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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 8月 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
条件投降，华中敌占区大部相继被收
复。但国民党集团妄图抢占胜利果实，
勾结诱使盘踞在江苏高邮、邵伯一带日
伪军拒绝向新四军投降。12月 19日至
26日，我华中野战军集中 15个团兵力，
向驻高邮日伪军发起全面进攻，一举拔
除残存日伪据点，歼灭日军 1100余人、
伪军5000余人，创造我军一次战役歼灭
日军人数最多的纪录，被史学界称为
抗日战争最后一役。

审时度势，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为
执行党中央“坚决、彻底、干净地消除一
切敢于抵抗的敌人”的命令，时任华中
野战军司令员粟裕与张鼎丞、邓子恢、
谭震林等人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发起高
邮战役。粟裕原计划集中第6、第7、第8
纵队攻敌，而后北上会同山东野战军发
起陇海路东段战役，挫败国民党军进攻
我解放区图谋，把华中和山东两大战略
区连成一片。但情况突变，国民党军集
结兵力欲打通津浦路，新四军军部遂令
华中野战军主力执行津浦路作战任
务。后因国共和谈需要，作战行动暂时
搁浅，粟裕再次建议，“可趁我主力集结
之机，进行高（邮）邵（伯）战役”。这一
建议很快获上级批准，但第 6纵队仍因

形势需要留在淮海地区，第 7、第 8纵队
和苏中军区部队投入备战。12月15日，
作战准备一切就绪，南线之战一触即
发，新四军军部突然发来电报：“调七、
八两个纵队迅速北上，即返津浦路方
向。”此时，国民党军第 25军先头部队
108师已到达扬州及江都一线，企图集
结重兵在日伪军掩护下进占高邮。情
势危急，粟裕亲自起草长达千言的电
报，详细陈述利弊，再次建议举行高邮
邵伯战役，最终获上级同意。正是坚持
这一战略构想，观照战略全局利益和战
场实际，为战役胜利奠定坚实基础。

围城打援，灵活运用攻坚战术。高
邮南临扬州、北扼两淮，地势险要、易守
难攻，被称为“运河大门的铁锁”。自
1939年10月沦陷后，日伪军在高邮部署
重兵，历年加修工事。高邮城头碉堡林
立，城外工事密布，护城河环绕四周，形
成严密外围防线，城内则利用庙宇、公
园、工厂构成防御据点。粟裕及时调整
作战部署，将作战分两个阶段实施。第
一阶段，以第 7纵队和苏中军区部队从
南面攻打邵伯及扬泰线上日伪据点，控
制国民党军北援通道运河大堤，并以第8
纵队肃清高邮外围。第二阶段，以第 8
纵队从北面向高邮发动总攻，全歼守敌，

以第 7纵队及苏中军区部队坚决阻援，
并相机歼灭扬泰线增援国民党军。战斗
打响后，粟裕率精干人员到一线指挥作
战，第 7纵队采取“围三阙一”战法，从
北、东、西3面发起猛攻，网开南面一角，
诱使日伪军突围，伺机聚而歼之。攻打
高邮时，粟裕指挥部队声东击西、避实击
虚，通过佯攻营造声势，避开敌防御工事
和火力配置的重点，同时灵活运用交通
壕、低胸墙工事作战，集中火炮和机枪火
力对敌实施火力压制，并特别嘱咐部队：

“力争偷袭，准备强攻。偷袭不成，立即
强攻，以收神效。”当时雨夜漆黑，粟裕命
令部队突然发起猛攻，打得敌人措手不
及，经一番激战终于突破日伪防线，顺利
攻破高邮城。

以打促降，积极开展政治攻势。战
役发起之初，中央军委指示华中军区，尽
力争取伪军反正。外围据点被扫除后，
日伪军龟缩高邮城内负隅顽抗，我参战
部队一面积极做好攻城准备，一面大力
开展政治攻势。我军制作大量劝降标
语，贴在民房醒目位置，上书“日本天皇
早已宣布无条件投降了！”“你们的父母
姐妹正等待着你们！”“放下武器，保证生
命安全！”等字样。当地军民还别出心裁
地发明出“风筝散传单”的方式，即用厚

牛皮纸糊成的大风筝绑住传单，点燃长
短不等的线香以定时烧断绑绳，绑绳烧
断后，传单就像雪花般飘进高邮城。有
的传单上写道：“天寒地冻破衣裳，你为
谁人守城墙。赶快走下城头来，弃暗投
明获解放……”同时，军区敌工部还请来

“日本反战同盟”“朝鲜独立联盟”的友
人，用日语高声宣读日本天皇投降诏书，
播放日本人民十分熟悉的《思乡曲》……
这些到处可见的标语、随风飘落的传单、
情理交融的劝说、幽怨柔和的曲调，渐渐
攻破敌心理防线，敌士气明显低落。

深入动员，充分凝聚民众伟力。苏
中地区曾饱受日伪军肆意欺凌，当地民
众抗日热情十分高昂。在日本政府宣
布无条件投降后长达数月时间里，高
邮、邵伯一带残军仍嚣张跋扈、胡作非
为，拒绝向我军缴械投降，导致当地民
怨沸腾，人民群众强烈要求解放高邮，
消灭拒绝投降的日伪军。12月 15日，
华中军区发布《高邮战役政治命令》，提
出政治上的要求，强调全军指战员“应
发扬‘猛打’‘猛攻’‘猛追’的拼搏精神，
以达到干脆彻底歼灭来犯之敌”，各参
战部队传达学习后群情振奋、斗志昂
扬。苏中地方政府专门成立支前总后
勤部，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前，为
部队提供物资，帮助运送弹药，先后调
集民船 500余只、民工 1.5万余人，组织
民兵 3000余人直接参战，运送粮草 7.5
万余吨，有效保障战役顺利实施。当地
群众不仅主动给新四军战士腾房让铺、
烧茶送水，还将许多桌子和棉被送给部
队作攻城防身的“土坦克”用……苏中
大地处处呈现“战士勇往直前冲锋陷
阵，老百姓肩抬担架、车送弹药”的动人
景象。
（作者单位为陆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

在绥芬河这座东北小城，有一位
当地人尽皆知、名叫嘎丽娅的中俄混
血姑娘，大家都叫她“和平天使”。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苏军进攻绥芬
河附近的日军天长山要塞时，嘎丽娅
作为苏军侦察分队翻译劝降日军，被
日军杀害。

1945年 8月 8日晚，苏联宣布从次
日起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10日，苏军
第17军进攻绥芬河，日军第271联队第3
大队陷入混乱，随后进入绥芬河天长山
要塞负隅顽抗。嘎丽娅是在12日，也就
是开战第3天，进入天长山要塞劝降的。

对于嘎丽娅的遇害经过，目前存在
3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认为，嘎丽娅曾 3次前
往天长山，第二次去时，日本军官说再
给一些时间准备，答应当天下午 3时放
下武器投降。嘎丽娅当天下午第三次
前往天长山时，日军突然开枪，将同去
的苏军打死，嘎丽娅也被杀害。

第二种说法来自绥芬河和平天使
嘎丽娅纪念馆。该观点认为，8月 12日

嘎丽娅和苏军大尉菲多尔琴科所率侦
察分队一起执行劝降任务时，嘎丽娅扛
着白旗带着劝降书走在前面，侦察分队
战士紧随其后。中午前后，嘎丽娅一边
走一边用日语喊话，表明己方身份和劝
降的目的。

可是日军只允许嘎丽娅进入日军
阵地，嘎丽娅很紧张。由于只有嘎丽
娅一人能与日军沟通，在苏军大尉的
鼓励下，她还是进入要塞。侦察分队
在焦急等待时，听到日军争吵，随后日
军开枪，侦察分队撤退后苏军对要塞
进行了炮轰。

第三种说法是笔者在同绥芬河当
地人聊天后得来的。大致是当时劝降
的人一共有4位，只有嘎丽娅没有回来，
其余3人都安全返回。日军不让苏军小
分队靠近，只让包括嘎丽娅在内的 4人
进去，随后日军以另外 3人说的话完全
听不懂为由，将他们放出。可是没多久
就听到日军争吵声，估计当时日军分为
两派，一派要打，一派要投降，接着就是
枪响。日军开枪后，侦察分队试图靠

近，被日军火力压制，伤亡很大。苏军
撤退后对要塞进行轰炸，最后嘎丽娅的
家人只在天长山找到上山时妈妈给她
戴的红头巾。

绥芬河市人民为纪念“和平天使”
嘎丽娅，建设了以她名字命名的嘎丽
娅公园。在这座公园内，33位苏联红
军战士栽下了白桦树，中国抗日老战
士栽下了云杉，这些都是嘎丽娅喜欢
的树木。

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因嘎丽娅的事
迹给绥芬河市民回信。他在信中提到：
人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的巨大
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
有义务对这次沉重考验和对那些英勇
献身的英雄的哀思传递给子孙后代，为
此而建立“友谊和平天使”纪念碑，来表
彰这位翻译姑娘为拯救和平居民的功
绩，这将受到下一代人的敬意。

元顺帝的身世

元顺帝妥欢帖木儿是元朝最
后一位皇帝。元顺帝颇有才干，
即位之初便斗败权臣。在丞相脱
脱的辅佐下，元顺帝起初对元朝
的 统 治 也 进 行 过 一 定 程 度 的 改
革，有过一番振作之举。

然 而 ，元 顺 帝 后 来 变 得 骄 奢
淫 逸 ，沉 迷 于 鲁 班 游 戏 ，设 计 制
作的器具令一些老工匠都自愧不
如 ，还 信 仰 一 些 歪 门 邪 道 的 宗
教 ，致 使 整 个 朝 廷 乌 烟 瘴 气 ，最
终 导 致 元 朝 在 政 治 、经 济 、军 事
等各个方面出现危机，各地义军
蜂 拥 而 起 ，起 义 频 发 ，并 最 终 被
明朝所灭。

有意思的是，民间野史传言，
元顺帝是宋朝末代皇帝宋恭帝后
裔，是赵氏冥冥之中通过他报亡
国 之 仇 ，这 显 然 是 一 种 无 稽 之
谈。而更有意思的是，蒙古史料
中也有相似的记载，只不过主角
变成了明朝永乐皇帝朱棣，蒙古
史料称朱棣是元顺帝后裔。

汉朝的马政

白登之围后，汉朝采取一系列
内外政策，稳住匈奴以争取时间、缓
和内部矛盾、促进内部发展，以期壮
大实力彻底解决匈奴的威胁。

为应对匈奴骑兵，发展汉军骑
兵“以骑制骑”，汉武帝前的汉朝
历代皇帝都着力发展马政，为武
帝时期建立强大骑兵部队打下基
础，同时也加强了汉军作战命令、
情报信息的传递速度，提高了整
体作战效率。

汉高祖时，萧何提出厩律，制定
养马制度。高后吕雉时期，禁止母
马出关，保证马种。文帝时，晁错提
出以免除赋役的办法鼓励民间养
马，被文帝采纳并推广。景帝时，在
禁止壮年马出关的同时，还大兴养
马事业，在关中和边境兴办、经营几
十处马场。在政府层面，汉朝也建
立了管理制度，中央、地方都有专人
负责养马事业。在中央，由太仆管
理全国养马事业，边郡设有六苑师
牧令，郡设有马丞，王国设有仆。

（董 浩） 中国抗日军政大学中国抗日军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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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战奇略》教战篇原文为：
凡欲兴师，必先教战。三军之士，
素习离合聚散之法，备谙坐作进
退之令，使之遇敌，视旌麾以应
变，听金鼓而进退，如此则战无不
胜。法（指《论语?子路第十三》）
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教战篇强调教育训练对于
作战的重要性，认为凡是准备用
兵，必先训练部队。要使全军平
时练好分散与集合阵法，熟悉起
坐和进退号令。与敌人进行战
斗时，部队可根据旗帜挥动而变
化，可听战鼓声响前进后退。

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吴起
提出，用兵的原则首先是教育训
练部队。1人学会打仗，可以教
会 10人，以此类推可以教会全
军。每种动作、队形变化，都要
反复练习直至全部掌握。吴起
一生在大规模战斗中未尝败绩，
这与其重视练兵是分不开的。

1936年 6月，西北抗日红军
大学（1937年改称中国人民抗日
军事政治大学，以下简称抗大）开
学，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著名的

“窑洞大学”由此诞生。在艰苦的
战争环境下，抗大培养出10余万
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如火种一
般播撒全军，为我党我军发展壮
大，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
利，发挥了先锋模范和砥柱中坚
作用。据统计，共和国36位军事
家中，18位毕业于抗大。新中国
成立之初，地方省、部级干部中，
抗大学员更是比比皆是。

毛泽东说过：“不打无准备之仗，
不打无把握之仗。”战前准备工作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训练部队是战前准备
工作的重中之重。随着战争形态的不
断演变，部队训练方式方法也在不断
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强大军队离不
开科学训练，而不同的训练方式之间，
总有着一些共同特征。

合理组训是“教战”基本前提。吴
起为使魏军能够对抗秦军，重新对魏
国部队进行编组，建立了魏军精锐“魏
武卒”。“魏武卒”五人为伍，设伍长一
人；二伍为什，设什长一人；五什为屯，
设屯长一人；二屯为百，设百将一人；
五百人，设五百主一人；一千人，设二
五百主（亦称“千人”）一人。这种编制
使庞大的军队成为有机整体，指挥官
调兵遣将、灵活自如。此外，吴起通过

“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这种
“裂变式”的训练方式，短时间内大大
提高魏国士兵战斗素养。吴起努力的
成果在实战中得以显现，在魏国与秦
国争夺关中河西地区的阴晋之战中，
吴起率 5万兵力击溃 50万秦军，成为
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

抗大创办之初，就根据战争的需
要，采取一整套科学合理的教育训练
制度。由于前线形势不断变化，随时
有学员入校，随时又有学员毕业，为适
应这一情况，抗大总校采取灵活学制，
8届学员学制不固定，短则半年，长则
3年。在机构上，抗大在全国创办 12
所分校、5所陆军中学和 1所附设中
学，辗转于抗战前线，被称为“活动的
课堂”“流动的学校”，通过以点带面、
以少带多、以强带弱，培养出 10多万
军政干部。

选贤任能是“教战”首要原则。吴
起为打造一支“虎狼之师”，在“魏武
卒”的选拔上制定严苛标准。据《荀
子》记载，“魏武卒”要能够披3层重甲
和铁盔，拉开十二石的弓，背 50支弩
矢，持铁戟、佩长剑，携3天口粮，半天
行军一百多里。史载，吴起率领素质
极高的“魏武卒”，“大战七十二，全胜
六十四，余者均解（不分胜负）”。

抗大发展中也始终恪守选贤任能
的原则。“抗大抗大，越抗越大”，抗大之
所以越办越大、越办越好，很重要的一
点就是选贤任能。抗大历史上，毛泽东
亲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朱德、叶剑
英担任过以抗大三分校改编的军事学
院院长，徐向前、刘伯承、罗瑞卿、滕代
远、何长工等在不同时期担任过总校领
导，李先念、陈毅、粟裕、陈赓、张云逸等
兼任过抗大各分校领导，他们都是杰出
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教育家。抗大成
立之初，邀请或选调一批经历过战争考
验、具有丰富军事斗争经验的干部到抗
大工作或授课，实现课堂与战场的对
接。而抗大的学员或是从部队中抽调
的优秀军政干部，或是从全国各地来到
延安的优秀知识青年。

纪律严明是“教战”根本保证。据
史书记载，“魏武卒”中曾有一士兵，在
号令未出时贪功冒进。该士兵虽然提
着两颗敌军头颅归阵，但吴起仍以军
令当即处死，自此号令一出“魏武卒”
莫敢违抗。阴晋之战中，秦军对魏军
人数之优势，已经到了《孙子兵法》所
谓稳操胜券的程度，但面对纪律严明、
训练有素的“魏武卒”，仍一败涂地。

党中央为办好抗大，不仅制定了
正确办学方针和政策，还制定了严格
工作制度和组织纪律。1937年 4月，
毛泽东为抗大制定了“团结、紧张、严
肃、活泼”的校训。抗大以这一校训为
指针，在加强军事、政治教育的同时，
严格政治、军事和生活纪律，强调每一
个命令下达前或每一项制度建立前，
均须经过充分考虑，但命令一经下达
或规定一经作出，必须不折不扣地执
行。“军队中不能违背命令，军事性质
的学校，也一样的不能违背命令，这是
铁的原则”。严明纪律约束下，抗大学
员形成了优良作风。在著名的百团大
战中，抗大学员是最勇敢的作战骨干，
以至于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声
称：“消灭了抗大，就是消灭了边区的
一半”，并叫嚣：“宁肯以阵亡 20个日
本兵换 1个抗大学员，阵亡 50个日本
兵换1个抗大干部。”

“风筝散传单”攻破敌心理防线

抗日战争最后一役：高邮战役
■章世森 陈乔桂 唐 杰

■李 巍 周鲁平

“和平天使”—嘎丽娅

史说新语史说新语

链接历史链接历史

微历史微历史

嘎丽娅生前留下的仅有照片嘎丽娅生前留下的仅有照片，，左为她的哥哥张国列左为她的哥哥张国列 ““友谊和平天使友谊和平天使””纪念碑纪念碑

《《新华日报新华日报》》对高邮战役的报道对高邮战役的报道 高邮战役全体战斗英雄模范合影高邮战役全体战斗英雄模范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