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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景忠： 太原失陷后的山西战局——八路军进入太行山建立敌后抗日根

据地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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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景忠： 太原失陷后的山西战局——八路军进入太行山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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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景忠在《晋阳学刊》2007年第2期发表《太原失陷后的山西战局——八路军进入太行山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背景》一文，认为：太原失
陷后,山西省境内除八路军外,晋军、中央军及其他各路军队甚多,各部继续进行抗日作战,山西战场上绝非八路军一枝独秀。太原失陷时,日军只
占领了同蒲路北段、中段和正太路沿线城镇,晋西北、晋南、晋西、晋东南等区大片土地还在中国军队手中,并与后方连接,中日军队仍在正面战
线交锋。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的主要战场,还是正面战场。那时,八路军一些部队的作战也从属于正面战场。太原失陷后,第二战区即部署各部军
队分区游击,军事委员会亦指示第二战区开展游击作战。但第二战区部队除一部分已经转入日军侧后开展游击作战外,多数部队进行的还是运动
战,有的是阵地攻防作战。将太原失陷后晋省作战统通归入“晋绥游击战”,似亦非所宜。太原失陷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国民政府军抗日作战的重
要性远远超出共产党八路军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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