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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第八路军第120120师师长贺龙师师长贺龙（（左左））和政委关向应和政委关向应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于1935年
9月13日到达位于甘肃省迭部县东北部
的腊子口。作为红军北上陕甘宁抗日
的唯一通道，腊子口宽不过 30米，两面
都是绝壁，形成一个长达百余米的甬
道。湍急的腊子河从其中奔流而下，河
上只有一座木桥。在红军到达前，国民
党军早已设下多道防线。若不尽快拿
下腊子口，红军非但无法实现北上抗日
的目标，还将面临被合围的危险。

国民党军在桥头及两侧山腰修筑
碉堡，配置了十几挺轻、重机枪，并以 1
个营兵力扼守隘口，在腊子口后还修筑
防御工事和军需仓库，囤积粮食和武器
弹药。腊子口前沿10公里处的康多、黑
多寺、刀扎、黑乍一带，国民党部署了 5
个营的兵力分点设防。此外，腊子口后
安排有预备队。

9月 15日，毛泽东向红一方面军二
师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当面下
达在3天之内夺取腊子口的命令。

9月 16日红四团在团长王开湘、政
委杨成武带领下，向腊子口开进，经连

续战斗，夺取腊子口前沿阵地。16时，
红四团先头营到达腊子口，立即发起攻
击，但因敌火力猛烈，红军伤亡较大，只
好暂时退回。21时许，担任正面突击的
二营6连，在连长杨信香、指导员胡炳云
的带领下，再次发起攻击，但因路窄不
利于兵力展开，5次攻击均未奏效。

红四团随后调整作战部署，根据敌
主要兵力集中在正面的情况，由王开湘
率领 1连、2连迂回腊子口右侧，攀登悬
崖运动至敌后侧；杨成武率 6连继续实
施正面突击，夺取腊子河木桥。

6连组织 15名党团员分 3个突击小
组发起攻击，1个突击小组抓着桥底横
木向对岸移动时被敌人发觉。另外两
个突击小组则趁敌注意力集中在桥底
时，迅速发起突击，跃身冲进桥东头敌
军立射工事，与敌人展开激战。

同时，王开湘率部已迂回至腊子口
右侧峭壁下，在搭独木桥渡河后，发现无
法越过陡峭悬崖。正当大家犯难时，2连
战士“云贵川”自告奋勇地站出来，说他
在家乡上山采药，常攀上这样的绝壁。

杨成武在 1992年出版的个人回忆
录中，对“云贵川”有详细记录：“那个小
战士只有十六七岁，中等身材，眉棱、颧
骨很高，脸带褐黑色，眼大而有神……
因为他入伍时没有名字，战友们就给他
起了个名字叫‘云贵川’。”

“云贵川”带上战友以绑腿布带联
结起来的长绳，用一根带铁钩的竹竿勾
住峭壁缝隙，一步步攀上绝壁。“云贵
川”将长绳固定好后，其余战士便顺着
长绳一个个攀上悬崖。

在前几次攻击中，红军不仅发现敌
军兵力集中于正面，还发现其碉堡虽然
坚固，但没有顶盖。攀上悬崖的红军战
士居高临下向敌军碉堡里投掷手榴弹，
敌后方遭袭，在慌乱中逃离阵地。我军
趁势夺下木桥后，继续向峡谷纵深进
攻，连克敌多道防线，于 17日凌晨夺下
腊子口，打开了进入陕甘的通路。

““云云贵川贵川””攀绝壁攀绝壁，，红军夺下腊子口红军夺下腊子口
■史远峰 郭 富

“亲爱的朋友”

1918年 9月 25日，参加第一次
世界大战的美军1个营遭德军伏击，
被困于山谷森林中。至 10月 4日，
该营只剩不到 500人，而且已经断
粮，美军官兵只能靠植物和喂信鸽
的鸟食充饥。

美军营长在绝望中放出最后 1
只信鸽向大部队求援。这只信鸽名
叫“亲爱的朋友”。放出鸽笼后，它
却飞到树枝上梳理羽毛。士兵们扔
石头驱赶，“亲爱的朋友”仍不为所
动，直到营长爬上树用力摇晃树枝
才飞走。

虽然起初执行任务不积极，但
“亲爱的朋友”之后表现十分顽强。
在飞行途中它被击中，子弹将左眼
眼球打飞，弹片打断了胸骨，削掉了
它的左腿。但“亲爱的朋友”仍坚持
飞到美军后方，传递了被围部队的
消息。在受重伤的情况下，“亲爱的
朋友”经抢救活了下来。

难以杜绝的“斗将”

朱元璋在推翻元朝统治，建立
明朝的过程中，建设了一支强大的
部队，麾下云集了诸多名将。其中
很多将领都喜欢一种名为“斗将”的
战法。古代兵书《兵筹类要》中对

“斗将”有如下定义：两阵既立，各以
其将出斗，谓之挑战。这种主将决
斗的战法源远流长，《三国演义》《水
浒传》中就不乏对其的艺术描写。

朱元璋对“斗将”十分不满，他
认为主将的作用是坐镇大局，指挥
整个部队，而不是直接与敌人厮
杀。朱元璋因此批评过热衷于“斗
将”的名将常遇春，也因此表扬过老
成持重的大将军徐达。虽然朱元璋
没少苦口婆心地劝说，但常遇春、傅
友德、李文忠等将领仍是我行我素。

不过，“斗将”的战法并非毫无
用处。当时朱元璋的骑兵部队规模
还很有限，需要大量步兵配合作
战。“斗将”可首先以小股重骑兵出
击挫敌锐气，继而由大量步兵跟上
扩大战果，而且高级将领带头冲锋
的做法，确实能对鼓舞士气发挥很
大作用。

（卢 义）

齐会战斗，是八路军第 120师主力
和晋察冀军区所属冀中军区部队一部于
1939年 4月下旬，在河北省河间县齐会
地区对进犯日军实施的外线速决歼灭
战。此次战斗，我军采取避实就虚的游
击战术，扬长避短，发挥我军近战、夜战
的特长，歼灭敌人700余名，取得首次在
平原作战几乎整建制歼灭日军精锐部队
的胜利，大大挫伤日军气焰，牵制和阻滞
日军向华中进犯。

充分准备，依托地形组织战斗。在
战斗前，日军第 3联队联队长渡左近得
到八路军有 1000余人在河间县一带驻
扎的情报，便想出一招“瞒天过海”，远
调驻守沧州的吉田大队偷袭，河间县日
军则按兵不动。然而，第 120师师长贺
龙、政委关向应很快就得到这个消息，
判断吉田大队对河间县地形不熟悉，且
孤军直入，可以赶来支援的力量也不
多，而我军在河间周围有7个团兵力，他
们当即决定打一场反包围的歼灭战。
但第 120师刚刚从晋西北转战至冀中，
对山地游击战比较熟悉，缺乏平原作战
经验。平原作战无险可依，贺龙和关向
应经分析后认为，平原作战就是要依托
村落，拥有 400户人家的齐会村是平原
上最好的防线。

齐会村房屋密集坚固，村周围有通
往村外的壕沟，村外还有树林和土丘，有
利于组织防御。驻守齐会村的第716团
第3营充分利用地形，修筑工事，在房屋
墙壁上挖出洞眼以便射击，并打通房屋，
连接房顶，围绕防御作战展开作战准
备。驻扎在周围的其他部队也按照作战
计划随时准备进行机动和支援，阻击敌
援军，实施反围攻的作战部署。

积极发动，打下牢固群众基础。贺
龙在战斗发起前，对当地群众基础十分
重视。他四处走访，认真了解后发现，虽
然冀中军区成立了 4个分区，但群众基
础不是很牢固。当地日军的残暴行为让
老百姓十分害怕，很多老百姓对从山里

出来、装备简陋的八路军能否战胜日军
心存疑虑。贺龙深知群众基础的重要
性，从第 120师抽出部分兵力，组成 3个
支队，深入群众当中开展思想工作，协助
当地党组织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力
量。此外，经曹家庄、大曹村的战斗，老
百姓亲眼看到八路军的胜利，减少了对
日军的恐惧，加深了对八路军的信任。
战斗打响后，齐会、南留路等村群众以人
力、物力积极支援八路军，抢救伤员、运
送给养、提供情报。许多群众为八路军
送去茶水、馒头、肉类等食物，还有的群
众直接参加了战斗，为战斗胜利作出巨
大贡献。齐会战斗的胜利更是鼓舞了当
地群众参军抗日的热情，战后 3天内就
有400多名河间青年加入第120师。

避实就虚，确保争取作战主动。当
时，在日军的接连进攻下，华北地区的雄
县、霸县、安国、蠡县、博野等县相继失
守，第 120师是中共中央军委为加强冀
中地区抗日力量，避免冀中抗日根据地
失陷，从晋西北调来支援的。因此，贺龙
在战前指出，作战中要尽最大力量保持
八路军现有控制地区，不能轻易丢失，在
此基础上，适机收复被敌人占领地区。

主力部队要在内线作战，必要时可以转
到敌侧后，把敌人引出来，寻找其弱点进
行打击。贺龙认为，冀中敌我双方整体
力量悬殊，绝对不能硬拼，会吃亏；必须
避其锋芒，利用广阔平原地区，寻找机会
消灭一部分，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以
削弱敌有生力量为目的，通过消耗敌人、
疲惫敌人，伺机争取主动。齐会战斗中，
我军不断以驻守在齐会的第 3营吸引、
拖住来犯日军，同时以部分兵力击退多
个方向敌援军，之后云集于齐会周围地
区，形成对日军的反包围，使来犯日军腹
背受击，溃不成军，伤亡惨重。

扬长避短，灵活调整进攻部署。我
军在齐会战斗中，尤为注重发挥自身优
势，避开劣势。战斗后期，在我军接连打
击下，日军已陷入被动挨打。在这种情
况下，负隅顽抗的吉田大队以一部抢占
找子营村，以大部猛攻南留路村，企图依
托村内坚固房屋阻击我军，然后伺机向
东突围。针对日军作战部署变化，贺龙
下令将敌人团团围住。日军吉田大队不
仅装备精良、弹药充足，而且作战经验较
为丰富，武士道精神强，一向被日军视为
在华北的“精锐之旅”。虽已被包围，但

吉田大队的实力不容小觑。我军装备相
对较差，加上地处平原，缺乏有利地形依
托，白天强攻会造成很大伤亡。根据这
些情况，贺龙并没有立即下令发起攻击，
而是对作战部署进行灵活调整，发挥我
军夜战特长，制订了“白天围而不打，夜
晚集中猛攻”的计划。第715团第1营自
张曹村，第 3团第 1营自南留路村，第 2
团第 2营自北留路村，于黄昏同时向被
围日军展开攻击，日军被歼一部，余部退
缩于南留路村西南张家坟地，丧失了反
扑能力，最终被我军歼灭。

齐会战斗中，第 120师在敌人据点
稠密的狭小平原地区内集中7个团的兵
力，连续激战3日，共毙伤日军700余人，
俘 7人，缴获山炮 1门、轻重机枪 20挺，
步枪 200余支，是抗战期间装备劣势的
八路军在平原地区歼灭敌人的经典战
例，取得平原游击战争中以外线速决进
攻打歼灭战的经验，对促进华北平原抗
日游击战争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齐会战斗八路军第120师全歼日军精锐部队

外线速决智破敌“瞒天过海”
■张 伟 戚苏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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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历史微历史
战前充分做好情报准备工作。对

于军事行动来说，情报工作至关重
要。西汉平定先零羌叛乱时，宣帝曾
派人向赵充国询问羌军情况，还有汉
朝应派出多少兵力。赵充国表示，战
争态势难以在远离战场的地方估计，
愿立即赶到前线，据实地绘制军事地
图，依敌情而拟定攻讨方略，一并上
报。发起进攻前，赵充国先派小分队
渡黄河观察地形，随后派出大量侦察
分队了解敌情，根据侦察结果绘制军
事地图、制定作战方案。羌人没有料
到赵充国如此重视侦察，疏于防范，导
致己方兵力部署、阵地设置、部落联盟
关系被汉军侦察得一清二楚。最终，
赵充国率军一举平定羌人叛乱。

信息化条件下，情报斗争更加激
烈，情报已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
因素。在“巴比伦行动”中，正是由于
以色列情报机构在战前充分掌握了伊
拉克核设施及其防空部署情况，以军
才选择空袭这种最为合理安全的打击
方式。同时，也正因为以情报机构对
伊拉克核设施建设、人员作息等具体
情况的掌握，以色列才选择在周末实
施行动，以求最大限度破坏核设施，减
少人员伤亡，避免引起国际纠纷。

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实施侦察。西
汉平定羌人叛乱，赵充国使用了多种
侦察手段。主力渡黄河前，由于担心
被羌人截击，赵充国趁夜派遣 3支小
分队先渡，安营置阵。到天明，主力再
依次渡河。之后，赵充国依据不同地
形派出分队侦察放哨，平坦开阔地域
使用骑兵侦察，险要狭隘地域使用步
兵侦察。赵充国还使用人力谍报侦
察，了解到羌人部落间关系并非牢不
可破，于是采取分化瓦解策略，招降部
分羌人，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

“巴比伦行动”前，以色列综合运
用多种侦察手段，为行动筹划和实施
打下基础。上世纪70年代，“摩萨德”
（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驻巴黎情
报人员获知伊法之间的核协议，获得
伊拉克核计划的详细内容。在时任以
色列总理贝京决定对伊核设施实施打
击后，通过判读卫星照片，以色列明确
伊核设施位置、构造及附属设施等情
况，并据此修建一个同等大小的反应
堆模型进行训练和演习。空袭编队出
发后，以政府还派出一支秘密小队，负
责毁伤评估和在意外情况下通过相关
设备为机群进行定位导航。

依据情报采取合理斗争策略。赵
充国在平叛前期，通过各方面情报汇
总，获知羌人为患原因有三。一是羌
族各部落近年来逐渐消除矛盾，加强
合作。二是羌族与匈奴打算联合。三
是羌族还可能与其他外族建立联系。
于是，赵充国提出“宜及未然为之备”
的策略，建议在加强边防的同时，离间
羌族各部落而侦探其预谋。平叛中，
他坚决采取招抚与打击相结合、分化
瓦解敌人、集中力量打击顽固者的方
针，能和平解决的，绝不诉诸武力。平
叛结束后，赵充国制定“留兵屯田”之
策，为边防长治久安创造有利条件。

以色列通过情报部门的调查，得
出这样一个结论：放置炸药包实施爆
破的确更精确，但难度也大得多，空袭
则相对容易。以色列情报机构已经摸
清伊拉克核设施附近的防空力量部
署，而且获知伊拉克军队缺少必要的
预警手段，雷达侦测系统十分落后，无
法对来自空中的打击做出及时有效反
应。根据对所掌握的各种目标资料的
分析判断，以色列不断完善空袭作战
方案，最终行动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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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战奇略》斥战篇原文为：
凡行兵之法，斥候为先。平易用
骑，险阻用步。每五人为甲，人
持一白旗，远则军前后左右，接
续候望。若见贼兵，以次递转，
告白主将，令众预为之备。法
（《孙子兵法?谋攻篇》）曰：“以虞
待不虞者胜。”

斥战篇大意为：大凡行军作
战的法则，是以侦察敌情为先。
根据不同地形派出骑兵或步兵
侦察。每 5名侦察兵为一组，人
手 1面白旗，对前后左右方向实
施侦察。若发现敌人，便报告给
部队主将，然后再下令部队预先
做好应敌准备。正如兵法所说：

“以有准备的军队来对付没有准
备的敌人，就一定会取得胜利。”

西汉宣帝时，先零羌等部发
动叛乱。宣帝派赵充国平叛。
为防止部队渡黄河时被羌军袭
击，赵充国趁夜派出部分部队先
行渡河安营布阵。天亮后，汉军
全部渡河，附近有羌军骑兵出
没，赵充国下令汉军不得出击。
其后，赵充国又派骑兵到四望狭
（山名，位于今青海乐都县）进行
侦察，未发现敌兵，便率军进至
落都谷。赵充国用兵打仗，重视
远距离侦察，行军必做好战斗准
备，驻扎必构筑坚固营垒。正是
因为做到这些，赵充国顺利平定
了先零羌叛乱。

1981年 6月 7日，以色列发
动摧毁伊拉克核设施的“巴比伦
行动”。以色列机群从西奈半岛
埃其翁空军基地起飞，沿沙特和
约旦边境低空飞行。17时 30
分，以机群到达巴格达东南面的
核反应堆上空，发起对伊拉克核
设施的袭击。袭击持续两分钟，
16吨炸弹准确命中目标，完全摧
毁反应堆核心，一举摧毁了伊拉
克苦心经营多年、总共耗资达 4
亿美元的核设施，粉碎了伊拉克
的核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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