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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11 月至 12 月 ，晋察冀军区

在成立之初，即采取游击战与运动战相

结合的方式，以 4 个支队 7500 余人成功

粉碎日军 2 万余主力的“八路围攻”，使

初创的晋察冀军区经受住了考验和锻

炼，同时压缩了日军占领区，巩固、发展

和壮大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扬长避短确定作战部署。 1937 年

10 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命令指示，八

路军第 115 师创建了抗日战争时期敌后

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

据地。11 月 7 日，晋察冀军区正式成立，

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此期

间，聂荣臻率领根据地军民广泛开展了

以破坏日军交通线为主的游击战，对日

军侵占的北平（今北京）、石家庄、太原、

张家口等战略要地及主要交通线造成

严重威胁。

11 月下旬，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

寺内寿一调集近 4 个师团共计 2 万余人，

兵分八路对我晋察冀边区实施围攻，企

图摧毁初创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消灭

或驱逐抗日武装力量，保障其后方和交

通线的安全。

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晋察冀军区

首长冷静分析日军动向，认真研判战场

态势，针对敌地形不熟等情况，决定充

分 发 挥 我 军 灵 活 机 动 的 优 势 ，确 定 了

“以游击队不断袭扰、消耗、疲惫敌人，

以主力隐蔽集结、待机歼敌”的作战部

署，决心采取以老带新的方式组建游击

队，广泛袭扰、消耗、疲惫围攻之敌；以

部分游击队昼夜袭击日军后方据点和

交通线，以牵制和迷惑日军；以 4 个军分

区主力部队分散隐蔽集结、寻机歼敌。

五路出击慑敌不敢进犯。 11 月 24

日，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向晋察冀抗日

根据地进发。日军第 14 师团兵分两路，

由平汉铁路沿线保定和易县向涞源出

击。我游击分队实施多次袭扰行动，迟

滞了日军进犯速度。12 月 2 日，日军第

一路围攻部队由易县进占大龙华，晋察

冀军区第 1 支队抓住敌疏于戒备、极度

疲惫的有利时机，乘夜发起突然袭击。

经一夜激烈战斗，我军首战出击即歼敌

200 余人，残敌慌乱中逃回易县。

与此同时，日军第 14 师团第二路一

部 兵 力 由 保 定 进 犯 ，遭 到 我 骑 兵 营 阻

击，止步于满城附近地域；另一部由定

县、新乐分别向曲阳、行唐进犯之日军

1000 余人，被我第二路出击部队——第

4 支队阻击于高门屯、豆家庄一线，迫使

进占曲阳之敌不得不退回保定。由新

乐出动之敌在占领行唐后受到我第 4 支

队顽强阻抗停滞不前，在我第 1、第 4 支

队第三路出击部队合力阻击下，沿平汉

铁路西犯之敌不得不放弃对晋察冀抗

日根据地腹地的继续进犯。

日 军 关 东 军 察 哈 尔 派 遣 兵 团 以

1400 余兵力编为第三路围攻部队，自同

蒲铁路东侧应县出动，进占浑源后继续

向广灵东犯。11 月 27 日，第 1 支队采取

预先设伏的战术，集中主力依托浑源至

广灵之间乱岭关道路两侧高地隐蔽设

伏，诱敌进入伏击圈后突然发起猛攻。

我伏击部队在歼敌 200 余人后主动撤出

战斗，致使东犯之日军占领广灵后不敢

继续贸然东犯。

日军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主力

3400 余人作为第四、第五路围攻部队，

兵分两路由怀来、天镇分别向广灵、蔚

县南犯。12 月 4 日，日军分进合击占领

蔚 县 后 又 分 别 向 广 灵 、涞 源 扑 来 。 次

日，我第五路反“围攻”部队——第 1 支

队主力采取占领要点、火力袭击、乘乱

冲击等战术，充分利用蔚县南侧北口村

之谷口地形，截击了蔚县南犯之敌，再

次歼敌 200 余人，迫敌龟缩于蔚县不敢

再进。

乘敌之虚三路伏击歼敌。遵照中

央军委“避免正面抵抗，袭击敌之后尾

部队；在敌之远近后方活动，使敌进一

步仍在我包围中”的指示要求，晋察冀

军区部队积极寻求日军后方空虚之地，

抓住有利战机歼灭日军。12 月 14 日，第

2 支队趁代县、原平、忻口之日军第 109

师团主力进占繁峙之际，夜袭敌后方空

虚的原平镇，歼敌 100 余人，在残敌分散

逃窜、进占繁峙之敌紧急回援之际，我

第 2 支队迅速撤离转移。

12 月中旬，我第 3 支队与地方群众

武装紧密协同，对沿正太铁路向平山、盂

县之日军第 5、第 109 师团 4000 余人实施

持续袭击和连续打击，使其十分疲惫。

12 月 15 日，待日军第 109 师团 1500 余人

兵分两路合击盂县之时，第 3 支队采取

隐蔽待机、突破袭击的方式，出其不意，

乘敌立足未稳之时，集中兵力在盂县东

南清城镇突然袭击向盂县进犯之敌，歼

敌 200余人后再次主动撤出战斗。

同日，第 344 旅第 687 团采取伏击战

法击退了由井陉北犯之敌。12 月 21 日，

日军第 5 师团第 21 联队 1000 余人由平

山向温塘进犯，第 3 支队与第 344 旅集中

优势兵力凭借有利地形对其实施伏击，

歼敌 400 余人，残敌狼狈逃窜回平山后

不敢继续向北进犯。至此，八路围攻之

日军大部退回至各铁路沿线，晋察冀军

区部队反围攻作战胜利结束。

此战中，我军针对抗日根据地创建

伊始群众基础不够牢固、部队战斗经验

较为缺乏等实际，广泛采取军民结合、

新老结合、主力部队与群众武装相结合

等方式，灵活运用伏击、袭击、阻击、截

击等战术手段，最大限度保存了己方实

力，有效震慑日军不敢再犯；针对敌后

抗 日 敌 情 威 胁 大 、敌 增 援 速 度 快 等 情

况，八路军第 120、第 129 师密切配合，及

时在同蒲、正太铁路沿线积极开展破袭

战，既阻止了日军的快速增援，又牵制

了围攻之敌的回援，有力支援和配合了

晋察冀军区部队的反围攻作战。

晋察冀军区反“八路围攻”作战
■薛闫兴 杨 铁

二战时期，大西洋海战中德军与

英美盟军的较量，不仅是潜艇“狼群战

术”与护航船队的海上对决，而且是双

方围绕密码加密与破译展开的一次次

看不见硝烟的战斗。

20 世纪初，为在军事通信领域开

发出一种既安全可靠又简便有效的加

密方法，德国发明了一种便于携带的

自 动 编 码 装 置 ，即“ 恩 尼 格 玛 ”密 码

机。它看起来像是一个放满复杂而精

致的元件的盒子，跟打字机有几分相

似。“恩尼格玛”密码机是世界上第一

部以机械方式进行加密编码的装置，

通过机器上转子键盘敲入的任意一个

字符信息，经过加密的扰频器处理后

都能呈现出上亿种变化，要想破译其

中的信息需要进行海量计算，这在没

有 电 子 计 算 机 的 时 代 简 直 是 天 方 夜

谭。之后，德军潜艇之间广泛利用“恩

尼格玛”密码机传递情报，在大西洋上

频繁偷袭盟军的护航船队，给盟军的

海上生命线造成重大损失，导致盟军

在大西洋海战初期的被动。

然而，德军的“狼群战术”并非一

帆风顺。自 1939 年起，英国数学家图

灵运用一连串数字技巧来破译“恩尼

格玛”密码机。图灵通过获取德军每

天的加密电文，并以猜中的几个词语

为依据得到当天“恩尼格玛”密码机的

设置，最后破译出当天该网络中的所

有电文。但德军十分小心，力求电文

缩减到最短，同时还在前后两篇电文

中变换常用词及缩写的用法，这无疑

给 盟 军 破 译 工 作 增 加 了 难 度 。 直 到

1941 年夏天，英国海军从俘获的德国

潜艇 U-110 上获得了一套完整的“恩

尼格玛”密码机和密码本，盟军破译工

作开始突飞猛进，被认为无懈可击的

“恩尼格玛”密码机终被破译。1942 年

2 月，德军改变了 U 型潜艇的密码本，

同时将“恩尼格玛”密码机的转子数由

3 个增加到 4 个，盟军再次陷入被动。

在盟军破译德军密码的同时，德

军也在加紧破译英美盟军的护航船队

密码。1943 年 3 月，德军破解了盟军的

护航船队密码，随即 40 余艘 U 型潜艇

集 结 出 击 ，对 英 美 盟 军 船 队 展 开 杀

戮。在整个猎杀行动中，盟军 22 艘货

船和 1 艘军舰被德军潜艇送入海底。

1943 年春天，大西洋战争逐渐走

向高潮之时，密码战场上的争夺也达

到高潮。5 月，美军获取的部分绝密级

加密电报中，包含有关盟军船队的精

确位置、航速、航向等信息，使美军意

识到德军已破解盟军密码。盟军立即

展开行动，重新开发更换名为 5 号的密

码，避免了德军的再次破译。

到 1943 年夏天，美军开始接手破

译德军 U 型潜艇密码难题，之后制造

出专用的电动机械密码破译机。有了

这一优势，加上自身密码的安全性得

到了保证，盟军反潜力量终于开始享

受密码破译带来的红利。在一段时间

内，盟军根据破译的情报，对德军 U 型

潜艇发动一系列精确攻击。德国在 U

型潜艇被攻击后仍过度自信密码不可

破译，没有采取必要防范措施。在不

到一年的时间里，德军损失了 16 艘 U

型潜艇，逐步陷入大西洋海战的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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