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8 年 3 月，八路军一二零师围困

山西岢岚县城逼迫日军出逃，在三井镇痛

歼该股日军，并在麻子涧沟继续伏击逃

敌。三井战斗堪称游击战术原则下运动歼

敌的经典战例。它不仅揭开了八路军收复

晋西北七县的序幕，也极大地鼓舞了山西

军民的抗战热情。

围困岢岚袁逼敌出城

1938 年 2 月，八路军一二零师在同

蒲路北段开展破袭战，使山西南北交通

顿时瘫痪。受到极大震动的日本华北方

面军随即派出万余兵力从南、北两线分

五路围攻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晋西北不

仅是陕甘宁边区的东部屏障，也是驻在

延安的中共中央联络各敌后抗日根据

地的主要通道和枢纽。贺龙紧急集合一

二零师主力于 28 日星夜回援，他命令

三五八旅直插离石、碛口以北防止日军

西渡，三五九旅赶回岢岚阻敌南侵。3 月

初，一度进至军渡、碛口、府谷等黄河渡

口的日军开始回撤。北路日军还向南回

旋侵占了五寨、岢岚县城。至此，日军已

占领了宁武、神池、保德、河曲、偏关、五

寨、岢岚 7 座县城。而日军以北线三路

为主、南线两路配合围攻晋西北抗日根

据地的企图也已明朗。

3 月 6 日，毛泽东致电贺龙：三五

八旅不必再往碛口、军渡方向，而应集

中兵力破敌一路，巩固晋西北抗日根

据地。一二零师首长研究决定，集中 4

个团的兵力首先攻击对我军危害最大

的岢岚、五寨之敌。岢岚为边陲要地，

经历代修葺，城墙非常坚固。进占岢岚

县城的是日军第二十六师团黑田旅团

千田联队的一个大队和一部分骑兵、

炮兵、工兵，共计 1000 余人。有人主张

直接攻取岢岚、五寨县城，贺龙决定还

是坚持游击战争的战略原则，以围点

打援战术各个歼灭敌人。

3 月 5 日，贺龙已命令三五九旅将岢

岚城围困起来。几天后王震旅长报告：岢

岚四面环山，城内没有水源，一切生活用

水均靠城东水渠引入。八路军于是制定切

断水源逼敌出城、运动中相机消灭敌人的

作战计划。7 日，三五九旅七一七团从城

南天马山佯攻县城；七一八团趁机攻占了

城东高地仙人涧，并截断峭壁下的水渠流

水；“战动总会”（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

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游击队控制了城西制

高点，只留北门供敌人出逃。水源断绝后，

日军几次出城争夺水源，都被守卫在仙人

涧顶的八路军战士轻易击退。围城部队还

昼夜不停袭扰日军，致使城内敌人疲困不

堪、惊恐异常。10日午后，岢岚日军不得不

弃城出逃。贺龙命令三五九旅立即发起追

击，绝不给敌人以丝毫喘息之机。

夜战三井袁痛歼逃敌

由北门出逃的日军向东北狂奔 40

里后一头扎进三井镇。三井是岢岚北川

第一大镇，位于岢岚通往五寨的咽喉要

道，镇外虽无坚固屏障，但镇内明朝修建

的军堡犹存。进占三井后，日军一面安锅

造饭，一面排兵布防。他们将辎重停在东

西向大街上，用机枪封锁两端堡口，并在

镇北残堡设炮兵阵地，企图凭借火力优

势固守三井。

三五九旅追至三井后迅速将镇子包

围起来，贺龙也来到三井东北五里的谷

河村坐镇指挥。这时雪后初晴，寒风凛

冽。广大指战员不顾长途劳顿、衣单腹

饥，当即发起战斗。他们借助镇外河滩杨

树林的掩护匍匐前进至西堡外坝堰后兵

分两路出击。一路直插三井西北角城堡

外的三井完小和区公所门前广场，一路

绕至西堡口向日军发起正面攻击。尖刀

班以集束手榴弹炸毁敌机枪阵地后向纵

深扩展，日军据守镇内房屋抵抗。激战半

夜，三井大部已为八路军占领。残存日军

逃进镇北军堡内凭借大炮继续顽抗。此

时，战斗的关键在于能否尽快摧毁日军

炮兵阵地。七一七团把这一艰巨任务交

给了一连二排。在正面射击的掩护下，排

长杨时雨带领全排战士迅速攀上北堡高

墙，将一颗颗手榴弹投向敌军炮群。二排

一举攻占日军炮兵阵地，并缴获山炮 1

门，炮弹 6 车，俘敌 10 人。

设伏麻子涧沟

丢掉火炮的日军紧缩镇北房屋继续

顽抗。考虑到部队中新战士较多、夜间战

斗容易导致较大伤亡，指挥部决定待拂

晓时再围歼剩余日军。不料次日清晨晋

绥军支援部队对着三井镇开炮，镇内日

军趁机逃向五寨。

三五九旅围攻三井时，贺龙师长就

命令三五八旅七一五团雪夜兼程 100 多

里，从岢岚河口赶往麻子涧沟与先期到

达的四支队一道设伏。麻子涧沟是位于

五寨县城西南方一条长约 15 里的沟中

道路，沟深路陡，为三井溃敌逃往五寨、

五寨日军增援岢岚的必经之地，也是打

埋伏的理想战场。11 日上午，三井残敌

700 余人逃至麻子涧沟。守候多时的三

五八旅七一五团和四支队立即火力全

开，很快就击毙日伪军 100 多人。但由于

扼守五寨方向的国民党军何柱国部过早

撤出战斗，致使该股敌军顺利逃回五寨。

三井战斗共计毙敌 300 余人，俘敌

28 人，缴获步枪 150 支，所获山炮则是

一二零师在抗战中缴获的第一门大炮，

现珍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此

后又经 20 余天战斗，一二零师全部收复

日军一度侵占的晋西北 7 座县城及广大

乡村。4 月 10 日，毛泽东特向一二零师

发来贺电：“努力奋战击破敌人整个进

攻，取得伟大胜利，中央诸同志闻之极为

兴奋。” 渊方海兴 孟柯冤

“外公去世时，他的皮包里只有几

支香烟和半截铅笔，没有给家人留下任

何财物，但却留下了珍贵的精神遗产。”

英烈刘志丹的外孙女婿晁阳说，家人一

直将刘志丹的革命精神赓续传承，在工

作和生活中都严于律己。

“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

志丹……”一首首传唱至今的民歌道出

了陕北人民对刘志丹的敬爱与怀念。在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笔下，刘志丹是

位“现代侠盗罗宾汉”———“在穷人中

间，他的名字带来了希望”。

刘志丹，1903 年 10 月 4 日出生于

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1922 年考

入榆林中学，在魏野畴、李子洲等进步

教师的影响下，开始学习马列思想，积

极组织学生运动。

1924 年，陕北建立了社会主义青

年团支部，刘志丹成为榆林中学第一

批团员。1925 年，榆林建立了党的特别

支部，刘志丹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同

年冬受组织指派进入黄埔军校学习。

1926 年，刘志丹从黄埔军校毕业

后，随军参加北伐战争。1927 年大革命

失败后，刘志丹担任中共陕西省委秘

密交通工作。1928 年 4 月，参与领导渭

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

会主席。同年秋，陕西省委派刘志丹回

陕北工作，任中共陕北特委军事委员

会书记。

1931 年 10 月，刘志丹与谢子长等

组建西北反帝同盟军，任副总指挥。后

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游击队，刘

志丹任总指挥，开辟以照金、南梁为中

心的陕甘边苏区。此后，相继任陕甘边

红军临时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红

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中共陕甘边军

事委员会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

席，促成陕北、陕甘边两块苏区连成一

片，为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

1935 年 9 月，任红十五军团副军

团长兼参谋长，参与指挥劳山战役。后

任北路军总指挥兼第二十八军军长、

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周

恩来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二，

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

共产主义品质的党员。”

1936 年 3 月，刘志丹率红二十八军

参加东征战役，挺进晋西北，屡克敌军。4

月 14 日在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不幸牺

牲，年仅 33 岁。为纪念他，中共中央和陕

甘宁边区政府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

1942 年，刘志丹牺牲 6 周年时，毛

泽东同志为其题词：“我到陕北只和刘

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

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

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

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

1943 年，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人民在

志丹县为刘志丹举行隆重的公葬典礼，

毛泽东再次为他题词：“群众领袖、民族

英雄”。周恩来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

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走进刘志丹烈士陵园，苍松翠柏，

鸟啼花开，庄严肃穆，这里已经成为全

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全国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前来缅怀烈士

和接受党史教育的干部群众络绎不绝。

志丹县委副书记屈永峰说，刘志丹

“生而益民，死而谢民”，是我们党员干

部的榜样，我们要牢记并讲好英烈故

事，传承和弘扬刘志丹同志爱国、为民、

忠诚、奋斗的精神，用砥砺奋进、追赶超

越的实绩实效礼赞英雄、告慰英雄。

渊李浩冤

三井战斗：游击战术下的运动歼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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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天险 全盘棋都走活了
———腊子口战役纪念碑碑文敬读

人民的英雄刘志丹

八路军击毙阿部规秀用的迫击炮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陈列着

一门我军历史上著名的迫击炮，它就是

八路军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的功勋

迫击炮。这门由中国 20 世纪二三十年

代制造的 75 毫米口径老式斯托克斯

迫击炮，静静地伫立在展馆中，浑身散

发出庄严肃穆的气质，似乎总会将人们

带回到那个民族危亡、狼烟四起、奋起

抗争的年代……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将进

攻重点由正面战场转向敌后战场，加紧

对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扫荡”。1939 年

10 月，日军华北方面军集中 2 万余兵

力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冬季大“扫荡”。

日本军界誉为“名将之花”“战术专

家”的陆军中将阿部规秀命辻村宪吉独

立第一大队赶赴涞源，会同盘踞涞源的

第四大队，兵分三路对走马驿、银坊地

区进行“扫荡”。日军分路“扫荡”的动向

早早被我涞源情报站探知，晋察冀军区

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认为敌人孤

军深入，八路军可以在雁宿崖、银坊设

伏，打一个歼灭战。11 月 3 日，八路军三

个团五六千人伏兵雁宿崖，经过激战，

歼灭辻村宪吉大队 500 余人。

消息传到张家口，刚刚晋衔的阿部

规秀大怒，本想着打几个漂亮仗，没想

到被八路军打了一个响亮的耳光。阿部

规秀气急败坏，恨不得立马飞到雁宿

崖，替辻村报仇。11 月 4 日凌晨，阿部规

秀亲率精锐 1500 人，分乘 90 多辆卡车

急驰涞源。敌人一出动，八路军就已经

得到情报。杨成武将情况报告给晋察冀

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分析敌军有可能集

中兵力沿着辻村大队旧路进至银坊，再

西取走马驿或东扑黄土岭，找我军主力

决战，建议再进行一次伏击战。聂荣臻

要求以小部兵力诱敌东进到黄土岭，再

利用有利地形集中兵力予以歼灭。贺龙

将一二零师特务团也调给杨成武指挥。

11 月 7 日下午 3 时左右，敌人进入黄土

岭埋伏圈。

战斗打响，上庄子至黄土岭几里长

的山沟间枪声大作、杀声震天，整个黄

土岭东部弥漫在一片炮火硝烟之中。

黄土岭东有个名叫教场的小村庄，

在八路军的打击下，敌人主力在教场东

西山谷的河滩中，组织兵力抢占孤石山

及教场南面山脚一线狭窄的山梁。这

时，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第一团团长陈

正湘在望远镜里发现，在南山根东西向

的山梁，有 3 个向北凸出的小山包。中

间那个山包上有几个挎战刀的敌军官

和几个随员，正举着望远镜向 793 高地

及上庄子方向观察，在教场小河沟南面

距南山小山头 100 米左右的独立小院

内，也有腰挎战刀的敌军官出出进进。

陈正湘判断，独立小院是敌人的指挥

所，南面小山包是敌人的观察所。

陈正湘当即命令通讯主任邱荣辉

跑步下山调炮兵连迅速上山，在团指挥

所左侧立即展开战斗。炮兵连进入阵地

后，陈正湘指给他们两个目标，并要求

他们一定将这两个目标摧毁，杨九祥连

长在目测距离后说：“直线距离 800 米，

在有效射程之内，保证打好！”在杨九祥

连长指挥下，炮手连发四炮，四发炮弹

均在目标点爆炸。从望远镜里观察，独

立小院之敌跑进跑出，异常慌乱。

当时被敌人关在独立院落东边小

屋的老百姓，亲眼看到炮弹在独立小院

屋前爆炸，日军指挥官被炸倒，连那条狼

狗也被炸裂了肚子，可是没有一块弹片

飞进小屋子里来，群众无一受伤。后来得

知，阿部规秀就是死在这次炮击之下。

阿部规秀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

校，曾担任关东军第一师团步兵第一旅

团旅团长，1937 年晋升为陆军少将。

1939 年 6 月，担任日军华北方面军蒙

疆驻屯军司令兼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

团长。10 月 2 日，刚晋升为陆军中将。

阿部规秀之死，日本朝野上下震惊，东

京各大报刊纷纷报道阿部规秀的死讯。

阿部规秀是抗日战争以来八路军击毙

的第一个日军高级将领，也是消灭的职

务最高的日军指挥官，极大地鼓舞了抗

日士气。

渊孙成智冤

腊子口战役纪念碑位于甘肃省甘南

州迭部县东北部的腊子口乡政府驻地以

北 7 公里处的深山峡谷中，距离县城约

105 公里。1980 年 8 月 21 日，为纪念在

腊子口战役中光荣牺牲的革命先烈和战

役的辉煌胜利，甘肃省人民政府修建了

此碑。纪念碑体长 2.5 米，象征二万五千

里长征；宽 2 米，象征第二次国内革命；

高 9.16 米，象征 1935 年 9 月 16 日攻破

天险腊子口。纪念碑南面镌刻着杨成武

题写的“腊子口战役纪念碑”8 个大字，

北面刻有碑文，内容如下：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六日袁毛泽东尧周
恩来同志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

军袁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袁
越过雪山草地之后袁突破了国民党重兵

扼守的腊子口天险袁打开了通往陕甘革

命根据地的胜利道路袁实现了北上抗日

的伟大目标遥
腊子口战役的辉煌胜利将永远彪炳

我国革命史册浴
在腊子口战役中光荣牺牲的革命烈

士永垂不朽浴
甘肃省人民政府

一九八零年八月二十一日立

碑文阐述了腊子口战役的历史背

景、重要地位和作用，记载了腊子口战役

彪炳史册的历史功绩和对光荣牺牲的革

命烈士的永恒纪念，把人们带回到那段

炮火连天的峥嵘岁月。

险关劲敌疑无路

1935 年 9 月 13 日，党中央率红一、

三军和中央军委直属纵队离开俄界向北

进发。腊子口是红军北上的唯一通道。

腊子口，位于甘南州迭部县境内的

腊子沟内，藏语之意为“险绝的山道峡

口”，自古以来就是川西北进入甘肃的必

经之路，地势险峻，素有“天险门户”之称。

腊子口整个隘口长约30米，宽约 7米，东

西两边挺立的是悬崖峭壁，悬崖之下是水

流湍急的腊子河，河上架有一座一米多宽

的小木桥。要通过腊子口，必须经过这座

木桥，因此构成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的险要地势。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

“人过腊子口，像过老虎口。”

为防堵红军北上，蒋介石电令鲁大

昌部扼守岷县和腊子口。国民党军以一

个旅部率 3 个团的重兵，沿腊子口、康

多、道藏、黑扎一带布设了数道防线，以

腊子口为防守重点，在桥头和两侧的山

腰都修筑了坚固的碉堡，并在山坡上修

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和军需仓库，企图

凭借天险将红军阻于藏区。

前有天险挡路，后有敌兵追击。红

军如果不拿下腊子口，就要被迫调头南

下，重过雪山草地；如果西进或东渡嘉陵

江上游，就踏进了国民党军早已布下的

口袋中。对于中央红军来说，拿下腊子

口，打通北上通道，是当时的唯一选择。

野神兵冶天降越天险

9 月 14 日当夜，接到攻打腊子口任

务的红二师第四团，在团长王开湘、政委

杨成武带领下，星夜赶往腊子口。9 月 16

日下午 4 时，红四团第一营率先向腊子

口守敌发起攻击，但敌人火力凶猛，几次

进攻均未能奏效。这时，我军指挥部制定

了正面进攻和侧翼袭击相结合的作战方

案。王开湘率 2 个连渡过腊子河，攀登悬

崖绝壁，袭击东面山顶上的敌人和摧毁

大碉堡；杨成武指挥 4 个连从正面发起

进攻。担任正面主攻的部队发动了多次

进攻，只因敌人火力密集，攻击部队未能

冲过小桥。

20 时许，红军得到情报：次日清晨，

敌鲁大昌部将从岷县派两个团的兵力增

援腊子口，另外还有千余名藏族骑兵从西

面赶来。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毛泽东连

续向红四团下达指示，强调在天亮之前必

须拿下腊子口。面对严峻局面，红 4 团召

开党团员火线动员会，决定由 15 名党团

员组成突击队，分成两路向敌人发动第 6

次进攻。突击队员身携短枪，腰挂手榴弹，

背插大刀，在夜幕掩护下向桥头移动。正

当突击队将要接近桥头时被守敌发现，敌

集中火力向桥头射击，企图阻止红军进

攻。红四团掩护部队立即以猛烈的火力压

制敌人，突击队抓住时机，迅速攻进桥头

工事，挥舞大刀与敌人展开肉搏战。

在这关键时刻，迂回部队中一名苗族

战士率先攀登悬崖峭壁到达山顶，放下用

绑腿拧成的绳子，接应其他战士登上数十

丈高的峭壁，到达指定位置，迅速发出登

顶成功的信号弹。杨成武立即命令总攻开

始，山上山下的红军战士同时向敌人发动

猛烈进攻。经过 3 个小时的激烈战斗，9

月 17 日清晨，红四团接连突破了敌人的

两道防线，胜利夺取了天险腊子口。

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是

红军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战前动员会

上，“腊子口就是刀山，我们也要打上去，

鲁大昌就是铁铸的，我们也要把他砸成

粉末”的钢铁誓言震撼着山谷，激励着每

个红军战士。他们不畏艰难、舍生忘死，

竭尽全力与敌拼杀。“腊子口上降神兵，

百丈悬崖当云梯。”《长征组歌》中的寥寥

数语，将红军将士们英勇无畏、勇往直前

的英雄气概展现得淋漓尽致。

全盘棋都走活了

腊子口战役是军事史上以弱胜强、

出奇制胜的著名战役，在红军长征中虽

不算大仗，却是一场十足的险战，也是红

军长征进入甘肃境内关键的一仗。腊子

口战役的胜利，打开了红军北上进入陕

甘的唯一通道，使国民党企图阻挡红军

北上抗日的阴谋彻底破灭，成为党史军

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时任红一军政委的聂荣臻对此役

给予了高度评价：“腊子口一战，北上

的通道打开了。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

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

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

地。现在好了，腊子口一 开，全盘棋都

走活了。”

突破腊子口后，红军向哈达铺方向

进发。9 月 18 日，红一方面军主力翻越

达拉雪山，先后进占漩涡村、大草滩、哈

达铺一带，进行休整。在宕昌县哈达铺，

中央领导根据缴获的国民党报纸，获悉

了陕甘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仍然存

在的消息。9 月 20 日，中共中央在哈达

铺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组成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 9 月 22 日

下午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宣布陕

甘支队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发。9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会

议，决定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领导中

国革命的大本营，使中国革命找到了一

个战略转移的落脚点和走向抗日前线

的出发点。

渊贾玉婷冤

中华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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