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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经盛鸿　　青年学者胡卓然给我寄来了他即将出版的著
作《敌后传奇》的书稿，我阅读以后，是吃惊，是由衷地兴奋。
　　我吃惊的是这位年轻的学者在最近短短的时期内，连续在多种报刊上，发表了多篇关于抗战史和
近现代史事新发现的文章，又有多个历史研究的成果得到几十家媒体报道，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与好
评的同时，他居然又推出了这本很有创意、很有分量的军事纪实作品，将我们带到那战火纷飞的抗战
年代，以生动的文字、独特的视角、丝丝入扣的考证，重新审视和细致研究了抗战史特别是敌后战场
的许多重要的史事和细节，澄清了当下对于敌后抗战的多种怀疑。
他的杰出的研究才能和写作才能，他的不凡的成绩，令我吃惊。
　　我由衷兴奋的是，我对这位年轻学者的判断和期许没有错，他可贵的爱国热情、对历史研究的热
爱、刻苦与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再次得到了体现。
我曾指出的，他辛勤的钻研必将结出丰硕的成果，开拓出广阔的研究前景，再次得到了证明。
　　说起来，我与胡卓然应算是忘年交。
我年长他许多岁，两人所学专业也不同，我学的是历史，他学的是法律，因此虽同居南京一城，却一
直互不相识。
是共同热爱的抗战史研究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使我们相识、相知，成为学友和战友。
　　胡卓然是一位法律系毕业的硕士研究生，才二十多岁。
可是他对抗战史研究却充满了热情，充满了浓厚的兴趣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并已经在许多领域作出
了不俗的成绩。
在我们俩结识之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成了真正的学友，经常互相切磋学问，共同探讨疑难。
　　《敌后传奇》这本书的价值是显然的。
首先，它处处彰显了爱国主义精神，主旋律突出，是一本对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近现代史教育
的好教材。
其次，它的史学功底深厚，从中、日双方的资料中挖掘出众多不为人知的敌后战场抗日史实，书中内
容均凸显了历史细节考证严谨、史料查询充分的特色，在一些敌后战场的&ldquo;谜团&rdquo;解释上
，丝丝入扣的考证与穷追究底的辨析，足以折服在事实上求真的读者，填补了抗战史研究的空白，或
加强了抗战史研究的薄弱环节，是一本有学术价值的好书。
再次，它文字流畅生动，情节曲折，极富可读性，是一部具有社会吸引力和商业吸引力的军事纪实作
品，是一部在吸引读者方面具备潜力的长线图书。
　　总之，这是一部近年难得的优秀历史读物，我向广大读者热烈推荐它！
　　是为序。
　　2012年7月7日于南京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敌后传奇>>

内容概要

　　《敌后传奇:中日稀见史料对照下的红色抗日传奇》以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展示一个个“游击队
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战斗；以中日双方的战史记录，讲述一部“悲壮激烈、可歌可泣”的敌后战
场史诗。
《敌后传奇:中日稀见史料对照下的红色抗日传奇》作者以近年来发掘的稀有中日史料和国内抗战史料
为切入口，借助中日史料互证互照、敌我亲历者的回忆录，图文并茂，重新解读那些代代传颂的有关
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民兵的敌后斗争传奇。
以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展示一个个“游击队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战斗，以中日双方的战史记录
，讲述一部“悲壮激烈、可歌可泣”的敌后战场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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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卓然，江苏省近现代史学会会员、江苏省历史学会会员、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员、
南京中华民国史研究会会员。
自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起开始研究抗战史，其历史研究成果已被江苏电视台、《新华日报》、《扬
子晚报》、《现代快报》、《金陵晚报》、中国江苏网等几十家媒体报道近百次。
曾与著名军史作家萨苏合作多篇历史研究文章，发表于萨苏主编的畅销历史MOOK书《史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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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红色经典考证
壹 红色第一击：中共第一次直接抗日作战的战绩
贰 最红的一首抗日歌曲：《义勇军进行曲》
叁 “五星遍地红”：抗联设计的国旗是一种“五星红旗”
肆 中日史料对照下的抗日游击战战法
一、战斗在鬼子的眼皮底下：地雷战里的“拉雷手”
二、出现到敌人背后的打法：作为“反包围”战术的地道战
三、可以变成大鹏鸟的麻雀：鲜为人知的“麻雀战”细节
伍 “诸葛孔明创立的战术”：仅次于麻雀战术的吸弹巢战术
陆 敌寇也承认的抗日铁军：管窥日伪历史记录里的新四军
柒 一个被低估的战果：黄土岭之战击毙的阿部规秀
捌 日军记载下的共产党人就义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
”
玖 尘封的传奇：八路军化装成日本宪兵奇袭日军
拾 独闯敌炮楼的巾帼英雄：日军记载的“新四军美女特工”
拾壹 被生擒的“武士道”信徒：抗战里的敌后战场俘虏日军情况
传奇战例再现
壹 松花江上是战场：赵尚志曾率部纵横于江面之上
贰 关外关内齐杀敌：八年全面抗战里击毙的第一个日军佐官
叁 硬碰硬：考证中国“雷锤子”砸碎日本“唐锤子”的战斗
肆 雪原铭捷报：中日史料对照下的抗联“上街基战斗”
伍 燕赵风雷：日军一个曹长的14次战斗记录
一、中日史料对照下的冀东大暴动战斗
二、中日史料对照下的大龙华歼灭战
陆 日军眼里的“围点打援”：八路军就是这么打仗的
柒 拔鬼子炮楼的三件宝：民兵用镐头、菜刀、斧头战斗的故事
捌 迫击炮历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八路军发明的平射迫击炮
玖 独炮亦能震平原：拔炮楼的八路军炮兵
拾 呼唤侵略者的觉醒：胶东水道战斗中“日本八路”的喊话
拾壹 会说英语的新四军：敌后一次营救美国飞行员的行动
军史疑谜求真
壹 光复名镇：八路军一度收复阳明堡古镇之谜
贰 永不磨灭的番号：抗联军旗记载的一支部队番号之谜
叁 首斩敌将：抗日战争里第一次击毙日军现职将官之谜
肆 似是而非的日军情报：日军记录下若干八路军“番号”之谜
伍 真假“日本八路”：日军的传说中八路军里有日本军官之谜
陆 荒谬的行动：驻山西的日军带照片寻找中共领袖之谜
柒 冀中英魂：日军照片中的中国无名烈士之谜
捌 齐鲁精骑：日军记录下的山东八路军骑兵之谜
感谢萨苏先生（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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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肆 中日史料对照下的抗日游击战战法　　在各种革命史教材中，地雷战、地道战和麻雀战这三个
中国人家喻户晓的词语，也常常是作为敌后游击战最主要的作战方式，并列被提起。
例如：　　根据地军民针对日寇的&ldquo;扫荡&rdquo;，开展了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采用地
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作战形式，有力地粉碎了敌人的&ldquo;扫荡&rdquo;。
　　（《中国革命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　　在根据地，健全主力兵团、地方兵团和
民兵自卫队三结合的武装体制，采用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作战方式，进行人民战争。
　　（《中国革命史》，河海大学出版社，1999年）　　那么，关于这三种游击战著名战法，在日本
军队士兵的记载里是否又有我们不熟悉的内容呢？
下面通过中日史料的对照，展现地雷战、地道战和麻雀战鲜为人知的背景和细节。
　　一、战斗在鬼子的眼皮底下：地雷战里的&ldquo;拉雷手&rdquo;　　近年来，网络上常常出现关
于抗战中著名的&ldquo;地雷战&rdquo;究竟有没有效果的怀疑。
有人认为地雷是一种&ldquo;无选择性的杀伤性武器&rdquo;，&ldquo;不会长着只认鬼子的眼睛&rdquo;
， 又怎么会在战斗里面有很高的命中率，可以给予日伪军沉重的打击呢？
　　为了给这样的疑惑一个圆满的解答，让我们先从当年民兵队长宋芹玉给伪军上的一堂&ldquo;地雷
课&rdquo;战例开始说起吧&mdash;&mdash;　　1943年8月的一天，21岁的邢东县民兵联防大队大队长
宋芹玉，俘获了当地伪治安军司令部的上尉副官纪守章。
这个伪军军官是到有一小队伪军驻扎的黑山村碉堡，宣布其队长晋升军衔的。
　　宋芹玉换上了纪守章的军装，带上有关证件文书，骑马来到黑山村碉堡&mdash;&mdash;当然，他
没有忘记带上一颗&ldquo;拉发地雷&rdquo;和足够长的拉绳。
　　宋芹玉把这个小队的二十多个伪军官兵都召集到了碉堡的门口，装模作样宣读了晋衔的文书，然
后又跟伪军们说：&ldquo;我还带来一个八路军的地雷，大家不要害怕，这里头的炸药已经取出了。
作战处让我带来给弟兄们看看，教你们学一学排除的方法。
&rdquo;　　宋芹玉给围在了一起&ldquo;认真听讲&rdquo;的伪军官兵们上起了课。
他先介绍了如何把拉绳挂在引信上，又弯下腰一边朝碉堡的大门移动，一边把手中的拉绳慢慢放到地
面上，跟站在他身后的伪军们介绍说，短一些可以作绊发地雷的绊索，延长些绳子则就是拉发地雷了
。
　　伪军们刚知道了这样是拉发地雷，宋芹玉已一个箭步跳进碉堡门内，躲到墙壁后面的同时，把拉
绳猛一拽。
只听&ldquo;轰隆&rdquo;一声响，二十多个伪军只剩下三个受伤的还有一口气了。
　　伪军们被一举歼灭了。
他们余下的二十多条步枪，被宋芹玉一个人都给带走了。
宋芹玉把步枪捆了两捆放在马鞍上，烧毁了碉堡之后，带着胜利的喜悦驰马凯旋。
　　这就是青年英雄宋芹玉&ldquo;单雷取堡&rdquo;的故事（见时任邢东县武委会主任王元明的回忆
）。
　　通过这个战例我们可以知道，作为一种和日本侵略军战斗的有力武器，地雷很多情况下也
是&ldquo;长着&rdquo;眼睛的。
这一双眼睛来自于控制地雷的我军战士。
　　著名的抗战影片《地雷战》一开始，是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背着两颗地雷出场。
从&ldquo;埋地雷学习班&rdquo;归来的赵虎，携带的其实就是前面提到的拉发地雷，另有个称呼
是&ldquo;操纵地雷&rdquo;。
这种地雷是依靠绳索操纵的，战斗中由我军的战士来拉响。
　　影片开头的部分，赵虎看到来&ldquo;扫荡&rdquo;的日军靠近了，他立即把地雷藏到了日军士兵
即将经过的地方，又把拉绳挂在地雷引信上，再隐蔽到旁边的树丛之中。
待日军走过了地雷的位置时，赵虎拽了一下拉绳，地雷就在毫无防备的日军士兵的背后给拉响了。
　　大家印象之中的地雷，多是埋下去就没法管的&ldquo;踏发（压发）地雷&rdquo;（也被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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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ldquo;非操纵地雷&rdquo;）。
这一种地雷的命中率，肯定不如有专人控制的&ldquo;拉发地雷&rdquo;。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关于&ldquo;地雷战&rdquo;的理论文章中，就明确指出
了这一点&mdash;&mdash;压发地雷&ldquo;命中率较差&rdquo;。
虽然这一篇文章也说了&ldquo;事先经过对敌情做详细的调查研究，机动灵活地进行埋设，命中率还可
以提高些&rdquo;。
但是，在日伪军大兵压境、疯狂扫荡的情况下，对于敌人的情况&ldquo;做详细的调查研究&rdquo;明
显是极其困难的。
那么，给予日伪军沉重打击，就常常必须依靠有战士控制的、&ldquo;优点是命中率高&rdquo;的拉发
地雷了。
　　而且压发地雷缺点不止于此，杨成武将军回忆地雷战时曾说：　　没有看雷的（即使用没有控制
的压发地雷），效果小，不及时，甚至炸到老百姓和自己人。
就是打垮了敌人，我们自己不敢硬扑穷追，怕炸伤自己。
　　这样的背景下，地雷战中布置专门的战士&ldquo;在距离地雷仅仅十几米远&rdquo;的地方控制地
雷，几乎在敌人眼皮底下拉响地雷（杨成武将军也回忆&ldquo;线长拉不动雷&rdquo;），就是我军必
须采用的一种地雷战战法了。
　　负责控制拉发地雷的我军的战士或民兵们，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ldquo;拉雷手&rdquo;。
他们&ldquo;监视日军的行进。
只有当地雷可以造成最好的杀伤效果时&rdquo;，猛地一拉地雷的雷绳&hellip;&hellip;这样近距离拉响
地雷的战法，类似拉响手榴弹伏击敌人，但是却比用手榴弹伏击效果更好。
&ldquo;拉雷手&rdquo;可以等日伪军走到地雷的旁边再拉雷绳，投掷手榴弹却难有这样的准头。
如果也埋伏在&ldquo;仅仅十几米远&rdquo;的距离投掷手榴弹，大幅度抬起身体、挥动手臂的动作，
显然会提前暴露自己&mdash;&mdash;&ldquo;拉雷手&rdquo;却可以在完全隐蔽的情况下，用极小的动
作拉动地雷的雷绳，从而在日军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突然让地雷在日军的身边&ldquo;开花&rdquo;。
　　日军独立混成第五旅团第十二独立警备队的卫生曹长桑岛节郎，在其战时回忆录《华北战纪》（
日本图书出版社，1978年）里，叙述了日军遭遇到的&ldquo;拉发地雷&rdquo;战术：　　这一战术的
作战模式大致是这样的：夜间，日军的讨伐队从宿营地出发开始行动被发现时，八路军的两三名奔跑
迅速的民兵，会先行赶到日军进发的前方线路上等待机会。
他们在路上埋设地雷并盖上伪装网，布置拉火索。
他们的目标通常选择骑马的日军军官，为了达到一击必杀的期望，他们借助遮蔽物在不过十米远的地
方隐蔽。
　　他们会在目标踏上地雷的一瞬间拉动雷绳，并在爆发的同时一跃而起，如脱兔一般逃走。
由于他们熟悉地形，要想抓住他们实在并非易事。
但是，这种任务，显然如果不是特别敏捷和矫健的人也无法完成。
　　美国著名作家和新闻记者哈里逊？
福尔曼（Harrison Forman）曾在抗日战争时期来华走访敌后抗日根据地，他在《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
》（Report From Red China）这本书里就曾记叙了他获悉的拉发地雷的情况，甚至称之为&ldquo;一种
美妙的艺术&rdquo;：　　在某些地区，地雷战已发展成了一种美妙的艺术。
沿公路的战略据点附近都有地雷区。
每个地雷都用绳子作导火线，通向砖砌的地下保护管，连在一个简陋的&ldquo;开关&rdquo;上。
这个&ldquo;开关&rdquo;或在农民家中，或在附近的岗哨。
当敌人纵队踏进地雷区时，放哨的人就轻轻地拨动&ldquo;开关&rdquo;上的引线&hellip;&hellip;　　《
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里还记载了福尔曼了解的一位地雷战英雄的事迹：　　在晋察冀边区，最著名
的地雷能手是一个叫李勇的年轻人。
　　李勇是华北地雷战的天才。
他只不过20来岁，还是一个青年人，但他对地雷战颇有经验。
去年冬天，日本进攻北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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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个月的&ldquo;扫荡&rdquo;中，李勇指挥他的小队击毙和杀伤了364个日本鬼子和伪军，破坏了5辆
军车。
　　这一位来自于美国的记者朋友，也是中国敌后军民使用拉发地雷打击日本侵略军的&ldquo;证
人&rdquo;之一。
　　那么，日军走进雷区，遭遇地雷的袭击后，残敌是否会反击我军的&ldquo;拉雷手&rdquo;呢？
　　不少介绍地雷战的的文章，都说日伪军遇袭后都是一片惊慌，顾不上追射&ldquo;拉雷手&rdquo;
。
我军的&ldquo;拉雷手&rdquo;可以从从容容撤离，乃至继续打击敌人&mdash;&mdash;有一本《地雷战
》中有这样的描写：　　当敌人进入雷区后，只见那个同志用力一拉，&ldquo;轰！
轰！
&rdquo;两声巨响将两个伪军掀到了半空，其余的日伪军吓得趴到了地上，一动也不敢动了。
直到硝烟散去好一会儿，惊魂未定的敌人才慌忙从地上爬起来&hellip;&hellip;　　训练有素的日军，当
然不可能是全部都这么反应迟钝，也不会都这么愚蠢无能。
　　从当时来自于敌后战场一线的记述来看，日军遭遇地雷袭击后，会迅速组织疯狂的反击。
　　在《胶东抗大》（抗大一分校校史研究会烟台联络组编）一书中，当年胶东抗大地雷组战士马保
军的回忆文章，记叙了山东战场的一次&ldquo;地雷战&rdquo;：　　1942年冬，日军扫荡山东省胶东
地区的牙山一带，我军胶东抗大地雷组两名战士林军、李仁，在一个山口控制地雷袭击了一股日军（
注：这股日军是参与合围马石山后返回的。
可以说这次地雷袭击，也是为著名的马石山勇士们报仇）。
　　林军、李仁先是在距离地雷50米远的地方控制拉火装置。
但是日军尖兵部队进入雷区后，拉雷却失败了&mdash;&mdash;在较远的地方控制地雷果然是一件困难
的事情。
　　日军的尖兵部队过去后，林军、李仁检修了地雷，改用约30米长的麻绳当雷绳&mdash;&mdash;雷
绳长30米，在山区崎岖不平的地形上，控制拉火装置的战士距离地雷仅仅十几米远的地方。
　　一刻钟之后，他们用地雷成功消灭了后面骑马的两名日军军官。
大队敌人反应过来之后，随即&ldquo;用重机枪、轻机枪、掷弹筒一齐向地雷组隐蔽处的小山以及西侧
后边两个山岗约400米的范围内，猛烈地射击了约一个小时&rdquo;　　在日军的疯狂扫射下，文章用
较为轻松的一句话叙述了两名控制地雷的战士脱险&mdash;&mdash;&ldquo;林军、李仁两同志只用了20
分钟左右的时间就脱离了敌火力网，转移至西北山岗&rdquo;。
　　&ldquo;只用了20分钟左右&rdquo;&mdash;&mdash;其实应当这么说，仅仅约&ldquo;400米的范
围&rdquo;，脱险就用了20分钟！
在日军重机枪、轻机枪、掷弹筒的火力网之下，这20分钟的脱险经历中有多少枪林弹雨和惊心动魄；
能够冲出火力网又必须得有怎样的速度和敏捷啊。
这两名控制地雷的战士，无疑就是日军老兵桑岛节郎眼中那样&ldquo;特别勇敢和矫健的战士&rdquo;
。
　　翻开尘封的史料可以看得到，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地雷战中，&ldquo;拉雷手&rdquo;会&ldquo;
遭到未死伤日军的追射&rdquo;，确实&ldquo;面临极大的生命危险&rdquo;。
　　著名作家周立波的《战场三记》一文中，记述了1944年底在山西省临南县（今合并进山西临县）
听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主任介绍的地雷战情况：　　中雷的敌人，常常不一定全部炸死。
未死的敌人疯狂地报复。
他们搜索两边的山坡，如果发现了拉雷的民兵，一定穷追。
拉雷的民兵牺牲了很多。
　　山东军区人民武装部部长朱则民在《一九四五年山东人民武装工作汇报》中提到：日军把&ldquo;
用骑兵追捕民兵拉雷手&rdquo;作为应付地雷战的办法，胶东西海民兵曾经&ldquo;被敌骑兵追得吐
血&rdquo;。
　　可见，即使是&ldquo;特别勇敢和矫健&rdquo;的我军战士，单单依赖一跃而起后&ldquo;飞快地奔
跑&rdquo;，在日军专门准备好反击&ldquo;拉雷手&rdquo;的骑兵追射之下，也显然是常常难以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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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雷战辉煌的战绩背后，有着鲜为人知的英雄壮歌。
　　当然，&ldquo;拉雷手&rdquo;不是只依靠&ldquo;勇敢和矫健&rdquo;脱险的，还依靠适当的战术：
事先布置好战斗组、狙击组，配合、掩护&ldquo;拉雷手&rdquo;撤退；在&ldquo;拉雷手&rdquo;往后跑
的路上再预先埋好&ldquo;压发地雷&rdquo;，以阻击追赶而来的日军&mdash;&mdash;这都是常用的办
法。
　　我军甚至采用&ldquo;拉雷掩护拉雷&rdquo;的战术：　　埋在路上的头一个地雷拉响了以后，敌
人搜山，民兵就跑。
敌人看见民兵只有一个人，拼命地追赶。
于是往往中了第二个拉雷。
原来在民兵准备逃走的路上，预先埋了第二个拉雷，敌人追来时，管理第二个拉雷的民兵把导线拉
了&hellip;&hellip;　　在这样连环使用拉雷的战术打击之下，&ldquo;敌人碰见了地雷，残敌只有慌忙
逃进据点之一法&rdquo;。
（见周立波《战场三记》）　　按照杨成武将军的回忆，在冀中平原，我军的战术更到了精妙的程
度&mdash;&mdash;把地雷战、地道战充分结合&mdash;&mdash;地道的洞口附近埋下&ldquo;拉发地
雷&rdquo;，在敌人靠近洞口时拉响地雷。
这样又袭击了敌人、又封闭了这个地道道口，&ldquo;拉雷手&rdquo;从另一个地道洞口转移，使得敌
人无可奈何。
　　战士的勇敢和矫健，加上了&ldquo;在战争中学习战争&rdquo;得来的战术，这是地雷战取得胜利
的法宝。
绝大部分的&ldquo;拉雷手&rdquo;（无论是八路军官兵还是地方的民兵），在战争来临之际还都只是
普通的农民。
正是&ldquo;坚决消灭侵略者，武装起来保卫家乡&rdquo;的豪情壮志，使他们成为了敢于&ldquo;在日
军眼皮底下拉响地雷&rdquo;的矫健战士；使他们也能够&ldquo;在战争中学习战争&rdquo;，制定出新
的战术和训练有素的侵略军继续周旋&mdash;&mdash;我想，这就是彪炳史册的&ldquo;地雷战&rdquo;
，在抗日战争时期可以打出一个&ldquo;小河边，大路旁，用地雷筑起万里屏障；山沟里，山顶上，用
地雷筑起铁壁铜墙&rdquo;（电影《地雷战》主题歌），让日本侵略军&ldquo;寸步难行、无法躲
藏&rdquo;的原因吧。
　　二、出现在敌人背后的打法：作为&ldquo;反包围&rdquo;战术的地道战　　日军六十三师团老兵
斋藤邦雄（战前是日本东宝映画电影公司的演员，战后成为日本著名漫画家，担任东京儿童漫画协会
会长），1941年9月开始到河北省冀中一带作战，1945年6月随部队离开。
冀中平原上曾产生了让日伪军闻风丧胆、惊恐不已的地道战。
斋藤邦雄也曾领略到了地道战的厉害。
于是，他在战后画出了一些反映地道战的漫画作品。
　　在漫画的附文里，斋藤邦雄曾描述了他亲身经历的地道战的情景：当时，日军把八路军的一支小
部队包围在了村边庙里。
八路军一开始从庙中不断还击，渐渐停止了射击。
等日军冲进庙里，却发现一个人都没有。
日军挪开庙里神像，看到下面出现一个大洞。
斋藤邦雄等日军士兵认为：&ldquo;八路军逃到这座庙里，然后做出还击抵抗的样子，看来都是为了逃
走争取时间。
&rdquo;他们正准备找柴禾烧了这座庙时，队长跑进来下令立即从这里撤离。
　　日军从这座庙撤离还不到三分钟，八路军的迫击炮弹就落在庙门前。
斋藤邦雄心有余悸地想：&ldquo;如果撤离得晚一些，面对八路军这种巧妙的地道战法，我们闹不好会
把命丢在这里吧。
&rdquo;　　在这次战斗中利用地道突出包围之后，再从日军身后突然发动袭击的&ldquo;巧妙的地道
战法&rdquo;，在中方的史料中是否有具体记载呢？
其实，这是地道战的一种固有战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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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们通常的印象中，地道战更主要是一种村落防御中与敌周旋的作战方式。
使用地道抵御日军，在日伪军包围万千重之下，敌后的村庄可以岿然不动。
美国著名作家、新闻记者哈里逊？
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一书中，就曾这么描述冀中平原的地道：　　现在河北中部有一个
惊人的地道系统，连接着周围数英里内几百个村庄，其规模之大简直使纽约的城铁变成了小孩子的玩
具铁道。
这些地道足以容纳所有的村民及他们的生活用品和财产，同时地道中又备有足够的粮食和水，以应付
长期的围困。
　　实际上，在敌后战场这种&ldquo;敌强我弱&rdquo;的情况下，地道战也可以是一种十分有效的主
动出击的手段。
日本老兵斋藤邦雄记载的&ldquo;八路军会利用地道对日军从意料不到的地方发动突袭，这种例子也不
在少数&rdquo;，就是这样一种作为&ldquo;反包围&rdquo;战术的地道战。
我军通过在战斗中运用此战术，可以突然出现在敌人的背后，实现对围攻敌军的反包围，继而在完全
出乎他们意料的情形之下，给其沉重一击。
　　抗战时期的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在《回忆冀中平原的抗日游击战争》一文中谈到了：&ldquo;
当敌人使用较大的兵力，采取包围的形式前来&lsquo;清剿&rsquo;时&rdquo;，我军的一种斗争方式就
是&ldquo;&hellip;&hellip;由地道转至村外，突然袭击敌人的侧背，并迅速转移&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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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解密历史 澄清历史 还原历史　　2.与萨苏唱和的抗战文章，首次结集出版　　1932年，中共对
日作战的第一击，发生在何地？
战果又如何？
　　日军传说八路军有日本军官当指挥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日军记录了八路军使用的&ldquo;诸葛孔明创立的战术&rdquo;，是哪一种战术？
　　击毙日军阿部规秀中将的战绩，为何比教科书里的记叙更辉煌？
　　日军军史上记载的&ldquo;新四军美女特工&rdquo;，究竟会是哪一位女英雄？
　　东北抗日联军在1935年就设计过&ldquo;五星红旗&rdquo;，样式是怎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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