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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0月25日，时任八路军129

师师长刘伯承挥师晋东，指挥打响了七

亘村伏击战，创造了在同一地区连续两

次设伏的经典战例，充分体现我党游击

战方针的正确性和八路军的顽强作风、

战斗勇气。

据咽喉之险的地形选择。选定地

形是伏击战的重要决胜因素。刘伯承

选择七亘村作为 129师进军晋东的第

一处伏击战场，绝非偶然。七亘村位

于山西省平定县东部，是晋冀两省接

壤处太行山脉中部的地理要冲，也是

井（陉）平（定）小道的必经之处。从兵

要地志上看，古时“太行八陉”之一的

井陉，有两道大门可以穿太行山进入

山西平定，北门是娘子关，南门就是七

亘。从地貌特征上看，七亘村四面环

山，沟壑纵横，峡谷陡峭，道路奇险，素

有“龙虎环抱”之称，是历代兵家屯兵

设卡要地。抗战爆发后，日军要从河

北进攻山西平定，就绕不开七亘村这

个咽喉要道。

七亘村伏击战前，刘伯承曾亲自

实地察看地形，发现七亘村附近山路

宽不足 2米，路南地形大部分为高约

10米的土坡，路北是几十米深的山

沟，是设伏的理想战场。当天，我军

获悉日军第 20师团已向平定方向急

进，其辎重部队 1000人还在距七亘村

10公里外的测鱼镇宿营。刘伯承综合

地形勘察和敌情通报后指出：“七亘村

是测鱼镇敌军通往平定的咽喉要道，

日军明天一定经七亘村向前方运送军

需物资。送到嘴边的‘狗肉’，一定把

它吃掉！”我386旅772团3营充分利用

地形，把主要兵力埋伏在山道南侧四

五十米处的土坡上。26日上午 9时，

我军放过先头 100名日军警戒部队，

待敌辎重部队进入伏击区、后方掩护

部队尚未跟进时，居高临下发起突然

袭击。日军遇袭后猝不及防、死伤一

片，各类军用物资把狭窄的山道堵得

严严实实，兵力无法展开、火力不能发

扬。我军随即冲进敌群展开肉搏战，

采用拦头、截腰、堵尾的战法，把敌人

截成 3段。日军辎重部队进退两难、

无路可逃，在狭窄山路上自相践踏、跌

落山沟。至 11时左右，日军除一部逃

回外，其余 300余名均被我军歼灭，损

失骡马、骆驼 300余匹及全部军用物

资，我军仅伤亡10余人。

反用兵常理的指挥艺术。《孙子兵

法》指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刘伯

承运用这一军事法则时，不是一成不变

地照搬照套，而是视实际情况灵活决

策。第一次七亘村伏击战胜利后，我军

本应迅速撤离，另寻战机。刘伯承却分

析指出，日军第20师团正向平定进犯，

急需军用物资，在他们打通正太路以前，

仍然只能走七亘村前送补给。同时，敌

指挥官熟悉中国古代兵法，对“兵无常

势，水无常形”“不得遵常”等条文也有了

解，很容易得出我军不会在此地二次设

伏的误判。基于以上情况和分析，刘伯

承对“用兵之法，贵在不复”的兵家常理

反其道而行之，在七亘村再次设伏。

27日，测鱼镇日军一面派部队到

七亘村搬运尸体，一面调整力量，准备

继续运送物资。为迷惑日军，刘伯承故

意让772团主力佯装撤退，给敌人造成

七亘村无兵把守假象。事实上，我军待

敌人收尸完毕后，仍以772团3营继续

在七亘村设伏,只是“不变中有变”，把

伏击地点改到第一次伏击地点西侧，利

用七亘村南山的土坎、沟壑、草丛等地

形隐蔽埋伏。28日，日军以100余名骑

兵、300余名步兵掩护辎重部队经过七

亘村。当日军骑兵通过改道庙到达营

庄，辎重部队刚刚进入我军伏击圈时，

我伏击部队发起突袭，日军被打得人仰

马翻，损失兵力100余名、骡马数十匹，

我军仅伤亡 20余人。七亘村之战，创

造了连环伏击战的战场传奇，堪称活用

兵法的经典战例。战后，第二战区副司

令长官卫立煌对这次“反常用兵”赞叹

不已，称赞刘伯承将军“重叠的待伏”是

个奇迹，是“兵家所忌”的一次大胆而巧

妙的用兵，称赞“游击、游击，打出了奇

迹，还是八路军机动灵活的战术好，接

连打了两次大胜仗”。

制强敌而胜的勇猛突袭。七亘村

伏击战的成功，还得益于八路军386旅

指战员的作战经验、过人胆识和战斗

意志。386旅改编自红四方面军31军，

包括旅长陈赓、772团副团长王近山在

内，很多人都是经历过长征的红军骨

干，在土地革命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

作战经验，敢于并且善于打近战、伏击

战，即使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也毫不

胆怯。刘伯承回忆说，772团七亘村两

次战斗，均由纵深转到伏击地带突然

冲锋，在2小时内英勇坚决而干脆地解

决战斗。《386旅抗战五年的总结》一文

指出，我军在七亘村胜利的成功经验

之一，是“沉着隐蔽突然干脆”“我伏击

地离敌仅 40米，机枪阵地离敌仅 20

米，未被发觉。我机枪一响部队即开

始出击，手榴弹、刺刀同时动作，投入

白刃格斗”。

历史记载，在七亘村第一次伏击

战中，772团 12连 4班战士、共产党员

杨绍清冲在最前，与迎面围上来的7名

日军拼刺刀，在负伤3处的情况下，刺

死6个，刺伤1个，夺枪3支。一位无名

战士用枪托和敌人拼打搏斗，负伤 5

处、鲜血沾满全身仍不下火线，硬是扑

上去击毙日军军官。在第二次伏击战

中，面对日军行进中的火力侦察和警

戒搜索，我设伏指战员沉着机智、危而

不动，直到战斗打响前一刻也没被敌

人发觉，展现出过硬的心理素养和伏

击经验。七亘村两次设伏取胜，不仅

有力打击日军嚣张气焰、支援忻口会

战正面战场，也彰显了我党我军的抗

战决心和意志。八路军不怕死的顽强

战斗作风，迅速在太行山群众中传为

美谈，为建立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奠定

了重要基础。

（作者系辽宁省军区盘锦军分区司

令员）

说起国产直升机，人们肯定都会
想到直-10、直-19。国产直升机能有
今天蓬勃发展的局面，不能忘记 60 年
前披荆斩棘开创国产直升机研制生
产先河的直-5直升机。

上世纪 50 年代，我国在成功研制
初教-5 教练机和歼-5 战斗机后，直
升机的试制提上日程。1955 年 4 月，
从苏联批量引进的米-4 直升机装备
部队。同时，国家决定引进米-4及其
发动机的相关技术，分别由哈尔滨飞
机制造厂和哈尔滨东安发动机厂进行
仿制。

1956 年 10 月，中国同苏联签订仿
制生产米-4的合同，这一计划代号为
“旋风 25”工程，预计从 1957 年 6 月开
始，到 1959年年底完成研制。但由于当
时苏联正在对米-4进行延长使用寿命
的改进，所以相关技术资料直到 1958年
1月才交给中国，因此整个计划不得不
同步延后。

哈飞拿到米-4 的技术资料后，立
即开始翻译和描发图样，在 6月底就完
成全机图样及资料的描发工作，同时采
取边设计制造工装、边制造飞机零件的
交叉试制工作法，11月完成第一架样机
总装，12月完成全机静力试验，1958年

12月 14日首飞成功。
由于当时正处于“大跃进”时期，

直-5的研制也受到影响，为赶进度不
断修改计划甚至简化工艺。首架直-5
成功试飞后，未经鉴定就陆续投产 45
架，总装完成 10架，但因质量不过关，无
法投入使用。1959 年 12 月 16日，用质
量较好的第 6 架机勉强通过鉴定，而
1958年到 1960年间生产的直-5直升机
全部不合格。

1960年12月，国防工业提出“军工产
品质量第一，在确保质量的基础上求数量”
的方针，直-5直升机研制被列入彻底整顿
的范围。1961年 3月，开始重新研制直-
5，1963年7月第一架优质直-5总装完毕，
并于1963年8月20日首飞成功，9月通过
鉴定验收，1964年开始批量生产。

在充分消化引进技术，提高产品
质量的同时，在生产中也对直-5进行
改进。最大的改进就是用金属旋翼
桨叶代替原来的钢梁木结构旋翼桨
叶，大大提高旋翼的使用寿命和飞行
性能。从直-5 第十二批第 7 架机起，
开始全部改用金属旋翼。 1966 年后
直-5 改用玻璃钢尾桨，还将燃油箱改
为薄壁软油箱，将座舱内活动副油箱
改为机身两侧外挂副油箱。此外，

直-5 还在基本型的基础上发展出客
机型、农林型、航测型、水上救生型等
衍生型。

到 1979 年停产，直-5 共生产 545
架。1966 年是生产数量最多的一年，
年产量达到 102 架。随着产量提升，
直-5 价格也直线下降，从 1963 年的
158 万元人民币降至 1967 年的 48 万元
人民币。

除 86 架援助友好国家外，其余的
直-5均装备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及地方
单位，航迹遍布全国。直-5在整个服
役期间参加了许多重大事件和作战行
动，如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西沙海
战和边境作战等。直-5在全国抢险救
灾工作中也屡建功勋。1966 年 3 月 8
日，周恩来总理视察邢台地震灾区乘
坐的就是直-5。这架 3889 号直-5 现
存放在中国航空博物馆。

一分为二，都不满意

1947 年 6 月，英国驻印度总督蒙
巴顿提出按“宗教特点”实行印巴分
治的方案，建立印度教徒的印度斯坦
和伊斯兰教徒的巴基斯坦两个国
家。这也使得原先的皇家印度海军
需要进行兵力分割，虽然分割过程整
体较为顺利，但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
对分割结果都不满意。

在原皇家印度海军中，穆斯林
主要在舰艇甲板工作，军官阶层则
以非穆斯林为主，这样新组建的巴
基斯坦海军大量缺少军官，而印度
海军则大量缺少训练有素的甲板人
员。同样，原皇家印度海军的训练
设施主要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而
主要维修与造船设施集中在印度。
人员、训练和保障设施的分配不均，
使得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海军在初
创阶段都不得不花费大量资金来弥
补这些不足。

改来改去，问题不断

1939 年，意大利第一款中型坦克
M11/39研制成功，但重量只有 11吨，
装甲最厚处也只有 30 毫米，而其 37
毫米反坦克炮竟然固定安装在车体
前方，炮塔只安装了 1挺 8毫米机枪。

在 M11/39 基础上研制的 M13/
40 坦克，其炮塔上安装一门 47 毫米
炮，但装甲最厚处只有 30毫米，不过
M13/40 总体上相比 M11/39 已有很
大提高，解决了M11/39的一些问题，
但也暴露出新问题。

M13/40 的炮塔内没有安装通风
换气装置，炮弹发射药的废气会累积
在炮塔内，实战中M13/40开几炮后，
里面的坦克兵就被熏得头晕眼花、呕
吐不止，意大利坦克兵们不得不冒着
危险打开车顶舱盖通风换气。

（乌 沃）

取消陆军总司令，设立

职业参谋机构

19世纪中叶，英国陆军经过克里米
亚战争和印度兵变，其军事指挥体制的
缺陷充分暴露出来，尤其是在高级指挥
官的选择上，英国已强烈意识到能力的
重要性和潜在价值，之前选择高级指挥
官时贵族身份优先的弊端已在战争中得
到印证。19世纪末 20世纪初布尔战争
的失败更是彻底惊醒英国人，他们发现
结构松散的、以团为架构的军队无法适
应当时战争的需要。

英国从 1904 年开始对陆军进行改
革。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撤销陆军
总司令，改由陆军参谋长担任陆军最高
军事首长，同时成立陆军委员会，下设职
业参谋机构——陆军参谋部。新成立的
陆军参谋部由军事行动局、参谋业务局、
军事训练局组成。这一军事指挥体制也
逐步复制到海军和空军及相应各个下级
层面。如英国海军领导机关为海军委员
会，隶属于国防部国防会议，下设海军参
谋部；海军委员会是有关海军重大政策
性问题的决策机关，由国防大臣兼任主
席，海军参谋长任执行主席；海军参谋部
是海军指挥机关，负责制定海军军事方
面的政策、兵力部署、计划等，海军参谋
长为海军第一主官。

参谋机构在世界大战

中运筹帷幄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后，英国建立
远征军赴法作战。其军、师两级均编有
专门参谋机构——司令部，这类参谋机
构在作战筹划中开创了将坦克用于战场
的先河，并大量使用飞机作战，促进英国
军事技术和军兵种的发展。英国远征军
在西线击败德军 197个师中的 99个，俘
虏近20万人——几乎占到协约国军队在
法国歼敌总数的一半。

参谋机构的重要作用同样体现在海
战战场上。一战伊始，英国海军开赴北
海进入战斗状态，并派出多艘潜艇在赫
尔戈兰岛海域佯动，却根本找不到作战
机会。担任地中海舰队参谋长的罗杰·
凯斯准将提出使用轻型舰艇突袭德国军
舰的计划，即以英军潜艇为诱饵，引诱和
围歼德军驱逐舰分队。这一计划提出后
得到丘吉尔的肯定，并很快在赫尔戈兰
岛海战中得到成功实施。

许多在一战中以参谋身份得到历练
的英军高级指挥员在二战中发挥重要作
用。其中最为有名的是蒙哥马利元帅，
这位一战中的一级作战参谋在战争结束
后曾任旅参谋长、二级参谋，后进入参谋
学院任教。蒙哥马利在任各级司令部参
谋时，以认真缜密的工作作风而著称。
蒙哥马利认为，周密细致，是每位参谋人
员必备的工作作风，任何粗枝大叶都可
能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

撤销三军独立机构，

适应联合作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在反思英军
在一战中的表现时，认为组成英国武装力
量的3个军种——陆军、皇家海军和皇家
空军之间有必要进行更大的协作。虽然

组建联合参谋部门的提议在1921年被当
届政府拒绝，但出于军种间协作的考虑，
参谋长委员会在 1923 年组建。1956 年
前，参谋长委员会虽未设主席职位，但由
海陆空3个军种参谋长轮流主持委员会。

1959 年，受二战中“联合作战”这
一新概念的影响，英国设立国防参谋
长一职。首任国防参谋长是皇家空军
元帅威廉·迪克森。同时设立的国防
参谋部是英军最高作战指挥机构，其
主要职责是：向国防大臣提出有关国
防政策、军事战略、武器需求、兵力部
署、作战行动等方面的建议；根据国防
大臣的要求制订各军种作战和联合作
战计划；进行军事理论研究，提出军事
战略方案；制订后勤计划，管理训练演
习等。国防参谋部的直属机构主要
有：战略与政策、计划与人事、武器需
求和作战等四大部门。

国防参谋部的作用在马岛战争中得
到检验。英军在对马岛的封锁作战中形
成 4个指挥层次：最高层为战略指挥部
即战时内阁，第二层是联合作战指挥所
即联合作战司令部，第三层为各战役方
向指挥所，第四层为各战术指挥所。整
个指挥体系的核心是由国防参谋长领
导、海军上将为总指挥的联合作战司令
部，下辖 3个作战司令部：“324”特遣编
队司令部，负责指挥核动力攻击潜艇；空
军司令部，负责指挥远程航空兵；“317”
特遣舰队司令部，负责指挥北纬 10°至
马岛海区的舰船编队。这种清晰的指挥
关系和简洁的指挥层次，从体制上保证
了指挥的高效率。

1985年，英国取消独立的海军参谋
长、陆军参谋长和空军参谋长及其参谋
机构。国防参谋长作为政府的主要军事
顾问，继续担任参谋长委员会主席。这
一改革大大加强了国防参谋长的地位，
相应削弱各军种参谋长的权力，特别是
取消他们为各自军种制定未来政策和计
划的权力。1994年，英国国防领导体制
再次进行改革，将原来由国防部、国防会
议直接指挥军队的权限交给参谋长委员
会和国防参谋部。

2012年，英军正式组建联合部队司
令部，专门负责军队联合作战指挥与能
力建设，形成了“国防部-联合部队司令
部-一线机动部队”3级作战指挥体制。
（作者单位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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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直升机开山之作：直-5直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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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哥马利为英军中参谋出身的高级将领

直-5直升机是我国第一种批量生产的直升机1966年，周恩来总理乘坐直-5直升机视察邢台地震灾区，人群后方即为直-5直升机

刘伯承“反常用兵”精妙取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