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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长城三万里 神出鬼没破强敌———

敌后抗战兵法之十：地道战
在中国电影史上，抗战电影《地道战》缔造了近半个世纪的“放映传奇”，据《中国国

防报》文章透露，从1966年到2005年，该片发行拷贝8420部，是世界上印制拷贝数
量最多的黑白影片，同时全球有28亿观众看过此片，是世界上观众人次最多的影片。但
也许您不知道，该片实际是一部针对民兵的军事知识教学片，许多内容都是抗战年代冀
中平原实际作战的经验总结。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在华北展开残酷的“治安战”，力图短期内荡平中共武
装。尤其在冀中平原，面对优势日军的轮番“扫荡”，缺乏地形依托的敌后武装处于极为
艰苦的环境中。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想出种种改造地形的办法，利用地道便是其中最富
创意、也最为人知的战术之一，用电影《地道战》导演任旭东的话说，“如果是太平年月，
谁会在地道里东躲西藏，我们今天看地道战觉得是‘旷世奇观’，其实那一条条地道都是
由国仇家恨生发勾连的”。

从无到有 发展壮大
在成规模、成体系的地道出现前，华北百

姓就利用家里的地窖掩护过八路军伤员，但
由于各家地窖容量有限，同时地窖大都在村
内，一旦被发现，很难脱身。曾任蠡县县委书
记的王夫回忆：“!"#$年冬，敌人改在夜里或
拂晓包围村庄，（干部们）在村里睡觉很危险，
于是选在野外挖洞藏身。”但挖在村外的地洞
也有问题，冬夜人睡在洞里，早晨洞口会往外
喷水蒸气，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格外显眼，结
果地洞便不得不再由野外转到村里，并且各
个地洞之间开始出现隧道衔接，这就逐渐形
成了相通的地道网。

原日军第 %#师团老兵斋藤邦雄回忆，八
路军和农民都从事挖地道的工作，为了不让
日军发现，他们甚至会用柳条筐把土运到地
道以外两三千米的地方抛弃。于是，冀中一带
的地下出现了世界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
地下工事群。斋藤说，日军曾抓过大量农民和
民兵进行拷问，“就我所知道的，这些中国人从
未透露过有关地道的一个字。……拥有如此庞
大地下工事的冀中，俨然成为令日军头疼的地
方，这对八路军来说，应该是一种光荣吧”。

&"'(年 '月 &)日，冀中区党委发出指
示：“部队在基本分散的原则下，依靠民兵威
力之发扬，配合爆炸战、地道战，多打小仗，消
灭敌人，要利用群众已有的地道和挖新地道对
敌人开展爆炸战。”此后，地道在华北各地也逐
渐应用开来，八路军领导人叶剑英曾总结道：
“地道战，即在村庄内普遍挖地道，其内有横
墙，并村与村相通，洞口多为隐蔽，内有储粮储
水及防毒设备，敌来则利用此地道以进行战
斗，小股敌则消灭之，大股敌则我从地道中进
行转移，伺机以打击之。”

不过，华北军民最初构筑的地道相对简
陋，抵御日军破坏的能力有限，像最早开展地
道战的蠡县就连续有三任县长牺牲在与地道
相关的战斗中，其中县长林青藏在覆盖木板
和土的简易地道里，结果被敌人发现牺牲。

不断改进 地下长城
在残酷的斗争中，抗日军民很快总结出

经验教训，地道功能日趋完善，到 &"'#年，已
经出现“三通”（房上、地面、地下）、“四能”（能
打、能走、能攻、能守）和“五防”（防水、防毒、
防烟、防火、防破坏）的战斗堡垒，不少地道里
有秘密会议室、厕所、给水处，并有防毒、防
火、防烟等设备，犹如地下村庄。此外，为了更
好地打击敌人，地道还与地上工事连接，各村
街口、街道都有隐蔽枪眼，在辽阔的华北平原
上形成可攻可守的“地下长城”。以正定县高
平村为例，当时村内地道长 #*多千米，户户
通、街街连，能打能防，号称“地上一个高平
村，地下一个高平村”。

这种“升级”后的地道战令敌人举步维
艰，日军战报中称：“部队在行动中经常受到
来自住房的窗口、墙上、丘陵树林中的突然射
击。偶尔发现敌人，紧追过去，却无影无踪。以
后得知他们挖有地道，地道的入口设在仓库、
枯井、小丘的洞穴等处，地道四通八达，甚至
有地下集合的场所……我军总像是和鼹鼠作
战，旷费时日，真想举手服输。”在“扫荡”中，
日军处处感到人民战争的威力，他们坦承：
“沙河、木道沟河（均为地名）沿岸一带地区，
素有中共平原根据地模范区之称，交通壕、地
道建筑非常普遍，几乎所有村庄都有地下设
施，甚至有相距七八千米的三个村庄用地道
连接起来。而且农村的老百姓抗日意识很强，
形成半农半兵状态，因此各部队在推行‘肃正
工作’（实为‘扫荡’）时极为困难。”

&"'+年 +月 '日凌晨，正定、灵寿、行唐、
新乐等地日伪军千余人集中偷袭高平村，该
村民兵早有察觉，立即将全村划分为五个战
区。战斗于当天拂晓打响，民兵进入战斗岗
位，剩下的男女老幼则钻进地道。日伪军先由
东北口发动进攻，守卫在这里的民兵突然从
地道钻出来，爬上房顶制高点，用手榴弹毙伤

敌人 &'名。待敌人进入高平村内，一发发子
弹又从墙角、街边、土堆、马厩等隐蔽处同时
射出。在“影子对手”面前，日军火炮、机枪完
全派不上用场，只能落荒而逃。据统计，&"'#
年春至 &"'+年 +月，日军曾多次进攻高平
村，其中较大合围进攻就有 +次，但没有一次
能够消灭高平村民兵。

清苑县冉庄的地道战斗争更是抗战期间
的典范之一。冉庄的地道主体以十字街为中
心，顺东西南北大街走向的四条干线，和向不
同方向延伸的 ,'条支线，包括通向邻村的三
条联村地道在内，全长约 &+千米。&"'+年 %

月 ,*日，驻保定日伪军进犯冉庄，#*余名民
兵先在村边阻击，尔后迅速转入地道，通过瞭
望孔观察到一群伪军冲到村东，企图破坏地
堡工事，当即拉响地雷，炸死伪军数人。与此
同时，村北老母庙、南口地平堡、东街碾子堡
和十字街的民兵，也纷纷从暗室和高房工事
等向日伪军射击，经数小时激战，毙伤其 ,"

人，日伪军被迫撤退。,#日，日伪军又调集
,***余人进攻冉庄，他们用迫击炮掩护步兵
冲入村内，一群伪军刚进至东街，一名伪团长
就被小庙工事里的民兵击毙，一名伪军去拖
曳尸体，又被击毙。当大批日伪军进入村北布
雷区时，守候在暗室里的 +名民兵立即拉响
&&颗地雷，炸死日伪军多人。接着，民兵又用
步枪毙其 &*余人，日伪军乱作一团，分头溃
逃。数十分钟后，,*余名伪军前来收尸，民兵
再次拉响地雷，炸死其 +人。经 &#小时激战，
冉庄民兵仅以轻伤 &人的代价毙伤日伪军 ##

人，打退了日伪军的进攻。

内外配合 共同歼敌
尽管地道战给敌人带来巨大压力，但毕

竟是敌后抗战的一个组成环节，其本身也有
一定的被动性，八路军曾规定：“地道战以民
兵为主，配之以区小队或县大队支队分散的
班（一般 &* 人左右）为辅助，密切结合担负
之。主力部队数量多，不适于进行地道战。”
&"''年，冀中军区印发《冀中平原上的地道斗
争》《关于地道战术问题》《加强地道管理问
题》等指示，提出地道斗争必须和村落麻雀
战、地雷战、伏击战、外围的反包围战等结合

才能真正开展。
&"'+ 年 %、) 月间的栾城县南高村之战

中，我民兵和区小队、县大队内外配合，综合
运用地雷战、麻雀战、伏击战等多种战法，五
战五捷，成功打退敌人的进攻。)月 &%日，栾
城伪军前来攻打南高村。我区小队和民兵发
挥麻雀战特点，从窗户里、枪眼里、高房上一
齐向敌人开火，直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惊慌失
措，撤回栾城。)月 &"日和 ,#日，伪军两次前
来报复。结果每次攻入村内后，不但遭到区小
队和民兵机动、灵活的袭击，还处处碰到民兵
布设下的地雷，每次都会伤亡二三十人，只得
败退回栾城。而 ,$日的最后一次交锋中，日
军也和伪军一起前来，结果一样碰得头破血
流，他们还遭到县大队与八路军主力部队的
内外夹击，狼狈败退。

&"'+ 年 + 月 ,) 日，&+** 多日伪军突然
包围八路军冀中十分区指挥机关所在的雄县
米家务村，该村由五个自然村组成，拥有坚固
的地道体系。被包围后，八路军警卫部队和民
兵先利用地面工事展开阻击战，当敌军逐步
占领大部分房屋后，八路军和民兵及时转入
地道，展开村落的麻雀战和地雷战。敌人白天
在村子里到处挨冷枪、踩地雷，可就是看不见
八路军的身影，晚上害怕遭到袭击，被迫龟缩
到村子外围角落里。战至第六天，十分区增援
部队陆续到达外围，我军决定利用地道网络，
将主力部队集中起来，首先打掉伪军团部。八
路军先通过地道将炸药送到伪军团部所在的
染房底下，然后由机枪班用猛烈火力封锁大
门，一个警卫班在民兵配合下牵制其他地方的
敌人，雄县县大队负责主攻。深夜，八路军拉响
炸药，随着一声巨响，许多敌人在睡梦中被炸
上了天，县大队随即发起冲击。经一小时的激
战，全歼伪军第 &$团团部及团直属炮兵连，
遭此大败的日伪军再也无力围攻，只得撤走。

走出平原 全面推广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年冬，冀中各

地军民开挖的地道总长度超过 &-.万千米，在
政府和群众的帮助下，冀中军区的几个军分
区在地道里设置了地道兵工厂、地道医院、地
道仓库和地道指挥所。这一成功经验也很快

走出平原，向华北其他适合挖地道的地区进
行了推广，并在多地得到应用。

易县位于保定市西北部，太行山北端东
麓，境内多为山地，但民兵地道战在这里同样
得到很好的应用。&"'/年 '月 &.日，日军和
易县伪警备队集中了 &+**余人，还抓了 +**

余名民夫、'*辆大车前往易县匡山村“扫荡”。
当时龙华二区队的一个连和龙华三区小队驻
在匡山村，依托地道进行持久抵抗。匡山村民
兵把 )*颗地雷埋成三道雷区。拂晓，日伪军
从西山进攻，结果被炸死几十个。中午，日军
强迫民夫前行踏雷，二区队为了不伤及百姓，
放日伪军进村，区小队游击组依靠地道和敌
人展开村落争夺战。区小队在暗处，利用长短
枪、地雷、土炮攻击敌人。战斗到天黑，日伪军
无法前进，只得败回易县。经过一整天战斗，
我军消灭日伪军 .**多名。

和易县相邻的满城也出现如火如荼的山
区地道战。&"''年秋，中共满城县委在石井村
举办县区干部训练班，日伪军千余人分三路
趁夜扑来。拂晓时，四面山头都出现了敌人，
我三个民兵小队在村东阻击，连续打退敌人
三次进攻，而后进入地道。敌人进村后到处搜
索，发现洞口就逼着伪军下地道，却被民兵击
中，敌人不敢接近洞口，只是向里面乱扔手榴
弹。下午，我军主力部队从外围发动反击，民
兵小队通过地道冲到南门楼，打散集结在那
里的数百名日伪军。当敌人集中火力向两个
门楼射击时，民兵绕到一处高房，对附近日伪
军一阵猛打，敌人调集火力射击高房，民兵又
转移到南门楼，扔出去的手榴弹在日伪军中
炸开了花。就这样，民兵巧妙地在地道、暗堡、
高房工事里忽东忽西，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周
旋了十多个小时，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据国内学者考证，抗战期间，仅冀中人民
构筑的地道就达到约 /万华里（&-+万千米）。
据不完全统计，&"'/年，华北军民利用地道对
敌展开拔点作战，成功拔除敌据点碉堡 %**

多处，同时恢复和发展了 /+**个村庄的政
权。聂荣臻元帅评价说：“神出鬼没，出奇制胜
的地道战是华北人民保家卫国，开展游击战
争，在平原地带战胜顽敌的伟大创举。地道战
又一次显示出人民战争的无穷威力。” 宋涛

! 借助地道的帮助"敌后武工队在各村镇间

灵活机动"打击敌人

! 民兵通过地道转移"打击日军后方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