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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娘
子
關
戰
役

娘
子
關
位
於
晉
、
冀
兩
省
交
界
處
，
是
正
太
鐵
路
上
的
重
要
關
隘
，
也
是
由
河
北
進
入
太
原
的
快
捷
方
式
和

咽
喉
要
衝
。
日
軍
第
一
軍
於
十
月
十
日
攻
陷
石
家
莊
後
，
以
一
部
繼
續
沿
平
漢
路
南
侵
，
以
主
力
第
二
十
師
團
沿

正
太
路
西
進
，
以
策
應
沿
同
蒲
路
南
下
的
第
五
師
團
會
攻
太
原
。

十
月
九
日
，
第
一
戰
區
司
令
長
官
程
潛
按
照
蔣
介
石
的
指
示
，
命
令
第
二
十
七
路
軍
、
第
三
軍
、
第
十
七
師
、

第
三
十
師
和
第
三
十
八
軍
教
導
團
向
娘
子
關
方
面
轉
移
，
掩
護
第
二
戰
區
的
右
側
。
十
月
十
日
晚
，
第
二
戰
區
副

司
令
長
官
黃
紹
竑
赴
娘
子
關
，
負
責
指
揮
正
太
路
作
戰
。

十
二
日
拂
曉
，
日
軍
在
飛
機
炮
火
的
支
持
下
向
井
陘
、
舊
關
守
軍
陣
地
發
起
進
攻
，
激
戰
竟
日
，
井
陘
縣
城

和
舊
關
先
後
被
日
軍
攻
陷
，
娘
子
關
受
到
嚴
重
威
脅
。
閻
錫
山
急
令
正
向
太
原
輸
送
途
中
的
孫
連
仲
部
第
二
十
六

路
軍
回
援
娘
子
關
。

十
三
日
拂
曉
，
日
軍
又
向
第
十
七
師
雪
花
山
陣
地
發
起
攻
擊
，
守
軍
奮
勇
阻
擊
，
連
續
打
退
了
敵
人
的
多
次

進
攻
。
第
十
七
師
師
長
趙
壽
山
趁
夜
率
部
主
動
出
擊
，
奪
回
劉
家
溝
、
長
生
口
陣
地
，
攻
進
井
陘
南
關
車
站
，
不

料
雪
花
山
陣
地
被
日
軍
趁
機
攻
佔
。
守
軍
立
即
組
織
部
隊
向
雪
花
山
反
擊
，
鏖
戰
至
拂
曉
，
守
軍
傷
亡
逾
千
，
陣

地
仍
未
恢
復
，
第
十
七
師
不
得
不
撤
守
乏
驢
嶺
。

十
四
日
，
閻
錫
山
致
電
第
十
八
集
團
軍
總
司
令
朱
德
，
令
第
一
二
九
師
師
長
劉
伯
承
率
部
迅
速
開
赴
陽
泉
增

援
，
並
決
定
娘
子
關
方
面
的
作
戰
統
由
第
二
十
六
路
軍
總
司
令
孫
連
仲
指
揮
。
從
十
五
日
至
十
九
日
，
守
軍
連

續
五
次
向
舊
關
發
起
攻
擊
，
斃
傷
日
軍
二
千
餘
人
，
但
在
日
軍
地
面
、
空
中
優
勢
火
力
下
反
擊
下
，
自
身
傷
亡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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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千
人
，
不
得
不
停
止
進
攻
。

十
月
十
九
日
，
日
軍
第
一
軍
根
據
華
北
方
面
軍
的
指
示
，
命
令
第
二
十
師
團
長
川
岸
文
三
郎
以
全
師
團
兵
力

攻
擊
娘
子
關
，
攻
佔
陽
泉
。
二
十
一
日
，
華
北
方
面
軍
又
增
派
第
一○

九
師
團
和
第
一○

八
師
團
各
一
部
轉
入
正

太
線
作
戰
。
川
岸
文
三
郎
決
定
將
部
隊
分
為
左
、
右
兩
個
縱
隊
向
正
太
路
進
攻
。

從
十
月
二
十
一
日
至
二
十
四
日
，
日
軍
第
二
十
師
團
右
縱
隊
在
飛
機
掩
護
下
，
連
續
三
天
對
娘
子
關
正
面
及

右
翼
陣
地
發
動
全
線
攻
擊
，
均
被
守
軍
擊
退
。
黃
紹
竑
認
為
娘
子
關
防
線
已
趨
於
穩
定
，
二
十
五
日
，
電
令
第

二
十
七
路
軍
開
赴
忻
口
增
援
，
遺
防
由
第
二
十
六
路
軍
接
防
。
正
當
右
翼
部
隊
調
整
換
防
、
左
翼
防
守
兵
力
減
少

之
際
，
日
軍
於
二
十
五
日
發
動
突
然
襲
擊
，
守
軍
猝
不
及
防
，
多
處
防
線
被
突
破
。

十
月
二
十
六
日
，
日
軍
左
縱
隊
派
出
四
個
大
隊
的
突
擊
部
隊
突
破
第
三
軍
防
線
，
迂
迴
到
娘
子
關
和
新
關
側

後
。
娘
子
關
腹
背
受
敵
，
守
軍
被
迫
撤
退
。
日
軍
乘
勢
佔
領
娘
子
關
，
晉
東
戰
局
急
轉
直
下
。

守
軍
連
日
禦
敵
，
傷
亡
慘
重
，
孫
連
仲
致
電
閻
錫
山
，
請
求
速
調
生
力
軍
增
援
。
八
路
軍
第
一
二
九
師
奉
令

增
援
娘
子
關
，
十
月
十
八
日
進
抵
平
定
以
東
地
區
，
開
始
向
娘
子
關
東
南
日
軍
側
後
挺
進
，
尋
機
殲
敵
。
二
十
二

日
夜
，
第
三
八
八
旅
第
七
七
二
團
襲
擊
娘
子
關
以
東
長
生
口
日
軍
，
斃
敵
三
十
餘
名
。
二
十
三
日
，
第
三
八
六
旅

第
七
七
一
團
在
東
石
門
阻
擊
敵
人
，
斃
傷
日
軍
二
百
餘
人
。
二
十
四
日
又
在
馬
山
村
等
地
襲
擊
敵
人
，
斃
傷
日
軍

百
餘
名
。

二
十
六
日
拂
曉
，
第
三
八
六
旅
旅
長
陳
賡
親
率
第
七
七
二
團
在
七
亘
村
一
帶
設
伏
，
經
二
小
時
激
戰
，
擊
斃

日
軍
輜
重
部
隊
三
百
餘
人
，
繳
獲
騾
馬
三
百
餘
匹
和
大
批
軍
用
物
資
。
二
十
八
日
，
該
團
在
七
亘
村
再
次
伏
擊
敵

人
，
斃
敵
百
餘
名
，
繳
獲
騾
馬
數
十
匹
。



。89。

第五章 太原會戰

當
日
軍
主
力
沿
正
太
路
西
進
追
擊
之
時
，
八
路
軍
總
部
於
十
月
二
十
八
日
率
第
一
一
五
師
師
部
及
第
三
四
三

旅
由
五
台
南
下
，
三
十
日
到
達
平
定
西
南
地
區
。
四
日
拂
曉
，
第
一
一
五
師
第
三
四
三
旅
在
陳
光
指
揮
下
，
對
進

至
廣
陽
的
日
軍
輜
重
隊
進
行
襲
擊
，
殲
滅
日
軍
近
千
人
，
繳
獲
大
批
軍
用
物
資
。
七
日
，
又
在
廣
陽
以
東
戶
封
村

設
伏
，
斃
傷
日
軍
二
百
五
十
餘
人
。

八
路
軍
的
連
續
伏
擊
，
遲
滯
了
日
軍
的
追
擊
行
動
，
支
持
了
沿
正
太
路
西
撤
的
友
軍
。
但
是
，
由
於
正
太
路

守
軍
沒
有
組
織
好
有
效
的
防
禦
，
致
使
平
定
、
陽
泉
、
壽
陽
相
繼
陷
落
，
日
軍
逼
近
太
原
，
致
使
忻
口
戰
役
功
虧

一
簣
。

四
、
太
原
保
衛
戰

十
一
月
二
日
，
沿
正
太
路
追
擊
的
日
軍
攻
陷
壽
陽
，
危
及
太
原
。
閻
錫
山
下
令
忻
口
方
面
的
守
軍
後
撤
。
四

日
下
午
，
閻
錫
山
在
太
原
召
開
軍
事
會
議
，
決
定
以
忻
口
方
面
退
下
來
的
部
隊
據
守
太
原
北
郊
既
設
工
事
，
以
娘

子
關
撤
退
的
孫
連
仲
部
據
守
太
原
以
東
的
既
設
工
事
，
以
傅
作
義
部
死
守
太
原
城
，
並
任
命
傅
作
義
為
太
原
守
備

司
令
。十

一
月
三
日
，
日
本
﹁
華
北
方
面
軍
﹂
命
令
第
五
師
團
、
第
二
十
師
團
昔
陽
支
隊
和
第
一○

九
師
團
一
部
歸

第
一
軍
司
令
官
香
月
清
司
統
一
指
揮
攻
佔
太
原
。
五
日
，
東
、
北
兩
線
的
日
軍
逼
近
太
原
城
郊
，
開
始
對
太
原
周

邊
陣
地
發
動
進
攻
。
六
日
，
衛
立
煌
下
達
了
暫
避
決
戰
、
固
守
太
原
、
主
力
南
撤
、
待
機
回
殲
的
命
令
，
將
主
力

部
隊
南
撤
，
守
衛
太
原
的
部
隊
僅
餘
第
三
十
五
軍
及
獨
立
第
一
旅
、
第
二
一
三
旅
等
部
約
十
九
個
營
的
兵
力
。

八
日
晨
，
擔
任
主
攻
的
日
軍
第
五
師
團
兵
臨
城
下
，
從
東
、
北
兩
面
向
太
原
城
猛
烈
攻
擊
。
日
機
十
三
架
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