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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天气阻碍了冰雪天气阻碍了
机动车辆通行机动车辆通行，，往往需往往需
用雪橇运输物资用雪橇运输物资

��纳粹德军并未给纳粹德军并未给
在冰雪天气下作战的士在冰雪天气下作战的士
兵配发伪装服兵配发伪装服

��身着雪地伪装服身着雪地伪装服
的西蒙的西蒙??海耶海耶

1944年夏，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
线，发起豫湘桂战役，年底先后占领广
西桂林、柳州、南宁、镇南关（今友谊关）
一线，大片国土沦陷。广西中共组织领
导的游击武装随即在敌后展开灵活机
动的游击斗争，八桂大地迅速燃起熊熊
抗日烽火。

1945年 4月 15日，属华南抗日游
击队组成部分、由中共灵川特别支部领
导的灵川抗日政工队和潞江抗日自卫
队60余人，由抗日政工队副队长全昭毅
率领，在桂北灵川县甘棠渡与潭下之间
的岭尾渡，伏击抢劫物资的日军，全歼
其一个班 14人，自己无一伤亡，创造了
一个干净利落的伏击战范例。此战沉
重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极大鼓舞了桂
北抗日军民的士气。

充分准备，周密部署。战前，游击
队详细侦察敌情，摸清了日军行动规
律：每逢潭下的圩日（即集市交易日），
驻甘棠渡的日军警备队都派一个班 10
余人，经岭尾渡过甘棠江到潭下抢劫物
资，上午去下午回。为进一步掌握日军
动向，战斗当日，游击队还派出一名侦
察员扮成赶圩（即赶集）群众，一路跟随
日军到潭下，在日军返回时抢先赶到伏
击地点向设伏部队报告，日军行踪完全
被游击队掌握。

部队出发前，全昭毅认真进行了战
前动员，明确每名队员的战斗任务、出
击时机、注意事项，特别强调埋伏时要
注意隐蔽，防止暴露，即使被群众发现，
也请他们先留下，等战斗结束后再离
开，以免走漏风声。为避免在阵地生火
做饭产生烟火暴露伏击位置，每名队员
用毛巾包一个冷饭团作午餐。

此外，全昭毅还周密考虑了各种可
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如日军发现游击
队，从正面进攻怎么办？日军来的是大

部队怎么办？战斗受挫怎么办？日军
遇伏后，如果招来援军怎么办？全昭毅
针对各种情况都考虑了对策，并对部队
进行明确分工，灵川抗日政工队30余人
在岭尾渡分两组伏击敌人，潞江抗日自
卫队30人在岭尾渡东约1.5公里的小山
上埋伏，阻击可能由甘棠渡赶来支援的
敌人。

攻敌不备，化劣为优。当时，游击
队刚组建不久，多数队员只接受过简单
军事训练，未经战火洗礼，有的还是高
小刚毕业的学生，没有战斗经验，武器
多是老旧的“汉阳造”，只有数支冲锋
枪，弹夹和子弹都很少。而日军久经战
场，非常凶残，火力强大，有轻机枪和掷
弹筒，弹药充足。与日军相比，游击队
在军事素质、战斗经验、武器装备等方
面都处绝对劣势。

为克服不足，化劣为优，游击队精
心选择伏击地点和时机。伏击地点岭
尾渡，东南距日军据点甘棠渡2公里，东

北距伪军巢穴三街7公里。日军做梦也
想不到游击队敢于虎口拔牙，在其据点
门口发动袭击，因此经过岭尾渡时，大
摇大摆，毫无防备，甚至没有安排尖兵
探路，好像这里真已成为其所谓的“王
道乐土”。

在袭击时机上，日军到达渡船码头
出发时，游击队已做好准备，具备出击
条件，但全昭毅考虑，原计划敌返回再
打，突然改变计划，队员缺乏思想准备；
再则敌刚出发，精力充足，士气较旺，不
如等其返回精神疲惫、斗志涣散时再出
击。因而，设伏部队在敌去时放其过
河，待其折腾半天疲惫返回时才出击。
精心选择伏击地点和时机，完全扭转了
敌优我劣的形势。

勇猛出击，速战速撤。当日军乘坐
渡船驶到江心、距两岸都有约 60米时，
全昭毅一声令下，顿时枪声大作，一串
串仇恨的子弹倾泻过去，渡船上的日军
几乎成为活靶子，一下被打倒一半。顽

固的日军虽身处绝境，仍垂死挣扎，以
机枪向游击队猛烈扫射，还有两名日军
竟站在船头端枪还击。如此嚣张气焰
激怒了游击队员，有人大喊一声：“冲
啊！”大家跃出伏击阵地，冲到江岸，站
着与敌对射。全昭毅急忙高声命令卧
倒，注意隐蔽，战士们才利用地形地物
趴下。一阵急射后，敌机枪哑了，站在
船头的日军翻落江中，两名活着的日军
跳入江中，企图潜水逃命。游击队员端
着枪死死盯着江面，一会儿，两个脑袋
从水面冒出，一阵枪声后又沉了下去。
四周恢复了平静，游击队员还警惕地盯
着江面，直至确信敌被全部消灭，才发
出胜利的欢呼声。

全昭毅命令队伍迅速集合，准备下水
打捞武器。这时，担任打援任务的潞江抗
日自卫队联络员跑来报告，增援的鬼子来
了，有40多人。全昭毅命令其迅速返回，
并通知潞江抗日自卫队从小路撤退。打
捞武器已不可能，全昭毅当机立断命令原
路回撤，队伍转瞬消失在群山之中。敌援
兵到后，早已不见游击队踪影，只得向群
山密林胡乱扫射。

灵川抗日政工队和潞江抗日自卫
队的这次伏击战，虽然规模较小，但在
客观看待敌我兵力对比的前提下，通过
严密组织战前筹划和情报工作，周密细
致制定作战预想预案，大胆选择伏击地
点，准确分析把握敌情，弥补了游击队
的劣势与不足，以零伤亡全歼敌人，在
敌后抗战的艰难环境中，实属不易。而
全昭毅的指挥大大弥补了游击队员经验
不足的问题，在战斗各个环节上，他的指
挥正确坚决，保证战斗取得了胜利。

0比14华南抗日游击队一次干净利落的伏击战

虎口拔牙，零伤亡全歼日寇
■陈乔桂

“暗箭伤人”溯源

公元前712年，在鲁国和齐国支
持和怂恿下，郑庄公在宫前检阅军
队，分配战车，做讨伐许国（国都在今
河南省许昌市）的准备。老将军颍考
叔和贵族出身的年轻将军公孙子都，
为争夺战车和先锋位置吵闹起来。
颍考叔是一员勇将，拉起战车转身就
跑，公孙子都不肯相让，飞奔追去，却
没追上，自此怀恨在心。

当郑军攻打许国都城时，颍考
叔奋勇当先，高举大旗冲上城头，公
孙子都眼看他就要立功，嫉妒和愤
恨涌上心头，拉出弓箭，对准颍考叔
一箭射去，这位勇猛的老将从城头
一个跟头摔下来，离开了人世。所
幸郑军另一员将领瑕叔盈马上扛起
大旗接替指挥，士兵继续登城，最终
许国都城被攻破。

起初士兵们以为颍考叔是被许
军杀死，可在清理战场时发现他背后
中箭，才知他遭自己人暗算。此后，
郑国人唾骂、诅咒用暗箭射死颍考叔
的人，公孙子都整日活在惶惶不安之
中，最终自杀。后来，人们就把像公
孙子都那样趁人不备、暗放冷箭的行
为，称为“暗箭伤人”。

明 长 城 东 起 点 不
在山海关

在明朝推翻元朝的统治以后，
蒙古贵族逃回漠北，而东北的女真
族也逐渐兴起。面对北方两大少数
民族势力，明朝十分重视军备防务，
所以 200多年间一直没有停止修筑
和巩固长城。

自秦汉以来，明朝修长城不仅
规模最大，工程技术也有很大进步，
修筑的长城包砖砌石，更加雄伟坚
固，防御能力更强。明朝将长城沿
线划分为 9个防守区段，称之为“九
边”，每边设一个镇守，也就是总兵
官。而明朝长城的东起点并不在山
海关，最东一直延伸到鸭绿江畔的
丹东虎山。由于修筑时山海关至虎
山这一段工程较为简单，后来毁坏
较为严重，所以遗迹留存不多。再
加上清朝入主中原后，有意掩盖明
代在东北境内修建长城的历史，所
以现在的人们往往以为明长城的东
端起点在山海关。

（梁智勇 赵艳斌）

唐代诗人卢纶在《塞下曲》中曾写
道：“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现实
中，冰雪天气是行军作战中的大敌。当
暴雪、冻雨、道路结冰等冰雪天气造成
的灾害发生时，会对部队机动、卫生防
寒、装备保障等带来严重影响，构成严
峻考验。

冰雪天气会使战场地理环境发生
局部改变，往常阻碍进攻方部队机动的
河流、湖泊和沼泽等，结冰后反而可以
作为良好的通道。我国南北朝时期，北
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每年冬季黄河封
冻后，弱势一方都要组织人力去黄河凿
冰，以免强敌踏冰进犯，这场凿冰行动
在东西魏间持续几十年。1777年 1月 3
日，美国大陆军处于强敌环伺之下，孰
料寒冷天气来袭，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及
特伦顿一带的泥泞地带在短短数小时
内全部结冰，变得有利于行军，华盛顿
借此率军向普林斯顿的英军发动奇袭，
令英军失去了对新泽西大部分地区的
控制。

雪地行军需伪装。冰雪天气下，阔

叶树林和灌木丛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原有
的隐蔽伪装作用，空中侦察对未经雪地
伪装的部队几乎一览无余。在这种情况
下，不仅要给参战部队配发伪装服和防
寒面具，还要为武器装备改换白色涂
装。在1939年至1940年的苏芬战争中，
芬兰狙击手西蒙?海耶，就是借助巧妙的
雪地伪装，在不到 4个月的时间里连续
射杀 542名苏军，一举成为世界上杀敌
最多的狙击手，被称为“白色死神”。

冰雪天气下，参战部队每天有 60%
的时间暴露于严寒之中，冻伤是作战减
员的重要因素之一，直接影响部队战斗
力，甚至关系到战争胜负。公元397年，
北魏军追击后燕军至河北时遇大风雪，
后燕军很多士卒冻死在途中，北魏军借
此大败后燕军，元气大伤的后燕数年后
灭亡。二战中，赴欧洲作战的美军冻伤
总数达9万多人，仅1944年至1945年秋
冬就发生4.6万例。巴顿在1944年11月
给上级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今天我
们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不是实际已经
被我们摧毁的德军，而是引起战壕脚部

冻伤的天气”。
冰雪天气还给部队越野行军带来

许多困难。超过 30厘米的积雪，就会
妨碍部队机动，轮式和履带式车辆可能
遇到履带打滑、陷入雪坑的情况。在大
雪情况下，部分道路无法通行，原先可
直达的地区，可能需绕行几十公里。在
暴风雪天气行军，能见度很低，不能识
别道路和判定方位，驾驶车辆非常困
难，甚至无法行军。在这种情况下，重
型武器的使用将受到严重限制。二战
时，苏军之所以能够抵挡住纳粹德军的

“闪电战”，一定程度上也是冰雪天气帮
了忙，纳粹德军的许多重型车辆要么开
不动，要么跑不快，坦克发动之前甚至
要火烤预热几小时，以机械化突击见长
的纳粹德军被活活“拖死”在俄罗斯冰
原上。

（作者单位为68303部队）

可怕的“大雪满弓刀”
从战例看冰雪天气对作战之影响

■张新悦

以佯动等手法造成敌战略误判。
曹操巧解白马之围和彭德怀西北三战
三捷，均巧妙通过“示形”来伪装自己、
误导敌人，进而使战局一步步朝于己有
利的方向发展。曹操佯攻延津，使袁绍
误以为其要渡河北上，遂分兵御敌，结
果正中圈套。西北三战三捷，我军主动
撤离延安后，主力向安塞以北转移并在
青化砭一带设伏，而以一部兵力伪装主
力，引诱敌人。胡宗南占领延安后，向
南京政府吹嘘取得“陕西大捷”，误以为
我军不堪一击，遂贪功冒进，急于与我
主力决战，进而促成我军青化砭战役胜
利。是役，共歼灭敌第31旅2900余人，
活捉旅长李纪云。现代战争中，尽管
信息主导、火力主战的体系对抗已成
为主要作战样式，但传统兵学思想中
的谋略成分仍不可或缺。各军事强国
在实施非对称作战中，仍高度重视佯
动、伪装等谋略运用。如海湾战争期
间，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为避开防
御坚固的伊军“萨达姆防线”，实施大
规模兵力佯动，在“萨达姆防线”正面
组织两栖登陆作战演习，成功吸引伊
军6个步兵师。同时，美第7军和第18
空降军则从伊军侧翼防御薄弱部位，
突入伊拉克腹地，切断科威特伊军退
路，最终全歼数十万伊军。

实现战略分散与战役战术上的兵
力集中。孙子说，“故形人而我无形，
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
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袁
绍虽兵力强大，但只要分散兵力，就必
然暴露出局部劣势。毛泽东《十大军
事原则》指出，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
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
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
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
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
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

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
在我军历史上，尽管每每处于敌

众我寡、敌强我弱的不利态势，但总能
以弱胜强、转败为胜，这与我军采取的
在局部方向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的作战
方法有关。要达成在战略全局上以少
胜多、在战役战斗上以多胜少的目的，
必须运用一切可行之手段方法，通过
隐真示假隐蔽自己、欺骗迷惑敌人，此
即孙子所称的“兵以诈立”。在西北三
战三捷中，敌我兵力对比接近 10∶1，
但每次战役战斗我军在数量上都占有
压倒性优势，加之我军一贯不怕牺牲、
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顽强作风，在
精神气概上早已压倒敌人。

寻找有利战机在运动中歼灭孤立
冒进分散之敌。在敌我力量悬殊的作
战中，要通过“示形”赢得胜利，就要促
成敌我力量从“敌专我分”向“我专敌
分”转换，而调动敌人是关键。曹操能
够解白马之围，关键在于通过佯攻延
津迫使袁绍分兵。西北三战三捷中，
我军在取得羊马河战役胜利后，主力
迅速转移至瓦窑堡西北隐蔽待敌。胡
宗南急于寻找我主力决战，无奈徒劳
无功，而就在其以疲惫之旅南下永坪、
蟠龙地区休整时，我军乘机在新岔河
地区予以截击，杀伤其2000余人。蒋
介石在得到我军主力东渡黄河的情报
后，急令胡宗南主力急速北进，企图与
邓宝珊部南下夹击我军于葭县、吴堡
地区，如此就将蟠龙这一兵力薄弱的
重要补给基地暴露于我。我军以 359
旅阻击绥德来援之敌，以教导旅阻击
青化砭来援之敌，以 358旅等主力围
歼蟠龙守敌。经过两天两夜激战，全
歼守敌6700余人，俘敌旅长李昆岗并
缴获大量紧缺物资。当敌主力回援抵
达蟠龙时，我军早已转移至安塞地区
休整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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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战奇略》形战篇原文为：
凡与敌战，若彼众多，则设虚形
以分其势，彼不敢不分兵以备
我。敌势既分，其兵必寡；我专
为一，其卒自众。以众击寡，无
有不胜。法（《孙子兵法?虚实
篇》）曰：“形人而我无形。”

形战篇阐述了如何通过“示
形”来迷惑敌人进而战胜敌人的
作战方法和用兵艺术。在对敌作
战中，若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就
要通过示假、示弱等法，诱使敌方
轻敌或误判，使敌分兵防守，敌一
经分散，其每一处兵力必然薄弱，
我则寻找战机打击分散之敌，形
成以众击寡的局部有利态势，积
小胜为大胜，逐步扭转不利态势，
取得作战胜利。

东 汉 建 安 五 年（公 元 200
年），袁绍派兵围攻曹操部将刘
延于白马城。鉴于敌众我寡，曹
操采取谋士荀攸的计谋，没有直
接发兵救援，而是先派部分兵力
向延津佯动，做出渡黄河向北攻
击的样子，袁绍获悉后果然“分
兵西应”，利用其兵力分散之机，
曹操率部奔袭白马，出其不意打
败袁军，解除白马之围。

1947年 3月，蒋介石调集 20
万兵力对我西北解放区实施重点

“围剿”，妄图在 3个月内击溃我
军主力。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
军仅 6个旅 2万余人，且装备落
后，敌我兵力相差悬殊。为保存
自己、消灭敌人，我军主动撤离延
安，同时隐蔽主力，仅以一部兵力
与敌周旋。在其后 40多天时间
里，我军连续在青化砭、羊马河和
蟠龙地区进行 3次成功的歼灭
战，分别消灭胡宗南部第 31旅、
第135旅和第167旅，一举粉碎蒋
介石精心策划的“重点进攻”，稳
定了陕北战局，为全国性战略反
攻奠定基础。

史说新语史说新语

微历史微历史

链接历史链接历史

华南抗日游击队的战士们华南抗日游击队的战士们

青化砭战役中被我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官兵青化砭战役中被我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官兵，，左四为第左四为第3131旅旅长李纪云旅旅长李纪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