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声讲堂原声讲堂

（栏目编辑：张历生）

特

别

关

注

北京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彰显了厚重的北京精神。

自五四运动开始，革命的风暴，不仅仅局限于四九城，更遍

及京郊的广袤平原、燕山之麓、永定河畔。从1933年在长

城沿线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到1945年以极其惨烈

的代价终获光荣的抗日战争胜利，平郊大地成为积蓄革命

力量的重要根据地和对日作战反攻的前线。

长城抗战威名扬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后，又把侵略的触角伸向

热河、察哈尔地区。1933年，长城沿线告急。1月 1日，

日本关东军炮击山海关，东北军何柱国部英勇抵抗，揭开

长城抗战的序幕。1月3日，日军攻占山海关。3月4日，

日军占领承德后分兵数路，向长城东部古北口、冷口、喜

峰口、罗文峪、独石口、界岭口等关隘各口进击。为守住

长城防线，阻止日军南进，新任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

应钦即命傅作义59军、徐庭瑶17军、商震32军、宋哲元

29军分别担任独石口、古北口、冷口、喜峰口等地防务。

各部队奋勇抵抗。

3月 9日，29军在喜峰口与日军激战，以伤亡 5000
人的代价击退日军的进攻。29军大刀队擅长夜袭，不少

日本兵在睡梦中被斩杀，使日军闻风丧胆，用大刀砍出了

中国军队的威风，砍出了中华民族的骨气，还砍出了一曲

风靡全国的《大刀进行曲》。日人哀叹：“历次战役，战胜

攻取之声势，均为宋哲元剥削净尽。”

古北口自古即为京师锁钥重地，更是日军进攻的重

点，是战斗最激烈、战时最长、影响最大的长城抗战主战

场之一。承担古北口防务的是徐庭瑶所率中央军17军，

包括黄杰第 2师、关麟征第

25师及刘戡第 83师。3月

10日，日机在古北口上空开

始轮番轰炸，又以炮兵掩护

步兵发起试探性攻击。11日起，日军展开总攻。激战

中，关麟征负伤，149团团长王润波阵亡。12日，日军增

兵进攻古北口。中国守军伤亡较大，终因后援不继，寡不

敌众，被迫撤出古北口，转移至南天门阵地。由于退守南

天门之后的 25师减员严重，17军军长徐庭瑶决定命黄

杰第2师星夜向南天门急进，接替25师防务。古北口战

斗，是日军自入侵热河以来所遭遇的最激烈的抵抗，日军

称这一战为“激战中之激战”。

3月13日至4月20日，战场虽比较平静，但日军正集

结兵力，为大规模进攻做准备。4月21日，日军对南天门

阵地大举进攻。第2师苦战5昼夜，伤亡甚大。刘戡第83
师接替防守。中国守军在南天门8天的坚守虽损失惨重，

仍努力将战线维持在南天门阵地附近，粉碎了日军“一星

期之内攻下南天门阵地”的狂言。5月10日，南天门阵地

最终被日军完全占领。12日，日军攻占大小新开岭阵

地。13日，石匣陷落，17军奉命撤离密云，开往怀柔、顺

义。15日，日军进入密云县城。5月23日，在怀柔、顺义

一线构筑了工事的傅作义59军，与日军第8师团进行了

长城抗战以来的最后一战，给日军以一定的杀伤。

由于蒋介石对长城抗战的总方针是：一面抵抗，一面

交涉，中日停战和谈代表从 4月开始就已坐在了谈判桌

上。5月 31日，北平军分会中将总参议熊斌与日本关东

军副参谋长陆军少将冈村宁次签订《塘沽协定》。这个协

抗战烽火燃平郊抗战烽火燃平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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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实际上默认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和热河省的

合法性，并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

通州、香河、宝坻、林亭镇、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

地区，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平郊近一半的土地实际

上落入日军控制之下，为日本进一步侵占平津及华北地

区打开了方便之门。

长城抗战一役，中国军人就伤亡了24019人（一说3
万人），而日军的伤亡只有2600人，中日双方损失比例大

大超过了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但面对日本侵略

者，“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

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发出了历史的最强音。

七七事变醒狮吼

1935年，日本制造华北事变，策动华北“自治”。“华

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北平学生爆

发抗日怒吼，发动一二·九运动，唤醒了广大青年学生，唤

醒了广大民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组织平

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成立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

族解放先锋队，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人民掀

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位于北平西南的卢沟桥和宛平城、南苑成为北平城

外连接南北的重要门户。1937年 7月 7日，日军在卢沟

桥挑起事变。中国守军29军将士奋起还击，掀开了全民

族抗战的序幕。7月 8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

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筑成民

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7月 17日，

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指出卢沟桥事变到了“最后关头”，

“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

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宋哲元着手部署防务，将军部移至北平城内，任命

132师师长赵登禹为南苑总指挥，协同29军副军长佟麟

阁做迎敌准备。7月 28日凌晨，日军突然在大炮、飞机

的掩护下，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向南苑发起进攻。由于

南苑地区地势平坦，易攻难守，加之部署较晚，准备不足，

南苑守军战况不利。佟麟阁、赵登禹两位将领壮烈捐躯，

约 5000名官兵牺牲。奉蒋介石指令，宋哲元等于 28日
夜撤离北平，留下张自忠代理北平事务，与日本方面谈判

斡旋。

7月 29日，北平沦陷。当天凌晨，驻扎在通县的伪

冀东自治政府保安队万余名官兵发动起义，张庆余等率

队分别包围伪冀东自治政府和日军兵营，消灭日军数百

人，活捉汉奸殷汝耕，演出了平津保卫战的最后一幕。但

是，由于起义缺乏援军且遭日军镇压，归于失败。8月 1
日，日本在北平成立伪北平地方维持会。8月 8日，日军

从永定门经前门进驻北平城，全面接管北平防务。

平津沦陷后，日军主力纷纷向北平以北的沙河、昌平

一带集结，企图夺取平绥铁路东段的重镇南口。南口争

夺战自 8月 8日至 26日，历时半个多月。日军以驻华北

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为总指挥，投入7万余人的兵力，

伤亡15000余人。中国以傅作义为总司令的第7集团军

和以汤恩伯为军长的第13军投入6万余人的兵力，伤亡

16679人。南口战役打乱了日本侵略者的战略计划。中

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刊文指出：“这一页光荣的战史，

将永远与长城各口抗战、淞沪两次战役鼎足而三，长久活

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

三位一体战平郊

北平沦陷当天，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黄敬在城内

主持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北平党组织和进步群众撤离北

平的工作安排问题。根据彭真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导

意见，北平市委决定：“除留下做地下工作的少数干部外，

凡是能够参加游击战争的，都派到乡村中去，发展党的组

织，组织游击战争。”此后，北平党组织按照中共中央洛川

会议精神和毛泽东的《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为唯一

方向》等指示，将工作中心从城内转向城外，转向发展农

村的抗日游击战争。北平城内大多数党的领导骨干、党

员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被派往农村，组织、领导抗

日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据不完全统计，从 1937
年 9月到 1938年 3月，北平地下党组织仅通过民族解放

先锋队介绍去各地参加抗日游击战争的进步青年就达

7000余人。

平郊地区的抗战力量不断壮大，抗战浪潮不断高

涨。流亡平郊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成员赵侗、高鹏、纪亭榭

等人在昌平白羊城成立国民抗日军，举行武装起义。8
月 22日晚，他们奇袭了德胜门外的第二监狱，营救了一

大批被关押的共产党员，缴获捷克式机枪、步枪、手枪等

一批枪支弹药，极大地鼓舞了北平同胞的抗日热忱。9
月 5日，抗日军在北平西北郊三星庄村召开全体军人大

会，选举军政委员会，组建司令部，正式打出了国民抗日

军的旗帜。因全体战士佩戴红、蓝两色的袖标，故国民抗

守卫卢沟桥的守卫卢沟桥的 2929军士兵军士兵

7



特

别

关

注

日军又称“红蓝箍”。9月8日，国民抗日军在西郊黑山扈

一带与日军激战，并首创民众抗日武装用轻武器击落日

军飞机的战绩。当时在法国巴黎出版的华侨抗日报纸

《救国时报》，称国民抗日军“义声所播，民气大振”，是北

平“近郊抗日的中心力量。”

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八路军开始

挺进平郊，将在冀察、冀热边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立足点

首先选在了平西。平西指北平以西、平绥路和平汉路之

间 4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包括昌平、宛平、房山、良乡、涿

县、涞水、怀来、涿鹿、宣化、蔚县等县的全部或一部分。

在此建立根据地，可直接威胁日伪华北统治中心北平和

张家口，控制平绥、平汉铁路要道，并成为晋察冀抗日根

据地的屏障和日后向冀东、平北挺进的基地。洛川会议

后，八路军总部派遣吴伟、赖富等 12名老红军到平西开

展工作。1937年 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东北工作

特别委员会书记

苏梅等到平西开

展开辟根据地工

作。汇合各方力

量，在平西成立了

半政权性质的宛

平县抗日自卫会

和平西游击支队。

1938 年 2 月

中旬，毛泽东电

示，“雾龙山（实为

雾灵山——作者

注）为中心之区

域，有广大发展前

途”，提出应派精

干前往开辟根据地。据此，晋察冀军区命一支队政委邓

华率第三大队进军平西。邓华支队从涞源出发，进入平

西斋堂川，收编伪军、肃清土匪，偷袭门头沟日军据点，连

战连捷，收复了房山、涞水、涿县、昌平、宛平、宣化、涿鹿、

怀来的大片地区，以斋堂为中心的平西抗日根据地初具

规模，并逐步发展巩固。5月，八路军120师宋时轮支队

奉命从雁北地区开赴平西，与邓华支队会合。两个支队

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共5000余人，宋时轮任司令员，邓

华任政治委员。

冀东，指北平以东、以雾灵山为中心，包括南起乐亭、

宁河海滨，北至兴隆、青龙，东至河北迁安，西到平谷、顺

义、通县、蓟县的广大地区。这里是冀热辽的结合部，有

燕山山脉作依托，北宁铁路贯穿其间，是沟通华北与东北

的交通要道和可以威胁平津的战略要地。但是，冀东地

区自《塘沽协定》将冀东二十余县划为“非武装区”后，不

准中国军队活动和驻守。第四纵队组建后，随即奉命挥

师东进。一路由司令员宋时轮、政治部主任伍晋南率领

第12支队经昌平、延庆、怀柔、密云，向冀东开进。其中，

所辖第36大队及骑兵大队、独立营在途中由伍晋南率领

留在平北开辟根据地。另一路由政委邓华、参谋长李钟

奇率领第11支队经康庄、延庆，连克永宁、四海等日伪据

点进入怀柔，胜利到达冀东。1938年 7月，冀东大暴动

爆发。工农群众、绿林英雄、国民党军、日伪民团，甚至开

明地主都参加进来，参加起义的民众多达 20万人，组成

抗日武装10万人。在第四纵队的配合下，各起义队伍攻

克昌平、兴隆、蓟县、平谷、玉田、迁安、卢龙、乐亭等 8座
县城和全部城镇，基本摧毁遍及冀东农村的日伪政权，给

日本侵略者以沉重还击。9月，传来日军要大举围剿“冀

东”的消息。由于缺乏坚持游击战的经验和形势估计失

当，当地党组织决定主力部队西撤，途中损失严重。但四

纵队在冀东留下了陈群支队、包森支队、单德贵支队三支

队伍，之后一直成为坚持冀东抗日游击战争、创建冀热辽

根据地的骨干。

冀东大暴动受挫后，中央决定成立八路军冀热察挺

进军，由 120师副师长萧克负责组建。1939年 1月初，

萧克、马辉之、程世才率领一批干部和小规模的直属机关

部队向平西进发，中旬到达斋堂川。不久，中共冀热察区

党委和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相继成立，在晋察冀分局领

导下，担负起平郊各地区的游击战争和开辟根据地的工

作。为了使平西、冀东两块交错地区协同作战，挺进军司

令员萧克提出了巩固平西抗日根据地、坚持冀东游击战

争、开辟平北新的游击根据地的“三位一体”战略任务。

平北地区，处在北平、张家口、承德之间的三角区域，

是华北、满洲和蒙疆三个伪政权的结合部。自1938年以

来，八路军就曾在此两进两出，虽未成功开辟根据地，但

取得了一些经验教训。1940年1月，钟辉琨率九团八连

和昌延地区 30余人的游击队，协同王伍等地方干部，组

成了平北工作委员会，接受了开辟平北根据地的任务。

他们 1月 5日到达延庆大庄科乡霹破石村，随后宣布昌

（平）延（庆）联合县政府的成立。中共冀热察区党委和挺

进军决定采用“逐次增兵”的办法，向平北增派力量，避免

过早地引起日伪军注意。平北十团和游击一支队分别成

为开辟平北东、西部地区的主力。尤其是白乙化为团长

的十团，是有名的“知识分子团”，初建时是由180余名大

中学生组成的抗日民族先锋队，“是一支已经革命化了的

知识分子队伍”。在游击战术和宣传发动相配合之下，

1940年 6月，丰（宁）滦（平）密（云）抗日联合县成立起

来。一条连接冀东与平西的交通走廊诞生了。

北平南郊良乡、大兴、宛平等广阔的平原地区，属于

冀中大清河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也在抗战的烽火中创

秘密交通线的部分交通员在香秘密交通线的部分交通员在香
山碧云寺合影山碧云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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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了根据地。其中，吕正操任司令的冀中人民自卫军，是

当地人民抗日武装的骨干力量。

经过冀热察挺进军和平郊人民的努力，到 1941年，

平郊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北平这个千年古都，完全在八

路军包围之中。当时的战地文艺工作者周而复在《晋察冀

行》中有过这样描述:“如果以北平城里为圆心，画一个圆

圈，那敌人在北平的统治半径，还不到六十里地……六十

里以外，便有公开抗日政权和八路军；六十里以内，甚而至

于北平市内呢？敌人也不敢相信这里面没有抗日活动。”

北平内外血脉连

北平沦陷后，城内党的组织撤离，工作转入秘密状

态。1938年，刘少奇同志作出指示，城市中的党组织在

坚持秘密工作的同时，应利用各种渠道了解敌情，向根据

地输送人员和物资，积聚力量，准备配合将来反攻收复失

地。交通线就是党的血脉。为了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

沟通根据地与平津地下党的联系，冀热察区党委在平西

根据地与平津敌占区之间开辟了4条交通线：（1）北平—

妙峰山—田家庄；（2）北平—镇边城；（3）天津—北平—

松林店—张坊—平西；（4）北平—三家店—平西。其任

务主要是通过设立秘密交通站点，挑选、培养熟悉沿途情

况、机智勇敢的交通员，依靠当地群众，巧妙地护送人员、

情报和物资。

从 1939年初设立至 1940年上半年，4条交通线在

沟通平津城内地下党和平西根据地间的往来联系方面发

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平西根据地向平津唐派遣了少量

的干部，传递党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平津唐组织向根据

地输送了一批干部和青年学生；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

负责人几次到根据地汇报工作；在平津的林迈可等一些

国际友人和外籍进步教授，也经平西转往晋察冀根据地；

平津地下党筹集的电讯器材、医药、布匹、食盐等物资送

往根据地。

1940年下半年，平津唐地下党的城市工作转由北方

分局（晋察冀中央分局）直接领导，并成立城市工作委员

会。城工委远在阜平，因此，开辟新的交通线的任务日益

迫切。1942年起，城工委抽调干部，以平汉铁路为主干，

陆续开辟建立了曲阳、满城、定兴、白洋淀等多条新的秘

密交通线，在边缘地带设置交通站点。

通过这些流动的交通线，打通北平革命血脉的任务，

是靠一大批秘密交通战士冒着生命危险完成的。交通员

均是由北平地下党多从农民、工人、大中学生及部队中选

派机智勇敢、政治可靠的干部担任，并以各种职业身份为

掩护脱产或不脱产地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他们不仅做好

了交通员的工作，还担当起战斗员、侦察员、情报员、警卫

员、宣传员、卫生员、供给员等角色，被刘仁形象地概括为

秘密交通线上的“八大员”。

战略反攻迎光复

到了 1944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正如毛泽东《论

持久战》中所预见，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已进入战略

反攻阶段。此时，平郊抗日根据地已经渡过了最困难的

时期，挺过了一次次“治安强化运动”和一轮轮“扫荡”、

“清剿”、“蚕食”，根据地军民顽强抗击。根据战争态势，

平郊根据地向紧围北平、张家口、宣化的形势发展。

1944年9月，平西八路军取得了迫使敌人停修大同

至塘沽铁路的胜利，消除了平西、平北两区联系的障碍，

打破了日寇掠夺中国矿藏的企图。在日伪军频繁的“扫

荡”和“清剿”中，平北在巩固现有阵地的基础上，不放松

有利条件积极扩大和发展。配合军事斗争，平北的武工

队一直深入到北苑附近，展开政治攻势，把号召伪军和伪

组织人员改过自新的布告贴到了安定门和德胜门城关。

1945年4月，平郊主力部队取得了解放斋堂川的大

胜利。斋堂川曾是平西乃至整个平郊抗日根据地的摇

篮，但 1940年起被日寇占领长达 4年之久，在重要村镇

建立大小据点数十个，岗楼林立。这个据点被拔除后，根

据地向北平方向扩展了700余平方公里。

冀察八路军从 5月中旬起，又连续发动夏季攻势作

战，重点是北平外围的察南地区。到6月底，察南战役胜

利结束。7月初又指向察北、平北等地。冀中八路军在

平西部队配合下，也发起了平南大清河北战役。两个月

的作战，共拔除敌伪据点200余个，扩大根据地面积达三

四千平方公里，为北平地区迎接战略大反攻创造了有利

的条件。

随着德国的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迎接胜利的曙

光。8月9日，苏军出兵中国东北。同日，毛泽东发表《对

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晋察冀分局立即全面部署反攻，

剑指北平、张家口、唐山、承德和山海关等地。向北平进

军的部队，由冀察的第 1军分区、11军分区部队，加上冀

中第10军分区和冀热辽第14军分区活动在北平近郊的

部队组成。8月 12日，八路军进至长辛店、丰台、南苑和

通县附近。冀热辽第14军分区部队在主力尚未达到前，

就攻占了通县飞机场，在民兵配合下破坏了古北口铁

路。冀察军区在向北平挺进中，连克清水涧、大台、军庄、

门头沟、香山、妙峰山、十字道、清河镇等据点，直抵北平

西郊。

1945年 8月 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平郊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下，历经 12年的抗战岁

月，贡献家园与生命，浴血御侮，喜迎胜利。历史将永远

铭记在平郊战斗过的那片土地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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