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八路王凤桐的往事追记（上） 

王奎武 

王凤桐，1928 年 11 月 17 日出生于河北省宛平县第六区东港村（现北京市

房山区河北镇三十亩地村），1944 年 2 月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宛平县独立营，出生入死，屡立战功，1989 年 7 月在六十五军副军长任上离休。

在四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他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时期

数十次战役，留下了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记忆。 

第一次和日本鬼子拼刺刀 

一九四四年三月的一天，初春的寒风卷起黄沙，吹得人睁不开眼，王凤桐

所在的宛平县独立营一连到沙城县执行任务后返回途中，行至八达岭北康庄村

西二公里处，在前面侦查的尖兵班发现了日军巡逻队，迅速返回向连长报告了

敌情。由于队伍行动隐秘未被日军发现，连长决定打伏击，突然袭击全歼该敌。

于是，组织全连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就地潜伏。当日军巡逻队大摇大摆走进伏击

圈 30 米时，连长一声令下，一、二排将手榴弹密集地投向敌人，随着一连串的

爆炸声，当场炸死鬼子巡逻队过半。幸存的 7 个小鬼子和 11 个皇协军回过神后，

像饿狼一样扑向一、二排阵地。“冲锋”！连长一声令下，一、二排的战士在喊杀声

中冲向敌群，采取“三人一组”的战法与小鬼子拼起了刺刀，一时间刀光闪闪，刺

刀见红。经过激烈的拼杀，敌人一个个倒下。20 分钟后战斗胜利结束，全歼日

军一个巡逻队，其中，日军少佐一名，士兵 14 名，皇协军 18 人，王凤桐所在

的一连仅有 5 名战士轻伤。 

不缴枪就消灭他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10 多天后，盘踞在长辛店

西南二郎庄据点的侵华日军以等待国民党军队受降为由，仍然不放下武器向八

路军投降。当时八路军宛平县独立二团奉命在宛平、房山、良乡三个县大队及

民兵游击队的配合下，拔除这个据点。 

攻击前，团里命令侦查参谋魏福全率领侦察排查明日军的设防情况、人员、

装备及活动规律。受领任务后，魏福全安排王凤桐所在的侦查一班乔装渗入据

点，二、三班在据点外配合接应。布置完毕，魏参谋亲自带领王凤桐和另外 2

名侦查员借群众给日军送柴、送菜、送食之名，先后两次混入据点，乘小鬼子



不注意顺利的侦查清了据点内日军联队部及伙房的情况，汇总二、三班外围侦

查情况得知，二郎庄据点共有日军一个联队，兵力 1100 多人，编有三个大队，

一个山炮连，建有武器库、弹药库各一座。日军一大队守东北角的一、二号碉

堡，二大队守西南角三、四号碉堡，三大队守武器库和弹药库。联队部设在中

间一个大型碉堡内。据点外有壕沟，设铁丝网两道。由于日军已得知天皇宣布

投降的消息，据点内秩序混乱，士气低下。 

根据侦察结果，团长杜庭忠和政委田坡制定了作战计划：一营负责攻击三、

四号碉堡，二营攻击一、二号碉堡，宛平、良乡二个县大队在长辛店东北阻击

北平方向增援之敌。房山县大队及一个区小队在二郎庄西南三公里外设防，阻

击涿州方向来援之敌。三营为团第二梯队，攻击时间定于 8 月 29 日零时 30 分。 

战斗开始后，一、二营利用夜色干净利落地将日军哨兵除掉，乘敌人熟睡

之际，用爆破和火烧的方法攻击各碉堡。至 2 点 40 分，已将前沿各碉堡全部攻

占，残敌龟缩到联队部所在的中央大碉堡，等待支援。独立二团第一梯队的一、

二营趁敌混乱，穷追猛打，连续爆破，炸掉了敌指挥中心所在的大碉堡。此时，

日军大部被歼灭，只见鬼子家属、小孩乱跑、乱叫。在打扫战场时搜捕出的日

军 2 名少佐和 10 名鬼子兵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袒胸露腚，再也没有了“武士

道”的精神。此战共缴获三八式步枪 2600 支，轻重机枪 9 挺，子弹、手榴弹一

批。 

打扫完战场后，独立二团迅速撤离战场。当天下午日军又派出兵力占领了

二郎庄据点，并派人联系，请求八路军释放 12 名俘虏。经请示上级，独立二团

同意以弹药物资换俘虏。日军答应给 38 万发各种弹药和一部分军需物资。团部

决定由侦察参谋魏福全带王凤桐等 3 名侦察员前去执行俘虏换弹药任务。日本

鬼子知道大势已去，也学乖了，站岗的鬼子兵见到魏福全一行赶紧敬礼，一名

负责接待的军官也很有礼貌。交换完，魏福全一行弹药装车，很快就离开了据

点。 

全歼国民党 280 团 

抗日战争刚刚胜利，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进犯华东、控制华北，在全国部

署内战兵力，疯狂向解放区进攻，到 1946 年 8 月，国民党军队先后侵占了承德、

集宁、丰镇。蒋介石以为解放军不堪一击，于 9 月 10 日命令第十一、十二战区

的国民党军队向张家口进攻。解放军于 10 月 11 日主动撤离张家口。国民党军

又先后侵占了宣化、涿鹿、蔚县、阳原等县城。 

为了迎接战略反攻，聂荣臻司令员命令独立 4 旅进驻察南，深入蔚县、逐

鹿、怀来等地，发动攻击牵制敌人，开辟解放区。独立 4 旅沿着拒马河、紫荆

关，穿过古长城，从冀西到察南，经过几天急行军到达涿鹿县西南待命。恰在

这时，旅部接到晋察冀军区敌情通报，国民党第 16 军 280 团近日从张家口到涿

鹿、黑山寺、倒啦嘴、桃园堡、西河营等地活动，抓壮工、抢粮、抢牛羊。聂



司令命令独立 4 旅并指挥北山团游击队，选择有利地形，彻底歼灭该团。马辉

旅长指示王凤桐所在的 12团迅速占领涿鹿以西的黑山寺、卧佛寺、堡垡村设伏。

该地区山高、路窄、雨裂、沟深，便于部队隐蔽伪装。 

部队刚部署完，就接到侦察部队的报告，国民党 280 团约一个加强连已占

领黑山寺村，正在构筑工事，抢粮，抓鸡宰牛羊，打骂群众，抢财物。团长王

茂全命令一营迅速包围黑山寺村，利用夜间突然向敌人猛攻，全歼该连。战斗

从打响到结束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全歼敌一个加强连，无一漏网。此战毙敌

30 余人，俘虏 120 余人，缴获 60 迫击炮 3 门，轻重机枪 6 挺，步枪 120 余支。

此战结束后，根据作战预案：一营占领黑山寺以西一公里地域设伏。二、三营

占领堡垡村以东与一营结合部设立伏击阵地。要求民兵、游击队对该地区封锁

消息，防止泄露。 

第二天上午八时，国民党 280 团向该地区赶来，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走进

了伏击圈，害怕遭到伏击。9 时许，当敌人全部进到伏击阵地后，团长王茂全和

政委侯国良下达了全线出击命令。一时间，冲锋号、轻重机枪的枪声、手榴弹

的爆炸声和战士们的喊杀声响成一片。当面之敌大乱，100 多匹骡马受惊后到

处乱窜，士兵溃不成军。2 个小时后，伏击战胜利结束。此战毙敌 230 余名，

俘敌 800 余名，缴获迫击炮 6 门、重机枪 8 挺、轻机枪 28 挺、步枪 900 余支、

骡马 104 匹及大量军用物资。全部美式装备的国民党 280 团除一名副团长带 10

余骑兵逃跑，其余全部歼灭。战后第二天，聂荣臻司令员通报表扬了 12 团。这

一仗使 12 团的武器装备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也打出了 12 团的军威，此后

一个时期，一些国民党军队与 12 团一接触就吓得逃跑。 

攻打应县县城 

1946 年 12 月，晋察冀军区独立 4 旅一战解放应县县城，歼敌 3200 多名，

取得了首次攻城就首战告捷的战绩。 

应县县城位于桑于河南岸，周边与山阴县、怀仁县、浑源县、繁山寺县互

为依托，是山西雁北地区的战略要地，也是国民党军队的重要据点之一。 

应县又是雁北地区土匪的老巢和集中点，土匪有 3000 多名，在此经营盘踞

了 20 多年，抗战时期，日军曾攻打过，但未攻下，后被国民党收编成为保安团。

土匪头子叫“巧尔成”，心狠手辣，杀人无数，抢来的姨太太无数，老百姓对这伙

土匪恨之入骨。国民党收编后，给保安团换发了新的武器装备，大同机场还有

4-5 架飞机可以随时支援。土匪战斗力强，凶狠剽悍。城外挖有 3 米深、4 米宽

的外壕，西城角外挖了 100 米宽的深沟，灌入一米多深的水。城墙除外层砖，

还用土堆起了 3 丈 6 尺的土城墙，设有四通八达的工事，火力配备 3 层，火力

点互相交叉，易守难攻。城外围百姓的房屋全被拆除，形成 100 多米的开阔地，

更增加了从出发阵地到城墙的难度。 

据侦察分队的侦察情况及当地群众提供的消息，旅长马辉和政委黄连秋制



定了攻城计划：10 团从县城东南进攻，12 团从西南角进攻，11 团为预备队，

阻击大同方向敌人增援并预防敌人从城北外逃。 

攻城前 10 团、12 团准备了 4 部 3 丈 6 尺高的登城云梯和爆破用的炸药，

准备了挖掘用的工具。两个迫击炮连和旅 76 山炮营，虽然炮弹不多但也做好了

准备。对空火力队也做好了应对敌机轰炸扫射准备。晚上 10 点，旅长待 2 个团

进入进攻地域后下达了攻击命令。王凤桐所在的 12 团一、三两营各挖 3 条通道

进入外壕，遭到外壕敌人火力的猛烈阻击，并发现敌人外壕设置的监听设备（水

缸埋入地下），经过连续爆破被销毁了。第 3 天挖掘到了城墙根，在各种火力的

支援掩护下，一、三营在城墙上爆破出多个突破口，并迅速占领了城墙顶部，

遭到敌人各种火力的交叉阻击。12 团团长请求山炮营火力支援， 6 发炮弹发射

后，守敌一个营举起白旗，走出古塔投降。部队进入城区，在群众的帮助下，

肃清了残敌，解放了应县县城。此战俘敌 2200 余人，毙敌 900 余人，并缴获了

大量武器、弹药和生活物资。 

 

王奎武：河北镇退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