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关高桂滋师参与平型关战役之评析

曾 景忠

内容提要 年 月 平型 关 战 役 中 高 桂滋 师 英 勇 作 战 ， 以 往大 陆抗 战 史 著作甚 少 提

及 ，近年才有所改变 。 大量 史料表 明 ， 高 师 于 此役为击退 日 军进攻作 出 了 重 大牺牲 。 但对

该 师 日 凌晨 团城 口 阵地后撒一节 的分析 ，

一 些论著 中观 点 明 显 对立 。 其 内在 因 素 ， 是

参加此役 的 晋 军与 客军 之间 存在着矛 盾 。 实 际上 ， 高 桂滋 师在平型 关 战役 中 的 贡献和牺

牲 ， 即使 与 备受赞誉 的林彪师相 比
， 亦 绝不相让 ， 而在抗战 史 的 记述 中 却有 霄壤之别 ，这是

不 公正 的 。

关键词 高桂滋 师 平型 关 战役 晋 军 林彪师

高桂滋 为陕籍将领 早年投胡景翼
“

靖国军
”

， 随胡 出陕后归附直系 ，
年北京政变后所部

称国 民军 年编入国 民革命军 ， 高任过旅长 、师长 、军长 。 年任第八十 四师师长 。 年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 ，蒋介石令高桂滋率部从驻地绥德向石家庄集中 ，归宋哲元指挥 意图支援其

守卫平津 。 月底 ，平津失陷 。 高部奉命改向 山西集 中 隶属第二战区 归阎锡山指挥 。 高桂滋师

与李仙洲师 第二十一师 合组第十七军 高桂滋任军长 （ 仍兼第八十四师师长 ） 。 月 中下旬 高

部参加南 口战役 。 南 口战役结束后 ’高桂滋部从察哈尔省南部退人山西省 在广灵抗击 日军 继而

参加平型关地区作战 。

月 下旬
，
日 军占领察哈尔省省会万全 今张家口

） 后 ，分两路进攻晋北
一路沿平绥路西进 进

攻大同 一路从察南 ， 由广灵 、灵丘③ 向平型关进击 。 月 日 ，大同失陷 。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

山原拟诱敌于内长城线砂河以西聚歼 后接受晋军将领孙楚等人意见 ，改采扼守平型关 、 团城 口
，相

机出击 ，
配合雁门关主战场作战之方针 。

④ 月 下旬 高桂滋师守卫团城 口 作战旬 日 。 对于高桂滋

师在平型关战役中 的作战表现 ，
究应如何评价 ，

有必要进
一步作考察和研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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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景 忠 有 关高桂滋 师参与 平型 关战役之评析

一

、 抗战史著作对平型关战役中髙桂滋师作战的记载

一

） 台 湾著作

对高桂滋师 第十七军第八十四师 ） 在平型关战役中的作战表现 ， 台 湾抗战史著作 ， 如蒋纬国

《抗 日御侮》 和
“

国防部 史政编译局编撰的 《抗 日 战史 》 有较多的记载 。

关于广灵作战 平型关战役的前哨作战 ） 中的第十七军第八十 四师 （高桂滋 ） ：

‘

阳 原之 日 军步兵 第 二十 一旅 团 于九 月 十 二 日 六 时 ， 由 南 徐堡南 下 ， 其先头 部 队 进抵火烧

岭 十 时 与 国军 第八十 四 师发生 战 斗 。 十七 时 日 军攻 占 火烧岭东 北大 白 山 阵地 。 该 师 当 予反

击 。 火烧岭 守 军 （ 第八十 四师在马 山 亘 火烧 岭之线 占领 阵地 ） ，亦 同 时 出 击 。 至 十 八时 ，
乃 克

复大 白 山 阵地 。

十三 日
， 十 一 时 ， （ 第八十 四 师 ） 第二 五 〇 旅旅长李浓 藻少 将抽调 步兵两个营 （ 欠 两个连 ） 、

骑兵 一个营 ， 由 井 西端 高地 向木厂 附近之敌逆袭 ，
敌势 稍 挫 。 十 八时 ， 第 十 七 军 军 长高 桂滋

中将率 预备 队到 达小 关村 附近 ， 向 敌攻击 。 旋 因 广 灵 正 面 洗 马庄 阵地被敌突破 ， 第 七 十 三 师

刘奉滨 ） 巳 向 井林 、 长城梁 至郭卯 尖之 线撤退 ，右侧 翼暴露 ， 高军 长遂奉令于本 （ 十 三 ） 日 二 十

二 时开始撒退 …… 十 四 日
， 由 火烧 岭 南下 日 军 向 贺 家窑 、上下林关 、鳌峪 山 阵地攻击 ，

当 即 予 以

击退 。

广 灵 、灵邱 方 面连 日 激 战 ， （ 中 日 ） 双方伤亡均 重 ， 战况趋于沉寂 。 迄十 八 日 二 十 二 时 ， 曰

军 突 向 国 军独 立第 三旅 （ 章拯宇 ） 阵地猛攻 ， 该旅伤亡惨重 ， 乃逐 次后撤 。 战 斗 至 二 十 日
… …

第 七十三 师及第十 七军 （ 高桂滋 军 ） 退至龙 泉寺 里南 洞 （ 涸 ） 沟之线 。
③

迄二十 日
……

时 第 十七 军 （ 高 桂滋 军 ） 及第 七 十 三 师 ，仍据 守 龙 泉寺 （ 灵邱 东 北 ） 、 窑 沟 亘

南 洞 （ 涸 ） 沟之线 。 至 二十 一 日
，始在敌 强大 压力 下 ， 再逐 次 转 移平 型关 亘 西 河 口 之 线 。 灵 邱

城亦于是 日 弃守 。
④

这些著作记述了第十七军第八十四师从 月 日 至 日
一直在广灵 、灵丘一带与 日军作战 ，

是积极英勇的 。 有分析称 月 日 至 日
，高桂滋第十七军 、孙楚第三十三军和刘奉滨第七十

三师 在广灵 、灵丘向 阻敌作战 天
，使板垣师团丧失了锐进力 。

⑤

关于平型关 、 团城 口一带 第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守卫地区 ）作战中 的高桂滋师有如下记载 ：

“

迄九月 二十 一 日
…
… 第十 七军 占领东跑池经 团 城 口 至 西河 口 西北 高 地之线 … …九 月 二

十 二 日 拂 晓 ，
国军各部 队配备 尚 未完成之 际

，
日 军 步兵 第 二十 一旅 团 以 三个大 队 为 基干 之步炮

联合部 队 四 五千 人 ， 由 灵邱 方面 向平型关 前进 。

” “

二 十三 日 拂哓 ，敌 以 宽广 正面 ， 向 我平 型关

口 、 团城 口迄 师福 沟 一带 阵地全面 进犯 ， 其战 车 （ 数 十辆 ） 则 沿灵 邱 至 平型 关 道路前进。 全线

① 蒋纬 国总编著 ： 《抗 曰御侮》 第 卷 ， 台北 ，黎明 文化事业公司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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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发生接触 ， 东 跑池 一带 ， 战况最为 激 烈 。 该地 守 军第八 十 四 师 五 〇 二 团 团长 艾捷三不 幸身 负

重 伤 。 东 跑池 西北 高 地 随 之被敌 突 入 … … 第 八十 四 师 之 第 四 九 九 团 、 第 五 〇 一 团 向 南 攻

击…
…

激 战 至晚 ，
双方 皆无 进展

，遂演成 僵持之局 。

”

①

“

浑 源方 面之 日 军 第 二十 一旅 团又 向平型关 正 面增援 。 自 二 十 四 日 拂晓起
，
复 向 平型 关 、

团城 口 及讲 堂村一带 阵地攻击 ，并 以战 车部 队 向 东跑 池 以 南冲 击 ， 激战 至 晚 未得逞 。

”

②
“

二 十

五 曰 拂晓 后 ，
当 第 七 十一 师各 团攻击前进之际 ， 而 第八十 四 师 团 城 口 附近 阵地 ， 却 先遭敌军及

伪军猛攻 ， 守军被迫步步退缩 。

”

③

二
） 大陆著作

大陆抗战史著作对平型关战役的叙述 过去只突出林彪率领的八路军第
一一五师 月 日在

平型关外的伏击战斗 ，
对平型关战役全貌和 国民政府军作战甚少记述 ，

至近十多年才有改变 。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所编抗 日 战争史著作 ，将平型关战役的叙述附属于八路军开赴华

北抗 日
一

节 ，标题为
“

八路军开赴华北抗 日前线 。 平型关大捷
”

。 这一节以大量篇幅叙述第一
一

五

师伏击战斗经过 ，有关平型关战役的全过程 中 日军队在平型关正面持续激烈的交锋 只在前后各

以一段用寥寥数笔带过 ，
成为第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外伏击 日 军战斗 的背景 。 这样将对平型关战役

的叙述 ，
淹没于其中

一场具体战斗之中 ，
自然不会写到高桂滋师在平型关战役中的作战表现 了 ，唯

一

稍许涉及的 ，是在参战部队中提到 ：第二战区
“

部署杨爱源所部第 集团军 辖第 、第 、第

军 担任右翼北楼 口以东至平型关的防御
”

。
④ 括号中 的

“

第 军
”

， 即是高桂滋军 。

张宪文主编的《 中 国抗 日 战争史 》 ，较多地利用 了中 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 《第二战区平型关战

役作战经过要报》 、阎锡山致蒋介石电报等档案资料 ，对平型关正面守军晋军和高桂滋第十七军等

部的作战都作了较详细的记述 。
⑤

郭汝瑰 、黄玉章主编的 《 中国抗 日 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对平型关战役中 国 民政府军各部作战

过程的记述较为详细 。 如叙述 月 日 团城 口战斗 ：

日 晨 ，
日 军 一部绕蔡家峪攻 团 城 口 。 第 军 （ 高 桂滋军 ） 第 团迎击 日 军 ，

阻止 了 曰

军 的攻击 。 该 团 团长在指挥 战 斗 中 负 重伤 。 曰 军 随 即 以 一部 迂 回东 、西跑 池 南北 高地 。 独立

第 八旅在 此防御 的 个连全部 殉 国 ，
高地被 日 军 占 领 。 孙楚 急令第 军 以 个 团 及第 师

一部 、独 旅 个 团 向敌反击 。 各反击部 队 与 日 军 激战 ， 至下 午 时将敌击 退 ， 收 复 东西 跑池及

附近高地 。 进攻 团城 口 的 日 军 也在 当 日 时停止 了 攻击 。

该书对 日交战中 ，高桂滋军的伤亡人数有具体的记述 ：

日 晨 ，
日 军继续 向 平型 关 、东跑 池 、 高 地 和讲 堂村 守 军 （ 含 高 桂滋 师

——

引 者

注 ） 阵地猛攻 。 两军激战终 曰 。 第 师第 团 击毁 日 军坦克 数辆 。 在 当 日 战 斗 中 ， 仅第

① 《抗 曰 战 史》第 册 ，
第 页 。

② 蒋纬国 总编著 ： 《抗 曰御侮》 第 卷
，
第

—

页 。

③ 《抗 曰 战 史》第 册
，
第 页 。

④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 史研究部 ： 《 中 国抗 战争史》 中卷 解放军 出版社 年版 第 一 页 。

⑤ 张宪文主编 《 中 国抗 曰 战争史》 ，
南京 大学 出版社 年版 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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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的 伤亡 即达千余人 。
①

有关 日 战况的记述 ，待后文再叙 。

二 、 日本战史著作对平型关战役的记述

为了便于了解包括高桂滋师在 内的 中国各路军队在平型关战役中 的战绩 ，我们不妨从 日 本的

战史记述 中 ， 了解这场战役的概貌 。

日本防卫厅所著 《大东亚战史》 中 对 日 军第五师团 （ 师团长板垣征四 郎 ）进攻平型关的遭遇是

这样记述的 ：

‘

当 时 ，
山 西 的 阎锡 山 军将其主 力 集结 于 内长城线 ， 以 一部 集结 于大 营镇 、代县地 区 ， 似 乎正

在加强阵地 中 。

因此 ， 师 团长 （ 板垣 ） 决定 ，攻击此一敌军 ， 突穿 长城 线
，
给予 山 西军彻底 的打 击后 ，集 中 至

大营镇附近 ，
以利 师 团 主 力 转进至保定方面 。 二 一 日

， 促使 步兵 第 二 一 旅 团长 ， 指挥位 于灵 邱

之部 队 沿 灵邱
——

大营镇道的地 区 （ 向 ） 大 营镇追击 ；
又促使 步兵 第 二 一联队 （ 联 队长粟饭原

秀大 佐 ，缺第 三大 队 ，联队于广 灵 战 斗 后
，
追击敌 军 至 浑源 ， 于 九 月 十 六 日 占领 浑源 县 ） ， 从 浑

源经 小道沟 、 西河村 向涧 峪村附近攻击敌军 。

翌二 二 日
， 步兵 第二 一旅 团长率领 以步 兵第 三大 队为基干 的部 队往大 营镇前进 ，在平型 关

附近与 敌军遭遇 ，
立 刻釆取攻击 。 但不 易 获得进展 ， 战 斗相 当 激 烈 。

二五 日
，旅 团终于 占领 了该地附近 的长城线约 二 公里 的 正 面 ，但 同 日

，优势 的敌军截 断 了

旅 团 的后 方联络线 ，
逐次增加其兵 力 ， 而旅 团终被包 围

， 陷入于窘境 。

步兵 第二
一

联队 的 主力 ， 于 二一 曰 自 浑源 出发 ，
二二 日 早晨抵达羊投崖 ， 开始攻击该地 南

方 一 带的敌军 但未能获得进展 。 翌二 三 日 夜 自 该地撤离 ，
转 进到棚 子沟方 面 ， 意 欲从该地 推

进至平型 关 的敌军 背后 。 二 四 日
，联队经激战后 ， 占领 了 棚 子沟北方 的长城一角 。 唯 因接到 旅

团 主力 陷 入苦战 的 情报 ，
因 此 ，

于二 六 日 脱离 战场 ， 自 二八 日 起参加旅 团 主 力 方 面 的 战 斗 。

二五 日
， 师 团 长获知平型 关 附近 的状况后 ，

命令 当 时集结于蔚县的 步 兵第 四 二联 队 之一

部 ，
继 而于 翌二六 日 以联 队主力 ，前进至平型 关 附近 纳入旅 团长指挥下 。 该联队 ， 于二 六 日 以

后抵达战场参加战斗 。 但攻击仍然未能获得进展 。

另
一

方 面 ， 关 东军 司 令 官 知 悉 第 五 师 团 进攻滹沱 河 方 面 企 图 后 ，
于二 二 日 命令 十 川 支 队

步兵 第一联 队长 十 川 次 郎 大佐 期 所指挥的 以该联 队 主力 及 大泉支 队 为基干 ） ， 自 浑 源

附近经大 营镇西北地 区 ，推进至繁 峙 附近 ， 直接协助第 五 师 团 。

十川 支 队长 ， 于 二 三 日 自 大 同 出发 ，在浑 源 掌握 了 大泉支队而 南 进
，
于二 七 日 抵达红水村

平型关 口 北北西方 大约 九公里 ） 附近 攻击该地 区西方长城线 的敌军 ，但敌军 未获得进展 。

由于 步兵第 二 一旅 团 长于 二八 日 黄 昏 ，
掌握 了 旅 团 主 力

，
因 此 自 二 九 日 开始 同 时实施攻

击 ， 十川 支 队也协助 此 一攻击 但攻击仍然未 曾奏效 。

由于 军 （ 关 东军 ） 于 二五 曰
，接到第 五 师 团 占领 大营镇 ，并正继 续西进的情报 （ 误报 ） ，

因 此

决定从宛 （ 茹 ）越 口 方 面攻击敌军 ， 协助 第 五师 团 推进 至代县附近……

① 郭汝瑰 、黄 玉章主编 ： 《 中国 抗 曰 战争正面战场作 战记 》 ，
江苏人民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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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由 于茹越 口 的敌军 顽强抵抗 ，致使混 成第 十 五 旅 团 取消 追击命令 ， 变更部 署 ，
以 便 自 翌

二 七 日 开始实 施攻击 。 二 七 日 上午 ，旅 团 突穿茹越 口 附近长城线 。 二八 日 早晨 ， 击退敌军 的反

击 ， 立 刻攻击属 于敌军 第二 线 阵地的铁 角 岭 ，

二九 日 〇 〇
（ 指 时

——

引 者注 ） 占领 此

地 。

第 五 师 团 方 面 ， 虽 二九 日 日 间 的 攻击 战 斗未获进展 ，但 由 于 三 十 日 拂晓 时分敌军 开始撤

退 ， 因 此各部 队得 以早晨推进至大营镇平原 。 当 时敌军 的 主 力 向五 台 方 向 ， 有 力 的 一部 向代县

方 向各 自 后退 。

日方战史记载中表明 ，
日本的主力师团第五师团在进攻平型关的战役 中 ， 战斗始终激烈 ，但未

获进展 陷于苦战 ：从 月 日起 与中 国军队遭遇 攻击
“

不易获得进展 ，战斗相 当激烈
”

。 日

虽 占领了阵地一角 ， 由于中国军队增加 在优势兵力面前
“

旅团终被包围 ，
陷于窘境

”

。 该师团另
一支部队从浑源出发 ， 向 中国军队进攻 ，也

“

未能获得进展
”

， 只好撤离 又转变进攻方向 ， 意图插人

平型关中国军队的背后 ，但
“

经过激战
”

，才占领
一

角阵地 。 后因接到进攻平型关的 日 军
“

旅团主力

陷入苦战的情报
”

， 只好脱离战场 跑来支援进攻平型关的旅团 主力 。 然而 第五师团不断增加兵

力来进攻平型关 ，
也未奏效 ，直到 日 ，

“

攻击仍然未能获得进展
”

。

后来 ，因关东军派遣兵团突破平型关左侧翼的内长城茹越 口 、铁角岭 ， 中 国军队感受到 日 军从

平型关左侧后包抄的危险 主动从平型关撤退。 而进攻平型关的 日 军第五师团直到 月 日
“

攻

击战斗未获得进展
”

。

从上述可知 包括高桂滋部在内 的各路中国军队守卫平型关 ，作战英勇顽强 ，卓有成效 ，有力阻

滞了 日军的进攻 。

三 、 高桂滋 向蒋介石报告所部平型关作战情况

参加守卫平型关的 中 国军队有山西军队第六集团军 杨爱源 、孙楚 ） 、第十五军 （刘茂恩 ） 、第十

七军 （高桂滋 ）等部 。 后来 ，
第七集团军 傅作义 ） 和八路军的第

一
一五师等部也参加过平型关地区

作战 。

本文主要论述高桂滋师的战绩 。 对于高桂滋师在平型关战役中 的积极表现 有大量的档案资

料可 以佐证。

我们先看高桂滋于 月 日 向统帅部蒋介石报告所部在平型关战役中作战经过 电文 。

日 ：

“

职军马 日 ） 巳奉令向灵丘西南王城庄附近转进 ，养 日 ） 申接替 高地 经

团城 口 、霸河 口 、上寺 、讲堂村至 高地 。 曾于漾 日 ）辰参
一

执呈 。

”

日 至 日
：

“

自养戌起 敌板垣第五师团第九旅团长所属 、 、 三联队 ，野炮兵第 四 中

队及伪蒙部队共约六七千人 （疑此处有阙漏
——

引者注 ） 。 我晋军独
一

旅 由蔡家川后撤 。 敌 跟

踪 由路迫近 防线 ，
猛攻 高地阵线 ，另 以一部 向 团城 口 猛扑 。 我各部为巩固

高地阵线 ，
率队增援 。 因奋勇受伤 ，营长李荣光阵亡 。

”

“

漾 日 （ 日 ） 拂晓 ，敌攻我阵地未逞 ，
乃 以全力攻东跑池以南独八旅阵地 旋被 占领 。 为维持

① 日 本 防卫厅 防卫研修所战史室 ： 《 大东 亚战史 中国 事变陆军作战 史 》 ，
朝 云 出版社 ，

昭和 四十八年 （
年

）
二 月 ，

此处

引 录 自该 书 中译本 林石 江译
“

曰 军对 华作战 纪要丛书
”

《从卢 沟桥事 变到南 京战役》 （
初期 陆军作战 台北

，

“

国 防部
”

史政编

译局 年版
，第

—

页 。



	

曾 景 忠 有关 高桂滋 师参与 平型关 战役之评析

全局 ，复经 吕 团选拔奋勇官兵 ，再次夺回 ，毙敌甚多 。 我亦伤亡甚众 ，伤亡排长 余员 ，
士兵百余名

疑不确
——

引者注 ） 。

”

日 ：

“

敬 日 敌仍陆续增援 ，
激战竟 日 ， 官兵虽无预筑工事 ， 以资掩护 仍奋不顾身 拼死 肉搏 。

职
一

面严令与阵地共存亡 ，
不得稍退 ，

一步勘 面 连电阎 （锡 山 ） 司令长官并孙 （楚 ） 总副司令 ， 陈

明伤亡过重 ，
不能维持本 日 战局 请增援固防 。 虽电准派遣 迄未加入 。 同时弹药消耗已尽 ，

待弹不

至 士兵赤手肉搏 悲惨万分 。

”

日 ：

“

直至有巳及午 ，该师全线被敌攻破 ，各守据点 。 斯时下级干部伤亡十之六七 ，无人指

挥 。 代理艾团长之杜团附亦受重伤 。 职催送弹药将到 ， 已被敌人遮断 。 此时仍盼援军加入 ，或可挽

回 。 力竭声嘶 终未到达 ，致各据点均被包围 ，
大部官兵壮烈殉 国 。 各部 尚奋勇冲出 ，

退 回后防 逐

渐收容 。

”

日至 日
：

“

旋奉阎司令长官有戌行一电 ，我军大部已 于今 日 ）晨开始攻击 将当 面之

敌击淸

日 至 日 概况
“

计樣 、敬 、有三 日 ，伤团长一员 、团附二员 、营长二员 、营附连排长六员 、士

兵 名 ；阵亡营长
一

员 、营附连排长州员 、士兵 名 。

”

总况
“

査八四师 自经沙城 、火烧岭战后 ， 所属 （ 旅官兵伤亡过半 。 此次激战 ，伤亡尤重 。

现集结上台庄 、茸家庄附近之战斗兵 ，不过两千余 ，继续抗战 。 至应如何整理补充之处 敬乞示遵 。

“

①

高桂滋此电 ，报告第八十四师在平型关团城 口 阵地抗击 日 军进攻情况 。 有关 日 战况 有
“

各据点均被包围 大部官兵壮烈殉 国 。 各部 尚奋勇 冲 出 ，
退回后防 逐渐收容

”

的记载 。 对此情

节 ，

一些论著还有不同评价 ，我们将在后面专 门讨论 。 总体而言 此电大致反映了高桂滋部几天 中

在平型关 、团城 口英勇奋战和遭受重大伤亡的情况 。

四 、 第二战区向统帅部报告平型关作战情况

再看第二战区向统帅部报告有关高桂滋部从广灵到平型关抗击 日 军战斗情况的叙述和该战区

内部战斗详报的记载 。

年 月 中旬 高桂滋部奉令在广灵地区 重点以火烧岭为阵地 ，拒止敌进 。 日起抗击 日

军进攻 至 日止。 以下为第二战区向统帅部报告的情况 ：

日 战况 ：

“

元 （ 日 ，敌步兵二千余 向我 （广灵 火烧岭西方刘家沟一带八十 四师阵地猛烈

进攻 ，敌机 、炮不断轰炸 。 刻该师尚在苦战中 。

”

②

日 至 日后战况 ：

“

灵 （ 丘 ） 广 （ 灵 ）方面 ， 自十二至十五 日 剧烈激战后 ， 敌我伤亡俱甚奇

重 。 统 （ 日 ） 日 以来 战况和缓 ，仍在对峙中 。

”

③

后高部奉令归 由晋北作战右地区副总司令 、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孙楚指挥 月 日转入平型

关阵地 。 日夜起 ，第八十四师即与 日军激战 。 日高桂滋致庞炳勋电中称 ：

“

该师第五〇二团 团长

艾捷三腹部中弹重伤 ，
李荣光营长阵亡 另伤营长 人 连排长伤亡 余 士兵伤亡六七百人 。

”

④

第二战区向统帅部报告的情况是 ：

① 《 高桂滋致 蒋介石 密 电 》 （
年 月 曰

） ， 《抗 战争正面战场 》上册 ， 第
—

页 。

② 《 阎锡 山致何应钦铣辰密 电 》 （
年 月 日

）
， 《抗 日 战争正面战场 》上册 ， 第 页 。

③ 《 阎 锡山 致何应钦巧酉 密电 》 （ 年 月 曰 ） ，《抗 曰 战争正面 战场 》上册 ，第 页 。

④ 《 高桂滋致沧县庞炳 勋漾申 电 》 （ 年 月 日 ）
，
据 《 阎锡 山档案 各方往来 电 》 ，

引 自 《 中华民国 史事纪要》 （ 年

月
一

月
）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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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战况 ：

“

敌人
一

旅团 、坦克车 、 甲 车各二十辆 ，昨夜十时起向平型关 、 团城 口攻击 。 我独八

旅 、八十四师出击应战 。 敌向蔡家峪溃退 。

”

①

日 战况 ，阎锡山向蒋介石报告共有三电 ：

“

今晨二 时 ，灵丘方 面之敌分两路约 一师 团攻平型 关及 团城 口
，激 战 剧 烈 。 至梗二 时将

平型 关之敌击退 追击 。 下午 四 时 ，将 团城 口 之敌亦 击退 ，分三路追击 中 。 我伤 团 长 一 伤亡营

长 三
，
士 兵二千余人 。 敌伤亡尤众 。 虏 （掳 ） 获人枪另报 。

”

“

漾晓 ，
敌 约一 师 团

， 分 两路进攻平型 关 及 团 城 口
， 战 况剧 烈 。 因 敌争夺 山 头 ， 伤亡奇

重 。 激战 至午 ，卒将敌 击退 ，追 击廿余里 。 团城 口 之敌 亦于午 后 四 时被 我击退…… 此役我 伤

团长一
， 伤亡营长 三

，
士 兵 约两千 。 敌死亡尤 重 。

”

③

“

梗 日 ）
丑

，
敌 以坦克 车等猛攻我平型关 附近东西跑池 阵地 ，致汽 车路右侧 最高 山 头

陷 于敌手 。 经职等 悬 赏 ， 于梗 午 由 第十 七军 、独立 第八旅 、 第 七十 二 师各抽派劲旅 猛 烈 攻击反

攻 前仆 后 继 ，伤亡惨 巨 。 幸赖将士用 命 ， 卒 于梗午后 一 时完全克复 。

”

④

此三电 均述及 月 日 第十七军等部在平型关 、团城 口一线抗击 日 军战况 电文 中所述击退

日军部队的伤亡情况 ， 主要指的就是髙桂滋师 。

日 战况 ，阎致蒋电 ：

“

进攻平型关之敌 ， 自漾 日 经我痛击后 ，复增兵 以图再逗 。 遂决调重兵出

击 连络八路军林师包抄该敌 。 有 日拂晓 ，我 出击部队正前进之际 敌主力 向我团城 口河北高 （桂

滋 军阵地猛攻 ，经我郭 （ 宗份 师迎头痛击 ，激战至午 将敌右翼击溃 。

”

⑤

此电提及髙桂滋部因经受了 日 军反复进攻 在激战数 日后 日在 日 军猛攻下后撤 。 对此情

节 ，

一些论著有不同评价 ，下文将予讨论 。

五、 第二战区战斗详报记载平型关作战情况

第二战区的战斗详报 ，有关平型关作战有如下记载 ：

曰 凌晨 ，
日 军分两 路进攻平型 关及 团 城 口

，
以 坦克 车数 十辆进攻蔡家峪 。 独八 旅之一

营被迫而 退 。 高军 第 五 〇 二 团 （ 艾捷三 ）迎击 ，激战 到 寅 时 敌未得逞 。
⑥ 独八旅第六 二三 团 之

两连与敌激战 全部 殉国 。 孙楚 副 总 司令令高师 以 吕 团 （ 第五 — 团 ） 向 南 出 击 ， 第七十三师 一部

向 北 出 击 孟旅徐团 向 东 出 击 。 各部拼命血战 ，
至午后 一 时将敌 击溃 ， 克 复东 西跑 池 附近高地 。

郎 团伤亡殆尽 。 团城 口 之敌亦于午后 时被高 （ 桂滋 ） 军奋 勇 击 退 。 同 日
， 高部 第二 十 一 师

李仙 洲 ）和第 十 五军 （ 刘茂 恩 ） 亦 与 日 军 激 战 ， 击 退其进攻 。 是 日
， 官 兵伤亡 总共二 千余人 。

⑧

① 《介景和致黄绍竑 漾戌密 电 》 （ 年 月 曰 ）
，《抗 日 战争正 面战场 》上册 ， 第 页 。

② 《 阎锡山 致蒋介石 漾戌 密电 》
（ 年 月 《抗 日 战 争正面战场 》上册

，
第 页 。

③ 《 阎锡山致蒋介石敬申 密电 》 （ 年 月 日
）

， 《抗 曰战 争正面 战场 》上册
，
第

—

页 。

④ 《 阎锡山致蒋介石迥戌 密电 》 （ 年 月 日
） ， 《抗 曰战争正 面战场 》上册

，第 页 。

⑤ 《 阎锡山致蒋介石有戌 密电 》 （ 年 月
，
《抗 日战争正 面战场 》上册 ， 第 页 。

⑥ 《 第二战 区平型 关会战 纪要及经过》
，
中 国 第二历 史档案馆藏 。

⑦ 《 第二战 区平型 关会战 纪要及经过》
， 中 国 第

二历 史档案馆藏 —
。

⑧ 《 第二战 区平型 关会战 纪要及经过》 ， 中 国第二历 史档案馆藏 。



	

曾 景 忠 有 关高 桂滋 师参 与平 型关 战役之评析

日
，
日 军增兵五 千余 ， 向平型关 东西路池 、 团城 口及讲 堂村各 阵地猛攻 ， 炮击甚 烈 ， 阵地

失 而复得 ，激 战终 日
，
敌卒被 击退 。 高 军伤亡 团 长 、 团 附 ， 营长数 员 ，连排长 三十 余 员 ，

士 兵 千

余 ，其余各部伤亡亦 多 。

曰 这一天 ， 中 日 双方均部署进攻 ， 战 斗更加激 烈 。

拂晓 ， 我 高集重兵分路 出 击
，
适 （敌 ） 亦 向 我 团城 口 以 北高 （ 桂滋 ） 军 阵地猛攻 。 经我 出 击

之郭 （ 宗汾 ） 师及孟 （ 宪 吉 ） 旅一部迎 头痛 击 ，激 战 至 午 ，将敌左 翼击溃 。 郭 师连夺 山 头数个 并

占领鹞 子涧 南方高 地 续行攻进 。 我十 八集 团 军林 （ 彪 ） 师 分三路 （ 向蔡家 峪 、小寨 ，
主力 向老

爷庙 ）进攻 七十 三 师 三百九十 四 团 两 营亦 向 敌左 侧 背挺进 。 九 时 ，林 师 占领老爷庙 、蔡 家峪

及 高地 。 小 寨村有敌兵站 守 护 队约 步兵 一 营 ，被我林师 完全 歼灭 ，并将平型 关通 灵邱

之汽车路截 断 。 敌机械化部 队 巳 不 能退走 并获敌汽 车五十 辆 ，
焚毁敌 军用 品 甚 多 。 现 已将平

型 关正 面之敌千余人完全解决 。 团城 口 之敌包 围 于 一深沟 内
，
正解决 中 。 惟 高军 出 击不 利 ，仍

退 回原 阵地 以西 固 守 。
②

上述第二战区战斗详报 报告 日 以前高桂滋师对 日英勇作战的情况 。

对于高桂滋师 日 阵地有所后退 第二战区第七十
一

师的战斗详报也有相关记载 ： 预备军第

二军司令 第七十一师师长 郭宗汾于 月 日 下午 时 分下达命令 ：

“

各部队攻击开始时间为

明 （
二十五 上午四时 。

”

日凌晨 时 ，第二〇二旅陈旅长报告 ：

“

友军第八十 四师及炮兵之
一

部

已 由前方阵地退至涧头 以南 ，仍向后溃退中 。

”

郭宗汾 时给第二〇二旅之命令中说
“

团城 口 、平

型关之友军已被敌人突破 。

”

郭宗汾 时 分给第二一 四旅命令说
“
一

、团城 口 、平型关间之友军

被敌人突破。 第二 二旅正与突入之敌激战 。 二 、该旅长速率四三一团及第七 团之
一

营至涧头村

布防 ，并与二 二旅速取连络
，
相机攻击突人之敌 。

”

郭宗汾 时 分给新编第二师命令 ：

“

平型关

团城 口之间友军已被敌人突破 。

”

③从这些命令 、报告可以看出 ： 团城 口 第八十四师阵地在 日 凌

晨 时前已被 日 军突破 。 第八十四师阵地 ，是
“

被敌人突破
”

的 ， 即在 日 军攻入阵地后 ，第八十 四师

部队才被迫后退的 不是主动放弃阵地 。

《第二战区平型关会战纪要及经过》 中记载说 日 ，

“

现已将平型关正面之敌千余人完全解

决 。 团城 口之敌包围于一深沟中 。 惟高 桂滋 ） 军出击不利 ，仍退回原阵地以西 固守 。

”

④ 日军从东

向西进攻 中 国军队由西 向东迎敌 。 高桂滋部是在
“

出 击不利
”

的情况下 ，

“

退 回原阵地以西 固

守
”

的 。

从上述大量档案资料可 以看出 ，高桂滋师从广灵到平型关 抗击 日 军并非怯敌避战 ，而是英

勇奋战 ，作 出了相 当大的牺牲 直到 日 在敌军
“

猛攻
”

、阵地被敌
“

突破
”

的不利情势下才被迫

后撤的 。

六、 关于高桂滋师团城 口后撤叙述的歧异

对于高桂滋师 月 日 从团城 口阵地后撤 ，在抗战史著作 中出 现两种对立的叙述 ：

一

为指责

① 《 第二战 区平型关会战纪要及经过》 ， 中 国 第二历 史档案馆藏 。

：
② 《 第二战 区平型关会战纪要及经过 》 ， 中 国 第二历 史档案馆藏 。

③ 《 陆军 第七十一师平型关会战团城 口方面战斗详报》 ， 中 国第 二历 史档案馆藏
，

、 、 、 、 。

④ 《 第二战 区平型关会战纪要及经过 》 ， 中 国 第二历 史档案馆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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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桂滋师 ，

一为怪罪晋军 。 这是如何评价高桂滋师在平型关战役中表现的焦点 。

郭汝瑰 、黄玉章主编 的 《中 国抗 日 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一书 对高桂滋师 月 日前作战表

现是肯定的 ，但对其 月 日 的表现加以贬责 高桂滋早有撤退打算 ：有关第二战区 月 日

后的作战部署 ’

“

孙楚 （ 战役中右地区指挥官 、第六集 团军副总司令 ） 遵照阎锡山 新的指示 ， 向所属

各部发出坚守平型关、团城 口并相机 出击的命令 。 然而 ，第十七军军长高桂滋对命令采取置之不理

的态度 仍按照 阎锡 山原定计划作将 日 军放进关内打的准备 ，
打算在 日 军攻击时见机即退 。

”

此

为伏笔 ） 髙桂滋擅 自从团城 口撤退
“

在团城 口地区防守的部队连 日 遭 日 军的攻击 多次求援 。

当 集团军第 师在平型关侧后出击时 ，孙楚严令第 军坚持抵抗 日 军的攻击 ，
以第 师 由

团城 口 出击 配合第 师奸灭 日军 。 但是第 军军长高桂滋部于 日 擅 自放弃了团城 口 的阵

地
，使 日军占领 了团城 口 、鹞子涧 、西跑池

一

带长城线上的约 公里的地段 。

”

第
一一

五师的战绩

因高军的撤退而受影响
“
… …敌已陷入包围之中 。 但由于第 军的撤退和第 师被 日 军压迫在

迷 回 、涧头之间 ，被围残敌得以乘夜从晋军阵地突围而逃
“ ②

有关髙桂滋师从团城 口撤退 ， 台湾 《太原会战》 、 《 中华民 国史事纪要 》等书另有说法 。 其记述

为
“

由 于昨 （ 二十四 日 ）在平型关对峙之中 日 双方军队 均各 自 拟定本 日 晨的攻击计划 ，平型关一

线国军指挥官傅作义即于 日 时于大营镇河南村下达攻击命令 。 惟接担任团城 口正面攻击之

第七十一师师长郭宗汾电话报告 ： 因天雨行动困难 本 日 （ 日 ）拂晓攻击恐须迟缓两小时 。 其后 ，

郭师长又以第七十一师一 团担任团城 口正面攻击 兵力太薄弱 ，希改令新编第二师担任王庄堡攻

击
， 由第七十一师 团全力攻击团城 口正面 日 军 。 由于第七十一师临时延误 故当我军向团城 口阵

地前进时 ， 日 军巳于二十五 日 晨四时夜袭团城 口
，
我守军 （高部 ）第八十 四师应变不及 被迫后撤 。

团城 口
一带高地失陷 。 俟 日 军继 向平型关前鞍部前进时 始与我沿公路前进之七十

一

师遭遇 ，展开

激战 。 至本 日下午六时 ，我军挡住 日军攻势 。 战局才渐稳定下来 。

”

③

郭汝瑰 、黄玉章书与《 中华民 国史事纪要 》两书的记载有明显差异 ：

日期 郭书说 ： 高桂滋军于 日 擅 自放弃团城 口 阵地 ，
而《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 》 书中说 ， 傅作

义 日 时才下达攻击命令 ，
日 军于 日 凌晨 时夜袭团城 口

， 高部后撤 。 高部后撤 日期应是

日 凌晨 。

高师撤退原因 ：郭书叙述 ，高师未坚持抵抗
“

擅 自放弃
”

阵地 。 并且 ，高桂滋临阵后退 早有

预谋 。 郭书前面已埋下伏笔 ：

“

第十七军军长高桂滋对坚守团城 口的命令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 仍

按照阎锡山原定计划作将 日军放进关内打的准备 打算在 日 军攻击时见机即退 。

”

但 《 中华 民 国史

事纪要 》等书 中认为 ，是
“

由于 郭宗汾 第七十一师临时延误 ，故当我军向团城 口 阵地前进时 ， 日 军

已于二十五 日 晨四时夜袭团城 口
，我守军 （ 高部 ）第八十四师应变不及 被迫后撤 。 团城 口一带高

地失陷 。

”

如此
，
则高师是

“

应变不及 被迫后撤
”

，
不是主动擅 自 后撤 ，

更非蓄谋巳久 。

团城 口失守的责任
一

说是高师擅 自撤退 责任在高
一

说是 由于郭师延误了 出击时间 ，
日

军先机夜袭 致高师应变不及 ，被迫后撤 ，故责任在郭 。

两种观点分歧的焦点 在于高桂滋师从团城 口撤退的缘 由 。 针对郭汝瑰书的观点 有的论者进

行反驳 援引 《第二战 区平型关会战纪要及经过 》 中所述
“

（ 日 ）拂晓 我调集重兵分路出击 。 敌

① 郭汝瑰、黄玉章主编 ： 《 中 国抗 曰 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 ， 第 页 。

② 郭汝瑰、黄玉章主编 ： 《 中 国抗 战争正 面战场作战记 》 ， 第 、 页 。

③ 《 中华民国 史事纪要 》 （ 年 月一 月 ）
， 第 页

； 《太原会战》 （ 台 北
，

“

国 防部
”

史政编译局 年编印 ， 第 页 。



	

曾 景 忠 有 关高桂滋 师参 与平 型关 战役之评析

亦向我团城 口以北高军阵地猛攻… …高军出击不利 仍退回原阵地以西固守 。

”

又引 《第七集团军

傅作义部南 口会战至太原守城战斗详报 》 ：

“

月 日
… …午前 时… …八十 四师团城 口 附近阵

地 受敌猛攻不支 ，逐渐向后撤退 。

”

②由此认为 ：

“

团城 口是因阵地条件差 高军伤亡惨重 ， 又奉命出

击 阵地兵力薄弱 为敌所乘 ，战斗失利而失陷的 。 绝不是像陈长捷说的 ，

‘

依托强固阵地
’

，

‘

尚无

重大伤亡
’

，是故意放弃
”

。

“

团城 口失守 是敌我众寡悬殊 战斗失利的结果
”

。 此文还说
“

如果一

定要追究团城 口失陷的责任的话 ， 实事求是地说 ，这个责任应该由阎锡山和郭宗汾等人承担 。

”

③

对此 究应如何分析评价呢？ 前述大量史料均证明 ，髙桂滋师在平型关战役中表现 ，是积极英

勇 的 并且作出 了重大牺牲 。 月 日 高师 团城 口 阵地撤退 显然是被迫后撤 而不是主动放弃 ，

更不是早有预谋 。

我们还可再看 日后高桂滋师团城 口 阵地被迫撤守后的情况 。 据阎锡 山 日 致蒋介石电报

告所属各部部署情况时说
“

第十七军军部及第八十四师师部 繁 峙 上台村 第二五 旅及第二

五
一

旅 团城 口 附近 集二十
一

师师部 ，繁峙牛心堡 。

”

④前弓
丨高桂滋 日致蒋介石 电中说 ：

“

旋奉阎

司令长官有戌行
一

电 我军大部 已于今 （ 日 ） 晨开始攻击 ，将当 面之敌击溃 。

”

可见
，高桂滋师阵

地 日 稍有后退 但仍位于团城 口附近 没有离开前线 其后还继续向 日军攻击 击溃敌军 。

事实上 ，战争中处于对峙状态中 的作战双方 ，总是有胜有负 有攻有守 ，有进有退的 。 谁也不能

要求任何部队在作战时 ， 只能胜 ，
不能败 只能攻 不能守 ， 只能进 不能退 。 尤其在 中 国抗 日 战争

中 ， 由于敌强我弱 ， 中 国军队采取持久消耗战略 以空间换时间 ，积小胜为大胜 ，最终战胜敌人的战

略 战争初期总的方针是战略防御和战略退却 。 各个战场对敌节节抵抗 ，迟滞敌军前进 ，包含着必

要时的退却在内 ，无论在战略上 ，还是在战役战斗中都是如此 。 面对强敌的猛烈进攻 ，各部队与敌

拼搏 抵抗到一定的时候 在 自身 已经付出重大牺牲 、无法坚守阵地的情况下 被迫退却应是允许

的 。 本来 ，
保存 自 己

，
消灭敌人 是战争的基本原则 。

当然 在激烈的战斗 中 ， 在关键时刻 ，
也有某些部队基层 （ 连排到营 团 ）坚守阵地 ， 与阵地共存

亡而全部壮烈牺牲的英雄事迹 。 这种精神必须发扬 。 但是 在作战指导上 ，这总不能作为规定任何

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遵循的规范 ，
也不能要求所有部队都必须战至全部阵亡 。 特别是 ，作为军

师层级的指挥员 根据战局敌我态势 ，
至无法再战时 不能不独行做主 ，适时机断 ，

保存队伍 转移阵

地
，
以便重整力量 ，再与敌拼斗 。 古语云 ： 将在外 ，君命有所不受 。 在紧急情况下 ，在未得上级批准

转变军事行动时 ，高级指挥员负有责任 对作战阵地适时作必要的调整 ，
恐怕不宜将这种临阵机断

处理 统统称作擅 自 ，临阵脱逃 。

七 、 平型关战役中客军与晋军之矛盾

对于高桂滋师守卫团城 口
一

带阵地后来的撤守 不同论著 的叙述评价差异很大 ，如果从平型关

战役 中客军与晋军之矛盾的角度分析 ，或可得到破解 。

有的论者 巳经指 出 ，
将团城 口失守的责任归于高桂滋 这种说法的源头是晋军将领陈长捷的 回

忆文《平型关战役经过 》 。 其实
，
在有关平型关战役的 回忆文 中 ，

我们看到 ， 对于团城 口 高桂滋师的

① 《 第 二战区 平型关会战纪要及经过 》 ， 中 国第 二历 史档案馆藏 。

② 《 第 七集团 军傅作 义部 南 口 会战至 太原 守城战斗详报》
，
中 国 第 二历 史档案馆藏

，
。

③ 郭润宇 ： 《 高桂滋部 平型关抗战 事迹考辨 》
，
《人文杂志 》 年 月 号

，
第 页 。

④ 《 闹锡 山致蒋介石 宥酉密 电 》 （ 年 月 曰 ） ， 《抗 日 战 争正 面战场 》上册 ， 第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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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退 ，晋军将领陈长捷 、卢宣朗与高桂滋部将领高建 白等人的说法存在着 明显的分歧 。

晋军将领 、第六十
一

军军长陈长捷回忆说
“

（ 日前 ）在郭 （宗汾 军到达前 高 （ 桂滋 ） 部
……

尚无重大伤亡
”

。

“

由于攻平型关之敌源源北展 高部发生了恐慌 。

一 闻郭军到达大营 ，更加紧 向

孙楚 平型关地区指挥 ）呼告不克支持 ，且直接要求郭军即刻增加前线守御 ， 以为郭军集结好 ，

一展

开出击 便得立解纠纷 。 二十四 日 晚 敌对高部阵地右翼西跑池和团城 口两处 ，发动夜攻 ，高益觉形

势严重 要求开到齐城的郭军
一

部就近增加于西跑池 郭又未允……孙楚认为高部纵感紧急是暂时

的 ，
可以坚持的 郭军须集结全力作大规模出击 ，

万不可分割应付 陷于胶着 ，遂要求高桂滋 、李仙洲

须镇定固守
，
不得动摇 。 高桂滋根本藐视孙楚的指挥权能 ，认为孙楚是有意识地要牺牲他们 ，来让

晋绥军独 占风头 。 由于错觉而怨愤 擅 自放弃团城 口
，鹞子涧 、东西跑池各部亦均退迷回村 ，再缩避

于恒山方面 依刘茂恩军 ，共同保存实力 ，
耍着杂牌军的故态 …… 为了对孙 、郭泄愤 故意 闪开团城

口 、鹤子涧险隘 让贸然出击的郭军碰钉子去… …阎锡山作为战区司令长官 ，
在 当时的紧急状态下 ，

苦在心头 ，对杂牌客军的故态复萌无可奈何 。 以后阎锡 山在 吕梁 山集训中 偶尔同晋军将领 回忆起

平型关之败 犹愤愤地说 ：

‘

高桂滋放弃团城 口
，
比刘汝明放弃张家 口

，更为可杀 ！

’ ”

第十七军第八十四师第二五
一旅旅长高建白 回忆说

：
第八十四师逐 日 与 日军激战 。

“

二十三

日拂晓 ， 阴雨 ，敌猛烈攻击 渐入 肉搏战 。 我师官兵都抱牺牲决心 忍饥耐寒 猛烈反攻 。 第五〇 〇

团邵春起营长受伤 官兵牺牲者甚多 ，
而阵地屹立不动 。

” “

二十 四 日晨二时 ，敌以主力再攻

高地 晋绥军又失守了 。 吕 晓韬 团长挑选奋勇队猛攻 高地 。 双方炮火连天 ，敌军凶顽异常 。

我旅奋勇队前仆后继 ，猛烈争夺 ，
再度夺回 高地 我奋勇队五十余名 ，

生还者仅十
一

人 。

”

而

晋绥军 郭宗扮指挥的部队 ） 出击
一

再推迟 第八十四师要求出击部队先行增援 ，晋绥军拒绝 ，后来

派来新兵两连。

“

不料 这两连援军临接阵地时 ，见敌我 肉搏壮烈 我阵地被敌突破 惊慌失措 ，
立

即率队后撤 潜入山沟 ，不敢抬头 。

” “

二十五 日 晨 ，
敌集 中炮火 、飞机 猛轰我旅指挥所……我官兵

在敌炮火猛烈扫射下 ，多数壮烈牺牲 。 下午 ， 吕晓韬团长也陷敌重 围之中 。 我派奋勇 队冲人敌围 ，

将 吕 团长接出 。 这时官兵伤亡惨重 ，全线数处被敌突破 弹尽粮绝 被迫后撤 。 在平型关战役 中 ，我

旅第五〇二团团长艾捷三受伤 第五〇二团临时代理团长杜文卿和第五〇二团第二营营长李荣光

阵亡 ，第二五〇旅第 四九九团第三营营长杨学武和第五〇〇 团第三营营长邵春起受伤 。 全师连级

以下官兵伤亡两千六百余名 。

”

②这里 ，高旅长只叙述了该旅如何英勇作战作出重大牺牲的情况 ，不

过 ，讳言其 日从阵地后撤的情节 。

晋军将领 、第六集 团军秘书长卢宣 朗回忆说 ：

“

及至 日 军后续部队到达 ， （ 日 ） 向 国 民党守军

展开攻势时 高桂滋阵地首先吃不住 ，求援电报雪片般飞来 。 我记得他末了有
一

电有
‘

最后哀鸣 ，

伏维矜鉴
’

等字样 ，似在痛哭流涕地陈述 ：

‘

再无援军 ，
只有冒犯军令进行撤退之一途 。

’

第六集团军

总部开会研究对策 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也在座 。 多数认为全线都顶不住 …… 主张急催第二

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派来应援的郭宗粉第二预备军六个团迅速出击 ，
以期扭转颓势 。 会后 我曾建

议 ： 刘茂恩军十个团 ，
可饬派三个或两个 （ 团 ） 出击 高桂滋正面敌人的右翼

一

紧 ，对高部的攻势必

可缓和 。

”

而孙楚不同意 。

“

结果 ，除 了继续用 电话催郭宗汾部迅速出击 以外 ，
只能 以

‘

巳饬郭军出

击
’
一类的空话 ，制止高桂滋 ， 不准擅 自 后退 。 但高竟率部撤走 。 虽然如此 平型关正面并未动

① 陈长捷 ： 《平型 关战役经过》
，
全 国政协文 史资料委 员 会编 ： 《晋绥抗战 》

，
第 頁 。

② 高建 白
： 《在 团城口 抗 战的 第 十七军》 ，全 国政协文 史资料委 员会编 ： 《晋绥抗战 》 ， 第

— 頁 。 据有 的作者考析 《晋绥

抗战 》
一 书收录 高建 白 的这篇 回忆录

（
写于 年 ） 时

，
将 日 期 改变 了 ，提前了

一

日 。 陕西省政协文史 资料第 辑 收录高文 （题为

《由 南 口战役到平型关大战 》 ） 时
，
忠 实于高的原文 参见高斌、 高士洁 《陆军第八十四师平型 关作 战情况考证》 ，

中 国抗 曰 战 争史学

会 、 中 国人民抗 日 战争纪念馆 、 北京中 国 抗 日 战争史研究会编 ： 《抗战史料研究》 年第 辑 ，
团结 出版社 出版 第

— 页 。



	

曾 景 忠 有 关高 桂滋 师参与 平型 关 战役之评析

摇 。

” “

假使郭宗汾军在出击时 高军坚守阵地 ，予 以配合 ， 当可稳定守军阵地 ， 打击敌人绕攻 ，支持

相当时间 。 平型关天险是不会
一

下被 日军突破的 。

”

①这也证实 了 日 高桂滋师阵地
“

吃不住
”

，多

数晋绥军将领也主张增援 但孙楚将军却不同意 ，
只

“

以
‘

已饬郭军出击
’

一

类空话相饵 。

平型关战役中这些当事人的 回忆中
一些情节和数据不一定都准确 但从不同角度反映了 月

日 凌晨高桂滋师从团城 口 阵地后撤的背景和过程。

综合前述各种资料 ，大致可 以看出 ：平型关战役中 ，陈长捷所说
“

在郭 （宗汾 军到达前 高 （ 桂

滋 部… …尚无重大伤亡
”

，
不合事实 。 高桂滋部连 日与 日 军激战后 ，

伤亡甚大 要求迅速增援是正

当的 。 平型关指挥部也认为前线情况危急
“

多数认为全线都顶不住
”

，但指挥部未调派援兵 ， 只催

郭宗汾师迅速出击 。 而郭宗汾因雨和调整部署推迟出击 。 后郭部增援第八十四师两连新兵也未发

挥作用 。 最终第八十四师阵地被敌突破 ，该师被迫后撤 。

至于第八十四师团城 口后撤与平型关战役的最终撤退的关系 责任谁属 是一个弹性颇大的问

题 。 因为 任何持续时间较长之战役 是一个前后多次战斗连续的过程 在这
一

过程中 ，前一战斗的

情况和结果 ， 后
一

战斗都会有影响 从而形成因果关系 。 在长长的 因果链条中任意截取
一

段 都

可论析其前者为因 ，后者为果 。 故截取段点不同 可能会得出不 同的 因果关系分析 。 故而 战争过

程中 ， 因果关系有着连锁性 或者说 ，对作战过程的 因果关系所作之分析 ，都带有相对性 。

比如 ，高桂滋师团城 口阵地的后撤 ， 自然影响到郭宗汾师和金宪章师的出击 ，但据平型关战役

结束后 第二战区呈送统帅部的 《平型关战役作战经过 》报告述及 ：傅作义与杨爱源两总司令 ， 曾于

月 日 中午到达前方 ，命令第七十
一

师 郭宗汾 ） 附金 （宪章 ） 师
“

于二十三 日 午后迅 向大营东北

地区前进
”

。 原曾定于 日 出击 。

“

嗣以 出击军行军疲劳之故变更为二十五 日 拂晓出击 。

” “

二十

五 日 拂晓我军按预定计划分路出击 ，适敌亦向团城 口高军阵地猛攻 而高军以 出击不利 遂向后转

移陈 （阵 地 。

”

②这就是说 ，郭宗汾师 、金宪章师出击的推迟 ，
也影响了在 日 军猛攻下高师阵地被突

破 。 这不也正是
一组前后相连的因果链条吗 ？

晋军将领和客军高桂滋部将领的 回忆中各持是非 。 实际上 对于高桂滋师团城 口阵地后撤的

不同 回忆和叙述 正好反映了 当年参加平型关战役的不同背景 、不 同地区部队将领们之间的隔阂 、

猜忌和不和 。 中 国军队中历来派系纷繁 至抗 日 战争时期 仍未统
一

。 虽然同在
一

个抗 日 战场 总

体上一致抗 日
，但并未能完全同心同德 ，绝对统

一

。 这在参加平型关战役的晋军与客军的关系中即

有 明显的表现。

前引高桂滋致蒋介石电 中亦称 月 日 ，

“

连电阎 （锡山 ） 司令长官并孙 （ 楚 ） 总副司令 ，陈明

伤亡过重 ，
不能维持本 日 战局 ，请增援固 防 。 虽 电准派遣 ，迄未加入 。 同时弹药消耗已尽 待弹不

至 ， 士兵赤手 肉搏 悲惨万分 。

”

日 ，

“

仍盼援军加入 或可挽回 。 力竭声嘶 ，终未到达 致各据点均

被包围 大部官兵壮烈殉国 。 各部尚奋勇冲出 ，退 回后防 逐渐收容 。

”

高桂滋对第二战区和孙楚的

不满 ，充满行间 。

对于 月 日凌晨团城 口被突破 第十七军第二十一师师长李仙洲 月 日 致蒋介石一电

说
“

本午 ，八四师伤亡较重 ，全部溃退 致团城 口 （平型关北五里 ） 阵地被敌突破。 査此地为晋北主

阵地之要点 ，

一

被突破 ，则雁门关感受威胁 ，关系重大 。

”

他分析说 ：

“

此间作战不利原因 ： （

一

）指挥

官能力薄弱 。 （
二

）指挥不统一 。 （三 ） 上下欠联络 。 （ 四 ） 友军互不信任 各不相救 致敌各个击

① 卢 宣朗
： 《 第 六集团军 总部见 闻 》 ，

全 国政协文史资料委 员会编 ： 《晋绥抗 战 》 ， 第
— 頁 。

② 《 阎司令长官寄来平型 关八次争夺战经过 》 ， 中 国第 二历史档案馆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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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晋军战斗力较差 。 殊不可持 恃 ） 。

”

无须多作解释 ，晋军将领与客军间 的不协调可想而知

了 。 据徐永昌 曰 记记载 月 日 ，
汤恩伯 即 向徐永昌说 ：

“

晋军不能作战 ，平型关之失 数 日 问题

耳 。

”

徐永 昌认为
“

阎 困思不决 ，加 以红军 自 利学说之煽惑 ，用兵上更难为计矣 。

”

②

时任第二战区高级参谋的续范亭曾在 《三年不言之言 》
一文中 叙述到平型关战役中晋军与客

军之间的关系 ：

“

当时我们知道战争的情况是这样的 敌人板垣师团进攻平型关 高桂滋 向敌人右

侧连 日进攻 高军伤亡近两千人。 晋绥军的炮兵 ，未能发挥其集中火力的效能 ……在这同时 ，我们

又接到杨 （爱源 ）副长官的报告 大意是 ：郭师长宗纷作预备队 违背命令 不肯增援 ，现在已经躭误

了很好的时机一 日
一夜了 。 最好阎司令长官亲来督战云云 。

”

③

这些资料都说明 ，平型关战役中晋军与客军之间存在的矛盾 不能将平型关被 日军突破的责任

推到高桂滋师身上 。 高桂滋师作出了相 当大的牺牲 而晋军迟不增援的情况确实存在 。

当年 《大公报》所载秋江《大战平型关》
一

文的战地采访报道亦可供参考 。 此文写道 ：

“

（ 四 ） 高 军 师残兵血战前 线
”

：

“

高 军 师经过… … 沙城火 烧 岭两段 ， 伤亡很大 ，
只 有

团 、 团 完整 ， 团 在火烧岭打完 了 。

”

“

五 ） 高桂滋督战迷迥村
”

：

“

二 十 四 日 天 明 后 的人们 ， 都 有希望地庆 幸 着 。 盼 待 ：

‘

十 点

钟 到 了
， 可 放心 ， 因 为援兵要十 点 钟 能开 到 。

’

要想 快些输送子弹和伤兵 到 前方 后方 ， 向 行营增

拨三辆汽 车 。 行营 方面 没有 车辆 可拨 ， 大家并 不觉 得奇 怪 ， 惟 有对 于
‘

十 点 钟
’

不 能马 虎 ……

前 方来的 电 话 总是 ：

‘

敌人攻得厉害 ， 某某营长 、连长 受伤 阵亡 援兵 到 什 么 地方 ？

’

… …记者十

点 钟到 了 司 令部 。 高桂滋 先 生 由床上站起来 ，对行 营派来联络 的科长说 ：

‘

要我 们 支持一 天 一

夜 ， 到 了 时候 军 队和子弹都 不 能来 这怎 么得 了 ！

’ ‘

你们很辛苦 ， 我们 知 道 。 要 多 多地 努力 。

’

‘

把兵打光 了 ， 拿什 么来努 力 ？

’

负 联络使命 的几位科长 自 己 觉得不 成 话 。 向孙 副 司 令告 急 ，说

对方仍然没有结果 。

‘

他们 的兵 可 以 不 来 ， 我们 的 仗不 能 不 打 。 上 前 面去 看看 。

’

他好像是很

对不起部 下 ， 只 有 自 己上前方 恢复 士气 。

火 线上 团 长 、 营长来 电话告 急
，
旅长没有办 法 ，请军长和他们说话 。 军长 讨不 到救兵 ，

只 能

给他们 一个最低限度的 战法命令 ：

‘

别处给敌人 ，你们不 能动 ，
还是死 守抵抗 ，打完 了 就算达到

了 任务 。

’

打电 话给郭 （ 宗 汾 ） 师长 ， 请他派些 兵增援 ，
师长 要和 司 令商量 。 再打 电 话给孙 （ 楚 ） 副 司

令 说前方 实在危急 支持不 了 。 答应派部 队增援 。

旅长报告二 日 夜战 斗经过 ，说到 自 己 弟兄牺牲 的惨状 。 高建 白 旅长 的 眼 泪 不 自 主地往 下

掉……援兵 到 了 ， 可是未能 即 时上 去 。 告诉他 ， 不 能增加兵 力 ，
这战局 支持 不 了 。 对方 说 他

的任务是 出 击 。 （ 你们 ） 溃下 来 他也 不能增援 。 盼待 了 半天 的援军 ，
又成 空 等 。

… …在 归途 中 ，快到 大 营 时 ， 高桂滋先 生说 ：

‘

今夜是危险 了 。

’ ”

④

这篇报道 中反映了髙桂滋师英勇守卫平型关 ，作 出 了重大牺牲 而晋军未加增援的情况 与前

引史料所述是吻合的 。

① 《 李仙 洲 、
黄祖埙致蒋介石有玄密 电 》 （ 年 月 ： 日

） ，
《抗 曰 战争正面战场 》上册 ， 第

—

页 。

② 《徐永昌 曰 记 》 （影 印本 ） 第 册 ， 台北 ，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年版
， 第

—

页 。

③ 续范亭 ： 《
三年不言之言 》

，
转 引 自 《抗 战争时期的 中 国人民解放军》

，

人民 出版社 年版 第 頁 。

④ 秋江 ： 《 大战平型关 》 ， 《 大公报》 年 月 曰
、

曰 第 版 日 第 版 。



	

曾 景 忠 有关 高桂滋 师参 与 平型关 战役之评析

八 、 高桂滋师与林彪师作战情况之比较

在研讨高桂滋师在平型关战役中的作用时 不妨与 因参加过平型关战役
一场战斗 的第一一五

师作对照 。 实际上 高桂滋师在平型关战役 中的贡献和牺牲 ， 即使与备受赞誉的林彪师相比 亦不

相让 。

试对平型关战役 中第八十 四师 的作战和 第一一五师伏击战作比照 ：

高桂滋师 林彪师

作战任务

—

阵地防御 运动伏击

战场位置

—

对敌正面 （ 主作战方向 ） 敌之侧后 （
配合 ）

作战时间 天

战斗次数 多次 次
一

作战对象

—

械化部队 联队 （ 团 ） 以上 辎重队 、
兵站守备队 （ 营 ）

—

消灭 日军数

—

不详① 记载不
一

—

缴获 无记载 数十辆大车 、武器 、大量军用品
—

对战役作用 迟滞敌军前进

一

一度截断平型关——灵丘间交通

一

参战部队 团②

官兵伤亡 二千多人
— 人③

按照上表第八十四师平型关地区作战与第
一一

五师平型关伏击战战况之比较 ，第
一一

五师的

缴获战绩特别突出
，
优于第八十四师 （ 以及其他参战部队 ） ，

而其他各项 ， 很难说第
一一五师 比第八

十四师的战绩更强 。 因两支部队在战役中 的作战分工和任务不同 各项战绩殊异 但从为抗击 日 军

作出 的贡献而论 ，是同质的 。 就其在平型关战役中的贡献和牺牲而论 高桂滋师绝不在屡受赞誉的

林彪师之下 。

即如第一
一五师缴获颇丰言 ，

也是因为该师伏击的是 日 军运送军用 品 的
一

支辎重部队 。 不能

因为某参战部队没有缴获 ，甚至在作战中 出现不利情况 就否定他们 的战绩 。 第一一五师的大量缴

获 ，似亦可以视为整个平型关战场各支部队共同作战的战果 。

然而 不管在当年 还是在后来 ，八路军第
一一

五师平型关伏击战被大力宣传 ，相反 ，其他作战

部队被边缘化 或压根不提 或
一

笔带过 ，甚至还被贬责 。 这显然是不公正的 。

已有论者对此提出看法 ，甚至认为 ，
参战的高桂滋师和晋军的战绩超过第

一

一五师 ：

“

第十七

军高桂滋部的八十四师 髙兼师长 ）和第三十三军孙楚部的七十三师 刘奉滨任师长 ） ，从九月 十一

日至二十二 日 ，在广灵至灵邱之间进行阻击作战 ，先后达 天之久 使 日军战力最强的板垣第五师

① 第 二战区称
，
平型关战役

“

毙敌在五六千人以 上
”

。 不过
，

“

关于敌方伤亡数字
，
最初 阵地战 中

，
系 由前 方官兵估报

，

不免稍

有 出入
”

，
见第二战 区 司令部 司令部编 《抗 战八年 第二 战区 军事概况》 ，

太原
，

年 月 日 印
， 第 页 。 姑 以此数作 参考

，

则其 中如高桂滋师歼敌 占 则 为五六百人 如 占 则 为
一 千二三 百人 。 由此看 来 ，

高桂 滋师抗敌歼敌数也不会太少 。

② 聂荣溱回忆 ：

“

平型关伏击战只 使用 了 由杨得 志 、 陈正 湘同 志率领 的 六八五 团和 由 李 天佑 、 杨 勇 同志 率领的 六八六 团 。

”

《 聂荣臻 回忆 录》 ， 解放军 出版社 年版 ，第 貰 ）但据李 天佑回忆 ： 第三 四四旅之六八七 团 下午 时也参加 了 战 。
（
李天

佑 《首战平型关》 ， 中 国人民解放军历 史资料丛书 编审委 员会 ： 《
八路军 回忆史料 》 （ 解放军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③ 中 国人民解放军历 史资料丛 书 编审委 员会
： 《
八路军综述 大事记 》

，

解放军 出 版社 年版
，
第 页

，

又见该 书 第 冗

页 ，括号 注
“

缺六八七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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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从此丧失 了锐进的能力 。 九月二十二 日 ，孙楚部第七十三师退守平型关东跑池 ，髙桂滋部第八十

四师退守团城 口 阵地 继续与 日 军板垣的大军主力展开激战达 日 之久 ，其战况之惨烈 ， 战果之辉

煌 都超过了八路军
一一五师在平型关的伏击作战 。

”

第一一五师伤亡 人左右 ，参战部队

按六千人算 伤亡人数约 占参战人数的 或 。

“

平型关作战 ，重点在东跑池和团城 口这条防

线上 前者 由第七十三师刘奉滨驻守 ，后者 由八十四师高桂滋驻守 。 东跑池从 日 ， 团城 口从

日 进人激战状态 。 日军主力使用于这一地域 ， 目 的在
一

举摧毁中 国军队在晋东北的防线 。 故作战

状况非常惨烈 而且持续甚久 。 国军伤亡官兵 人 ， 占参战官兵 ，除部分是其他作战

伤亡的 ，
大部分是在东跑池和团城 口伤亡的 。

①

也有论者谓 ：

“

根据原任阎锡山处高参 ， 尔后投中共之续范亭事后所撰 《三年不言之言》
一文中

称 平型关战役 担任左翼之高桂滋 ，较担任右翼之八路军林彪师 作战更为
‘

英勇
’

，

‘

牺牲
’

则倍之

按 ：林师伤亡近千人 ，高军伤亡近二千人 ） 。

”

②査原八路军总政治部编辑的《抗战八年来的八路军和

新四军》
一书中 引续范亭《三年不言之言》文中叙述

“

敌人板垣师团进攻平型关 ，高桂滋师向敌人右侧

连 日进攻 ，髙军伤亡近两千人 。

”

该书另一处 述 ：第一一五师在平型关战斗中
“

指战员伤亡近千人
”

。
③

平型关战役开始不久 ， 中 国军事委员会保定行营主任徐永昌 日记中对 月 日 高桂滋师参与

的平型关作战有过较高评价 月 日
，

“

晚间 （
二战区 ） 电话云 ：灵邱西之两山村 ，我守兵两连为敌

消灭而被占 。 我三路夹击该敌 ，斩获颇多 。 敌败退 我即追出 （ 此开战来之第
一

声也 ） 。

”

④过去宣

传第一一五师平型关伏击战斗 ，是中国抗 日 战争打的第
一

个胜仗 。 其实 在第一一五师参加平型关

伏击战之两天前 ，平型关战场就已获得打退 日 军进攻的胜利 。

结 语

山西地势险峻 易守难攻 。 抗战初期 ，与平汉线 、津浦线抗击 日 军进攻相 比 ， 山西抗 日 作战 更

加激烈 。 因敌强我弱 ，第二战区实施节节抵抗 ， 阻滞敌进方针 。 在平型关战役中
，
中 国各支部队英

勇顽强 付出牺牲 ，消耗了敌人 ，
迟滞了敌军进攻 ，各 自做出 了贡献 。

总的来说 高桂滋师并未畏敌避战 在平型关抗击 日军多 日
， 自身付出重大牺牲之后 ， 因晋军未

及时支援 ’在敌军猛烈攻击下 ’阵地被敌突破 ，有所后撤 。 记载历史 褒贬应当谨慎 ，珍惜史笔如千

钧之重 不能简单化采用个别可能不免偏颇之回忆录的说法 。

史学著述 承担着历史公正的责任 必须以全面的史实为依据 ，并从宏观视角准确把握 ，对历史

事件和历史人物作公允的评价 。 对高桂滋师与林彪师的作战表现 已往史著在记述的篇幅比例和

评价方面 ，有霄壤之别
，
也是不公平的 。

民 国时期 ， 中国军队并未真正统一 ，在抗 日 民族战争 中
，

一些部队之间出现互相猜忌不和 甚至

出现摩擦 。 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和不幸 。 思之不胜痛惜 。

〔 作者 曾 景 忠 ， 中 国 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审 〕

责任编辑 ： 徐志 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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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

页 。

② 项迺光 ： 《 中共对抗 战争之利 用及其 势力之发展》 ，栽 《 中华 民国 建 国 史讨论集 》 第 册
“

抗战建 国 史
”

，
台北

，

“

中 华民

国
”

建 国史讨论集编辑委员 会 年版 第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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