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役第一阶段
8月 20日至 9月 10日 破坏敌人在华北所占领的

主 要 交 通 线 ，重 点 是 正 太 铁

路。8 月 20 日夜，参战部队、游

击队、民兵同时发起攻击，破击正太、同蒲、平汉、德石、平

绥、北宁、津浦、白晋等铁路交通线，歼灭大量日、伪军。敌

人猝不及防，仓皇应战，顾此失彼，损失惨重。八路军攻占

许多据点和车站，破坏日军占据的华北重要燃料基地井陉

煤矿，并截断正太铁路一个多月。

交通总破袭战

1940年8月20日

至1941年1月24日

战役第二阶段
9月 22日至 10月上旬 继续袭击交通线两侧敌人

和摧毁深入根据地内的敌据

点，并发动涞（源）灵（丘）、榆

（社）辽（县）等战役。在涞灵战役中，晋察冀军区主力部队

攻占涞源县城外围三甲村、东团堡等重要据点 10 多处，歼

敌 1100 余人。为策应涞灵战役，冀中军区主力发动任（丘）

河（间）大（城）肃（宁）战役，歼灭日、伪军 1400 余人，攻克据

点 29处，破坏公路 150余公里。第一二九师在榆辽战役中，

连续攻占榆辽公路沿线据点多处，并攻下榆社县城，缴获大

批武器，歼敌 900 余人。第一二○师继续破击同蒲铁路北

段，使该铁路线再次中断。

攻坚作战

战役第三阶段
10月上旬至翌年1月24日 从 10 月 6 日起，日军调集

重兵，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

行疯狂的“扫荡”。10 月 19 日，

八路军总部下达命令，华北根据地军民转入反“扫荡”作

战。第一二九师主力在山西新军的配合下，粉碎日军对太

行和太岳根据地的“扫荡”。晋察冀军民先后击退日军对平

西和北岳地区的“扫荡”。第一二○师粉碎日军 2万余人对

晋西北的“扫荡”。

反“扫荡”作战

1940年8月20日至12月初，百团大战共

进行大小战斗 1824次，毙伤日军 20645 人、

伪军 5155人，俘日军 281人、伪军 18407人，

日军投降 47人，伪军反正 1845人；破坏铁路

474公里，公路 1500多公里，桥梁、隧洞和火

车站260多处，摧毁大量敌堡和据点；缴获各

种炮 53门，各种枪 5900 余支和一批军用物

资。1941年1月24日，百团大战胜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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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念 中 国 人 民 抗 日 战 争 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

中流砥柱 浴血抗战
——图说中国共产党与山西抗战④

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
1940 年 8 月，在八路军总部统一部署和指挥下，华北

抗日军民向日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百团

大战。百团大战是全国抗战以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规

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带战略性进攻的战役，以其

地域之最广、歼敌之最多、震动之最烈，载入了伟大抗日战

争的光辉史册。

八路军总部发动这次进攻战，主要是由于当时中国出

现了空前的投降危险与抗战困难。一方面，日本加紧诱迫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投降；另一方面，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

地加紧推行“囚笼政策”，利用重要交通线对各抗日根据地

进行分割和“扫荡”。对此，1940 年 7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

《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中严正指出：“全中国的

同胞们，将士们，各党各派的抗日同志们！现在是中国空

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的时期，我们不应当隐蔽这种

危险与困难，中国共产党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向全国提醒这

种危险与困难。”“全国应该加紧团结起来，克服这种危险

与困难。”

为粉碎日军的图谋，打破其“囚笼政策”，克服国民党

政府对日妥协投降的危险。7 月 22 日，八路军总部发出

《战役预备命令》指出：“在华北战场上开展较大胜利的战

斗，破坏敌人进攻西北计划，创立显著的战绩，影响全国的

抗战的形势，兴奋抗战的军民，争取时局好转。”“彻底破坏

正太线若干要隘，消灭部分敌人，收复若干重要名胜关隘

据点，较长时期截断该线交通，并乘胜拔除该线南北地区

若干据点，开展该路沿线之工作。”要求各部队对其他各重

要铁路线，特别是平汉、同蒲等铁路“应同时组织有计划之

总破袭，配合正太铁道战役之成功”。

百团大战从 8月 20日开始至翌年 1月 24日，历时 5个

多月。第一阶段从 8 月 20 日至 9 月 10 日，为交通总破袭

战，主要是破坏以正太铁路为重点的日军交通线。第二阶

段是 9月 22日至 10月上旬，主要任务是攻坚作战，对日军

盘踞的一些据点进行攻击。第三阶段从 10月上旬至翌年

1月 24日，主要是反击日、伪军的“扫荡”。百团大战以抗

日军民的伟大胜利、日本侵略者的惨重失败而宣告结束。

“兵民是胜利之本。”山西是百团大战的主战场，到处

有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国家危亡、民族危难之际，山

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

爱国情怀参军参战，冒着枪林弹雨毁路炸桥、送弹药、运军

粮、抢救伤员。人民群众踊跃支前，太行区、太岳区还组织

了远征队与部队并肩战斗。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使敌

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百团大战取得胜利的重

要因素。

百团大战给日军的“囚笼政策”以沉重打击，钳制了日

军大量兵力，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这次战役支持了正

面战场作战，遏制了妥协投降暗流。百团大战既锻炼了人

民军队，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又在抗日局面比

较低沉时振奋了全国民心。它使全国人民看到，八路军在

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不仅发展壮大起来，而且能够给敌人

以强有力的打击，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百团大战铸就的巍巍历史丰碑，将彪炳史册，光照千

秋！

本版图文由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院提供
文字统筹：王福光 邓伟强 王宇新

朱德、彭德怀、左权等著文论述百团大战的伟大意义和

基本经验。

八路军部队坚守狮脑山。

群众欢迎参战归来的英雄。

踊跃参加百团大战的太行区民兵。

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带照相机者）、参谋长周希汉（前面穿大衣者）

在榆社前线指挥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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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武乡县关家垴前线的炮团哨所观察日军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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