结其作战优点时，也特别指出：以长生口

战斗等为代表，“其都能站稳主动地位而

出之以秘密迅速坚决和干脆的动作”；能

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于突击方向，抓住敌人

弱点；能突然抵近敌人，用手榴弹和梭镖、

刺刀与敌人坚决格斗，致使敌人的机关

枪、迫击炮等尚未架起就被缴获；“侦察确

实，几次歼灭战中均是高级干部先部队潜

入作战地侦察地形，决定部署”。

第 386 旅在长生口旗开得胜，复战

又捷，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扩大了八

路军的影响，当地村镇群众踊跃参军入

伍，抗战热情更加高涨起来。

长生口战斗——

巧布神兵 威震敌胆
■朱姝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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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第 129 师于

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四省边界创建晋

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在战略上与友邻各

抗日根据地唇齿相依，相互呼应，成为全

国 7 个较大的抗日根据地之一。日本投

降后，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

于 1945 年 8 月 20 日决定，成立晋冀鲁豫

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

员，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军

区。在全面反攻和歼灭拒降的日伪军作

战中，晋冀鲁豫军区共歼灭日伪军 10 万

余人，缴获步马枪 7 万多支、轻重机枪

1600 多挺、各种炮 130 余门。冀南、冀鲁

豫解放区与太行、太岳解放区连成一片，

整个晋冀鲁豫解放区得到大发展，为抗

战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在抗日战争

中，晋冀鲁豫军区部队有无数勇士浴血

奋战，壮烈牺牲。1946 年，毛泽东主席

为建立晋冀鲁豫烈士陵园题词：“英勇牺

牲的烈士们千古无上光荣”。

1947年 5月，为永远铭记抗日英烈的

不朽功勋，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

精神，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编印了《烈士

英名录》（第一部 抗战时期），共 13册，收

录八路军前方总部直属队、总部特务团、

第一二九师直属队、第三八五旅、第三八

六旅、决死一纵队、决死三纵队、新一旅、

第十旅、太行各分区烈士，冀南军区烈士，

冀鲁豫军区烈士，共约 19460 名。其中：

干部烈士 4 册，约 5310 名，团以上干部约

110名；战士烈士 9册，约 14150名。

《烈士英名录》前言写道：“艰苦伟大

的八年抗日战争，我们不少的干部和战

士为着祖国的独立、自由和人民的解放，

流了他最后的一滴血，因而坚持了八年

抗日战争，并取得了胜利。我们为烈士

们名扬千古，永垂不朽，及学习烈士们的

意志前进，我们特陆续收集烈士们生平

姓名及斗争简历，印成《晋冀鲁豫军区烈

士英名录》。因为八年来游击战争环境，

各部门对烈士们材料保存不易，及此次

搜集亦不够广泛等原因，不免有很多遗

漏，某些记载亦可能有与当时实际情况

略欠的地方，同时又由于部队几经编调，

一时不易实证，个别重复之处亦所难免，

希望各同志阅后，随时提供意见，函告本

部以便随时修改增补。”

前言之后，依次收录了毛泽东、朱

德、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人题词。《烈士

英名录》所列内容包括：姓名、职务、籍

贯、年龄、入党时间、入伍时间、何时何地

怎样牺牲。

在当时战争状态下，能够搜集编辑

印制《烈士英名录》，极其不易。晋冀鲁

豫军区以此缅怀英烈，弘扬烈士精神，用

烈士精神激励广大官兵。鉴于当时的艰

苦条件，《烈士英名录》用马粪纸印制，纸

质粗糙，可清楚地看到纸纹里还夹杂着

稻草和麦秸。

《烈士英名录》里收录的首位烈士，

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指挥

员，八路军副参谋长、前方总指挥部参谋

长左权。左权，籍贯为湖南醴陵，1925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于 1942 年 5 月

在山西省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中

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

转移时，在十字岭战斗中壮烈殉国。中

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称左权为“足以为

党之模范”。朱德赞誉左权是“中国军事

界不可多得的人才”，并赋诗：“名将以身

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

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翻开《烈士英名录》，收录最多的是为

革命献身的普通官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正值青春年少。例如，马连喜，太行军区

第四军分区第 32 团第 1 营 3 连连长，18

岁，中共党员。王顺荣，第 129师第 386旅

第 16团 10连卫生员，17岁，中共党员。崔

风奎，冀鲁豫军区教导第 3 旅第 9 团第 3

营司号员，16岁，中共党员。阎成恒，东进

纵队第 1团团部公务员，14岁……

还有很多烈士虽然姓名不详，但书

中也一一做了记录：×××，冀鲁豫军区

第 10 团 5 连战士；×××，冀鲁豫军区第

10 团 10 连战士；×××，冀鲁豫军区第

10 团 11 连战士……

英烈已逝，英魂永存。抗战时期，无

数中华儿女前赴后继，舍身为国，用生命

和鲜血捍卫了民族尊严，铸就了伟大的

抗战精神。

74年前的抗战《烈士英名录》
■慕 崧

图文军史馆

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编印的《烈士英名录》（第一部 抗战时期），共 13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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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山群岛位于广东省珠江口外，

有大小48个岛屿，控制着进出香港、澳

门的主要航线与珠江入海口，扼广州

对外航路，是中国南部的海防要地。

抗日战争结束后，万山群岛一直被国

民党军所占据，成为其封锁和袭扰大

陆的基地之一。1950 年 5 月，人民解

放军中南军区陆、海军各一部对国民

党军据守的万山群岛发起进攻作战。

为 保 万 山 群 岛 ，国 民 党 军 组 成

“南群岛指挥部”，由其海军第 3 舰队

代司令齐鸿章担任指挥部司令，统一

指挥海军第 3舰队、南山卫巡防处、海

军陆战队 1 个旅和青年军第 208 师 1

个营、由海南岛撤出上岛的 4 个连以

及 驻 该 群 岛 的“ 广 东 突 击 军 ”等 共

3000余人，舰艇 30余艘。而我军参战

舰艇虽也有 20多艘，但总吨位仅相当

于敌军一艘大型炮舰，与敌火力差距

悬殊。

面对敌强我弱的不利态势，我军

指挥员在认真分析后认为，取胜的关

键在于主动出击、攻其不备。1950

年 5 月 25 日，我军对万山群岛守敌发

起攻击。其中，担负侧翼警戒任务的

“先锋号”行进至敌司令部所在地海

面 时 ，与 敌“25 号 ”炮 艇 狭 路 相 逢 。

“先锋号”是我军缴获的一艘日制老

式木壳驱潜艇，舰龄已有 15 年，只装

备了 13.2 毫米和 12.7 毫米两挺小口

径机关炮。而敌军“25 号”炮艇为铁

壳，装有 25 毫米口径艇炮，无论船只

性能还是火力，都远超我方。

两艇相遇时，海面大雾弥漫，能

见度较低，敌艇误以为我艇是友军，便

向“先锋号”发出问话信号。“先锋号”

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以回话麻痹敌军，

同时加速靠近敌艇。然而，敌军很快

发现我方仅为一艘小型木壳艇，便密

集发炮。我艇上官兵大都出身陆军，

不少战士来自北方，海战经验十分匮

乏，但全体艇员抱着必胜的信念和视

死如归的精神，沉着应战，一面灵活躲

避敌艇炮火，一面快速追击，并对敌指

挥台和炮位发起猛烈射击。

敌 艇 猝 不 及 防 ，惊 慌 中 准 备 撤

逃。当其调转方向、侧翼暴露时，“先

锋号”抓住时机，一举击毙其艇长。

同时，官兵向敌艇不断掷出手榴弹，

杀伤甲板值守人员。随着两艇不断

靠近，排长蔺善禄带领官兵果断跳上

敌艇甲板，毙伤敌多人，并将残敌全

部俘虏。这一仗，首创人民海军以劣

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成功战例。

不仅如此，“先锋号”返航途中，还协

助兄弟艇击沉敌“26 号”艇。战后，

“先锋号”以单艇俘获敌艇一艘以及

与兄弟艇共同击沉敌艇一艘的战绩，

荣立大功一次。

万山群岛的解放，打破了国民党

军对珠江口的海上封锁，对于巩固华

南海防、保证海上渔业生产和交通运

输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1962 年 8 月，“先锋号”奉命对窥

探中国领海的两艘外国驱逐舰进行

监视，面对强敌毫不示弱，直到逼敌

远离。该艇先后荣立二等功、三等功

各 1 次，1964 年被海军党委评为海军

标兵。

为表彰“先锋号”“为革命当尖

刀、打头阵”的先锋精神，1965 年 5 月

24 日，国防部授予海军原护卫艇第

41 大队 3 中队先锋 1 号艇为“海上先

锋艇”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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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南倚泰山，北靠黄河，系津

浦、胶济铁路的交会点，是解放战争

时期华东的战略要地。1948 年秋，

国民党军在接连失败下，被迫改“分

区防御”为“重点防御”。在华东战

场，蒋介石令第 2 绥靖区司令官王耀

武指挥 9 个正规旅、5 个保安旅及特

种兵部队约 11 万人固守济南，将集

结于徐州附近的主力部队约 17 万人

编成 3 个兵团，伺机北援。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根据战局

发展，命令华东野战军集中全力发起

济南战役，并确定了“攻济打援”的作战

方针，即“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攻

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

1948 年 9 月 16 日 ，华 东 野 战 军

山东兵团打响了济南战役。攻城部

队由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华东野

战军副政治委员兼山东兵团政治委

员谭震林指挥。东西攻城部队攻下

外城后，我军攻城总指挥许世友决心

已定，下令当晚立即攻取内城。内城

是敌人最后顽抗的堡垒，城墙高大厚

实，城下碉堡密布，墙上射孔数层，护

城河河宽水深，守备内城的是王耀武

的精锐部队。23 日 18 时，东西两支

攻城部队同时向内城发起总攻。第

13 纵队第 37 师第 109 团担任主攻，

配合第 9 纵队攻占内城。

24 日凌晨 4 时，第 109 团突击部

队发起对坤顺门的进攻。第 3 营第 8

连官兵奉命实施突击。在炮火掩护

下，他们排除层层障碍，用长竹竿把

一包包炸药送上城墙。随着连续爆

破，城墙出现缺口。第 7 连官兵随即

架梯登城，消灭城墙突出部的守军，

于拂晓前从城西南角突入。

由于敌人火力猛烈，先行攻入城

内的部队损失惨重，又被打了出来。

在师首长的指挥下，第 109 团再次发

起进攻，炸开城墙，竖起云梯，第 3 连

和第 9连冲进内城。城头上争夺突破

口的战斗愈加激烈。我军突击队员

与敌人短兵相接，刺刀捅弯了，手榴

弹打光了，就用砖石、十字镐、子弹箱

做武器。突破口一度被敌人堵塞，第

110团迅速从坤顺门突击，第 111团从

第 109 团的突破口打上去，与敌人展

开面对面厮杀，誓死坚守突破口。

先插入城里的第 109 团第 3 连和

第 9连在内城奋战 7小时，发现后续部

队没有跟进。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

况下，他们机动灵活，兵分两路，主动

杀回突破口。两支突击队在城头会

师，重新打开入城通道，后续部队相继

涌入城内。经过 8 昼夜的激战，华东

野战军终于在 9 月 24 日 17 时全歼内

城守军，济南城回到人民手中。

济南战役开创了人民解放军夺

取国民党重兵坚守的大城市的先例，

动摇了敌人据守大城市的信心，增强

了解放区支援革命战争的力量，为华

东野战军会同中原野战军南下陇海

铁路以南举行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创

造了有利条件。鉴于攻城有功，中央

军委授予第 109 团“济南第二团”荣

誉称号。

70多年过去了，第 73集团军某旅

官兵把“济南第二团”“听党指挥、敢打

必胜”的精神融入骨髓、融入血脉。近

年来，他们多次担负并圆满完成上级

赋予的重大任务。

“济南第二团”战旗——

攻破重城立大功
■王梦圆 杨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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