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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说明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自出版以来，就深受广大读者的青睐。

为突出时代的爱国主题，进一步培养和激发青少年的爱国之情，

我们特对本套书进行修订。

此次修订，在内容的选材上去粗存精，进一步体现了与时俱

进的风格，对体例大纲也进一步系统化了，使整套书更适合于青

少年的阅读。限于水平和时间，不足之处恳请专家和读者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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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

有灵魂。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有没有高昂的民族

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中华民族是

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

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自强不息，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国人民以自己的勤劳

和智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对东方以至全

世界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华民族在自己的发展历程

中，经历了古代的灿烂辉煌，近代的救亡图强，当代的探索和发

展，进入了２１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

路程，其间经历过许多惊涛骇浪，遇到过无数艰难险阻，但是我

们的民族始终保持着巨大的凝聚力和旺盛的生命力，迈进了高

速发展的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是新时期的宏

伟奋斗目标，也是新时期爱国义教育的历史主题。

提倡爱国主义教育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振兴中华的长远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策。秉承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美德，让龙的传人在植根于民

族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放眼世界，环观全球。将爱国主义教育

深入与扩展开来，是时代的要求，更是一个民族振兴的源泉。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

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提高他们的爱国主义觉悟，是建设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中之重。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

文明和谐社会的新时期，广泛而深入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对让

青少年认识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振奋我们的民族精神，增

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对青少年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把他们的爱国热情引导和凝聚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上来，使他们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

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振兴中华而团结奋

斗。

为配合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

局、新闻出版总署以及共青团中央精神，我们编写了《爱国主义

教育丛书》。全套丛书共１５册，内容丰富翔实，语言生动通俗，

是非常适合青少年阅读的爱国主义教育读物。

由于成书时间仓促，书中难免有不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

评指正，我们不胜感激。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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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道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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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名称：地道战

影片分类：故事片　战争片

色　　彩：黑白

出品年份：１９６６年

导　　演：任旭东

编　　剧：任旭东　潘云山　王俊益　徐国腾

主要演员：朱龙广　王炳玉　张勇手　刘秀杰

制片公司：八一电影制片厂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我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

壮大。１９４２年，日寇对我冀中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大扫

荡”，为了抵御和打击日寇，根据地人民想出了不少巧妙的

办法，地道战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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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支部书记高老忠和民兵队长高传宝的带领下，冀

中根据地高家庄人民把几家的土洞和地窖挖成相通的地

道，留几处出口，用以和日寇周旋。不料一天夜里，黑风口

据点的日寇偷袭高家庄，高老忠敲钟警告时壮烈牺牲，地道

遭到了日寇的破坏。高家庄人民总结教训，将仅能容身的

地道改造成既能藏身又能出击的多功能地道。

１９４３年夏，高传宝利用地道的翻口击毙了混进高家庄

的特务。日寇分队长山田纠集了几个据点的兵力前来报

复，但却被在地道内神出鬼没的高家庄民兵们狠狠地教训

了一顿。

具有高度智慧的高家庄人民乘胜前进，把地道从村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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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到野外，成为纵横交错的地道网络，变防御为进攻。区

长赵平原制订了“围点打援”的战术，想吸引黑风口的日伪

军出洞，但是狡猾的山本，却以偷袭高家庄的办法来解西平

之围。

八路军主力和高家庄民兵及游击队一道并肩作战，一

举拔掉了黑风口据点，消灭了进犯高家庄的敌人，取得了这

场战斗的胜利。

电影《地道战》诞生记

《地道战》可以说是一部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电影，有

人不禁会问，高家庄的故事到底发生在哪里？影片中的人

物有没有生活原型？

解放军总参谋部在１９６３年决定拍摄电影《地道战》，随

后《地道战》剧本创作组奔赴冀中地区，采访了数十个地道

战村庄，像有名的清苑县冉庄、正定县高平村、顺义县焦庄

户等。特别是在正定县高平村的一次采访，让创作人员颇

受启发。抗日战争时期高平村民兵不到百人，枪只有几十

条，从１９４３年秋到１９４５年春，共粉碎了日伪军２００人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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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０余人的５次大围剿。因此，高平村被命名为“抗日模

范村”，村党支部书记、民兵队长刘傻子被授予晋察冀边区

“地道战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创作组人员在与高平村老民

兵座谈中得到启发，产生了创作灵感。可以说，影片《地道

战》中的“高家庄”即源于高平村，影片中的村落战以１９４５

年高平村第五次反围剿战例为基本素材，影片中的主要人

物高传宝则以刘傻子为原型进行了艺术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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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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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名称：地雷战

影片分类：战争片

色　　彩：黑白

出品年份：１９６２年

导　　演：唐英奇　徐　达

编　　剧：柳琪辉　屈鸿超　陈广生

主　　演：白大均　鲁在蕴　赵长瑞

制片公司：八一电影制片厂

１９４２年，抗日战争处在相持阶段，是抗日战争期间最

艰苦的岁月。《地雷战》描写的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

发生的事情。

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日本强盗不断地向我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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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我党为了粉碎敌人的蚕食政策，

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一批干

部，来组织和领导各地的民兵武装。同时，还集训了一批

民兵骨干，学习使用地雷的本领，号召人们对日本强盗展

开地雷战。

当时黄村是一个敌人重要据点的所在地。赵家庄和黄

村遥遥相对，就隔着一个山口，是根据地的边沿。赵家庄和

附近几个村庄组成民兵在雷主任的直接领导下，实行联防，

人们使用土武器与具有现代装备的日本强盗展开针锋相对

的武装斗争。地雷是民兵最喜欢的武器之一，人们亲切地

把它叫做“铁西瓜”。“铁西瓜”不断地给人们带来胜利和信

心。当时很成功的战斗经验是：“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

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叫鬼子挨打

又挨炸，一个人影也看不见。”“步枪加地雷”，“就地取材，自

力更生”。民兵们充分发挥现有武器的作用，又自己动手造

出了石雷，使地雷战广泛地开展起来，成为群众性的杀敌运

动。根据不同的敌情、地形、时机和敌人行动规律，灵活巧

妙地使地雷“活”起来。人们把这个经验归纳为四句话：“虚

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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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不甘心失败，在吃了几次亏以后，特地从青岛请来

了工兵，结果破坏了民兵的地雷阵，首次进入赵家庄。敌人

毫无人性地烧杀抢掠，群众损失惨重。在不利的情况下，民

兵们没有灰心，他们进一步研究，改进了地雷技术。在另一

次战斗中，接着又用土化学雷，粉碎了敌人的起雷阴谋，取

得反起雷的胜利。

１９４４年夏，正值麦收时节，敌人乘联防民兵夜间抢收

小麦的机会，偷袭了赵家庄，掳走一部分村民。敌人妄想利

用土匪绑票办法，胁迫民兵放下武器，并且恐吓说，若不答

应他们的要求，就要让被捕村民走在“扫荡”队伍前边“蹬地

雷”。八路军和民兵一起，采取将计就计的策略，巧摆地雷

阵。群众蹬着踏板，而地雷却在敌人群里爆炸。经过一场

紧张的战斗，群众被解救了，同时也歼灭了进犯的敌人，最

终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这部影片剧情的生动、感人，表现了胶东地区民兵在威

震敌胆的地雷战中大显身手，人物形象处理得质朴而灵活。

民兵英雄的勇敢、智慧、不屈不挠与日寇的狡诈、凶险和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