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星期期二二
22002255年年55月月2200日日

编编辑辑//台台建建林林
                    郭郭晓晓宇宇
美美编编//李李晓晓军军
校校对对//张张学学军军

编者按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80年前，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赢得了
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场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从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是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铸就
的永恒丰碑。
  本报今起推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报道，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重温伟大抗战精神，传承以爱国主义
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汲取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奋进力量，敬请关注。

□ 本报记者  马超
□ 《法制与新闻》记者  王泽宇

　　在山西省阳泉市，坐落着一座英雄
的山——— 狮脑山。
　　作为百团大战的主战场之一，1940年
8月20日至26日，坚守狮脑山阵地的战斗
整整打了7个昼夜。这7个昼夜，英勇的八
路军将士战胜了敌人的飞机、大炮和毒气，
使狮脑山阵地始终牢牢地固守在我军手中，
为百团大战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那7个昼夜经历了什么？那些难忘的岁月又
经历了怎样的雨雪风霜？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80周年之际，《法治日报》记者来到位于狮脑山的百团
大战遗址公园，瞻仰百团大战纪念碑，追忆那些曾经的
烽火岁月。

粉碎“囚笼政策”

　　“以铁路为柱，以公路为链，以碉堡为锁”，

一条以彻底摧毁华北抗日根据地、控制华北交通线为目
标的“囚笼政策”在1940年的日军计划中，悄然出现。
　　日军企图束缚八路军的机动性，限制游击队的活动
范围，以发挥其现代化交通运输工具的长处，实行奇袭
捕捉，妄图将我军一举歼灭。
　　在日军“囚笼政策”的蚕食下，华北抗日根据地日益
缩小，许多根据地变为游击区。与此同时，八路军被日军
封锁在各个穷乡僻壤，生存和发展极其艰难，根据地的
人民深受其害。
　　怎么办？
　　当然要粉碎日军的侵略阴谋，争取华北战局更加有
利于我军的发展，并影响全国的抗战形势。
　　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
怀等下达《战役预备命令》，规定以不少于22个团的兵
力，大举破击正太铁路（今石家庄—太原），同时要求对
同蒲、平汉、津浦、北宁、德石等铁路以及华北一些主要
公路线，部署适当兵力展开广泛破击，以配合正太铁路
的破击战。
　　1940年8月8日，八路军总部发出《战役行动命令》，命
令“限8月20日开始战斗”。
　　战役发起第3天，八路军参战部队已达105个团，一场
百团大战就此展开。

血战狮脑山

　　1940年8月20日晚10时，随着聂荣臻一声令下，晋察
冀军区预先埋伏在正太铁路旁的15个团的兵力，同时向
铁路线上猛扑。
　　坐落在阳泉火车站以西数里的狮脑山，是阳泉的
“屋脊”，控制了狮脑山就等于卡住了正太铁路的咽喉。
　　那天夜里，狂风大作，闪电划破沉寂已久的天空，暴
雨倾盆而下。
　　然而暴雨无法浇灭我军战士心中的怒火。
　　为了牵制阳泉的日军，掩护正太铁路西段军民破
路，八路军385旅主力团769团和14团，由陈锡联旅长
带领，在暴风雨中冲向了狮脑山，死死卡住日军片山

旅团的脖子。
　　面对如此迅猛的攻势，日军害怕了。
　　1940年8月21日，片山大佐手举军刀，当着日军千余
人的面，砍下8名长胡子日兵的脑袋，杀鸡儆猴，当作战
斗的祭礼，威逼着敌兵向狮脑山上冲锋。
　　而此时，卧在泥水里的八路军战士沉着应战，凭借
有利地形，用排子枪和集束手榴弹连挫敌军。
　　1940年8月25日，发了疯的敌人又纠集两千余人，
出动百余架次飞机，轮番轰炸狮脑山。我军阵地上炸
弹呼啸，整个山头烟尘弥漫、碎石飞溅，阵地上的工事
多处被毁。
　　在枪林弹雨后，敌人涌上山头。八路军战士随即全
部换上刺刀，呐喊着冲向敌军，展开殊死肉搏。
　　直到天黑，敌军死伤300多人，狼狈撤退。
　　在狮脑山上，八路军与敌人浴血奋战了7个昼夜，使
狮脑山阵地始终牢牢地固守在我军手中，为百团大战胜
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坚决“反扫荡”

　　以占领狮脑山为代表性的战役，在百团大战第一、
第二阶段“轮番上演”——— 从对路轨、车站、桥梁、隧道、
通信设施实施全面破击到攻克日伪军据点多处，摧毁了
部分封锁沟、墙，打击伪政权组织，我军连连获胜。
　　一个多月时间里，华北日军损失惨重。同时，也让日
军受到巨大震撼，深感八路军力量的可怕。
　　几近“崩溃”的日军开始了报复性的“大扫荡”———
　　自1940年10月6日起，日军所到之处，见人即杀、见屋
即烧、见粮即抢、见女即奸，就连老百姓日常生活用的
锅、碗、瓢、盆及生产用的各种农具也未能幸免，成了其
泄愤的对象，许多村庄变成了灰烬，片瓦无存。
　　面对日军的报复性“扫荡”，八路军总部向晋察冀军
区、第120师、第129师发出“反扫荡”命令。党政军民密切
配合以适时机动的游击战对付扫荡日军，不断寻机歼灭
日军，震慑敌胆。
　　最终，日军大规模扫荡被八路军彻底粉碎。

　　在历时5个多月的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在地方武
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进行大小战斗1824
次，共计毙、伤、俘和投诚日伪军达46480人。其中，毙、
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
18407人；日军自动携械投诚者47人，伪军反正者1845
人。同时，缴获各种枪5942支（挺），各种炮53门；破坏
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桥梁213座，火车站37个，
隧道11条；破坏煤矿5个，仓库11所。此外，还缴获和破
坏了其他大量日军军用物资。
　　在惨烈的战斗中，八路军也付出了重大牺牲，仅在
前3个半月中即伤亡指战员1.7万余人，有2万余人中毒。

永铸“精神丰碑”

　　在如今的狮脑山上，当年的战斗痕迹已然淡去，唯
见那一座形如刺刀的纪念碑直指苍穹。
　　在展厅内，4000余名烈士姓名镌刻的英烈墙，无声地
诉说着“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悲壮。
　　“很多革命后代来寻找先辈名字，有的老人摸着展
柜里的铡刀，眼里闪着泪光。”百团大战纪念馆的讲解员
动情地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
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
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是属于百团大战的精神，是属
于阳泉市的精神，更是属于中国人民共同的抗战精神。
　　现在的阳泉，以伟大抗战精神为指引，摆脱传统煤炭、
冶金产业的束缚，努力实现经济转型，以“创新引领、多元
发展”为核心战略，通过产业链重构、文旅资源挖掘与民生
福祉提升，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站在狮脑山上俯瞰阳泉市区，历史与现实在此交
融。当年刺破长夜的锋芒，已化作民族脊梁永不弯曲
的钢骨。
　　百团大战的烽火虽已远去，但狮脑山上那柄“刺刀”
永远提醒着我们：和平的底色，是英雄的热血；历史的回
声，是奋进的号角。

狮脑山杀敌呐喊今犹闻

□ 孙明春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英雄且英雄辈出的伟大民族，
这个民族还有着为每个时代英烈树碑立传的光荣传统。
在太行山这片抗战热土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为
牺牲在这里的将士刻制树立了一大批纪念碑，以此来缅
怀抗日英烈，传承民族精神，教育昭示后人。因这批碑所
纪念的大多是为抗击日寇而牺牲的共产党将士，故其被
人们亲切地称为太行红碑。
　　太行红碑中较早的一块是长乐村战斗纪念碑，该
碑记述了八路军主力粉碎日寇“九路围攻”的经过。
1938年春，侵华日军在我军民沉重打击下恼羞成
怒，调集重兵三万人，分九路直扑太行，妄图一
举消灭八路军主力。碑文介绍说，在一二九师
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的直接指挥下，“激
战竟日，歼敌二千二百余人，取得了粉碎
日军九路围攻决定性胜利，为晋冀鲁豫
边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是役我七
七二团团长叶成焕以下八百将士壮烈
殉国”。刘伯承为该碑题词：长乐战斗
是粉碎敌人九路围攻决定性战斗，
是全国闻名的急袭战斗。该碑立起
不久便遭日军破坏，1986年当地政
府将其复立。
　　1940年前后，八路军主力
进驻辽县（山西省左权县前
身），辽县遂成为太行抗日根
据地中心。这一年的7月7

日，辽县人民为纪念抗战三周年，在桐峪立起了“抗战阵
亡将士纪念碑”。时任县长魏永生撰写了如下碑文：倭奴
肆虐，侵我国疆。据我沪宁，夺我汉阳。唯我健儿，振臂怒
张。杀身成仁，泰山昭彰。马革裹尸，百世流芳。头断血
流，民族不亡。黄河之阴，太行之阳。奇勋炳彪，与日争
光。1940年9月18日，太行人民又建造了“国民革命军第十
八集团军（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三周年纪念塔”，纪念
塔记载和歌颂了共产党领导下八路军的抗战功绩。塔文
写道：“抗战三年来，八路军战绩最巨，处境最苦，而前途
却最为光明远大的可与山河并存不朽……在共产党正
确领导之下，已成为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决定力量
矣……因以建塔于太行山巅……以昭告千秋万代认识，
八路军是伟大中华民族的保卫者与自由幸福新中国的
创造者。”
　　太行红碑不少为抗日英烈个人而立，其中最值得一
提的是左权将军纪念碑。1942年5月，日军以五万余兵力
对冀中实行“铁壁合围”。1942年5月25日，作为八路军副
总参谋长的左权将军，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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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幸牺牲。哀讯传出，
举国悲痛。1942年7月7日，延安党政军民隆重召开追悼抗
日阵亡将士大会，左权将军遗像悬挂在会场。1942年9月
18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纪
念碑”被立在了左权县（经边区政府批准，这一天，辽县
各界在西黄漳村举行县名易名大会，将辽县更名为左权
县）。纪念碑的碑阳刻有对左权将军的赞词：太行山麓，
清漳河滨。将军英灵，气贯长虹。策划抗战，勋业彪炳。为
国尽忠，士卒同风。碑阴刻有左权将军生平介绍，碑额的
正面和背面则刻有“英名永垂”“浩气常存”八个大字。
1942年10月10日，左权将军灵柩由牺牲地转移至河北涉
县石门村莲花山下，边区政府在此地为左权将军筑墓建
塔。“左权纪念塔”中部基座刻有朱德撰写的《挽左权将
军》诗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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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面则刻有彭德怀、罗瑞卿
撰写的祭文。整个纪念塔的设计和布局充分展现了我党
政军民对左权将军的敬重和缅怀。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主力立足太行
山，团结军民坚持对敌作战，极大牵制并歼灭了华北日
伪军，为全国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此过
程中，我党政军民也付出了巨大牺牲。而太行红碑正是
这段血与火岁月的历史见证，同时也表达了太行军民对
抗战英烈的崇高敬意。
　　今年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80周年，凭吊太行红碑，深刻缅怀抗日英烈，具有重
要的党史价值和时代意义。首先，太行红碑记录了太行
军民奋勇抗日的历史进程。太行红碑时间跨度近十年，
基本涵盖了太行军民从早期对敌作战到取得最终胜利
的整个过程，客观呈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作为全民族抗战
中流砥柱的光辉形象，充分彰显了太行军民舍身为国、
抵御外敌的民族气节。其次，太行红碑凝结了党同当地
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鱼水深情。太行山斗争时期，我们
党与人民群众并肩作战，共渡难关，正因为人民群众衷
心拥护与支持党的领导，这才有了“山山埋忠骨，岭岭皆
丰碑，村村住过八路军，户户出过子弟兵”感人歌谣。太行
红碑不少是某村、某县群众自发敬立，被立碑的英烈很多
只是普通指战员，体现了当地人民对共产党领导抗日武装
的朴素情感，这些红碑也凝结了党同当地人民血肉联系的
鱼水深情。最后，太行红碑丰富并拓展了弘扬革命文化的
红色资源。太行红碑既是太行精神的生动诠
释，也是抗战精神的直观体现，而这两大精
神均属于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征程中所构建
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太行红碑
是我们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抗战史的重要
补充，也是我们切实感悟太行精神和抗战精
神的有效载体，它丰富并拓展了我们弘扬革

命文化的红色资源。
　　碑石文字是一种静态的史料记载，被称为“刻在石
头上的历史”。中华先民之所以热衷以碑石的形式来记
录和传播信息，一方面是因为其醒目且保存长久，另一
方面也蕴藏了对其所尊崇的人或事追求“不朽”的民族
情感。牺牲在太行山的抗日英烈，他们的生命虽然定格
在了某个时点，但他们的精神却因被碑石铭刻而百世流
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太行红碑所承载的红色记忆不
会消退，其所传承的民族精神也不会过时，其在今天依
然具有鲜活的时代意义。
　　在河北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有一块纪念碑上
刻着朱德这样一句话：你们活在我们的记忆中，我们活
在你们的事业中。这事业，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是争得民
族独立和解放，在新时代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
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这事
业必将在一代代中华儿女
的持续奋斗中最终实现，
一块块太行红碑所承
载的伟大民族精神也
因汇入这事业洪流而
获得永生。
　　（作者系首都经
济贸易大学廉政法治
研究中心副主任）

太行红碑蕴含民族精神具有鲜明时代意义

照片说明：
① 百团大战纪念馆外景。                                马超 王泽宇 摄    
② 屹立于山西阳泉狮脑山顶的百团大战纪念碑。            马超 王泽宇 摄    
③ 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和民兵在石太铁路沿线埋设地雷。        （资料图片）    
④ 八路军第120师炮击康家会敌人据点。                       （资料图片）    
⑤ 八路军第120师经过激战占领康家会敌人据点。               （资料图片）    
⑥ 八路军机枪阵地。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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