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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团大战：

抗战最困难时期我军的一记重拳

作战背景

正太铁路，从河北石家

庄到山西太原，横越太行山

脉，全长

200

多公里 ，是连

接山西、河北的重要交通命

脉。

1939

年冬以来，日军推

行“囚笼政策”，企图以铁路

为链、碉堡为锁，压缩围困

根据地。 正太铁路是日军

“囚笼政策”的重要支柱。日

军在正太路沿线大小城镇、

车站和桥梁、 隧道附近，筑

有坚固据点，各以数十至数

百人守备，经常派装甲车巡

逻。铁路两侧

10

至

15

公里

的要点，还筑有一线外围据

点。日军妄称正太路沿线是

“不可接近”的地区。 为此，

八路军总部积极酝酿打击

正太路的作战，以打破日军

的封锁、打通各根据地之间

的联系，同时切点山西日军

的运输补给线。

正面战场的不利形势

极大地推动了战役实施。国

民党政府内部自枣宜会战

后宜昌失守后，由于国内国

际各种不利形势的影响，抗

战意志空前低落，出现严重

的妥协投降危机。 为此，八

路军总部决定以积极行动

打击日军，在华北战场创立

显著战绩 ， 以兴奋抗战军

民，争取时局好转。 这是迫

切的政治任务。

八路军的作战部署是，

以晋察冀军区、

129

师重点

进行破坏正太铁路的任务，

以

120

师破坏同蒲路及周边

主要公路，牵制敌人。破袭正

太路，敌必然由平汉、同蒲路

东西两面反扑，为阻敌增援，

八路军相机展开广泛的破袭

战。

1940

年

8

月

20

日夜，晋

察冀军区、第

129

师、第

123

师在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

下， 发动了以破袭正太路为

重点的战役， 战役发起的第

3

天， 参战部队已达

105

个

团，故称百团大战。 到

1941

年

1

月

24

日反“扫荡”结束，

历时

5

个多月。

作战阶段

百团大战经历了两个

主动进攻和一个 “反扫荡”

阶段。

第一阶段从

8

月

20

日

到

9

月

10

日， 为时

20

天，

中心任务是破坏日军交通，

重点摧毁正太路。前

10

天，

晋察冀军区、

129

师主要破

袭正太路。

20

日夜

20

时，

八路军避开日外围据点直

奔正太路主目标，同时向正

太路全线突然发起奇袭，日

军措手不及，全线被动。

八路军提出“不留一根

铁轨、不留一根枕木 、不留

一个车站、 不留一个碉堡、

不留一座桥梁”的口号，“让

敌人用脚同我们赛跑”，“让

敌人用牛驴搬炮弹、飞机大

炮”。八路军展开攻坚战，端

掉敌一系列据点。每攻克一

处， 便使用各种可能的办

法，如爆破、火烧、搬拆、水

淹等，将之彻底破坏。 如敌

之重要燃料基地井阱煤矿，

八路军将在之破坏无余，使

其半年内不能恢复生产。日

军遭受沉痛打击，竟然向我

军施放毒气 。 这一阶段作

战，使日军正太路大部被破

坏，交通完全中断。

后

10

天， 回过神来的

日军立即组织部队增援，进

行反扑。八路军则一边相机

继续破袭正太路，一边主力

机动灵活地从内线转移到

敌之外线，撤出正太路打击

增援日军。在正太路作战的

同时，

120

师在晋西北以破

击同蒲路为中心配合作战，

在晋西北广泛破击同蒲路

及 周边主要公路， 一度切

断了同蒲路北段及几条重

要公路日交通线，牵制了大

量日军使其难以增援正太

路 ， 有力支援了正太路作

战。

第二阶段： 从

9

月

22

日到

10

月上旬。 目的是扩

大战果，基本方针是继续破

坏敌人交通，摧毁深入根据

地的某些据点。 不过，日军

受第一阶段打击的教训，加

强了据点的守备，提高了警

惕，并继续进行毒气战。 同

时，日军大量调动、集结，八

路军总部判断日军将对我

根据地反扑扫荡，遂主动停

止对日军的进攻 ， 部署反

“扫荡”作战。

第三阶段： 从

10

月

6

日到翌年

1

月

24

日。 日军

在一个多月里的广大地区

连续遭到八路军的两次大

规模攻势打击， 损失惨重，

受到巨大震撼，深感八路军

力量的可怕和对其威胁的

严重。 为此， 调集重兵，从

10

月

6

日起， 先后对我华

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

报复“扫荡”。我军连续作战

未及休整 ， 随即便投入反

“扫荡”作战，但由于日军兵

力集中疯狂报复，还是给根

据地造成了极大损失。日军

深入我根据地，施行疯狂的

“清剿”和烧杀抢，企图消灭

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八

路军则以适时机动的游击

战对付扫荡日军，不断寻机

歼灭一部日军， 震慑敌胆，

使日军不敢以小部队分散

行动。日军难以寻找到八路

军主力。 在某些地区，敌想

修建据点和公路 ， 企图久

占，被八路军坚决消灭。 但

是， 日军的大肆反扑 、“扫

荡”， 也使抗日根据地遭到

重大损失，给根据地军民带

来了严重困难。

百团大战，是相持阶段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

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 八路军的晋察冀军区、第

129

、第

120

师在总部统一指挥下，发动了以破袭正太铁路

(

石家庄至太原

)

为重点的战役。 战役发起第

3

天，八路军参

战部队已达

105

个团，故称为“百团大战”。

■

■

历史意义

百团大战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百团大战大大提高了共产党、八

路军的威望，揭破了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谎言，锻炼、考验了八路军的

作战力量。 同时，它沉重打击了日本的“囚笼政策”，日军自称 “损失甚

大，需要长时期的巨款方能恢复”，对日军震撼极大。此后日军对情报机

构进行了空前改革和加强，进一步明确了在华北以中共军队为重点的

指导思想。 日军华北方面军称此役为“挖心战”，将每年的

8

月

20

日定

为“挖心战”纪念日。同时还引起日军内部产生“不应变更倾注主力于中

国的主旨”的争论，因而推迟了日本南进步伐。

更重要的是，百团大战是在中国正面战场处于严重妥协投降气

氛下取得重大胜利的，极大地振奋了全国民心、士气，受到国际上同

情中国抗战的国家的高度赞誉，牵制了大量日军，减轻了正面战场

压力，推动、鼓舞了正面战场继续抗战的斗志，使日本诱降企图终于

遭到可耻的失败。

（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网上纪念馆）

百团大战中的彭德怀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