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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續 728期本版，閻錫山

（中）篇。

抗戰軍興 守土一方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蔣

中正在廬山發表廬山聲明，正式

宣布全面抗戰。閻錫山旋即進京

參與國家大計。在幾種抗戰主張

中，閻錫山贊成長期抗戰方略。

整個抗戰期間，中國陸軍戰區劃

分做過幾次大的調整，閻錫山始

終擔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

當年 9月至 11月，太原會戰 

爆發，閻錫山指揮第二戰區與 

板垣征四郎率領的有鋼軍之稱的

第 5師團 10萬精銳在第二戰區

展開鏖戰。 9月，閻錫山率部與

日軍在平型關激戰。閻錫山將部

隊分為左、右兩部：左翼司令官

為第七集團軍總司令傅作義，右

翼司令官為第六集團軍總司令楊

愛源，共軍八路軍（9月改番號

為第十八集團軍），在右路配合

作戰。

「平型關戰役」是日軍對山

西所發動的側翼攻擊，目的是為

了保護日軍主力南下平漢線之

所需。「平型關戰役」屬中等規

模戰役，國軍方面則由閻錫山指

揮，投入兵力超過 10萬人，歷

經大小戰鬥數十次。

額外提出一點，中共鼓吹的

「平型關大捷」只是「平型關戰

役」中一個極小的局部戰鬥，林

彪師長伏擊的也並非日軍主力，

而是日軍預備隊一千餘人和輜

徐向前同來太原，表示願聽命

令，與國軍一道抗日。由是，林

彪115師駐中條山、呂梁山一帶；

賀龍 120師駐岢嵐、興縣、保德

一帶；劉伯承 129師駐鄭太路

南上黨一代；聶榮臻部駐晉察冀

邊區。共軍部隊入晉後，不聽指

揮，不打日軍，專門伏擊國軍，

繳國軍槍械，並在農村搜刮民眾

財務，大舉赤化。

1939年，晉西事變發生，共

軍滲透勾結韓鈞等國軍決死隊，

實行叛變。對於國軍叛變軍官，

閻錫山採取召回教育方式，第二

戰區副司令楊愛源說：「共產黨

煽動國軍叛變，有人建議將叛變

軍官捕殺，閻先生認為應改變人

的錯，不應該激發人的錯，未接

受。閻先生認為盲目反共，等於

雙料共產黨，貽害人類。」

在日軍、共軍交相煎迫的苦

境中，閻錫山領導第二戰區軍民

浴血奮鬥，兩面作戰。1940年，

選定壺口東岸作為克難之地，壺

口得名因「蓋河漩渦，如一壺然」

（《禹貢》），就此山崖土崗，挖闢

數千口窯洞作為司令部居所，名

曰克難城。百公於此作〈克難坡

感懷〉云：「一角山城萬里心，

朝宗九曲孟門深，俯仰天地無終

重。簡言之，「平型關戰役」是

「太原會戰」的數個中型戰役的

其中之一；而「平型關大捷」又

是「平型關戰役」中的一個非主

力戰鬥行動。

太原會戰 可歌可泣
到了 10月，太原會戰激烈展

開，閻錫山率部與日軍大戰於平

原、忻口、娘子關等地，殲滅板

垣師團逾 4萬精銳，惟國軍也傷

亡奇重，戰鬥成果可歌更可泣。

其中，在中央戰場的忻口戰

役中，戰鬥尤為慘烈，在日軍飛

機、坦克、大炮配合的火力猛攻

下，第九軍軍長郝夢齡躬親赴前

線督部血戰，死守陣地，郝軍長

最終中彈壯烈殉國。

郝夢齡是抗戰殉國的 8位國 

軍上將之一。在平原等戰場，有

國軍全旅四千人全部陣亡之壯

事，日軍也為國軍精神與頑強所

感動，事後在戰場豎碑以示對國

軍軍魂之敬意。

國軍雖然作戰頑強，但因現

代軍事裝備與日軍相差懸殊，華

北戰場方面，張家口、保定、石

家莊、邢台、邯鄲相繼失守。

11月 8日，閻錫山率部從太原撤

守，且退且戰，隨後駐節臨汾，

安撫軍民，整訓部隊。

一日，閻錫山正對青年軍官

訓話，日機忽低飛上空，閻錫山

不為稍動，仍娓娓不輟，周圍人

以危險力勸，閻錫山則講：

「軍事行動，日處險境，惟

不懼不亂者乃勝。今日之事，我

若不定，大家必亂動，正予敵以

目標，則同歸於盡，孰安孰危，

絲毫不敢苟也。」

為達「由抗戰勝利到民族復

興」之目的，閻錫山還在晉建立

民族革命大學，廣收全國革命青

年，每晨親到校作課前講話，對

學員的精神教育極為有效。

1938年，抗戰逐步邁入全

面、持久的第二期抗戰階段。在

第二戰區，閻錫山遵令軍事委員

會開展游擊戰之指示，指揮成立

了四大游擊區，分別以晉西北的

臨縣岢嵐，晉東北的五臺山區，

晉東南的晉縣長治，晉西南的中

條山汾南為中心，牽制日軍約 50

萬眾。

日共煎迫 克難洪爐
閻錫山不僅面對的是日軍的

強大壓力，不受節制的中共軍

隊也是一大隱憂，讓閻錫山腹背 

受敵。

當在 1935年時，共軍在國

軍的圍剿下，由江西竄據陝北；

1936年底，西安事變爆發，國民

政府剿共大計功虧一簣；1937年

9月，中共紅軍編為第八路軍，

劃歸閻錫山節制指揮，番號旋即

改為第十八集團軍。

共酋朱德、周恩來、彭德懷、

談古人的婚姻觀
對於婚姻，除了情，還有更

重要的，那就是「恩義」。重道

義、感恩，是古人所推崇的夫妻

相處之道，因此，古人講百年之

好、相敬如賓、相濡以沫等。

劉庭式的愛情故事

古人對婚姻的信守，主要源

自於他們相信夫妻之緣是命中注

定的，並講求「恩義」之道，這

一點，從北宋劉庭式的故事中，

我們就可以體察到。

蘇東坡在山東密州做州官

時，他有個副官叫劉庭式。劉庭

式出身山東農家，在未考上進士

之前，就和同鄉的農家女子議訂

了婚。當時，劉庭式趕著進京會

考，以至於沒有送聘金，完成正

式儀式，等到金榜題名回來，農

家女卻因為生病而兩眼失明，加

上婚約只是兩家口頭上說說而

已，還沒有舉行正式訂婚的儀

式，對方也就不敢再提婚約的 

事情。

劉庭式的親友都勸他另娶

他人，如果要堅持婚約，也可

娶盲女的妹妹為妻，劉庭式笑

笑說：「我的心早已許諾她了，

哪能因為眼盲，就違背我自已

當初的心意呢？」後來，劉庭式

調來密州當蘇東坡的副官，也

把盲妻接到密州來，兩人十分

恩愛。

蘇東坡看了很感動，因此很

敬佩他的為人。後來盲女在密州

去世，劉庭式非常哀傷，也一直

念念不忘，沒有再娶。

蘇東坡曾經對朋友讚歎說：

「像劉庭式這樣的人，將來如果

不是大富大貴，就會修仙得道。」

多年以後，有人告訴蘇東坡說，

他在廬山的寺廟中遇到劉庭式，

劉庭式上下廬山幾十里山路，健

步如飛，整年不吃東西，面色紅

潤，神采奕奕。

所以蘇東坡特別把他記錄

下來，寫成〈書劉庭式事〉這篇 

極，願把洪爐鑄古今。」

克難城中之洪爐臺，是一座

宏壯的傳統建築，此地即為洪爐

訓練中心，日夜進行軍政訓練。

洪爐取義在於激勵軍民，此處正

像太上老君的煉丹爐一般，要經

過熔煉，方能脫胎換骨。

閻錫山作〈洪爐歌〉曰：「高山

大河，化日薰風。俯仰天地，何始

何終。謀國不豫，人物皆空。克難

洪爐，人才是宗。萬能幹部，陶冶

其中。人格氣節，革命先鋒。精神

整體，合作分工。組織領導，決議

是從。自動徹底，職務惟忠。抗戰

勝利，復興成功。」

策劃收復 全國稱冠
抗戰期間，第二戰區戰事連

年不斷。 1943年，抗戰進入艱

苦階段，閻錫山創建「兵農合一」

制度，此制度優點在於種地人

多，打仗人多，增加糧食產量，

增強作戰力量；又實行「新經濟

措施」，做到軍民全面互助，生

產生活自給自足。該年雙十節閻

錫山獲頒青天白日勳章。

1945年 4月，墨索里尼死，

閻錫山判定軸心國即將崩潰，迅

速策劃收復事宜，訓練擔任收復

工作幹部。

7月中旬，閻錫山率部進入

孝義成。 8月 11日，預派各路

軍前鋒分道挺進，衝破共軍重重

阻撓。 8月 15日，日本宣告投

降，當日，閻錫山部進入運城。

16日，進駐太原、臨汾，隨後光

復長治、代縣、大同。 22日，

中央任閻錫山為山西受降官。 31

日，進入太原綏靖公署，解除日

軍武裝，進行各項接收。

至此，山西全省 106縣市，

除共軍所占縣城外，79縣市完

成光復。閻錫山率部接收全晉淪

區，迅速徹底，全國第一。

在中國傳統的觀念中，古人

的婚姻觀基於天人合一的宇宙

觀，男女婚姻依父母之命、媒約

之言，講究姻緣天定，誠所謂

「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

枕眠」。

古人相扶終老的婚姻觀

古人結婚時，要拜天地、拜

父母、夫妻對拜。拜天地的目

的是把天地作為自己的證婚人，

發誓向對方的終身負責，讓天地

神明作證，無論貧窮、疾病、災

禍、生死，都要相扶終老，信守

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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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口戰役中，壯烈殉國的第九軍軍
長郝夢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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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趙長歌

文章。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是

現代很多年輕人喜歡引用的詩

句。這句話的背後，還有更重要

的內涵，那就是——信守自己對

婚姻的承諾，以及保有重恩義的

價值觀，才是維持婚姻長久的不

二法門。

百川匯海成大事業
山傾扶艱待大機緣

閻錫山 
下

閻錫山大禮服裝，1940年代。（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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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抗日期間，閻錫山創建「兵農合一」制度，一位軍人在克難城中用手
搖紡線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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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圖〉中的迎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