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雁门关大捷：全面抗战初期经典伏击战
1937 年 10 月，忻口会战爆发。为配

合友军，八路军第 120 师采用机动灵活

的山地游击战术，在雁门关两次设伏，

痛歼日军 500 余人，取得了平型关大捷

后的又一场胜利，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

战精神。

选定理想的作战地点

1937 年 9 月 19 日，贺龙率第 120 师

进至以宁武、神池为中心的晋西北地

区，不断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

争。10 月，忻口会战爆发，日军兵锋直指

太原。为配合友军作战，八路军总部命

令第 120 师沿雁门关及同蒲路设防，袭

扰日军，切断敌交通补给线。在对敌情

我情及战场环境深入分析后，贺龙认

为，由于同蒲铁路已被破坏，日军南下

的交通运输线只有两条：一条从大同经

雁门关至忻口；一条由灵丘经平型关、

繁峙至忻口。第 120 师可在大道设伏，待

日军经过时，猝然发起攻击，切断其交

通补给线，以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第 120

师兵分三路，一路由张宗逊、李井泉率

第 715 团由崞县南下，突袭忻口西北 20

余公里处的南北大常，从侧翼打击日

军：一路由第 359 旅进至崞县以西，协

助第 715 团作战；一路由团长贺炳炎、政

治委员廖汉生率第 716 团在雁门关设伏

歼敌。

10 月 16 日，贺炳炎得到情报，大同

日军集结了 300 多辆汽车，满载武器弹

药，要经雁门关南下忻口。17 日黄昏，贺

炳炎、廖汉生率部进至雁门关大道不远

的王庄、秦庄宿营。随后，带领各连连长

到黑石头沟勘察地形。到了黑石头沟，

他们爬上山顶，只见一条公路蜿蜒曲

折，从雁门关盘旋而下，由西向东在黑

石头沟绕了一圈。公路西面是悬崖峭

壁，北面是陡坡，顺公路向南不远有座

石拱桥。贺炳炎说：这真是一个理想设

伏地形，我们就在这设伏，打敌一个措

手不及。贺炳炎与廖汉生商量后，决定

把第 1、第 3 营埋伏在陡坡南北，由第 3

营担任主攻，同时，令第 1 营第 1 连负责

警戒阳明堡之敌，第 3 营第 11 连埋伏在

桥西，断敌退路。18 日凌晨，部队沿着羊

肠小道，悄然进入预设阵地。八路军指

战员匍匐在沟坎里，一动不动地注视着

前方，等待日军运输车进入伏击阵地。

在焦急等待中，东方泛起了鱼肚白。贺

炳炎站在山顶观望，见公路上仍一片沉

寂。有的战士开始烦躁起来，不时抬头

向山下张望。贺炳炎立即提醒各连：沉

住气，千万不要暴露。

日军愈有恃无恐袁愈可出敌不意

10 时许，伴随着马达轰鸣声，北面

公路突然尘土飞扬。战士们抑制不住内

心的兴奋，悄悄地说：“鬼子来了！”同

时，拧开了手榴弹盖，紧盯着北面公路。

日军运输车队在大摇大摆地行进中，第

3 营向贺炳炎报告：“南面阳明堡方向又

开来 100 多辆！”日军经常通过南北会车

进行警戒，敌人兵力增多，会给战斗增

加许多困难。贺炳炎与廖汉生经过分析

后认为：愈是这样，日军愈有恃无恐，愈

可出敌不意，打敌措手不及！于是，果断

下达命令“坚决吃掉它们！”

这时，日军汽车已进入伏击圈。南

来车队大部是空车，而北来车队坐满

了荷枪实弹的日军士兵，驾驶室内的

日军军官还不时探出脑袋张望。车队

交会时，车上的日军士兵一阵骚动，叽

里哇啦地打着招呼。待两车队全部开

进黑石头沟，在最狭窄处并排交错时，

贺炳炎一声令下，“打！”顷刻间，步枪、

轻重机枪向敌人愤怒地喷着火舌，手

榴弹落地开花。日军士兵被炸得鬼哭

狼嚎、血肉横飞。短暂混乱后，日军组

织兵力企图反扑。狭路相逢勇者胜，不

待敌人展开，第 11 连指战员冲向敌人，

枪声喊杀声交织在一起，双方展开了

激烈的白刃战。在殊死较量下，日军 3

次疯狂反扑被打退。

搏斗中，指导员胡觉三发现 3 个日

军士兵围着 1 个八路军战士拼杀，他大

喝一声，挥舞大刀，冲了上去，与战友一

起将 3 个日军消灭。后在冲锋途中，胡

觉三发现汽车下藏着 1 个日军士兵。为

抓活的，他高喊着“缴枪不杀”，但负隅顽

抗的日军士兵举枪射击，胡觉三不幸前

胸中弹，壮烈牺牲。激战至 12 时，日军残

敌狼狈逃离战场，窜向广武。贺炳炎、廖

汉生下令尽快打扫战场，同时将日军车

辆全部炸毁。驻扎在阳明堡的日军得知

后，赶忙派兵增援，但在敌人援军到来之

前，第 716 团早已安全撤离。

打了就走袁不与敌缠斗

兵法云：兵者，诡道也。为持续打击

敌人，贺炳炎利用敌人麻痹心理，决定在

雁门关再次设伏，伏击地点放在从广武

至雁门关的公路垭口处。第 1、第 3 营分

别部署在公路东、西两侧，伏击日军南行

的运兵车队。战前，第 716 团做了充分准

备，军民齐心协力破坏了黑石头沟附近

的 7 座桥梁和电话线，但骄狂的日军全

然不放在眼里。20 日上午，在飞机坦克

的配合下，日军 200 多辆汽车缓缓驶向

雁门关。为避免再遭伏击，日军在广武就

下了车，步兵大队跟在坦克后面负责开

道，人在前，车队在后。敌变我变，贺炳

炎、廖汉生决定“打了就走，不与敌缠

斗”。与敌激战 2 小时，歼敌百余人，第 3

营王祥发营长率部占领了雁门关，将胜

利旗帜插在这座著名的关塞上。随后，第

716 团胜利撤出了战斗。

雁门关两次伏击作战，歼灭日军

500 余人，击毁汽车 30 余辆，沉重打击

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

抗战意志。战后，忻口会战前敌总指挥卫

立煌对周恩来说：“八路军把敌人几条后

路都截断了，对我们忻口正面作战的军

队帮了大忙。”

渊张瑞安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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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忘却的和平天使
———绥芬河市友谊和平天使纪念碑碑文敬读

矗立在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和平公

园广场中心的友谊和平天使纪念碑，是

象征中俄两国友谊、祈望世界和平的不

朽之作。该纪念碑于 2009 年建成，由世

界四大美术院校之一的俄罗斯圣彼得

堡列宾美术学院设计，纪念碑上雕像的

主人公是中俄混血少女嘎丽娅，1945 年

跟随苏联红军劝降绥芬河天长山要塞

侵华日军时英勇牺牲，时年 17 岁。纪念

碑高 12.08 米，主体为青铜铸造，重达 4

吨，其中嘎丽娅雕像高 3.7 米，屹立在象

征山城和要塞的花岗岩基座上。碑身正

面竖刻中国书法家张海题写的中文碑

铭“友谊和平天使”。基座底部右侧用中

俄文镌刻俄罗斯总统普京 2007 年专门

为这座纪念碑的题词：“俄中友谊就是

相互理解、信任，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

我们将铭记过去，展望未来。”纪念碑基

座正前方四块大理石，呈“田”字型摆

放，靠近碑座的两块红花岗岩方石上，

分别用中俄文镌刻着碑文。外侧并列的

两块黑色大理石上，则分别用中俄文镌

刻着普京应绥芬河市民邀请为碑文题

词的回信。碑文内容如下：

嘎丽娅窑张 渊嘎丽娜窑瓦西里耶芙

娜窑杜别耶娃冤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八日

生于绥芬河市华俄父母的平民家庭遥 一

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袁作为苏联红军军

使翻译赴天长山要塞劝降侵华日军尧解
救平民而被害遥 为纪念她和所有献身民

族解放的人们袁永祈民族友谊与世界和

平而建此碑遥
绥芬河市全体市民

公元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五日

碑文简要记录了嘎丽娅挺身而出

劝降日军的动人事迹，讴歌了她为中华

民族的解放作出的历史功绩。嘎丽娅如

同和平天使，用自己的年轻生命和热血

青春，谱写了一曲中俄联手抗击法西斯

侵略、友谊长存的壮歌。敬读碑文，使我

们铭记千千万献身中国人民解放事业

的先烈们，传承他们舍生取义、宁死不

屈的崇高精神。

牺牲在黎明前的和平天使

绥芬河地处中俄边境，两国人民来

往频繁。20 世纪初，因中东铁路的修建，

绥芬河成为“闯关东”“跑崴子”的重要

通道。嘎丽娅的父亲张焕新是山东人，

1895 年出生于山东省掖县，早年闯关东

来到绥芬河。母亲菲奥克拉·列奥奇耶

娃，1905 年出生于乌克兰。嘎丽娅的父

母于 1922 年结婚，婚后育有四个孩子。

1928 年 2 月 18 日，嘎丽娅在绥芬河出

生，取俄姓名嘎丽娅·瓦西里耶芙娜·杜

别耶娃，昵称嘎丽娅，她是家中唯一的女

孩。1936 年，嘎丽娅开始在绥芬河苏联

侨民学校学习，通识俄语、汉语、日语三

种语言。

1945 年 8 月 8 日，苏联政府对日宣

战。8 月 9 日，盘踞在绥芬河的日寇逃到

天长山要塞避难，企图作最后挣扎。8 月

15 日，苏军向天长山发起进攻。要塞日

军秘密火力点大部分被摧毁，唯有天长

山要塞的日军借助要塞通道屏障和以

平民百姓为人质负隅顽抗、拒不投降。

年仅 17 岁精通三国语言的嘎丽娅不忍

无辜平民的伤亡牺牲，她主动担起劝降

任务，协助苏军劝降据守在天长山要塞

里的侵华日军。嘎丽娅的母亲得知这个

消息之后，默默地摘下了自己崭新的红

头巾戴在女儿的头上，让带有吉祥之意

的俄罗斯红色头巾保佑自己年轻的女

儿。苏军考虑到嘎丽娅的安全问题，决

定派菲多尔琴科上尉为队长，率领苏联

红军劝降小分队，随同嘎丽娅一起上

山。劝降并不顺利，日军一直以未准备

好或者假意投降等欺骗手段拖延时间。

第二次劝降时，日军拒绝苏军前往谈判

的提议，只允许嘎丽娅孤身一人前往谈

判地点。出于无奈，苏军只能就近等待

谈判结果。突然从谈判的小树林听到枪

声，嘎丽娅很可能遇害。这时有几名日

军突然对苏军开枪并打死部分苏军。日

军对苏军以及嘎丽娅进行枪杀的举动，

使得苏军明白了日军拒绝劝降，苏军随

后决定进攻，并立即下令炮击日军驻

地。而另一边，嘎丽娅的家人并不相信

她已经牺牲在日军的要塞中，在剿灭要

塞的日军后，她的家人立即赶到天长山

寻找嘎丽娅的踪迹，最终只在一棵树上

找到了嘎丽娅进山时戴的那条红色头

巾。此后，她的家人便再也没有找到任

何与她有关的物品。她上天长山协助苏

军劝降日军事件的真相也被尘封在历

史中。

寻找和平天使嘎丽娅

多年来，嘎丽娅父母一直没有放弃

对嘎丽娅的寻找，但始终没有任何收获，

犹如石沉大海。1984 年，当时还是绥芬

河市地方志编研室编辑的孙伯言，偶然

浏览一份 20 世纪 60 年代的公安档案时

发现了女英雄嘎丽娅被尘封数十年的悲

壮故事，揭开了嘎丽娅的遇难之谜。为永

远纪念嘎丽娅，绥芬河市民决定为她建

造雕像和纪念碑，并致信邀请俄罗斯总

统普京为纪念碑题词。2007 年 5 月，普

京回信并题词。6 月，时任俄罗斯驻华大

使谢尔盖·拉佐夫专程来到绥芬河转交

普京亲笔签名的信件。2009 年，这座象

征着中俄友谊的“友谊和平天使”纪念碑

建成并向公众开放。

为了纪念嘎丽娅，2013 年 3 月，绥

芬河市建立和平天使嘎丽娅纪念馆，这

座纪念馆也是绥芬河市唯一一座以人名

命名的纪念馆。同时为纪念嘎丽娅的事

迹，绥芬河还有一条以嘎丽娅命名的路，

名为嘎丽娅路。2014 年 7 月 1 日，经黑龙

江省人民政府批准，黑龙江省民政厅授

予嘎丽娅烈士称号。

2015 年 9 月 3 日，是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日，在当晚人民大

会堂举行的纪念晚会演出的歌曲中，就

有一首讲述绥芬河抗日女英雄嘎丽娅故

事的歌曲《红纱巾》。

嘎丽娅，一个为中国解放事业英勇

牺牲的少女，一个生命永远定格在 17 岁

的年轻女孩，她将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

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奉献给了中国人

民的解放事业。她是永远的和平天使，值

得中俄两国人民永远缅怀和赞颂。

渊林令阳 王思淇冤

中华英烈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在党

的旗帜下前进———人民军队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展览”中，展

出过两枚特别的银元。正面中央为海

洋女神侧身而立，右手握三叉戟，左手

持“米”字盾，背景为一艘行驶在大海

中的三桅帆船，上方有英文“ONE

DOLLAR”，下方为年份“1912”；背面上

下为中文“壹圆”，左右为马来文“壹

圆”。这两枚英国贸易银元（也称野站

洋冶）的主人是后来成为中国人民志愿

军第 67 军军长的李湘，它们封存着

的，是血战湘江的悲壮历史。

1933 年 9 月，蒋介石调集 50 万重

兵，向中央苏区和红军发动第五次“围

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

导，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屡

战失利。其他地区的反“围剿”也相继

失利。1934 年 9 月上旬，中央红军已无

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10 月上旬，中共

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 8.6

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

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

移到湖南西北部同红 2、红 6 军团会

合。国民党当局在红军西进的道路上

布置了四道封锁线，红军先后突破国

民党军三道封锁线。就在红军突破第

三道封锁线的时候，蒋介石已判明红

军西进的战略企图，任命何键为“追

剿”总司令，各路敌军向湘南地区开

进，准备实施其所谓的“湘江会战”计

划。蒋介石共投入兵力约 16 个师 77

个团近 30 万人，在湘江以东地域部署

了一个大包围圈，并打算自东向西收

缩，企图在湘江东岸逼红军决战，依仗

其数量和装备上的优势，将中央红军

歼灭。

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数量虽多，

但尚在调动之中，而且内部派系不一，

矛盾重重；湘南地区中国共产党的影

响较深，群众基础较好，又是国民党军

的无堡垒地区，便于红军机动作战。据

此，毛泽东建议，红军集中力量在湘南

寻歼“追剿”军一路或一部，打乱国民

党军的“追剿”计划，以扭转战局。但博

古、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建议，命令部队

继续西进，准备到湘西与红 2、红 6 军

团会师。

11 月 25 日，中革军委正式决定从

广西兴安、全州间抢渡湘江，突破国民

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号召红军在即

将进行的最复杂的战役中，要最坚决

果断地粉碎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抵抗。

27 日，红军先头部队顺利渡过湘江，并

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的渡河点。

但由于山路狭窄、辎重过多，后续部队

行动缓慢，未能及时赶到渡口。从 28

日开始，红 3 军团第 5 师在新圩附近

阻击桂军的进攻。29 日，尾追而来的国

民党“追剿”军由全州向脚山铺发起进

攻，红 3 军团第 4 师在界首南光华铺打

响阻击战。30 日，红 1 军团第 2 师也在

脚山铺开始了对湘军 3 个师的阻击战。

12 月 1 日，战斗主要在脚山铺进

行，红 3 军团第 6 师在新圩、第 4 师在

光华铺和桂军激烈战斗，为掩护后续部

队相继渡过湘江争得了时间。在进行新

圩、脚山铺、光华铺阻击战的同时，担任

红军总后卫的红 5 军团在永安关、水车

一带阻击“追剿”军的追击，掩护军委纵

队、直属机关及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

江。至 12 月 1 日中午，中央红军主力渡

过湘江，进入西延地区。湘、桂军会师于

湘江边，至此，湘江被全部封锁。红 5 军

团第 34 师被阻于湘江东岸，转战于灌

阳、道县一带，虽经英勇战斗，予敌重大

杀伤，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全军覆

没。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不幸被俘，乘

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了肠

子，壮烈牺牲。

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是长征

以来最紧张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广大红

军指战员虽英勇奋战，但仍付出了惨重

的代价，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 8.6

万多人锐减到 3 万多人。红军没有能力

携带众多的伤员，只能将他们就地遣

散。时年 19 岁的李湘在湘江战役中也

身负重伤，不能继续行军作战，团里发

给李湘 10 块银元，告诉他在当地养好

伤后可以自行返乡。李湘，原名李秀里，

1915 年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1930 年 8

月参加红军。1931 年春，李秀里随部队

进入湖南，朱德认为“秀里”的名字太俗

气，便指地为名，为他改名李湘。

当时，李湘被安置在一位百姓家

中，他只休养了 3 天，敷上药、包扎好伤

口后，就用 5 枚银元雇用了一副担架，

雇人抬着他赶路。经过多方打听问路，

终于弄明白红军的去向，他急忙去追赶

消失在远方的部队。历尽千辛万苦，十

几天的“急行军”后，他终于在贵州境内

赶上了第 1 师，回到了老部队。经过一

个月的颠簸休养，伤势好转后，他便砍

了根树干作拐杖，跟着部队继续长征、

继续作战。最后剩下的两枚银元被李湘

珍藏起来，与李湘一同走完了举世闻名

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两枚银元，体现了李湘坚定的革命

理想和信念，也是长征精神代代相传的

珍贵物证。而李湘更是千千万万铁心跟

党走、坚决不离队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

表。红军长征的胜利，保留了红军的骨

干，锻炼和造就了大批人才，集中了各

路红军的经验和特长，使红军成为一支

更加坚强的部队。

渊陈欣冤

军史文物

李湘将军长征途中保存下来的两枚银元

于化虎：自制地雷抗击敌寇
创造地雷战术 30 多种，参加

战斗 300 余次……胶东“爆炸大

王”于化虎的英雄故事，已通过“地

雷战”的小说和影视作品为许多人

所熟悉。

于化虎，1914 年出生于山东省

海阳县文山后村，1940 年参加抗日

战争，194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

在家乡带领民兵以自制的踏雷、绊

雷、连环雷、夹子雷、钉子雷、梅花

雷等 20 多种地雷为主要武器，有

力地打击了日寇，威震胶东。

1944 年 10 月，于化虎等 5 人

受胶东军区委派，到烟潍线给民兵

骨干传授制雷、布雷技术，开展历

时 4 个多月的地雷战。

到抗战胜利时，于化虎亲手培

养起来的爆炸模范有 20 多人，会

使用 5 种以上地雷的爆炸能手多

达 1400 多人。在参加抗战的 5 年

时间里，于化虎的制雷、布雷技术

闻名胶东地区。1945 年，于化虎被

评为“胶东民兵英雄”，胶东军区授

予他“爆炸大王”英雄称号。

1949 年，于化虎根据组织的安

排回到老家文山后村担任村党支部

书记。“父亲一生勤劳，热爱劳动，喜

欢自己带头干。”儿子于永周说。

文山后村地处丘陵缺水地带，

于化虎带领乡亲们修建了许多水

塘和水渠，先后在村里办起了砖瓦

厂、养鸡场、粉坊、牲畜繁殖站等，

带领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2004 年，于化虎去世，但他和

其他地雷战英雄的事迹一直广为

流传。2019 年 12 月 26 日，山东海

阳地雷战党性教育基地启用，基地

展示了当地党政军民浴血奋战、英

勇杀敌的英雄事迹，以及当地人民

敢于担当、舍身报国的家国情怀，

供后人观摩瞻仰。

渊张武岳冤地图出自周晓鹏主编院叶中国人
民解放军著名战役战斗曳(第 2 卷)

嘎丽娅的父母

嘎丽娅和哥哥渊1943 年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