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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的大

规模进攻和反“扫荡”战役，因参战兵力达 105 个团，故称

“百团大战”。它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

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



战役分 3 个阶段：第一阶段（1940 年 8 月 20 日至 1940

年 9 月 10 日），摧毁正太路交通；第二阶段（1940 年 9 月

22 日至 1940 年 10 月上旬），继续破坏日军交通线，摧毁日

军主要据点；第三阶段（1940 年 10 月上旬到 1941 年 1 月 24

日），反击日军的报复性“扫荡”。战役重击了日伪军的反

动气焰，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作战，振奋了全

国的抗战信心。

事件背景

国际背景

1940 年 4 月 9 日，德国出兵占领丹麦，突然袭击挪威，

击退英法远征军后，于 6 月 10 日占领挪威全境。5 月 10 日德

军入侵西欧，5 月 15 日、28 日，6 月 22 日，荷兰、比利时、

法国先后投降。英军退出欧洲大陆，英国本土受到入侵的严

重威胁。欧洲战局刺激了日本迅速压服中国以利下一步争夺



亚洲、太平洋地区霸权的欲望。5 月 10 日，日本陆军省制定

了《以昭和 15、16 年为目标的处理中国问题策略》，并在 5

月 18 日召开的陆军省、部首脑会议上正式通过。其要点是，

在 1940 年底以前，进一步统一与加强政略、战略和谋略，以

全力迅速迫使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屈服。

根据这一《策略》，日军把重点放在对国民政府的政治

诱降上，对当时正在香港与国民党秘密进行的“桐工作”寄

予了极大期望，为配合“桐工作”，日本进一步加强了对中

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为切断中国西南方面的国际交通运输

线，日本趁英法在欧战中遭受严重失败，在亚洲势力减弱之

机，进一步对英法施加压力，威胁它们封锁中缅、中越国际

交通线。6 月 20 日，法国同意全面封锁中越边境，准许日本

军事人员入越监视对华禁运情况。7 月 12 日，英国通知日本

同意关闭滇缅公路，并于 16 日正式宣布：自 7 月 18 日起，3

个月内禁止通过缅甸向中国运送军械、弹药、汽油、载重卡

车及铁路材料，香港亦同时禁运。英法的绥靖政策使处于抗

战困难的中国武器进口减少约 51%。

国内背景



日本全面加强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

给抗战增加了更大的困难，国民党内一些人更加动摇，妥协

投降危机空前严重。

为克服这一严重危机，中共中央在 1940 年 7 月 7 日发表

的《中共中央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中指出：日本

“企图用封锁我国际交通线，向我正面进攻及举行天空轰炸

等加重压力与加重困难的办法，达到其分裂中国内部，逼迫

中国投降之目的”，“现在是中国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

困难的时期”，号召“全国应该加紧团结起来，克服这种危

险与困难”。于是，八路军总部决定把酝酿成熟的破袭正太

路设想付诸实施，出击敌后交通线，给敌华北方面军以有力

打击，粉碎日本的企图，以利全国局势好转。



战役经过

百团大战经历了两个主动进攻阶段和一个反“扫荡”阶

段。

PART01.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为时 20 天，中心任务是破坏日军交通，重点摧

毁正太路。前 10 天，晋察冀军区、第 129 师主要是破击正太

路；后 10 天，日军反扑，八路军撤出正太路，晋察冀军区转

而出击正太路以北盂县地区，第 129 师打击前出“扫荡”的

日军，第 120 师在晋西北配合作战。

PART02.第二阶段

中共中央 1940 年 9 月 10 日指示：“根据中央七七宣言

与七七决定，我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力量，在目前加强团结时

期，应集中其主要注意力于打击日军，应仿照华北百团战役

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至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对敌



进攻行动，在华北则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到那些尚未遭受打

击的日军方面去，用以缩小敌占区，扩大根据地，打通封锁

线，提高战斗力”，“击敌和友是目前军事行动的总方针。”

1940 年 9 月 16 日，总部下达了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命

令，指示第二阶段作战目的是扩大战果；作战基本方针是继

续破坏日军交通，摧毁深入根据地的某些据点。百团大战第

二阶段，晋察冀军区主要进行了涞灵战役，第 129 师主要进

行了榆辽战役，第 120 师主要破击了同蒲路。

PART03.第三阶段

日军在华北的广大地区连续遭到八路军两次大规模攻势

的打击，为防止局势继续恶化，尽快稳住占领区，遂调集重

兵，从 10 月 6 日起，先后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扫



荡”，企图趁八路军连续作战来不及休整之机，打击八路军

主力 ，毁灭抗日根据地。

在榆辽战役结束的 10 月 1 日，八路军总部在给各大区的

指示中，就指出增援辽、榆之敌可能顺势“扫荡”太北地区，

各部应有相应的准备。1940 年 10 月 19 日，八路军总部下达

了反“扫荡”作战计划，据此各地区军民展开了反“扫荡”

作战。

事件结果

百团大战历时 108 天，进行大小战斗 1824 次，击毙击伤

日军 20645 人、伪军 5155 人，俘日军 281 人、伪军 18407 人，

日军投诚 47 人，伪军反正 1845 人；破坏铁路 474 公里、公

路 1500 多公里，炸毁桥梁、隧洞和火车站 260 多处，摧毁大

量敌碉堡和据点；缴获各种炮 53 门，各种枪 5900 余支和一

批军用物资。



事件影响

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敌华北方面军的“囚笼政策”，对

日军震动极大。经过这一战役，日军内部进行了深刻的反省，

总结经验教训，对情报机构进行了空前的改革和加强，进一

步明确了在华北作战以中共军队为重点的指导思想。日军华

北方面军司令部把此役称为挖心战，每年 8 月 20 日，作为挖

心战纪念日。

百团大战以华北的胜利影响全国战局，制止国民党内存

在的妥协危机；同时百团大战的发动加强国民党团结的目的。

百团大战在华北予日军以重大打击，直接减轻了日军对国民

党战场的压力，使日本企图利用德、意胜利的形势加大对国

民党军事压力，以彻底解决“中国事变”的方针落空；在政

治上，打破了国民党散布的“八路军游而不击”、“专打友

军”的谣言。



打出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的声威，振奋了全国

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以事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共

产党、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污蔑。从战争全局看，百团大

战具有积极的战略意义。它牵制了日军的兵力，推迟了日军

“南进”的时间，并对支持正面战场作战，遏制妥协投降暗

流，争取时局好转，起了积极的作用。

平型关大捷

平型关大捷（又称平型关战斗、平型关伏击战），是指

1937 年 9 月 25 日，八路军在平型关为了配合第二战区的友军

作战，阻挡日军攻势。

由 115 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指挥，充分发挥近战

和山地战的特长，首次集中较大兵力对日军进行的一次成功

伏击战，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战大捷。

战斗背景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但在中国军队

英勇抵抗，伤亡官兵约 5000 余人之后，仍未能阻挡日军进攻

的铁蹄；7 月 29 日，北平沦陷；30 日，天津失守；整个华北

陷入全面危机。



8 月 13 日，日军开始进攻上海，淞沪会战打响。为速战

速决，日军先后投入 30 万兵力，动用 300 多架飞机、几十艘

军舰，企图通过占领中心城市来迫使中国在 3 个月之内投降。

在日军的疯狂进攻和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国共两党开始紧密

携手、共同抵御外敌。

英雄事迹

1、猛子战群敌

在杨得志六八五团的阵地上，战斗开始后，人称‘猛子’

的二营五连连长曾贤生，指挥全连战士首先用手榴弹炸翻了

日军行进在最前面的十余辆汽车，然后率 20 名大刀队员冲入

敌群，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

曾贤生先后用大刀砍倒了十几个鬼子，自己也多处负伤。

在身疲力尽之时，被五六名敌人团团包围，曾贤生毅然拉响

身上仅有的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2、秦二楞肉搏



日军后续部队步兵和辎重车队大部进入乔沟之后，埋伏

在小寨村西乔沟入口处的六八七团第三营，向沟内外敌人发

起猛烈攻击，截断敌人的退路。沟口有 40 余名敌人冲上沟边

西侧山地，向三营九连进行反击，四五名战士中弹牺牲。二

排长秦二楞带领全排战士冲向敌人阵地，他连甩手榴弹炸掉

敌人的一挺重机枪，然后和战士们冲上去与敌人展开肉搏战。

当他刺倒两个敌人后，被日军包围起来。已经浑身是伤

的秦二楞身处险境，端着刺刀同敌人左右周旋，后面敌人的

刺刀刺进了他的腰部。秦二楞瞪大了血红的眼睛，猛一侧身

还了身后敌人一刺刀，与敌人一起倒在地上。在六八七团伏

击战斗中，副团长田守尧与战士们一起向敌人冲杀，身负重

伤。

3、排长捣敌营

担任阻援任务的杨成武独立团，驿马岭（腰站）阻击战

打得很艰苦。教导员张文松和副营长袁升平指挥部队向敌机

枪阵地发动进攻，张文松中弹牺牲。此时，二连一排“麻”



排长带领十几名战士秘密地攀上一座悬崖，发现敌人在隘口

东侧的洼地里支满了帐篷，有数百名日军正在吃干粮。

“麻”排长和战士们向敌群甩出一批手榴弹，几十名敌

人被炸死炸伤，敌军大乱。“麻”排长和战士们乘机跳下隘

口冲进敌营和敌人拼起刺刀，终因敌众我寡，陷入敌人的重

重包围，“麻”排长腹部和腿上多处负伤，仍然死战不退，

结果他和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

历史意义

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粉碎了国内一些人的

“恐日病”和抗日“亡国论”，极大地振奋了人心，增强了

全国人民和各爱国武装力量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决心。

同时，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为八路军在

华北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大批青年积极报名参加八路军。



在国际上，平型关大捷鼓舞了东南亚各国的爱国华侨，

纷纷捐钱捐物支援祖国抗战。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成立援华组

织，集合游行，抵制日货、拒绝出口钢铁给日本用来制造武

器，声援中国抗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