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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10日至10月12日，在山
西省上党地区（今长治市境内），我晋冀
鲁豫军区太行、太岳、冀南3个野战纵队
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歼灭国
民党第19军、第23军、第83军等约3.5万
人，其中生俘3.1万人，缴获山炮24门、机
枪2000余挺，各种枪支1.6万余支，先后
歼灭的阎锡山部队占其总兵力的1/3，对
阎部造成沉重打击。该战役不仅解除了
国民党军对晋冀鲁豫解放区的直接威
胁，而且有力配合了重庆谈判，实现了

“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预期目的。刘
伯承在回顾上党战役时说：“这个胜利，
使我们背后有了靠头，又有了子弹，为很
快转入平汉线作战创造了条件。”从此，
晋冀鲁豫地区日益稳固，成为后来夺取
全国胜利的重要基地，并为后来设立华
北局和定都北京奠定初步条件。

任务理解准确、决心拟定科学。1945
年8月，阎锡山部在投降日伪军接应下进
占太原和同蒲铁路沿线城镇后，又派史泽
波率部进占长治、襄垣、长子和壶关等地，
企图打通白晋铁路，占领整个晋东南，并
配合国民党军第 1、第 11战区部队沿正
太、平汉铁路向石家庄、北平等地推进。

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保证解放区安
全，中央军委命令晋冀鲁豫军区坚决歼灭
进入上党地区之敌，除去心腹之患，以便
之后将主力转战于平汉线。晋冀鲁豫军
区指挥员刘伯承、邓小平遵照军委指示，
牢牢把握“战略服从于政略，军事服务于
政治”的原则，从战略全局、作战方针和战
场态势3个方面准确理解战役任务。在
战略全局上，晋冀鲁豫军区坚决贯彻中央
指示，以军事斗争支援重庆谈判，以提高
我方在谈判中的地位，为尽一切可能实现
国内和平，实现和平、民主建国的目标创
造条件。同时，以坚决的军事斗争粉碎国
民党反动派的军事挑衅和军事冒险，保卫
抗战胜利果实，保卫解放区。在作战方针
和战场态势上，针对史部孤军深入、守备
分散的特点，晋冀鲁豫军区指挥员定下战
役决心，以所属部队及地方武装，在解放
区人民群众支援下，采取“围城必阙”等战
法，逐步收复长治。

战前准备充分、士气鼓舞高效。刘
伯承根据中央指示和情况发展，于 8月
10日电令各部立即抽调力量，组建野战
兵团，充分做好战前准备。

首先，部队采取“边打、边建、边练”
的方法，将游击兵团编成太行、冀南和太
岳 3个野战纵队，在编制、训练、指挥等
方面进行调整，重塑了部队组织结构，从
而保证部队作战方式由游击战向运动战
的转变，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其次，号召部队为保卫抗战胜利果
实而战，打出“打好上党战役，支援重庆
谈判”的口号。邓小平提出“上党战役打
得越好，歼灭敌人越彻底，毛主席就越安
全，毛主席在谈判桌上就越有力量”的号
召，极大提升了部队士气。

最后，积极组织开展支前工作，各级
地方政府动员5万名民兵支前或参战，积
极组织兵站和运输队，赶制食品、弹药和

衣物等。充分的战前准备，保证了前线供
给，为取得战役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战法灵活多变、指挥科学果断。在
夺取敌外围各据点后，9月 20日，刘、邓
决心由长治城东、南、西三面同时攻城，
虚留生路于北关，诱使史泽波部北窜，以
在野战中歼灭之。在长治遭我军包围的
情况下，阎锡山急令彭毓斌率部增援，以
解史泽波之围。28日，刘、邓在判明彭
部企图后，决定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
在判明敌援军兵力与我相当，但装备优
于我时，力避“啃硬骨头”，只留下地方部
队围城，抽调主力部队北上打援。10月
5日，太岳纵队果断出击，将彭部各个歼
灭。被围的史泽波见援军无望，于 8日

趁夜从长治突围。刘、邓急令太岳纵队
追击，经数小时激战，除少数先头部队西
逃外，其余全部被歼，史泽波被俘，上党
战役胜利结束。

战法是作战的精髓，灵活多变则是
战法的灵魂。一套战法不可能“天下通
吃”，只有“因敌而变、快敌而变”，才能
取得胜利。根据敌军来援的情况，晋冀
鲁豫军区及时调整战法，将作战方式和
重点调整为“围点打援”，始终将战役主
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达到决策先于敌、
指挥优于敌、行动快于敌的效果。

巧用隐真示假、有效破敌诡计。我军
在决定抽调主力部队北上打援时，为不使
长治守军发现我主力部队前去打援，在撤
离当天，组织围城部队白天抬云梯进行攻
城演练，晚上点灯吹号袭扰敌人，营造我
主力部队并未撤走的假象，主力部队则于
28日夜悄悄撤离长治城。

在打援部队进攻受阻，刘、邓抽调冀
南纵队支援时，为震慑来援敌军，特意令
冀南纵队白天开进，故意暴露，以动摇援
敌军心。彭毓斌意识到增援计划破产后，
在下令辎重和指挥机关向北撤退的同时，
为迷惑我军，下令大部队向南佯动，被我
太岳纵队迅速识破，难逃被歼之命运。该
战役中，晋冀鲁豫军区指挥员根据当面之
敌的不同情况，战役发展的不同阶段，采
取隐真示假的战法，以多样灵活的手段，
隐蔽我军之意图，干扰迷惑敌军，成功保
证了战役胜利。

上党战役不仅是解放战争的序幕之
战，在政治上也具有重大意义。毛泽东在
《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对上党战役作了
高度评价，指出：“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
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
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
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
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

‘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
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
灭”。“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
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
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

（作者单位为陆军指挥学院）

解放战争揭幕战：上党战役
■汪云飞 张清亮

植地庄抗日战斗烈士纪念碑植地庄抗日战斗烈士纪念碑

“飞行酒馆”

在米格-25高空高速截击机的机身
内，安装有一个500升容量的酒精罐，专
门为进气道内的酒精冷却加力系统供应
酒精。同时，米格-25在长时间超音速
飞行中，机体表面会因气动加热产生高
温，机载电子设备在工作中也同样会产
生高温，所以米格-25还有一套使用49%
浓度酒精溶液的冷却系统，这使得米格-
25每次任务需要消耗近 200升酒精，部
署米格-25的空军基地因此会储存大量
酒精。近水楼台的苏联空军官兵当然不
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常常偷喝冷却用
酒精，他们为此给米格-25起了一个“飞
行酒馆”的绰号。

在上世纪 80年代苏联禁酒时期，
米格-25更是成为高质量酒精的供应
源。一些米格-25基地空军官兵的妻
子曾因她们的丈夫酗酒，向米格-25的
设计局提出抗议，要求设计局不要研制
使用酒精的飞机，但该设计局表示：这
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愿意，会用伏特
加来给飞机加油！

速度不快就漏油

美国上世纪研制的 SR-71高空高
速侦察机，有一个奇妙的缺陷，那就是
只有在飞行速度达到超音速时才不会
漏油，其他情况下它的油箱是不密封
的，这是因为用来密封油箱的皮垫圈
或者橡胶圈不能在高温下使用。SR-
71的飞行速度超过音速后，由于热胀
冷缩，机身会变长，油箱的缝隙也就消
失了。

停放在机库时，SR-71机身下面会
有一片泄漏的燃油，好在其使用的燃油
燃点很高，点着的打火机扔进去都不会
引燃。

不过，泄漏的燃油还是会造成安全
风险。冷战时期，就有一架SR-71在驶
入机库时，因地面燃油太多，无法刹车停
止，机体与机库发生剐蹭，最终冲出机库
才停下。在这之后，美军要求SR-71进
入机库前，必须先清理干净地面。

（田 茂）

1944年7月25日，活跃在珠三角的
华南人民抗日武装广州市区游击第2支
队新编第2大队250余人，在大队长卫国
尧、政委郑少康率领下，在广州番禺南村
植地庄集结，准备袭击番禺市桥（今广州
市番禺区市桥街道）伪军。不料出发时
大雨倾盆、洪水淹道、不便通行。部队便
改变计划，撤回植地庄休息待机。

游击队刚住下，潜伏于此的一名
汉奸便赶到市桥向日军特务机关告
密。26日凌晨，驻广州市市郊石榴岗
的日军独立步兵第 8旅团 500余人，由
大队长吉田率领奔袭植地庄，5时，日
军将村庄围住。村内16岁女孩琼女早
起割禾，在朦胧中发现日军，迅速跑回
村庄报警。

卫国尧、郑少康接报后紧急部署：
中队长何达生率 7人坚守村庄阻击日
军，其余分两路突围。由副政委李海
率领的一路，在 12岁少年植润景带领
下，绕过村后竹林，从一条深沟内顺利
冲出日军包围。卫国尧、郑少康率领
主力，向村西南长大岗方向突围。卫
国尧令中队指导员黄平率梁铁等13人
抢占长大岗，掩护突围。黄平刚冲到
山腰，突遭日军火力猛烈射击，原来日
军已抢占山头。黄平等暂停冲锋，向
日军投掷手榴弹。这时，日军掷来一
个炸药包，落在黄平和梁铁之间，黄

平、梁铁等人被炸药包爆炸所产生的
气浪高高抛起又狠狠摔下，几人都倒
在血泊之中。不久，梁铁昏迷，黄平等
冲向长大岗的12人全部牺牲。

大队主力遭日军机枪、步枪密集
拦阻射击，但此时只能冒弹雨往外猛
冲。卫国尧在指挥突围作战中，胸部
中弹牺牲。在他前后，相继有 30余人
牺牲。其余游击队员由郑少康率领，
杀出一条血路，冲出了包围。

日军在拦截突围部队的同时，以
迫击炮、掷弹筒向村内猛轰。植地庄
是一个只有 30余户的小村，村内为砖
瓦房，房子之间是狭窄巷道，四周有泥
土围墙。此时村内硝烟弥漫、砖瓦乱
飞。何达生考虑村东是池塘、村西是
茂密竹林，阻隔了敌人，估计敌会从南
北两面进攻，于是将8人分成两组分守
南北。炮声一停，日军果然从南北两
个方向发起进攻。

在村南，100余名日军端着步枪、猫
着腰向村口移动，游击队员们则埋伏在
围墙后严阵以待。敌越来越近，当距村
口 30米时，何达生猛喊一声：“打！”顿
时枪声大作，敌指挥官首先被打倒。但
敌人还是狂喊着冲过来，游击队员们瞄
准挤成一团的日军一阵机枪射击，并投
掷手榴弹，日军又被打倒一片，活着的
掉头就跑。村南日军退回不久，村北日

军也被打退。日军之后的两次进攻也
被我游击队打退。吉田于是改变进攻
方向，派部分士兵从村西砍开竹林，翻
过围墙摸入村内。何达生发现后，立即
指挥大家锁上巷道闸门，将窜入之敌困
在巷内，利用窗户、墙角向巷内之敌射
击，打得日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慌忙
爬墙逃出村外。

此后，日军集中力量进攻村南祠
堂，游击队员们将日军放到巷口再
打。日军转过墙角，在巷口一露头，被
一枪一个连续打倒六七人。日军一指
挥官想看个究竟，刚从墙角探出脑袋，
被何达生一枪击毙。

至 16时，日军见游击队主力已突
围，又始终无法进村，只好抬着伤员和死
尸灰溜溜地撤走。何达生等胜利完成掩
护任务，被誉为“植地庄战斗八勇士”。

此战，游击队在极端危急形势下
浴血苦战，毙伤敌70余人，粉碎其围歼
计划。但因大队领导思想麻痹，警戒
不严，被敌偷袭，部队损失严重，卫国
尧等48人不幸牺牲，22人受伤。

（作者单位为陆军党史军史研究
中心）

浴血突围植地庄
■陈乔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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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决定战术，人类的生产方式
决定人类的作战方式。古代生产力水
平低，克服夜间视觉障碍的能力差，
夜战手段并不多。工业革命以来，生
产力水平快速发展，各种夜视器材层
出不穷，夜战不仅在数量上越来越多，
夜战能力也已成为衡量一支军队战斗
力强弱的重要标准，对夜战的研究必
须进一步加强。

重视夜战能力。近几场局部战争
表明，现代战争首战可能就是夜战。
夜战是不容回避、务打必胜的迫切课
题。加强部队夜间作战能力首先要树
立正确导向。

朝鲜战场上，夜战是美军十分恐
惧的作战样式。志愿军夜间行军，占
领进攻出发阵地，拂晓突然发起进
攻，而后昼夜连续作战，近战夜战歼
敌，令美军飞机、大炮难以进行火力
支援，赢得了3次运动战战役的胜利，
沉重打击美军的嚣张气焰，美军哀
叹，“太阳是我们的，月亮是中国人
的！”。越南战场上，越军同样广泛开
展夜间袭击、破击、游击，令美军陷入
久拖不决的战争泥潭，最终狼狈撤
军。美军检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失败的教训，从 20世纪 70年代开始
将夜战作为训练改革重点，要求战术
训练时间的 1/3要用于夜间训练，还
专门制订了夜训计划，对夜训原则、
课目设置和组织实施等作出明确规
定。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军主动
选择在夜间发起空袭和地面进攻，达
成了战役突然性。

完善技术装备。人体的生理结构
不利于在夜间进行活动，虽然人类在
实战中积累了一定夜战经验，但在战
场态势感知、战斗中的观察联络等方
面，夜战相比昼战仍存在很多人体难
以突破的障碍，那么在战争中以技术
装备手段弥补人体的生理不足，就成
为提高夜战能力的重要方式。虽然探
照灯、照明弹等装备可以解决夜间照
明不足的问题，但在使用中容易暴露
自身位置，效果并不理想。随着科学
技术的发展，微光夜视仪、热成像仪等
夜视夜战装备出现并普及，成像效果

也越来越好，虽然没有真正达到“黑夜
如白昼”的效果，但也提高了夜战能
力，成为各国军队装备建设的重点。
2011年 6月，美军在阿富汗库纳尔省
瓦塔普尔山谷发起“落锤行动”，清剿
当地反政府武装，期间两次遭到伏击，
一度非常被动。不过，由于反政府武
装缺乏夜战装备，夜间战场对美军几
乎单向透明，美军最终挡住围攻，完成
清剿任务。

可见，夜视能力强、夜战手段多是
赢得现代战争的关键因素之一，特别是
在对方夜战手段有限的情况下。随着
信息、光电等技术的飞速发展及运用，
未来夜战将更加频繁激烈，不断完善技
术装备才有夺取夜战主动权的可能。

理论与实践结合。夜战曾是我军
传统优势，抗日战争中的“夜袭阳明
堡”，朝鲜战场上的“奇袭白虎团”等经
典战例，为我军多支部队赢得“夜老
虎”的威名。

几十年后的今天，面对世界新军
事革命大潮，要将最新夜战理论、夜训
创新实践和我军在实战中积累的夜战
经验紧密结合，使三者相互促进，才能
稳步提升我军夜战能力。

一要深入研究潜在对手，重点掌握
其夜战理论、指导原则、夜战装备性能和
基本战法，深入分析其强弱点，联系实际
借鉴其长、补我之短，组织官兵集思广
益，探索各种“土洋结合”的有效对策。

二要积极创新夜战战法，遵循现
代夜战规律，依托现有装备器材和经
验，结合各战略方向的战场环境，树立
精判目标、精确指控、精准协同、精确
保障和信息主导、火力主战的夜战理
念，力争探索出符合我军实际、具有我
军特色、适应战场环境，能够克敌制胜
的管用实用夜战战法。

三要将夜战新战法用于夜间训
练。以夜战样式确定夜训课题，以夜
战行动确定夜训内容，在此基础上确
定夜训条件、时间、方法、标准，通过抓
好夜间基础训练、技术训练、指挥训
练、集成训练、战术训练、保障训练等，
推动我军夜战夜训良性互动、循序渐
进、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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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战奇略》夜战篇原文为：
凡与敌夜战，须多用火鼓，所以
变乱敌之耳目，使其不知所以备
我之计，则胜。法（《孙子兵法?
军争篇》）曰：“夜战多火鼓。”

夜战篇认为，夜间作战，要
多用火光和鼓声来扰乱敌人的视
觉和听觉，使敌无所适从，无法防
备我军，这样就能取得胜利。《孙
子兵法?军争篇》指出：“夜间作战
要多利用火光和鼓声。”

《百战奇略》夜战篇所附战
例为春秋时期越国进攻吴国，吴
军依托笠泽（古水名，位于今江
苏苏州南）组织防御，双方隔水
对峙。在两军僵持的情况下，越
王勾践将部分兵力编为左右两
军，趁夜忽左忽右击鼓呐喊，假
装进攻。吴王夫差难辨真伪，只
好兵分两路组织防御，中军力量
受到削弱。越王则乘机率主力
偷渡，猛攻吴军虚弱中军，造成
吴军混乱，最终大败。

1945年的柏林战役期间，苏
军总指挥朱可夫改变以往清晨
实施火力准备，白昼组织步坦协
同攻击的惯用战法，在拂晓前集
中 140余部探照灯以及进攻部
队所有坦克、卡车车灯一齐打
开，同时射向纳粹德军前沿阵
地，强光既防止了攻击部队因夜
暗出现混乱，又有效迷惑、震慑、
干扰纳粹德军，帮助苏军以极小
代价攻入柏林。

朱可夫创新战法朱可夫创新战法，，为最终攻克柏林创造了条件为最终攻克柏林创造了条件

上党战役要图上党战役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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