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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鸦片战争以后， 西风东渐， 天朝上国梦碎， 国家积贫积

弱， 屡遭欺侮。 中国人被迫睁眼看世界， 一部近代史， 写满

民族血泪。 然而耻辱不尽， 抗争亦不止， 中华民族从此走上

追求民族解放、 探索复兴之路的伟大征程。

在近代， 日本军国主义者数度欺凌中国。 其自明治维新

后迅速崛起， 跻身强国之列， 对华觊觎不休， 浪人谍探行踪

遍及华夏 。 甲午一役 ， 夺我台岛 ； 日俄战后 ， 侵我东省 。

1931 年悍然发动 “九一八事变”， 强占东北全境， 旋扶植伪

满， 据我热河， 窥我平津， 略我察绥， 蚕食华北大片领土。

1937 年 7 月 7 日， 日军寻衅生事， 制造卢沟桥事变， 借

此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中国军民忍无可忍， 奋起抵抗。 “中

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 中共中央就从陕西延安发出

《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 号召： “全中国同胞、 政府与军

队， 团结起来， 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 抵抗日寇的

侵略！” 其后八年， 国共携手合作， 全民敌忾同仇， 浴血奋

战， 共御国侮， 终令敌焰瓦解冰消， 敌酋纳首请降。 近代以

来， 中国第一次在对外反侵略战争中取得全面胜利， 由此成

为民族命运的重要转折点。 抗战的烽烟虽已散尽， 但抗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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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却并未成为陈迹， 战争留给国人的记忆难以磨灭， 而东

邻复活军国主义的阴影也未曾消退。

2015 年， 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七十周年。 为隆重纪念七十年前这场伟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

总书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号召全国人民要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珍视和平， 警示未来”。 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

明确指示陕西地方志系统应为纪念活动挖掘整理陕西抗战史

料。 遵照上述指示精神， 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组织力量编纂

《铭记》 这套书， 分为四册： 《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抗战 》 《关河长风———陕西抗战十三记 》 《东方之

光———外国友人与抗战延安》 和 《战地莺歌———延安抗战诗

选》， 力求全景式展现中国共产党与陕西军民在这场伟大战争

中所建立的丰功伟业。

“九一八事变” 后， 中国共产党首举全民族抗战旗帜， 组

织东北抗日游击战， 以局部抗战掀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

幕。 长征到达陕北后，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

以伟大的胸襟， 积极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与中国国民

党实现第二次合作， 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 在这场为民

族独立自由而战的斗争中， 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政治主张、

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 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 成为

夺取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 在后方，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

区积极推进抗日民主政治建设， 创新法制实践， 保障人民民

主权利， 书写了一段波澜壮阔的抗战建政史， 使延安成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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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所向的革命圣地。 在前线， 英勇的人民军队连续取得平型

关大捷、 阳明堡战斗、 汾离公路三战三捷 、 百团大战 、 反

“扫荡” 战斗等辉煌战绩， 陷日寇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在

这支军队里， 陕籍将领英才辈出， 辉耀中华： 包森纵马冀东，

李达挺立太行， 许权中誓复多伦， 张宗逊歼寇陈庄， 张达志

苦战阴山， 孔从周固守河防……， 他们已成为中华民族永远

的丰碑。 为共产党人， 我们以 《中流砥柱》 作为礼赞。

八年间， 为保家卫国， 为民族存续， 陕西百万健儿渡河

出关， 共赴国难。 去时少年意气， 慷慨长歌； 归时沧桑遍体，

征尘满面。 更有无数英烈埋骨他乡， 犹不得马革裹尸还！ 在

河北， 在山西， 大江南北， 黄河两岸， 徐蚌战场， 江汉平原，

高山丛林， 战壕沟堑， 凄凄寒风中， 皎皎冷月下， 至今仍有

当年陕西热血男儿的英灵在孤寂徘徊。 抗战一场风云际会，

秦中猛将如云， 关陕壮士如山： 孙蔚如捍卫中条山， 赵寿山

激战乏驴岭， 关麟徵抗敌古北口， 杜聿明鏖兵昆仑关， 高双

成神府驱敌， 左协中包头逐奸， 高桂滋拼杀团城， 李振西浴

血旧关， 张耀明湘北阻击， 董钊长河炮战， 胡琏死守石牌，

王竣捐躯台砦， 直教天地变色， 堪与日月同光。 为他们， 我

们以 《关河长风》 致敬先贤。

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 国际友人伸出援手， 他

们奔走呼号， 向全世界热情宣传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斗争与革

命根据地， 给延安带来温暖。 记者作家如斯诺夫妇、 史沫特

莱、 爱泼斯坦、 福尔曼、 白修德， 医生护士如白求恩、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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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华医疗队、 汉斯·米勒、 马海德、 阿洛夫， 经济技术人士如

路易·艾黎、 林迈可， 军事专家如美军观察组、 埃文斯·卡尔

逊， 他们无私的付出， 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日斗争， 反映

出陕甘宁边区外事交往的丰富多彩， 让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

开始瞩目这片被称为中国希望所在的神奇的土地。 为他们，

我们以 《东方之光》 表达谢意。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 文艺成为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 成

为团结、 号召人民英勇抗敌的有力武器。 “诗言志”， 诗歌以

其轻便、 灵巧、 快速、 通俗， 为军民喜闻乐见。 “纤笔一支

谁与似”， 直抵 “三千毛瑟精兵”， 作家与诗人纷纷华丽转身，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柯仲平、 萧三、 艾青、 卞之琳、

何其芳、 田间、 郭小川等著名诗人在民族危亡之际， 用一腔

激情创作了大量抗战诗歌， 吹响嘹亮的战斗号角， 汇聚成一

股唤醒、 鞭策广大人民战胜强敌的洪流， 推动民族解放运动

走向胜利。 这些诗篇至今读来， 仍令人热血沸腾。 为他们，

我们以 《战地莺歌》 作为纪念。

七十年后的今天， 我们以生涩之笔、 谫陋之识， 竭尽所

能， 试图去描摹、 还原那个激越悲壮的时代、 那场艰苦卓绝

的战争、 那种光耀千秋的精神、 那群可歌可泣的人， 才发现

有太多感人的史实不得不放弃， 有太多悲壮的场面不忍去细

说， 有太多先贤英烈已被历史无情湮没， 有太多威武雄壮的

故事正在渐渐远行。 请允许我们用这套不成熟的小书， 来呈

现这场全民族的伟业； 用这份粗糙的作业， 去感谢昔日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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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侮的一代伟人； 用这些不完美的图文， 向当年浩荡出关的

百万将士致敬———他们的生命曾筑成坚固屏障， 保卫中华大

地； 他们的热血曾凝聚成抗战精神， 指引后辈前行； 他们的

英魂不灭， 佑护今天宝贵的和平。

我们坚信， 历史终将被铭记， 正义不会被泯灭， 中华必

定会复兴。 怀揣中国梦的亿万同胞， 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万众一心， 百折不挠， 正走向未

来的光明。

编 者

2015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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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今天的古北口， 远处耸立的就是长城抗战时中日两军攻防
的核心之一———蟠龙山将军楼。 昔日的刀光剑影已渐渐远去， 荒烟
蔓草间掩埋着一段英雄的往事： 虽然祖先创造的万里长城最终没能
阻挡住侵略者的铁蹄， 但是关麟徵、 杜聿明等一群陕籍将士却在这
里与敌浴血拼杀， 以其英勇抗战的精神为中华民族重建起一座血肉
长城。

长 城 记
1931 年 9 月 18 日，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沈阳策划了震惊中外的

“九一八事变”， 东北军不战而退， 在短短的三个多月里东北三省完
全沦陷。 “九一八” 后， 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 支持和影响下， 中
国人民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 尤其是东北抗日游击战，
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1932 年 3 月， 日本侵略者炮制了臭名昭著的伪满洲国。 在其
“建国宣言” 中， 宣称中国长城以北的黑、 吉、 辽、 热四省均为伪满
领土， 积极谋划侵略热河 （民国旧省， 处于今内蒙古、 冀、 辽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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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界处长城以北地区）。 1933 年， 日本以热河省地方官员要求 “归
附” 伪满洲国为由， 派日军与伪满军队进军热河。 国民政府热河省
主席汤玉麟不战而逃。 3 月 4 日， 日军仅以百余骑就兵不血刃地占
领了热河首府承德， 随后继续南下， 侵占热河全境， 直抵长城烽堞
之下。

热河沦陷， 华北震动， 寇深祸亟， 举国震怒！
守土有责的国民政府 （以下简称国府） 军事委员会 （以下简称

军委会） 北平分会代委员长张学良在谴责声中被迫引咎辞职， 国府
改以何应钦代之， 以黄绍为参谋长， 统一指挥华北军事， 积极部
署防线， 将东北军整编为四个军， 与晋绥军两个军及原西北军五个
军， 部署在西起山海关， 东至延庆、 昌平的长城沿线及各关口上，
同时紧急增调中央军第十七军作为战斗主力北上驰援长城。

长城歼虏飞将至 阵前抗命关麟徵

1933 年 2 月 26 日， 十七军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徵 （陕西县人，
县即今户县， 黄埔一期生） 率全师将士由徐州乘火车北上， 同时
派旅长杜聿明 （陕西米脂人， 黄埔一期生） 先至北平， 向北平军分
会请示事宜， 了解日军进犯情况。 3 月 5 日， 二十五师到达通县。 7
日， 进抵密云。 8日， 接北平军分会令： 日军今晨向我古北口外阵地
发动攻击， 着该师迅速向古北口前进， 与在古北口的东北军联系。

日军占领承德后， 以第八师团主力向古北口
方向追击。 东北军一○七师在古北口外的老虎山
和黄土梁一带， 与日军作战不利， 于 3 月 9 日败
退至古北口。 当时在古北口附近沿长城以北布防
的还有东北军的一一二师， 但士气普遍低落， 毫
无斗志， 坐等十七军增援。

关麟徵接到命令后， 在密云集合全体官兵讲
话， 鼓舞士气， 誓杀倭寇。 随后， 率部星夜兼程
赶往古北口防线。 在行军途中， 突接何应钦 “停
止前进， 就地待命” 的命令。 关麟徵认为情况紧
急， 必须抢先到达古北口， 才能取得战场主动权，

长城抗战形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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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途停止， 日军有可能占领古北口和古北口以南的南天门重要
防线， 这样不仅影响到长城一线的其他友军， 还会让平津及华北受
到直接威胁。 他审时度势后， 毅然抗命， 继续将部队开到古北口
前线。

古北口又名虎北口， 位于今北京市密云县东北， 地势险要， 易
守难攻， 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后唐庄宗夺幽州， 辽太祖下山南，
金袭燕京， 均由此关进军。 这里山峦重叠， 形势险峻， 是当时承德
通往北平路程最近的关口要冲。 日寇如据此关， 即可进窥平津， 威
胁华北。

3 月 9 日 ， 第二
十五师到达石匣镇后，
关麟徵偕杜聿明先往
古北口与东北军商谈
防守事宜 ， 决定由二
十五师杜聿明所部第
七十三旅进驻古北口
南城东西两侧高地 ，
并向前延伸， 加紧构
筑二线阵地； 该旅的
两团分置左右， 另以
一营进驻龙儿峪一线
阵地， 一营为旅预备队。 以二十五师张耀明 （陕西临潼人， 黄埔一
期生） 所部第七十五旅集结于黄道甸附近， 师部及直属部队驻扎在
古北口的关帝庙。

3 月 10 日 6 时， 二十五师各部刚刚部署到位。 7 时， 日机飞临
阵地上空侦察轰炸， 以后每小时一批， 往返轮换， 竟日未停。 二十
五师既无有效防空武器， 又无对空作战的经验， 加之古北口一带高
地都是坚硬的岩石秃山， 构筑工事及掩蔽部极为不易， 在敌机低空
轮番轰炸下， 部队已有相当伤亡。 15 时， 日军第八师团在炮兵掩护
下， 向二十五师最右翼龙儿峪阵地及将军楼阵地发动攻击， 二十五
师官兵凭借长城的敌楼、 城墙奋起还击， 日军迭次进攻均被击退。
当晚， 关麟徵和杜聿明研究决定， 将杜聿明旅一个团的主力， 增加

长城抗战期间 ，

关麟徵（右）与第

二师师长黄杰研

究作战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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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龙儿峪方面， 左翼与将军楼阵地连接， 右翼延伸至龙儿峪以东五
百米高地。 令张耀明旅集结于古北口东北， 相机策应。 另派张旅的
一个营， 于通司马台大道警戒二十五师的侧背。 入夜以后， 二十五
师各部加紧部署和加强阵地工事。

11 日拂晓， 日军第八师团及骑兵第三旅团主力向中国守军再次
发起进攻。 一时， 大批敌机临空， 落弹如雨， 排炮如连珠般发射，
阵地前的泥土不知被翻了几遍， 坚实的地面被轰成灰土粉末， 火力
之炽烈， 前所未见。 上午 10 时， 防守古北口正面的东北军一一二师
在日军猛烈的攻击下， 全面弃守第一线阵地， 既不支援将军楼战斗，
也不固守古北口正面， 仅于河西镇留步兵一团收容本部溃兵。 日军
遂得以迅速占领古北关口， 并乘势向二十五师右翼龙儿峪阵地包围
攻击， 同时增调重炮不断向杜旅一四五团、 一四六团阵地猛烈轰击，
掩护步兵反复冲锋。 双方多次发生近距离战， 战斗极为激烈。 一四
五团因伤亡惨重， 与师部失去联系。 关麟徵命杜聿明指挥古北口南
城正面的战斗， 然后亲率师预备队增援一四五团， 并命令张旅组织
对将军楼阵地的反攻。 张旅一四九团团长在反攻中重伤阵亡， 该团
少校营长高鹏 （陕西乾县人， 黄埔四期生） 受伤后， 裹创再战。 增
援一四五团的关麟徵， 身旁有十余名官兵战死， 关本人也被榴弹炸
伤五处， 浑身是血， 但仍坚定指挥， 力战不退， 直至击退日军， 强
占潮河支流北岸高地。

秦中袍泽联袂起 临危受命杜聿明

关麟徵受伤后， 被抬至师部包扎， 在担架上令杜聿明为副师长，
代理师长职务， 继续指挥二十五师作战。

3 月 11 日 18 时， 防守河西镇的东北军一个团又擅自撤退， 杜
聿明即派张旅一五○团推进至河西镇占领阵地， 以巩固左翼， 同时
以骑兵连由北甸子经汤河向敌后迂回， 以威胁敌之左侧背。 激战整
日， 二十五师阵地屹立未动。 晚间， 杜聿明与张耀明研究当时情况，
认为敌我兵力悬殊， 二十五师除留守河西镇的一团外， 其余均伤亡
惨重， 一旦阵地被突破， 则无兵力挽回战局。 为迟滞日军前进， 以
待后续部队增援， 杜聿明命令仅有的两连预备队和师部特务连，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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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古北口以南高地及南天门一带占领预备阵地， 准备在不得已时
掩护师主力逐次转移， 节节抵抗， 与日军作持久战。

12 日晨 5 时许， 日军增加重炮及飞机， 对守军阵地再次发起全
面攻击， 并以大部兵力向右翼延伸包围， 战况较前两日更为激烈。
右翼一四五团伤亡惨重， 但仍然顽强抵抗， 连续击退日军三次冲锋。
中午时分， 二十五师的电话总机、 无线电报机都被日机炸毁， 师属
各部与师指挥所联络中断， 前方部队各自为战。 午后， 日军迂回至
关帝庙师部附近， 杜聿明和张耀明指挥师部人员冲出包围， 转移到
古北口南的预备阵地指挥。 战至 15 时， 部队伤亡惨重， 接替杜聿明
的七十三旅代理旅长也在战斗中负伤， 被迫撤退。 18 时左右， 杜聿
明率师部转移到南天门， 收容官兵， 逐渐占领阵地， 与敌对峙。

全师后撤时， 杜旅一四五团派出的一个观察哨， 因远离主力，
来不及撤退。 哨所内地七名士兵抱定必死的决心， 坚守阵地， 顽强
抵抗日军的冲锋， 面对敌人的劝降亦宁死不屈， 毙伤日军百余。 敌
军先后调用重炮、 飞机轰击， 将哨所彻底摧毁， 七名战士壮烈殉国。
日军折服于这个哨所士兵的英勇不屈， 掩埋了他们的遗体， 竖立木
牌， 题为 “支那七勇士之墓”。

3 月 12 日夜， 撤下的二十五师部队重新整理后， 在南天门及其

长城抗战期间 ，

关麟徵 （左二）、

杜聿明（右一）与

第二师师长黄杰

（左一）、 副师长

惠东升（右二）一

起检阅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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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占领阵地。 当天晚上， 第十七军第二师接替二十五师阵地， 杜
聿明率部撤至密云整补。

日军占领古北口后， 停止前进， 仅不断以小股部队对第二师阵
地发动攻击， 双方形成对峙。 二十五师经过短期休整补充后， 又开
回前线与第二师并肩战斗， 关麟徵伤势尚未痊愈， 就扶杖赶回前线
指挥。 嗣后， 二十五师在古北口、 南天门等地抗击日军， 前后持续
两个多月。 期间， 北平各人民团体冒着炮火， 不顾危险， 用汽车不
断向前方运送大饼、 皮衣供给部队， 官兵们备受鼓舞。

张耀明在休整期间，
总结部队在日军猛烈炮
火下作战的经验 ， 研究
出将散兵坑 、 战壕挖在
山地棱线之后 ， 利用射
击死角， 使日军的飞机、
大炮无法发挥威力的新
战术 ， 从而减少官兵伤
亡 。 这一战术后来被命
名为 “反斜面作战”， 在
此后全面抗战及朝鲜战
争的山地作战中被广泛
运用。

二十五师是 1933 年
1 月由第四师的独立旅扩编而成， 装备尚未全部完成， 次月下旬即
匆匆北上抗日。 该师除迫击炮外， 山、 野炮全无， 官兵政治训练也
很差， 仅以四个步兵团的兵力， 独当优势精锐之敌。 据杜聿明等人
回忆： “当时北平， 尤其古北口一带， 仍然是冰天雪地， 而二十五
师到达时， 尚是赤足草鞋， 至于大衣等防寒服装， 则更谈不到了。”
但就是这样的部队， 在关麟徵、 杜聿明、 张耀明等带领下， 在古北
口与日军激战三昼夜， 完成了阻敌前进的战术任务， 以全师伤亡五
千余人的巨大代价博取了毙伤日军两千余人的战果， 给自侵略热河
以来一路如入无人之境、 气焰嚣张的日军一次迎头痛击。 日军的战
史也不得不承认， 中国古北口抗战是 “激战中的激战”。

日军步兵在炮火

掩护下侵占将军

楼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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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口朔风起倭尘 国人同佩高将军

3 月 9 日下午， 日军第十四混成旅团追击一路溃败的东北军至
喜峰口， 并占领了口门。 原西北军二十九军先头部队一个团投入战
斗后， 稳住了战局。 10～11 日， 二十九军与进攻喜峰口两侧阵地的
日军展开肉搏战， 几处高地失而复得， 反复拉锯。 由于该军士兵手
持大刀与日军短兵相接， 胶着一团， 使日军的飞机、 大炮无法发挥
作用， 双方均伤亡惨重。 12 日， 天色未晓， 二十九军趁日军熟睡之
机， 组织大刀队突袭， 暂时遏制了日军对喜峰口附近的攻击。

进攻喜峰口受阻后， 日军改用侧面包抄战术， 在长城东段南侧
的滦东和南天门等地交替发动进攻。 根据这一计划，
日军将进攻主力集中在冷口方向。

在长城六大口中， 冷口居于长城的凹部， 它关系
着滦河中下游中国军队各防地的安危。 若日军占据冷
口， 既可威胁滦东中国守军的侧翼， 又将陷冷口以西
各口中国守军于腹背受敌的境地。

3 月 27 日， 日寇向第三十二军第八十四师高桂
滋 （陕西定边人） 部阵地发动进攻。 高师的防守区域
位于冷口三十二军与喜峰口二十九军衔接处， 日军用
飞机、 大炮轮番轰击， 继以主力攻向高师前沿的李少
棠 （陕西銩稨人， 銩稨即今周至） 所部五○○团阵
地， 另以一部攻击高师主阵地。 高师居高临下， 凭借
险要地形和坚固工事， 沉着应战， 给敌寇以重大杀
伤， 打退其多次进攻。 高师山顶工事在激战中逐一被
日军炮火摧毁， 抢修后又再次被毁， 如此反复多次；
几处高地也失而复得， 战斗十分激烈。 高师官兵斗志
昂扬、 英勇顽强， 伤残官兵坚持不下火线， 有的脚被
炸掉， 仍在投弹、 射击， 更有些伤兵宁死不屈， 在日
军冲锋时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

高师顽强抵抗五昼夜后， 伤亡很大， 连、 营长负
伤的也很多。 高桂滋下令将一线部队撤至二线阵地，

1936年 1月高桂

滋在榆林，时仍任

第八十四师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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