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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生忘死是前提。危战的本质，
是要在有限时间和空间内完成危与
安、弱与强的相对转化，这与官兵意
志、作风息息相关。身处危境，军心
士气直接影响战争走势。所谓“投之
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要经
精心准备和有效动员，使官兵迸发出
十倍百倍的力量，方能“逆袭”。历史
上项羽“破釜沉舟”、韩信“背水一
战”，无一不是在危亡之时，靠将士舍
生忘死而赢得胜利。由此可见，处于

“危”时，不仅是对军事实力的考验，
更是对战斗作风的检验，能否充分发
挥官兵主观能动性，激励官兵不畏牺
牲奋勇杀敌，是危战能否胜利的前
提。吴汉积极动员，使将士持必死之
志，最终击败公孙述。面对数十倍于
己的国民党军，皮旅官兵顽强阻击，
使敌人付出巨大代价，为主力部队转
移赢得时间。

灵活指挥是关键。毛泽东曾精辟
指出：“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
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有
所谓‘盖然性’。”危战战场形势紧迫，
没有更多时间认真筹划和准备，此时
考验的是指挥员的胆识和能力。身处
险境，官兵勇猛作战、不怕牺牲固然是
好事，但仅是前提。官兵的敢死之心
要转化为战斗力，指挥员须抓住官兵
士气之“势”灵活指挥，找准影响战争
全局的关键点精准发力，方可扭转形
势。在吴刘两营分别被包围的危急时

刻，吴汉冷静分析，及时纠正各自为战
的不利局面，秘密与刘尚汇合，避免被
各个击破。刘家冲是个只有6户人家
的小山村，在敌人看来不可能隐蔽大
部队，皮旅官兵也未想到旅长会下这
步险棋。皮定均以1旅兵力主动攻击
强敌，然后利用大雨掩护将全旅藏于
密林中，可见其过人胆量和高超指挥
艺术。

军纪严明是保证。严明军纪是
军队战斗力的重要保证。官兵只有
严格遵守纪律，才能按指挥员意图进
行作战，达成预期目标。危急情况
下，官兵思想易混乱动摇，指挥员能
够令出如山，确保对部队的掌握更显
重要。同时，也需要全军勠力同心，
坚 决 服 从 指 挥 ，才 有 可 能 绝 处 逢
生。否则，部队思想和行动不统一，
无论指挥员指挥如何高明，也绝无
力挽狂澜的可能。当然，要在危急
情况下保证上下一心绝非一朝一夕
之功，需要部队上下充分信任。邓
小平曾提出：“相互信任本身就是战
斗力，是重要的战斗力。”上级信任
下级，才有机断处置的创造性；下级
信任上级，战场上才能实现顺畅高效
指挥；同级相互信任，才会有密切配
合。皮旅官兵坚决受领任务，主动将
自己置于“危”境中，掩护主力突围
后，又体现出对旅长皮定均的信任，
按照既定计划跨越大别山，驰骋皖中
平原，实现中原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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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战奇略》危战篇原文为：
凡与敌战，若陷在危亡之地，当
激励将士决死而战，不可怀生，
则胜。法（《孙子兵法?九地篇》）
曰：“兵士甚陷，则不惧”。

危战篇大致内容为，凡对敌
作战，若部队陷入危亡境地，主
帅应当激励全军将士抱定必死
决心进行战斗，不能怀有贪生怕
死的想法，如此才能取得胜利。
诚如古代兵法所说：部队深陷危
险境地，个人就不再恐惧。

东汉建武十一年（公元 35
年），大将吴汉奉命讨伐蜀地割
据势力公孙述。吴汉在攻克广
都(今四川成都南)后向成都逼
近，在距成都 10余里处与部将
刘尚分别在岷江南北两岸安营
扎寨。公孙述遣部将谢丰、袁吉
率 10万大军出城攻吴汉营，又
令一部将率 1万兵力攻刘尚营，
东汉军两营同时受敌包围且因
岷江相隔无法相互支援，随时有
遭敌分割围歼的危险。为扭转
不利局面，吴汉激励将士：若大
家同心协力、全力作战，就能成
功；若不如此，必定惨败。之后，
吴汉趁夜领军过江与刘尚汇合，
全军奋勇作战，大败公孙述。

1946年 6月下旬，国民党军
大举进攻我中原军区。根据上
级指示，中原军区部队主力于
1946年6月26日向西突围，由皮
定均率领第1纵队1旅原地阻击
敌人，掩护主力突围。皮旅东面
有敌 4个军，加上敌地方武装
共计十几万人，若正面交锋，
无异于以卵击石。危急时刻，
皮定均决定全旅全线出击将敌
击退，然后急行军 40公里隐蔽
于刘家冲黑松林中，将敌东引后
再伺机突围。27日清晨，皮旅成
功将敌人东引，之后以大无畏英
雄气概突破国民党军封锁包围
和堵击，辗转 24个昼夜，行程
750余公里，进行大小战斗 23
次，歼敌上千人，以“还是一个
旅，五千人”的建制，胜利到达苏
皖解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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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 3月 5日由新四军 1师发起
的车桥战役，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在华
中地区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拉开了华
中地区战略反攻的序幕。这场战役之所
以取得辉煌战果，除军事指挥得当、后勤
保障有力外，贯穿战役全程的政治工作
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战前多法激励，奠定思想基础。战
时政治工作的职能，主要体现在战斗意
志的调动和激励上。开展好战时政治工
作，能坚定官兵打胜仗的信念，最大限度
提高部队战斗力。

一是正义激励。车桥战役谋划时间
长、战前动员时间充足，师团政治机关和
政治干部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讲清战役的
正义性。通过讲明车桥人民遭日伪残酷
蹂躏、期待解放，打乱敌人“清乡”部署、
积蓄反攻力量，打通苏中、苏北几块根据
地间联系这三大目的，做到师出有名。

二是榜样激励。3旅 7团在战前动
员大会上，集合该团突击队队员单独列
队，由党代表代表全团向他们致敬，并拍
照留念，使每名突击队队员都感到无上
光荣。党员何茂才在北风凛冽中带头游
过河，带动其他同志一起完成战前演
习。7团 3营 7连在党内进行为期一周
的“党员在战时的活动与职责”教育，推
动小组深入讨论，强化党员在战斗中的
模范带头作用。

三是实践激励。当担负外围打援任
务的1旅1团在阵地上静候援敌时，政治
机关向官兵传达了3师某部两小时攻克
朱家圩子获得全胜、1师 3旅 7团攻进土
圩拿下30多个碉堡的消息。听此消息，
部队上下十分兴奋，怕敌人不来，怕敌人
不走自己设伏的阵地，战斗热情高涨。

四是竞赛激励。结合部队一直开展
的立功竞赛运动，团与团、营与营、连与
连，甚至班与班之间发出挑战书，充分调
动干部战士的革命积极性，大大激发官
兵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有效提高荣誉
感和战斗力。

五是报刊激励。1师《战斗报》刊载
“区党委来信”“师首长告全体指战员
书”，并以四字一句的“打油诗”形式，介
绍巷战注意事项。同时，该报以连环画
形式，为指战员讲解这次战役的打法。
此外，1师仅连以上单位提出的战斗口
号就有几十种，极大鼓舞了士气。

战中细密洞察，扫除战役难题。政
治工作服务作战，不仅在于前期指导动
员，更在于作战中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正如1旅1团政委曾如清在《芦家滩
战斗政治工作总结》中说：“我们在战斗
动员时解决了战士生与死之思想上的问
题，个人与家庭的问题，决心与勇敢问
题，战斗态度与动作问题，并不是单凭主
观的想办法采取快刀斩乱麻不顾一切去
做的，而是谨慎而严密地搜集各层反映，
并运用组织的力量具体而精细地广为解
释，扫除一切怀疑，表扬一切坚决胜利的
信心，以求得全体战士在思想上统一起
来，并求统一的行动实现于即将到来的
战斗上。”

曾如清所在的1团在车桥外围芦家
滩附近负责伏击打援，一半的人员是没
打过仗的新战士，该团采取3种方式，强
化他们的打仗意识。

一是老兵现身说法。除和大家一起
接受教育动员外，1团安排有经验的党
员、老兵现身说法、传授经验，在思想上

打破新战士狭隘的乡土观念，使他们懂
得保家须在外线作战，破坏敌人“清乡”
部署。

二是讲清战术打法。通过以往成功
战例，讲清我军的正确指挥打法的灵活
性、巧妙性，能够取得完全胜利的能力，
克服“恐日病”。

三是老兵挺在一线。党员、老兵和
战斗小组长带着新战士冲锋、防御、运
动、射击，情况危急时将新战士布置在二
线，这些都使新战士切身感受到部队对
他们的关心和照顾，激发了他们奋勇杀
敌的自觉性。

战后客观总结，提供复盘依据。车
桥战役结束后，1师各级政治处都作出
客观详细的总结，通过反思优缺点，确保
军事工作打一仗、政治工作进一步，提高
政治工作细致程度。

一是临战动员贴近官兵心理。战前
动员充分深入，不仅有紧急短促鼓动、还
有细致教育，这为实施行动奠定良好心
理基础，大家对战斗胜利的信心不可撼

动。不仅前线官兵，后方的运输员、饲养
员和勤务员等非战斗人员，被临时分配
任务也不打折扣地如期完成。

二是政治教育开展灵活有效。灵活
利用作战间隙开展政治教育，确保官兵战
斗精神不减、战斗热情不降，服从命令听
指挥，在战场上分外勇敢。如7团5连攻
击日军碉堡，勇猛异常，二班听到冲锋号
响，迅速冲到敌人外壕，使敌措手不及。

三是战场纪律得到巩固。战前，将
私分、故意损毁战利品的“发洋财”行为
列入奖惩条例中的惩罚细则，支部将防
止这一问题列入党员干部战时主要工作
中，从思想上为全体同志敲响警钟；战
中，党员干部带头教育官兵，不“发洋
财”、不“拿东西”；战后，部队各级单位立
即进行登记、检查，合理分配缴公战利
品，保持我党、我军良好形象。

车桥告捷：贯穿全程的“生命线”
■傅泽云 高 凯

隔岸观火是《三十六计》（成书于
明末清初）中的经典谋略，出自唐代
诗 人 乾 康 的 诗 句 ：“ 隔 岸 红 尘 忙 似
火，当轩青嶂冷如冰。”意思是，河对
岸忙得热火朝天，河这边却心冷如
冰、置身事外。军事上，往往指对敌
方内部正在发展的矛盾冲突静观其
变，使敌方矛盾愈发尖锐，甚至自相
残杀，从而达到削弱敌人、壮大自己
的目的。

三国时期，官渡之战后，袁熙、袁
尚兄弟投奔辽东公孙康。曹操早知袁
氏父子有吞并辽东之意，袁氏兄弟如
今投奔公孙康实属不得已。若曹军步
步紧逼，只会令公孙康与袁氏兄弟联
合起来拼死抵抗；停止进攻，反而会使
他们互相猜忌、自相残杀。于是，曹操
下令停止追击、静观其变。果然，公孙
康得知曹操并未进攻辽东，很快设计
杀死袁氏兄弟，并将首级献给曹操。
曹操运用隔岸观火之计，轻松剿灭袁
氏残余势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采取
隔岸观火策略，奉行中立政策，同时与
交战双方进行军火贸易，获利颇丰、国

力大增。待双方拼得精疲力竭、德国
颓势明显之际，美国以德国实行“无限
制潜艇战”为由向其宣战，以小代价攫
取大利益。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英法
等国隔岸观火，纵容德意日法西斯肆
意侵略，很快自食其果，令全世界人民
蒙受深重灾难。

上世纪 20至 30年代，德意日法西
斯战争策源地形成时，如果世界大国
能够清醒认识，集体采取行动，完全可
能把战争控制在局部甚至遏止。可
惜，美英法等国虽看到法西斯的威胁，
却不肯牺牲自己的眼前利益，更不愿
首当其冲成为法西斯的目标。

在亚洲，美英法坐视甚至纵容日
本侵略中国，一个典型例证便是“九一
八事变”产下的“怪胎”——“伪满洲
国”。这个傀儡政权先后得到 23个国
家承认，美国虽口头上提出“不承认”
的外交谴责，却并无任何实质性制裁
措施，还借机与日本做军火生意，大发
战争财。

在欧洲，1936年德国撕毁《凡尔
赛和约》，出兵开进莱茵非军事区。

面对希特勒的试探，法国畏缩不前，
英国“浑然不觉”，使希特勒顺利度过

“一生中最紧张的时刻”。之后，英国
首相张伯伦飞赴慕尼黑与希特勒谈
判，签署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
黑协定》，他满以为如此就能诱使德
国进攻苏联，以确保英国安全，不料
英国未能幸免。

美国凭借两洋天险，期望“靠抚摸
把老虎驯成猫咪”，结果日本偷袭珍珠
港，险些将太平洋舰队一举歼灭。

历史证明，无论英法的“祸水东
引”，还是美国的“独善其身”，这些“隔
岸观火”的政策本质都是绥靖。它们
对法西斯的暧昧之举，以邻为壑的自
保之举，换来的只是邪恶力量的不断
强大和侵略野心的极度膨胀，既不可
能摆脱战争厄运，更不可能赢得和平
安宁。在事关正义与邪恶的根本问题
上，“隔岸观火”的绥靖政策不可取，含
糊妥协要不得。

隔岸观火，绥靖政策难自保
■张 翚 万宜春

坦克与高炮的搏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的88毫米
高炮是盟军坦克的一大威胁，可在 2000
米距离内击穿所有盟军坦克的正面装甲。

突尼斯战役期间，接到攻占德军一
处农场命令的英军第 51坦克团 1分队，
只有 1辆名为“探险家”的坦克能够战
斗，由霍兰兹上尉指挥，单车发起进攻。

“探险家”在绕过几棵矮树后，发现
前方不到 50米的灌木丛中隐藏着 1门
88毫米高炮。这门高炮率先开火，炮弹
从“探险家”炮塔侧面擦过，并未击穿装
甲，但造成很大冲击，将主炮中的炮弹震
得卡在炮膛里。

88毫米高炮紧接着射出的第二枚
炮弹也没有命中，这时“探险家”的机枪
手操纵前部机枪开始射击，把德军炮手
赶出灌木丛。霍兰兹端着“布伦”式轻机
枪钻出炮塔扫射，但机枪射出 1发子弹
后卡壳。霍兰兹又拿起“汤姆逊”冲锋
枪，结果打了1发子弹后又卡壳，他只好
将冲锋枪砸向德军炮手，然后投出装填
手递来的手榴弹。就这样，“探险家”使
这门88毫米高炮失去了战斗力，其主炮
也恢复正常。随后，“探险家”击毁另一
门 88毫米高炮，冲垮德军的反坦克阵
地，迫使德军夜间从农场撤走。

“沙土斗篷”

上世纪60年代，苏联科技人员提出
将装甲指挥车埋入地下以加强防护的构
想。为使其能以自身动力开出掩体，还研
制出名为“沙土斗篷”的配套防护器材。

“沙土斗篷”是一块带有绳索的帆
布，装甲指挥车开入挖出的大坑后，其上
覆盖“沙土斗篷”，以绳索和打入地下的
木桩固定，然后由推土机将沙土覆盖在

“沙土斗篷”上。这样的设计使指挥车不
与沙土直接接触，方便其开回地面。

不过，在验收实验中，因大雨造成地
面泥泞，装甲指挥车不是轮胎打滑，就是
熄火，怎么也开不上地面，“沙土斗篷”未
能通过验收。20年后，“沙土斗篷”的设
计在改进后，才得以投入使用。

（王 金）

车桥战役油画车桥战役油画

签署签署《《慕尼黑协定慕尼黑协定》》后返回英国的张伯伦后返回英国的张伯伦，，挥舞着协定文本挥舞着协定文本 躲避战火的捷克斯洛伐克难民躲避战火的捷克斯洛伐克难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