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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故事

1944 年春节后，大约是农历的正月初
六，驻神池县八角的大部日军纠集伪军警
备队还有汉奸、狗腿子将近百十人，早饭
后，从八角出发路经王家寨、张家村、郭家
村到达鹤落洼村，一边出发“扫荡”，一边企
图将西鹤落洼村的道情戏班拉到八角堡演
出助兴。

日军的这一行动被我民兵和侦察员准
确的掌握了情况并及时向我 6团领导作了
汇报。团首长李发应果断地决定打一场歼
灭战，消灭敌人。随即作了战斗部署，将主
力部队选择在敌人返回的必经之路又是居
高临下的郭家村、张家村公路两侧设伏，让
附近村庄的民兵组织在战场外围接应。严
密的布置形成了天罗地网等待着返回来的
敌人。

直等到中午过后日军队伍从鹤落洼村

浩浩荡荡地出来了，走在先头的是日本鬼
子兵，中间是伪军，最后是随从。

大约到下午一点钟左右，当日军大队
人马全部进入我部队的伏击圈时，突然，冲
锋号响彻云霄，枪声、喊声和杀声一齐朝敌
人扑去，毫无准备的敌人顿时乱作一团。
伪军的队长李胞首先被击毙，这样就“蜂无
王乱飞，军无头自溃”，伪军们到处鼠窜，在
我军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下，有的被活捉，
有的被打伤，一眨眼功夫，所有的伪军被民
兵们收拾的一干二净，连日军的翻译官刘
廷杰也被民兵们俘虏，只留下 16个日本鬼
子兵，顽强抵抗，边战边退向八角堡方面靠
拢。

当退到郭家村后、张家村前的羊肠子
小沟内时，利用这个沟洼作掩蔽，负隅顽
抗，组织向民兵们回击。我军将敌人团团

围住，经过 2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最后将
16个日本鬼子无一漏网全部打死在这个小
沟内，至此将这股出发的敌人全部消灭干
净，伏击战斗就胜利结束了。

伏击战斗结束后，得知八角堡城据点
已空虚，没有多少敌人了。根据俘获的翻
译和伪军的交代，供称八角堡内只留下有
看守重机枪和守电台等几个日本鬼子兵和
少数战斗力不强的敌伪人员。我军指战员
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精神，乘虚而入，决
心当夜攻进城内将敌人全部歼灭。

部队首长下达命令，分东、南、西、北四
面一齐攻城。发起总攻后，东城部队首先
登城，向南发展，围歼了正在南城墙上向我
射击的守护重机枪的敌人，用刺刀将其刺
于城下，缴获了“九二”重机枪一挺。打开
城门，我部队打入城内，继续向敌人营房冲

去。守电台的鬼子兵拒不投降，也被我军
俘获，至此全城守敌被我军全部歼灭。这
场战斗的胜利，是一个很典型的歼灭战。
日本鬼子全部被击毙，我军缴获了重机枪、
轻机枪、三八式步枪等大量的武器弹药和
军用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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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万分火急。接到日军大举进犯的情报
后，120师师长贺龙立即召开会议，分析形势，揣
摩日军可能的各种企图，并采取避其锋芒，分股
合击的游击战术，袭扰、疲惫日军。

回师几天后，贺龙经过周密细致的分析
后，便决定先打岢岚城。

岢岚城为晋西门户，前临岚猗河，背靠岢岚
山，形势险固，是此次日寇进犯晋西北根据地重
点要夺取的城镇。日军占领该城后，即将千田
联队的 1个大队及骑兵、炮兵、工兵各一部，共
1000余人留驻于城内，加强城防，构筑工事，作
长久占领之计，企图连接宁武、朔县、大同一线，
作为进犯晋西北根据地的桥头堡。

为夺回这一重要据点，根据预定作战部署，
贺龙指挥 359旅于 3月 7日迅速占领了岢岚城
外四周的制高点，尔后，居高临下，不断向岢岚
城发起袭扰攻击，将进占岢岚城的日军第 26师
第 11联队的一个大队及配属部队约 1000余人
围困在岢岚城内，迫其弃城突围，然后于运动中
歼灭；接着令第 358旅一部向岢岚城东南之新
家湾、寇家村地区，占领岢岚至五寨的交通线；
令警备第 6团、独立第 1支队、师骑兵营、第 359
旅第 719团、山西新军决死队第 4纵队及地方游
击队，分别进至保德至三岔堡间、神池至义井间
及宁武外围，袭扰和牵制日军，配合主力作战。

在 359旅及地方游击队的连续袭击下，被
困在岢岚的日军，外无援兵，内无粮草、水源，不
得不于3月10日15时弃城北逃至五寨县城。

岢岚日军逃至五寨后，该地日军增至 1000
余人，并有义井镇、三岔堡等地日军策应，它们
企图依托五寨坚固的城墙进行固守。据此，贺
龙命令 359旅 718团及地方游击队围困五寨，并
待机歼敌。

3月17日，358旅一部在义井镇以南的虎北
村、山口村地区截击从神池南下出援的日军
1000余人，将日军大部赶入义井镇。

3月 18日，义井日军 800余人、三岔堡日军
200余人增援五寨，被第 717团击退。至此，五
寨日军完全陷入孤立。

在此期间，八路军雁北支队 3次袭击井坪
镇，并攻占威远堡，警备第 6团及地方游击队袭
扰保德，第 719团破击神池至宁武间交通线，配
合了主力的作战行动。

3月 20日起，日军因兵力分散，交通中断，
补给困难，攻占偏关、河曲、保德、五寨等 4城的
日寇见无力固守，开始陆续弃城东撤，120师收
复上述四城并乘胜截歼撤退日军。

3月 22日，驻守在义井镇的日军向神池收
缩兵力，途中遭到第 358旅主力伏击，在日寇的
溃逃中，第 358旅一路追入了神池县城，将该城
攻取。

收复神池后，先后在岢岚、五寨、河曲、保德
等县受到打击的日军，部分逃到了宁武。这里
城墙比较坚固，又集中了各路逃回来的日军共
约1500余人，作困兽之斗。

3月 31日，驻朔县日军步骑兵共 600余人，
在飞机掩护下，经阳方口南犯，企图接应宁武日
军，遭到 359旅痛击。宁武日军 800余人出城救
援，被 358旅第 715团发觉，当即进行截击，接着
第 359旅的一部赶到，对这股日军形成夹击之
势，两路日军苦战不胜，只得各自退回。

4月 1日，困守宁武的日寇见困守无望，援
军难至，只得利用夜色的掩护，悄悄出城沿铁路
线北逃。敌军出城后，第 120师当即对敌人进
行追歼，日、伪军兵无斗志，很快被打散，部分被
歼，这样宁武县城也被攻克。

至此，八路军120师歼日军1500余人，缴获
长短枪200余支，收复岢岚、五寨、偏关、河曲、保
德、神池、宁武七座县城。

收复晋西北七城战役，虽然兵力投入不多，
时间也仅持续 20多天，可是，这一仗打得干净
利落，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削弱了日寇的锐
气，巩固了晋北抗日根据地，保卫了陕甘宁边区
的安全，更重要的是八路军首开在“七·七”事变
后，连续攻克日军占领的县以上城市之先河，大
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士气。

参考文献：《热血晋绥》
《晋绥边区“四重纪实”》

城堡空虚城堡空虚 全歼八角日军全歼八角日军
□ 本报记者 木二东 搜集整理搜集整理

伺机歼敌伺机歼敌 八路军连胜收八路军连胜收““七城七城””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木二东木二东 搜集整理搜集整理

忻口会战不久，太原沦陷，由于贺龙领导的120师频繁出击，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让日寇疲惫不堪，南进势头受阻。日军为巩固其后
方，配合对晋南的进攻，于是乘120师主力在同蒲线北段作战之际，于1938年2月中旬抽调兵力万余人，分五路扑向晋西北八路军初步建立的
抗日根据地，开始了所谓的“肃正作战”。

“五路围攻”进犯晋西北
2 月 21 日至 2 月 28 日，日伪军集

结兵力分五路进犯晋西北。
日军第 26 师 1 个联队攻占宁武、

神池、保德和五寨；另 1个联队攻占偏
关、河曲，并西渡黄河侵占府谷；伪军
一部占领清水河后南下，与偏关之日
军会合；第 109 师的一个联队兵分两
路，一路进占离石后，继续向黄河东岸
的军渡、碛口进攻；另一路进占岔口、
古交、河口地区后继续向娄烦进犯。

当时，驻晋西北偏关、兴县、临县、
静乐和宁武等地区的有 4个军，可这四
个军除第 35军对进犯方山、临县、娄烦

的日军一个联队进行了抵抗外，其余
均先后撤退。宁武、神池、五寨、岢岚、
偏关、河曲、保德等 7座县城全部失守。

此时，八路军 120师主力正在阳曲
至忻州间对同蒲路进行破袭战，留守
根据地的自卫军阻挡不住日军的进
攻。

日军的此次进犯不仅威胁到晋北
根据地的生存，也直接威胁到中共中
央的安全。面对日寇的疯狂进攻，八
路军总部命令贺龙、关向应留下两个
团继续执行破袭任务，主力火速回师，
向日军全线反击。

分股合击收复“七城”

贺龙同志在收复七县城战役干部会议上作动员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