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020年5月26日 星期二 战 史责任编辑 /刘曈曈 Tel：010-66720063

地址：北京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发行部电话：（010）66720702 广告部电话：（010）68589818 每周一、二、三、四、五出版 本期售价：0.57元 月订价：12.5元 年订价：150元 本报北京印点：解放军报社印刷厂

1951年8月18日，侵朝美军发动“夏
季攻势”，出动多达1600架次飞机对志愿
军后勤运输线发起空前猛烈的“绞杀
战”。美机还不断侵入我领空，侦察骚扰
东北地区重要目标。为保护这条运输线，
有效保障志愿军航空兵和高炮部队作战，
并掩护泰川、院里和南市等机场的修建，
中央军委决定雷达兵部队赴朝参战。

1951年9月28日，以雷达第101营驻
宽甸4连为基础，组建志愿军第1个入朝
作战的雷达连，10月5日开赴朝鲜咸兴执
行对空警戒任务。随后的一年时间里，
志愿军又从第101营抽调5个雷达连，从
第303营抽调1个雷达连入朝作战，在朝
鲜北部构成较严密的对空预警网，探测
范围延伸到战线以南100多公里。

入朝的 7个雷达连经受战火洗礼，
成为血与火的前哨，尤其是部署在载宁、

新溪的7连和8连距离美空军金蒲、水源
机场只有 130公里左右，堪称前哨中的
前哨。从这两个机场起飞轰炸志愿军后
勤线的敌机，都在这两个连雷达的探测
范围内，大大增加了我方预警时间。

因袭击志愿军后勤线的飞机经常有
去无回，美军察觉到我军雷达兵部队已
入朝，他们决定发起袭击，距其前沿机场
非常近的两个雷达站，更是成为其重点
打击目标。在电子侦察和地面特务协助
下，美军锁定了这些雷达的位置。

7连阵地设在朝鲜载宁的屈海里，
距“三八线”只有25公里，既是敌机封锁
区，也是其飞行走廊。7连全方位监视
北至清川江、南到大丘方圆 400公里的
空情，白天重点监视敌战斗机，引导我军
飞机进行拦截，夜晚和雷雨天还要监视
西方海面，防止敌机偷袭我国。7连的
情报准确及时，多次受到上级表彰。

1952年 9月 17日凌晨 5时 30分，正
在值班的雷达操纵员王占山突然发现非
常清晰的敌机回波信号，随即判定上报：

“130度方位、100公里处发现敌 16架小
型机。”轰炸我后勤补给线的敌机通常会
成群结队飞过 7连上空，高度往往在
7000米至 8000米，但这一次高度只有

4000米，王占山感到有些不同寻常。当
这批敌机快进入雷达顶空盲区时，王占
山通知地面监视哨，注意 120度方位。
地面监视哨报告在该方位上听到飞机的
声音，过一会儿又报告，敌机向7连阵地
俯冲，紧接着王占山就听到敌机的机枪
扫射声和炸弹爆炸声。

美军 16架 F-80型和 F-84型战机
对7连雷达阵地展开轰炸，1枚炸弹将雷
达炸飞到半空，坚持上报空情的王占山
被气浪抛到弹坑里。第一波敌机离开
后，雷达兵们争分夺秒抢救伤员、抢修装
备。11时许，敌机又飞来，向 7连 2号阵
地投弹40余枚。短短半天时间，美军先
后对 7连阵地进行两轮袭击，11位年轻
的雷达兵永远留在了朝鲜的土地上，15
名雷达兵负伤，损失雷达 1部、汽车 3辆
和部分器材物资。

7连被炸后，入朝雷达兵部队及时
总结教训，采取一系列反轰炸措施：雷达
机房设在地下，天线加伪装，作战室远离
机房，人员尽可能分散，每隔一个多月就
换一次阵地，使敌特不容易锁定目标。

雷达兵们不仅采取措施保存实力，
还主动打击敌人。1953年1月8日，7连
转移到碧城郡高山面林亭，3挺高射机枪

分别架在东、西、北面的高山上。2月 1
日凌晨5时许，美军4架F-4U战机从阵
地上空飞过，高射机枪排排长潘显明立
即用旗语指挥，瞄准最后一架敌机，猛烈
开火。这架敌机爬高还击，但由于我高
射机枪射击迅速准确，敌机尾部被击中，
仓惶逃走。另外 3架盘旋回来，向高射
机枪阵地发起攻击，指导员见状立即下
令全连对空射击，敌机无心恋战飞走。
中午，7连接到朝鲜人民军海防部队报
告，那架被我高射机枪击伤的 F-4U战
机最终坠海，飞行员跳伞。4月 25日 15
时，美军4架F-4U战机对7连佳山里阵
地进行袭扰。高射机枪排经3分钟激烈
战斗，击落敌机1架，击毙其驾驶员。

朝鲜战争期间，年轻的雷达兵部队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生产的老旧雷达参
加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大规模使用喷气式
飞机的战争，保障志愿军航空兵和地面
防空部队的作战，使美军空中“绞杀战”
破产，削弱了美军空中优势，为志愿军地
面部队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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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罗镇战役是 1935年 11月中国工
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陕西省鄜县（今富
县）直罗镇地区对国民党军发起的进攻
战役。此役，红一方面军利用直罗镇有
利地形，歼灭东北军1个师又1个团。直
罗镇战役的胜利，巩固了陕甘革命根据
地，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
在西北奠定基础。

瞄准枢纽，打牢胜利基础。1935年
10月，红十五军团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第
三次反“围剿”中取得劳山战役的胜利，
极为震惊的蒋介石调整“围剿”部署，以
5个师兵力构成沿葫芦河的东西封锁
线，并打通洛川、鄜县、甘泉、延安之间的
联系，构成沿洛河的南北封锁线，限制红
军向南发展，而后采取南进北堵，逐步向
北压缩的战法，企图消灭红军于洛河以
西、葫芦河以北地区。

战役打响前，时任红一方面军政治
委员毛泽东、司令员彭德怀等准确判断
国民党军的战略部署，决定集中兵力，先
歼灭沿葫芦河东进的敌4个师中的一两
个师后，再转移兵力寻机各个歼敌。抓
住葫芦河这个既便于粉碎国民党军两线
封锁计划，又便于红军之后发展的战略
枢纽，为红军取得直罗镇战役胜利奠定
基础。

佯攻诱敌，施计“请君入瓮”。战役
发起前，红十五军团第81师奉命围攻甘

泉，目的是调动国民党军东进。然而，国
民党军行动谨慎，张学良严令部队不得
冒进，以避免遭红军袭击。国民党军第
57军于 11月 1日占领陕甘边界上的太
白镇后，即在太白镇、合水地区徘徊不
前，构筑工事、搜集粮食。12日，红一军
团进至直罗镇东北的九原、上高地、套通
地区，红十五军团主力进至直罗镇东南
张付驿、桃花岭地区。毛泽东指示部队
耐心隐蔽待命，同时令第81师加紧对甘
泉国民党军进行围攻，使国民党军判断
失误，诱骗敌第57军放胆东进。张学良
果然断定红军主力正位于甘泉城下，命
第57军立即东进。

周密部署，待机分割围歼。敌人上
当后，毛泽东、彭德怀组织两个军团的干
部前往直罗镇，依据地形周密部署、制订
计划。

直罗镇三面环山，北依葫芦河，东面
山坡筑有土寨，一条东西大道穿镇而过，
地形险要、利于设伏。结合地形地势，毛
泽东、彭德怀决定红一方面军兵分两路，
在直罗镇附近隐蔽设伏，红一军团进入
直罗镇东北的石咀、凤凰头、姜家川、魏
家河地区集结，然后进入直罗镇北边山
岭，准备由北向南打；十五军团在直罗镇
东南的张村驿、桃花砭地区集结，进入直
罗镇南边山岭，准备由南向北打。另派
1连兵力提前部署于直罗镇西边小山

上，监视、引诱敌人进入我军伏击圈。
20日，在红十五军团 1个连和县游

击队的引诱下，国民党军第 109师少将
师长牛元峰率全师和第111师1个团，在
6架飞机掩护下，攻占直罗镇。他们认
为红军已被打败，杀鸡宰羊喝酒庆祝。
殊不知，此时的他们已钻进红军的“口
袋”。21日拂晓，隐藏在南北两山的红
军主力突然发起进攻，很快将国民党军
分割包围，第109师大部被歼灭，牛元峰
率残部 500余人退入镇东南土寨内，固
守待援。

审时度势，适时调整决心。战场情
况千变万化，既定决心部署应随战场形
势变化而改变。这种变化和改变，既可
能是局部的调整，也可能是全局的变更。

第109师被围后，张学良心急如焚，
命董英斌率第 111师余部和第 106师增
援。毛泽东早已把目光由直罗镇转向增
援之敌，决心抓住各路敌军协同较差的
弱点，集中红军主力，以各个击破的战
法，首先歼灭西线增援之敌。根据新的
决策，周恩来、彭德怀在直罗镇坐镇指挥
红十五军团主力围歼残敌，毛泽东亲率
红一军团迎击增援之敌。

不料，第 111师在安家川以东地区
与红一军团刚一接触，就立刻向西退至
黑水寺地区，向第106师靠拢，红军歼灭
援敌的计划未能实现。

根据两天来的战况，毛泽东认为敌
援军已是惊弓之鸟，红军必须迅速抓住
战机，乘胜扩大战果，主动出击。据此，
毛泽东确定新的作战部署，决定以红一
军团主力对黑水寺实施正面进攻，以两
个团的兵力从北实施迂回，阻敌西逃，
以红十五军团主力秘密进至黑水寺以
北，控制黑水寺至太白镇之间地区，确
保孤立董英斌部。就在红军调整部署
之时，董英斌率部逃往太白镇，毛泽东
下令部队分 3路追击。24日，红一军团
在张家湾至羊角台之间，歼灭国民党军
第 106师 617团，被包围的第 109师残部
也因缺粮缺水，增援无望，牛元峰被迫
率部突围，被歼灭于直罗镇西南老牛
湾，牛元峰本人被击毙，至此第109师被
全歼。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国民
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
剿”，也加深了其内部不同派系间的分
裂，促使张学良完成从“剿共”到与红军
联合抗日的思想转变。特别是被红军教
育后释放的东北军官兵，为建立红军和
东北军之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
积极作用。

直罗镇战役：为革命大本营奠基
■李宗昆 戚苏源

明代倭寇猖獗，长期为害东南沿
海。在抵御倭寇的过程中，坚船利炮
是战胜倭寇的首选，明军自是格外重
视。冷兵器方面，明军也有不少创新
发明，如戚家军所用之狼筅等。此外，
亦有对敌人的借鉴，如对日式兵器的
大规模采用和仿制，可谓“师夷长技以
制夷”。

宋代著名文豪欧阳修曾有诗作
《日本刀歌》云：“昆夷道远不复通，世
传切玉谁能穷？宝刀近出日本国，越
贾得之沧海东……”由此可知，宋代
时，倭刀等日式兵器已给人留下深刻
印象。

至明代，日式兵器更受瞩目。正
如周纬《中国兵器史稿》所说，“明代倭
患至烈，中国兵器不能抵，于是乃参用
日本式兵器。”其实，中国兵器并非完
全不能抵，先进火器在抗倭战争中发
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给予倭寇更多
杀伤。因此，所谓“不能抵者”，应该是
指个别近身搏斗之冷兵器。来自日本
的倭刀不仅形制独特，材质也有过人
之处，受到明军注意并不奇怪。因倭
寇肆虐，明廷不仅重视研究日本政治、
地理，还对倭刀进行专门研究。如明
代海洋地理著作《筹海图编》中，除大
量收录有关日本基本情况的内容——
集中于《日本国论》《日本纪略》《倭船》
等篇外，还另辟有《倭刀》一章，专门介
绍倭刀。

当时，明军所拥有倭刀的来源大
概有三。第一，从倭寇手中夺取；第
二，由日本制造输入；第三，明军模仿

制作。据史料记载，日本不仅将倭刀
等兵器进献明惠帝朱允炆，还曾将金
漆鞘大刀和黑漆鞘大刀等进献明成祖
朱棣。此后，包括宣宗、英宗等在内，
都得到此类馈献。两国之间既然有如
此交流，明军理应也引进过倭刀。至
于民间贸易、海上走私等，应不会放过
此等盈利良机。因此，明代所拥有的
倭刀数量，自然不在少数。

在明廷推动下，当时对倭刀的仿
制，数量非常庞大，倭刀的一些特质也
影响到明军其他冷兵器的发展。明军
步兵中，有一种叫砍兵，随身所佩之长
刀或腰刀，都是“先代所无”，能明显
看出模仿日式砍刀的痕迹。明军普
遍使用的各类长刀中，有不少在形制
上都保持长长的弯月状，明显受倭刀
影响。明代兵书，如戚继光的《纪效
新书》，茅元仪的《武备志》等，其中所
绘之长刀，基本都是这种弯月形制。
后来，军官所配之短刀也完全采用倭
刀设计。有意思的是，明军将帅中始
终有不少人保持着佩剑的传统，但受
当时流行之风影响，佩刀者越来越多，
竟不知不觉超过了佩剑者。

最后说一下明代冷兵器的代表之
一——绣春刀。由于绣春刀主要使用
者为锦衣卫，加之目前在古籍中尚未
找到对其外形的具体描述，也未见出
土实物，因此蒙上一层神秘色彩。绣
春刀究竟是何等模样，至今仍是一个
未解之谜。作为官兵随身佩带之刀，
绣春刀可能不会很长，据称结合了倭
刀的特点，砍杀威力不容小觑。

明代抗倭的“师夷长技”
■熊剑平

据俄罗斯《红星周刊》近期报道，
卫国战争爆发后，“一切为了前线，一
切为了胜利”这句话并非单纯的政治
宣传口号，而是苏联人民在战争年代
的真实态度和行动。当时，发生了许
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战争爆发仅几天后，苏联民间即
有人倡议成立国防基金会。1941年 7
月29日，《真理报》刊发评论文章《劳动
者建议成立国防基金会》，产生很大社
会影响。8月1日，国防基金会成立，负
责筹集管理苏联人民自发捐献的资金
和贵重物品，以支援战争。

整个战争期间，苏联人民节衣缩
食、捐款捐物合计 945亿战前旧卢布
（下文中卢布单位，均指战前旧卢布），
占直接战争支出的 16%，战争期间 1/6
的飞机和坦克由私人捐资购买。

同时，苏联人民向财政人民委员
会写信，呼吁延长第3个五年计划国债
的认购期限，使得该期国债实际上成
为苏联历史上第一份国家军事公债。
到1941年7月中旬，苏联不仅圆满完成
该公债100亿卢布的认购指标，而且比
计划筹资额度整整超出3亿。

1942年4月，苏联人民委员会决定
发行100亿卢布国家军事公债，在游击
队和地下工作者的努力下，甚至发行到
敌占区，共为国库筹措130亿卢布。此
后，苏联每年发行国家军事公债，最后
一期于1945年5月5日发行。

国家军事公债为有奖发行，中奖金
额从 200卢布到 5万卢布不等，规定债
券和利息每年偿付两次，如果没有中
奖，则按票面价值予以偿付，几乎无利
可图，但这并未影响苏联人民的购买热

情。据统计，卫国战争中，苏联的直接
支出为 5860亿卢布，通过发行国家军
事公债等国债筹措到 1005.41亿卢布，
苏军官兵也购买国债达82.4亿卢布。

由于战争消耗极大，每日花费超
过3.6亿卢布，苏联不得不在1941年12
月开始征收专门的“军事税”，成年公
民每年征收 150卢布至 600卢布，1942
年征收总额达到近450亿卢布。此外，
据苏联国家银行统计，截至1943年1月
1日，军人工资不取现即存入银行和通
过邮局汇款的金额占其工资总额的
70%，存款人数量在 1942年增加 16倍，
到 1945年初，军人共计存款 40.8亿卢
布，成为维持战争的重要补充。

除成年人外，苏联儿童也投入到
支援卫国战争的行动中。

1942年2月，《奥姆斯克真理报》编
辑部收到一封读者来信：“我叫阿达?扎
涅金娜，今年6岁。希特勒把我从斯摩
棱斯克州瑟乔夫卡市赶出来，我想回
家。我很小，但我知道应该打倒希特
勒，那时我们就能回家了。妈妈捐钱买
坦克，我攒了122卢布25戈比准备买洋
娃娃，现在我也把它们捐出来买坦克。
亲爱的编辑叔叔，请在报纸上给所有孩
子写信，让他们也捐钱买坦克。我们将
叫它‘婴儿’号。等我们的坦克把希特
勒打败，我们就能回家了。”

收到这封信后，《奥姆斯克真理
报》联系苏联国家银行奥姆斯克州分
行专门设立了一个银行账号，共从儿
童手中募集 16.0886万卢布，这些钱购
买了1辆T-60型坦克，按照阿达?扎涅
金娜的意愿命名为“婴儿”号，一路追
杀德寇打到了柏林。

买洋娃娃的钱捐出来购坦克

苏联人民慷慨解囊
支援卫国战争

■李子实
史说新语史说新语

链接历史链接历史

直罗镇战役胜利后的红军部队直罗镇战役胜利后的红军部队 直罗镇战役旧址直罗镇战役旧址

入朝参战的雷达兵认真监测空情入朝参战的雷达兵认真监测空情

朝鲜人民欢送志愿军雷达兵回国时的合影朝鲜人民欢送志愿军雷达兵回国时的合影

鸭绿江畔的志愿军雷达鸭绿江畔的志愿军雷达，，时刻监视美军飞机踪影时刻监视美军飞机踪影

苏联人民踊跃捐款苏联人民踊跃捐款945945亿卢布亿卢布，，占直接战争开支的占直接战争开支的16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