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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山西，因地处太行山以西而得名。
春秋时期为晋国所有，故简称晋；战国时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又称三晋。
　　山西具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矿产资源、优秀的文化遗产和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中华民族的
重要发祥地之一。
从古至今，山西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地理位置看，他是华北平原、内蒙草原、黄土高原三个自然单元衔接的地区。
南依中原腹地，北邻塞外大漠。
登高太行山俯瞰，眼前是京津和华北大平原，站在太行山南端，广阔的中原大地可一览无余。
从战略位置看，全省以山河环抱，左枕太行之麓，右跨黄河之滨。
北有两道长城座落的山脉横亘，南有紫金、王屋诸山。
被晋文公称赞为“表里山河”。
山西险固的地理形势，在军事上占有独特的重要位置，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从历代战事看，在中国几千年社会周而复始的不断裂变与重新组合中，许多当权者对北方都视山西而
定天下，并以山西为其自然屏障，派最得力的将领驻守防卫。
当中央王权强盛一统之时，凭借山西，外可拒侵，内可治乱；当中央王权崩溃之时，谁拥有山西，谁
便可以纵横四方。
所以，山西自然成为了兵家征战逐麓的大舞台。
在革命战争和反抗外国侵略战争的岁月中，特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八路军和人民解放军，在
山西这块热土上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创造了战胜敌人的各种战法，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山
西的山山水水到处都闪耀着革命先烈血染的风采。
　　历史是一面镜子。
作为一名军人，借古鉴今，应该时刻牢记：战争并不遥远，和平需要珍惜，更需要捍卫。
作为当代军人，不仅要以“能战”奠定和平大厦的根基，而且要以“能赢”托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
　　《三晋战事》精选了发生在山西的六十一个典型战例，按战争发生的时间顺序分为上、中、下编
，每个战例分为“提要、战前态势、作战经过、战例启示”四个部分。
上编记述的是古代诸雄争霸天下的征战；中编记述的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和其他抗日武装，
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著名战斗；下编记述的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推翻国民党、阎锡山在山西反
动统治的主要作战。
对这些典型战例的学习和分析，如果能为了解山西军事历史的人们提供一些素材，能为研究古今战史
的有识之士提供一些借鉴，编者则心意足慰。
　　编者　　二00八年十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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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三晋战事》精选了发生在山西的六十一个典型战例，按战争发生的时间顺序分为上、中、下编
，每个战例分为“提要、战前态势、作战经过、战例启示”四个部分。
上编记述的是古代诸雄争霸天下的征战；中编记述的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和其他抗日武装，
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著名战斗；下编记述的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推翻国民党、阎锡山在山西反
动统治的主要作战。
对这些典型战例的学习和分析，能为了解山西军事历史的人们提供一些素材，能为研究古今战史的有
识之士提供一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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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瑞金，山西吕梁人，1960年6月出生，1978年12月入伍。
历任战上、指导员、政治部干事、司令部秘书、副处长、处长、军分区参谋长等职。
现任山西省国防动员委员会综合办公室主任，大校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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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战前态势　　在隋末农民起义的高潮中，太原留守李渊和他的儿子李世民、亲信刘文静经过
精心准备，于公元617年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正式起兵。
李渊打着“废昏立明”的旗号，率兵南下，攻克河东的绛州、汾阳后，渡河西进，攻占长安（今陕西
西安西北）。
公元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
　　唐朝政权建立之后，逐步巩固了关中及西北地区，本可乘胜东向平定中原。
但在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刘武周在突厥的支持下向唐发动进攻，打算入图晋阳，南向以争
天下，直接威胁到了唐赖以发祥的根据地——晋阳。
唐不得不应对刘武周的挑战。
　　刘武周原是隋马邑鹰杨府校尉，义宁元年（公元617年）二月，乘农民起义蓬勃发展之时，杀死太
守王仁恭起兵，遣使附于突厥，先后攻占雁门（今山西代县）、楼烦（今山西静乐）、定襄（今内蒙
古和林格尔西北）等郡，被突厥立为定杨可汗，成为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刘武周也自称皇帝。
原活动于易州（今河北易县）的农民起义军首领宋金刚，被河北义军领袖窦建德击败后，率余众4000
归附刘武周。
李渊建唐后，宋金刚建议刘武周“入图晋阳，南向以争天下”。
刘武周听计而行，在突厥支持下举兵南下。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三月，刘武周遣大将宋金刚率2万人马南侵，又引突厥之众，兵锋甚盛。
四月，军于黄蛇岭（今山西榆次北），距太原近在咫尺。
留守太原的唐齐王李元吉强令车骑将军张达仅率100名步兵试战，结果全军覆没，张达愤而投降刘武周
。
刘武周乘机攻占榆次、介州（今山西介休）及石州（今山西离石）等地，长驱南下，兵逼太原。
唐高祖李渊即命太常卿李仲文率兵驰援，刘武周撤围而去。
五月，刘武周军攻下石州，攻陷平遥（今山西平遥）。
六月，刘武周部将黄子英在雀鼠谷（今山西介休西南、霍州以北汾河河谷）计败唐左武卫大将军姜宝
谊等，太原告急。
李渊以右仆射裴寂为晋州道行军总管讨伐刘武周。
九月，裴寂军进至介休，屯兵度索原（今山西介休东南介山下），刘武周的西南道大行台宋金刚截断
唐军水源，并趁唐军移营就水时，纵兵出击，大败唐军。
李元吉见援兵屡败，弃太原城逃奔长安，晋阳遂告失守。
刘武周占据太原后，即派部将宋金刚攻陷晋州（今山西临汾），进逼绛州（今山西绛县），直捣龙门
（今山西河津东南），宋金刚还进攻翼城、绛县一带，迫使唐晋州道行军总管裴寂节节败退。
兵锋所至，几乎席卷整个黄河以东，唐军仅固守虞州（今山西运城）、泰州（今山西万荣）等一隅之
地。
同时，夏县（今山西）吕崇茂也响应刘武周，杀死县令举兵反叛。
隋将王行本据蒲坂（今山西永济西南）亦与之相应。
河东大有尽失之势，一时唐廷上下为之震骇。
　　唐廷对如何应对河东形势或争或弃有两种意见。
李渊认为“贼势如此，难与争锋，宜弃大河以东，谨守关西而已”。
李世民却富有远见地指出：“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富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窃愤
恨。
”并主动请缨亲率3万精兵，平刘武周以克复太原。
李渊斟酌再三，同意了李世民的意见，尽发关中之军，令李世民统率前往讨伐刘武周。
十一月，唐军乘坚冰由龙门方向渡过黄河，屯军柏壁，与宋金刚主力对峙，并同固守绛州的唐军形成
掎角之势，使宋金刚军不得前进，柏壁之战遂拉开序幕。
　　二、作战经过　　绛州自古就是军事要地，柏壁南依峨嵋，北控汾河，沟壑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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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驻军的秦王堡，形同铁壁，易守难攻。
这时，河东因连年战乱，军粮很难征集，李世民便发布安民告示，使远近民众归附，纷纷送粮送草，
保证了军粮供应。
时值隆冬，李世民屯军柏壁后，采取休兵秣马、清壁挫锐的策略，每日派出少量部队外出侦察，不作
大的军事行动，只派副将进扰，以消耗敌人，并亲自窥察敌情。
与此同时，唐高祖遣永安王李孝基、陕州总管于筠、工部尚书独孤怀恩、内史侍郎唐俭等攻打夏县的
吕崇茂，吕崇茂不敌，向宋金刚求援，宋金刚派尉迟敬德、寻相前往救援，结果大败唐军，擒其四将
。
但当尉迟敬德等回军浍州时，李世民瞅准机会，令兵部尚书殷开山、总管秦叔宝等至美良川（今山西
夏县北）拦击，获得重大胜利，杀敌2000余人。
不久，敬德、寻相等又秘密率领精骑东援蒲坂（今山西永齐西南）之王行本，李世民侦知后，亲率步
骑3000人抄近道夜奔安邑（今山西运城东北）截击，大破之，敬德、寻相只身逃走，余军全被歼灭。
此时，唐军士气大振，诸将都请求与宋军决战，但李世民冷静地分析了情况，认为时机还不成熟。
他对众将说：“金刚悬军深入，精兵猛将，咸聚于是，武周据太原，依金刚为扦蔽，军无蓄积，以掳
掠为资，利在速战。
我闭营养锐以挫其锋，分兵冲其心腹，彼粮尽计穷，自当遁走。
当待此机，未宜速战。
”遂继续执行疲敝敌军、釜底抽薪的计划。
派左行军总管刘弘基，行军侧总管张纶率兵进逼西河，断宋金刚的粮道。
武德三年正月，唐将秦武通攻蒲坂，王行本不敌出降。
二、三月间，刘武周数次派兵攻潞州（今山西长治东）、浩州（西河郡改州）均告失败，其护卫粮道
的黄子英亦为唐骠骑大将军张德政袭杀，张难堡（今山西平遥西南）被唐军占领。
至此刘军南运粮道为之断绝，军心动摇，形势对唐军更为有利。
　　宋金刚在浍州与李世民相持约五个月后，终因粮尽兵困，被迫率军北撤。
李世民见时机成熟，遂挥军乘势追击，至吕州（今山西霍州北），“吃掉”后卫寻相所部，马不停蹄
又乘胜再追，一昼夜兼程200余里，战数十次，士卒们饥饿疲劳到了极点。
至高壁岭（今山西灵石西南），刘弘基拉住李世民的马辔进谏道：“大王破贼，逐北至此，功已足矣
，深入不已，不爱身乎？
且士卒饥疲，宜留壁于此，俟兵粮毕集，然后复进，未晚也。
”李世民认为机不可失，依然策马而进，率领诸军奋进，终于在雀鼠谷（今山西介休西南、霍州以北
汾河谷）追上宋金刚主力，一天中八战皆捷，俘斩敌1万人。
至此，李世民和众将士已经二日未吃饭，三日未解甲了。
宋金刚率余部2万人退守介休，背城列阵，南北7里。
李世民令总管李绩、程知节、秦叔宝攻其北端，翟长孙、秦武通攻其南端。
既战，唐军先稍事退却，待宋金刚正面进攻时，李世民又率精骑出其阵后攻击，大败金刚军，斩3000
人，其部将尉迟敬德、寻相、张万岁等人收余众举介休、永安（今山西灵石东）降唐。
刘武周见大势已去，遂弃太原与宋金刚逃奔突厥，不久亦为突厥所杀。
李世民收复并州（今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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