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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型关大捷：胜利号角从这里吹响 
杨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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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方队之一，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伴随着“咔咔”的

脚步声，老人仿佛回到了 78年前的那个潇潇秋雨夜。 

那天，也是一个秋日。 

“潇潇夜雨洗兵马，殷殷热血固金瓯。东渡黄河第一战，

威扫敌倭青史流……” 

1986年 8月，聂荣臻元帅写下这首《忆平型关大捷》时，

仍对那场“潇潇秋雨”记忆犹新。 

1937 年 9 月 24 日，驻扎在山西大同灵丘县冉庄村的八

路军 115 师接到命令，连夜赶往西北 16 公里外的平型关乔

沟设伏。 

平型关，明朝内长城的一个重要关隘。乔沟位于其东北

方，是一条长约 5 公里的狭窄古道，蜿蜒曲折，两侧壁立，

难以攀爬，是灵丘通往平型关公路上最险要的一段，也是日

军从平型关前线到灵丘县城的必经之地。 

“战士们没有雨具，身上的灰布单军装被浇得湿淋淋的，

冷得发抖。”那时的梁斌，只有十八九岁，是八路军 115 师

685团的一名司号员。 

天快亮时，雨停了。115 师终于在 9 月 25 日拂晓前到

达平型关乔沟伏击阵地。 

7 时许，山沟里传来了马达轰鸣。100 余辆汽车载着日

本兵和军用物资在前面开路，200 多辆大车和骡马炮队随后

跟进，接着开过来的是骑兵。 

此时，全身湿透的八路军战士们，趴在冰冷的地上，等



待着敌人。 

“打!” 

顿时，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彻山谷。 

“战士们勇猛地向公路冲去，鬼子东奔西窜，战马惊鸣。

然而敌人终究是凶狠的，而且枪法很准，利用汽车和沟坎顽

抗……我们的火力压不住敌人的火力，冲上去的战士一个又

一个地倒下来。那一刻，战士们无畏生死，前赴后继地向前

挺进。”时任 115师 686团团长的李天佑回忆道。 

在争夺老爷庙高地时，686 团副团长杨勇带领战士们，

向四五百名日军猛烈进攻。日军拼命反击，数架飞机在空中

助战，战斗十分惨烈，140余人的 3营 9连官兵大部分牺牲，

老爷庙高地终于被八路军牢牢控制。 

在平型关战役中，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军，排长牺牲了

班长顶替，班长牺牲了战士接替指挥。仅梁斌所在的 685团，

战后报告伤亡人员就达 223人。 

最终，八路军将进入乔沟一线 1000 余人的日军全部歼

灭，击毁汽车 100余辆，马车 200余辆，缴获一批辎重和武

器。 

“一旦强虏寇边疆，慷慨悲歌奔战场。首战平型关，威

名天下扬……”雄壮豪迈的《八路军军歌》，记录下这“第一

个胜利”和“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这一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古长城上，用

血肉筑起中华民族新的长城。 



走进历史，在传承中服务当下事业 

“1937年，一场战役让我的家乡扬名中外，那场战役就

是平型关大捷。”去年夏天，小学五年级的学生李歆伊有了一

个新的身份——平型关大捷纪念馆的小小讲解员。 

每年暑假，纪念馆里都会有一群特殊的讲解员实力圈粉。

他们是来自灵丘县的小学生，经过为期 1个多月的筛选、培

训后，这群特殊的小学生讲解员们正式上岗。 

从课本走进历史、从校园走进纪念馆，李歆伊对平型关

大捷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作为一名小学生，应该去做红色文

化的传播者、弘扬者和建设者。”李歆伊说。 

“小小讲解员们十分活跃，从他们的视角讲故事，观众

都十分喜欢，跟随的参观者越来越多。”毛春桃告诉记者，这

个活动让学生们参与到传承红色基因、传播红色文化过程中

来，通过自己近距离的感受，从小学习革命先辈的精神、珍

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纪念馆内循环播放着《义勇军进行曲》，参观者络绎不绝。

在这些参观者中经常会有一些特殊的客人，王克西就是其中

之一。 

王克西的父亲名叫王志臻，曾任八路军 115师 685团营

部书记，写有一本《从陕北到东北》日记，共计 1205篇，完

整记录了抗日战争时期其所在部队的行程及战斗历程。 

从 2012 年开始，退休后的王克西夫妇按照父亲日记的

行走路线，重访抗战路。他们先后三次来到平型关大捷纪念



馆，“父亲生前多次给我们讲述平型关大捷的战争过程，那时

候单纯地听和现在亲身到现场来看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在传承红色基因的大环境下，依托平型关大捷的红色

资源，来这里的游客逐年递增。”谈到纪念馆最大的变化，毛

春桃对记者说，纪念馆的接待量不断攀高，基础设施不断完

善，工作人员也从 2012 年的二三十人增加到了现在的近百

人。 

“学习历史，不只是学习过去的，重要的是让这些历史

为现在的事业服务。”毛春桃说。 

敢于胜利，在新征程上攻坚克难 

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平型关

下响起的枪声，激起了中华民族抵抗日寇侵略的信心和决心；

平型关下的精神，历经八十余载，仍在持续弘扬。 

曾被列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灵丘，长期以来经

济发展滞后。然而，灵丘人不畏困难，敢于牺牲，不等不靠，

攻坚克难，终于在 2019年实现全面脱贫。现在，灵丘县依托

作为全国旅游精品线路之一的平型关红色景区，正在吸引更

多游客来这里“吃、住、行、游、购、娱”。 

近年来，平型关大捷纪念馆的接待量不断攀高，毗邻主

战场的灵丘县东河南镇小寨村含水人家，也随着纪念馆影响

力的不断扩大而红火起来。 

记者看到，如今的小寨村，不仅建设了易地扶贫搬迁点，



还同步建成沿街商铺，办起了“红色留念”“荞这一家子”等

独具地方特色的风味一条街，打造集红色教育、民俗旅游、

非遗传承、农耕文化为一体的旅游景区。 

走进含水人家，阳光照耀下的水面波光粼粼；半圆形的

拱门和转角的石砌、古色古香的窑洞式楼房，浓缩了黄土地

的别样风情。这里不仅还原了旧时生活场景，还为游客打开

了了解历史的一扇窗。大幅三维立体画面展示了 1937 年平

型关战斗打响前八路军 115师干部动员会的场景，并用部分

雕塑再现了军民鱼水情。 

纪念馆内，毛春桃和她的同事们仍旧忙碌。除了继续挖

掘历史，如何将过去的革命先辈精神跟现在的教育活动相结

合，如何将红色文化送入乡村、校园、军营，都是他们工作

的内容。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

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

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大会上深刻指出。 

“84年前，革命先辈在平型关下亮剑，用鲜血与生命铸

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在今天，伟大抗战精神是我们在社会

主义建设中不怕艰险、攻坚克难的力量源泉，在新征程上始

终为我们指引着方向。”毛春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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