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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知何时到达，在朝鲜东部高
原荒无人烟的崇山峻岭中埋伏下来，使

‘联合国军’在十分艰难中作战，遭到了
损失。”这句话来自“联合国军”总司令李
奇微对志愿军黄草岭阻击战的评价。类
似的阻击战，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并非个
例，志愿军凭着机智、勇敢和牺牲精神，
创造了以步兵阻击敌机械化部队的奇
迹，成就了我军守必坚、战必胜的美名。

向死而生的战斗意志。抗美援朝战
场上，阻击战成为志愿军不得不经受的
血火考验。从诱敌深入的黄草岭阻击
战、飞虎山阻击战，到敌后阻援的葛岘岭
阻击战、长津湖系列阻击战，再到阻止敌
反扑的汉江阻击战、铁原阻击战，乃至战
略相持阶段的上甘岭阻击战……在几乎
贯穿战争全程的阻击战中，火力占优的
敌人以飞机、大炮轰炸我阻击工事，再以
坦克、装甲车掩护步兵冲锋。面对火力
和技术的巨大差距，志愿军经常以简陋
的野战工事甚至是血肉之躯，用火箭筒、
爆破筒、炸药包和轻武器等有限火力，同
敌正面抗衡。

这种硬碰硬的战役战斗，是对一支
军队战斗意志的检验。从历次阻击战的
战场表现来看，志愿军没有被敌火力压
倒，始终保持高昂士气和坚定意志，展现
出崇高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牺牲精神。
黄草岭阻击战中，志愿军 124师 371团 4
连在烟台峰顽强抵抗美军 5昼夜，全连
只剩 8人，阵地岿然不动。解放军全国
战斗英雄、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
在阻击战最后时刻，冲进敌群拉响炸药
包，与敌同归于尽。

在惨烈的铁原阻击战中，为给后援
部队争取时间，第63军党委发出指示号
召，要求全体指战员“勇于挑重担，勇于
打恶仗，不叫苦，不叫累，不怕孤军作战，
不怕流血牺牲，发挥独立作战能力，像钉
子一样，钉在前沿阵地上，要机智勇敢，
活在阵地上，战斗在阵地上，将敌人消灭

在阵地前”。最危急时，敌在1个小时内
向我 189师阵地倾泻 4500吨炮弹，有的
连队阵地被美军凝固汽油弹烧焦，泥土
被敌炮火翻起来两米。在连续抵抗十几
天、成功完成任务后，第 63军军长傅崇
碧受重伤，部队伤亡达两万余人，189师
只剩下 1个团，该师 566团 1连从 185人
拼到只剩轻伤员 1人、重伤员 16人。许
多身经百战、在冀中与侵华日军周旋 8
年的指战员，永远留在铁原的山岭中，用
生命谱写出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壮
歌。2015年播出的纪录片《铁在烧》，便
全景式反映了铁原阻击战的战斗过程。

机智巧打的阻击战法。面对敌火力
和兵力优势，志愿军各级指战员在阻击
战中最大限度发挥主观能动性，采取灵
活战术打击敌人。例如，在1950年11月
29日的葛岘岭阻击战中，志愿军 113师
337团 1营 1连 2排，在排长郭忠田指挥
下，于葛岘岭布设假阵地，巧妙依托美军
南撤道路拐弯附近的山石地形，抵挡住

美军100余架次战机轰炸和50余辆坦克
的轮番攻击，靠有限轻武器顽强阻击南
逃美军，歼敌215人，己方无一伤亡。铁
原阻击战中，志愿军 188师 563团 3营 8
连，采取挖洞防炮、机动作战和夜袭出击
等灵活战法，顽强抵抗美军进攻6昼夜，
打出了16∶800的交换比。

芝浦里地区阻击战中，志愿军第 15
军先以炮兵火力杀伤向我接近之敌，再
以步兵火力杀伤向我冲击之敌，组织步
炮协同反冲击，歼灭突入阵地之敌，并及
时调整兵力部署，以小部兵力防守一线
阵地阻敌，主力向二线阵地收缩，扼守纵
深阵地。通过这些灵活战术战法，第 15
军在 10天内先后击退美第 3师、第 26

师、加拿大第 25旅和南朝鲜第 9师的轮
番攻击，歼敌5748人。

弹性调整的防御部署。美军在进攻
作战时，一般习惯于正面平推，翻来覆去
都是先火力突击，进行试探性进攻，再进
行火力准备，紧跟着是步兵多路连续冲
击的套路。志愿军针对敌火力优势和进
攻习惯，总结推广了“兵力前轻后重、火
力前重后轻”等防御部署办法，摸索形成
了机动防御战术，实现消灭敌人与保存
自己的目的。

铁原阻击战中，针对敌我火力差距
较大，传统的线性防御阵地已难以迟滞
敌进攻的情况，189师政委蔡长元充分
发挥我军组织优势，以部队基层党员、老
兵为骨干，带领新兵组成战斗小组，创造
性地将全师分成 200余个单位，分别坚
守 200余个要点。各要点间相互配合，
形成一条“舞动的链条”。美军虽凭借其
兵力、火力优势夺取了一些阵地，却陷入
漫长的“拔钉子”作战，进攻速度放缓。
同时，蔡长元抓住美军不善于对付运动
目标的特点，指挥全师不断变化阵地，根
据伤亡情况重新建立部队建制，甚至将
机关人员也补充到连队，确保每个阵地
始终保持旺盛战斗力，实现节节抗击、收
缩阵地、争取时间的目标。相比之下，美
军总是根据前一天进攻结束时的战况作
出部署，时常拳拳打到虚处。

铁原阻击战中，美军在火力强度高
于我军十几倍，技术条件又远超我军的
情况下，竟付出伤亡两万余人的代价，基
本与我军持平。从双方装备、火力和伤
亡对比看，志愿军展现出相当出色的战
术素养和战斗效能。

守必坚、战必胜的志愿军阻击战

“铁在烧”的血肉长城
■罗德海 田俊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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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地雷旁养鸡

20世纪50年代，英国研制了一型
名为“蓝孔雀”的核地雷，设想埋设于
西德的富尔达峡谷，以阻止苏联坦克
集群的突袭。

不过，深埋地下的“蓝孔雀”核地
雷，其引信会因低温而失效，导致无法
正常引爆。英国核物理学家经多年研
究后，找到了解决办法——鸡。

“蓝孔雀”核地雷埋设时，引信旁
会安装一个备好饲料的鸡笼，里面的
鸡可以其 40摄氏度的体温维持引信
正常工作状态。鸡笼中的饲料大概够
鸡生存 8天，足够战时所需。鸡饿死
后，引信会因低温失效，核地雷也随之
无法引爆。

由于“蓝孔雀”核地雷威力巨大，
且会造成严重核辐射，在盟国引爆核
武器也会造成很大负面影响，所以英
国最终放弃了这一核地雷项目。以鸡
为引信保温的方案一直处于保密状
态，直到 2004年 3月 31日被英国国家
记录办公室解密。刚解密时，很多人
都以为这是个愚人节笑话。

运输机改轰炸机

以运输机承担一定轰炸任务的
做法，早已有之。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西班牙内战
中，意大利 SM.81运输机和纳粹德国
Ju52运输机都曾扮演过轰炸机的角色。

1932年，哥伦比亚与秘鲁发生冲
突。哥伦比亚空军在两架民用水上飞
机的地板上打出炸弹投放口，作为轰
炸机使用。

相比上述这些临时改装措施，苏
联真正研制了一型专用于轰炸的运输
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严
重缺乏中型轰炸机，苏联设计师在
里-2运输机的基础上设计研制了里-
2VV轰炸型运输机，机背增加自卫机
枪转塔，炸弹可内置于货舱或挂载在
机翼下。机组成员还可通过货舱门徒
手投掷小型炸弹。

运输机改轰炸机的做法在二战结
束后，一直影响着苏军和今天的俄
军。至今，俄军运输机仍保留投放炸
弹的功能，其条令也规定运输机需以
自身携带的炸弹和航炮自行清理空投
空降着陆场。

（徐 奇）

最近，俄罗斯军事历史协会科研处
专家康斯坦丁?帕哈柳克撰文称，尽管
化学武器杀伤力极大，但由于受多种因
素影响，一般多在战术层面产生效果，
没有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整体战局，反
导致参战国人员损失巨大，贻害无穷。
同时，帕哈柳克的文章也介绍了当时俄
军防御化学武器攻击的一些做法。

1915年 1月，俄军在波利莫夫战役
期间遭敌第一次大规模化学武器攻
击。德军当时向俄军阵地发射 1.8万枚
甲基溴化物炮弹。虽然甲基溴化物导
致很多俄军士兵丧失知觉倒地，四处弥
漫的甲基溴化物烟雾也使俄军阵地“伸
手不见五指”，但当时的低气温削弱了
杀伤效果，德军的第一次进攻仍被俄军
击退。直到傍晚，因德军兵力占优，俄
军才被迫撤退。当年8月6日，德军对俄
军奥索维茨要塞发动化学武器攻击，其
作用也因当地沼泽密布的地形条件而
大大降低。

帕哈柳克在文中称，上述两个战例
表明，化学武器的使用和效果受到很多
限制。化学武器性质不稳定，除低温、

潮湿等环境外，天气情况也会削弱化学
武器的作用。如果风向变幻不定，化学
武器还有可能使施放一方受到伤害。

有效的防护措施，也使化学武器的
杀伤效果大大降低。1915年年初遭化学
武器攻击后，俄国开始研制化学武器防
护器材。最早的防护器材十分简陋，是
浸泡特殊溶液的纱布或抹布。为提升防
护效果，俄国工程师后来研制了可紧贴
面部的布质面罩，但防护性能提升有限。

俄国著名化学家尼古拉?泽连斯基
为寻找有效防护化学武器攻击的办法，
亲自前往前线调研。他注意到，当氯气
来袭时，凡是用军大衣蒙住头或把头钻
进松软泥土里的士兵都幸免于难。研
究分析后，泽连斯基发现军大衣呢毛和
土壤颗粒能够有效吸附有毒物质，这帮
助泽连斯基找到了研究方向。经进一
步研究、试验，泽连斯基发现木炭既能
吸附有毒物质，还能保证呼吸畅通，滤
除有毒物质的效果很好。随后，泽连斯
基以易生产、成本低、过滤效果更好的
活性炭为滤毒材料，于 1915年 8月成功
研制专用防毒面具。这种防毒面具由

高质量橡胶制成，可包裹整个面部，构
成密封环境，不仅可保护呼吸道，还能
保护眼睛和脸部皮肤。

除防毒面具外，自 1915年下半年
起，俄军在部队中普及躲避化学武器攻
击的做法。俄军在后方开设专门场所，
以烟雾模拟化学武器，训练士兵如何选
择并利用合适的风向、地形等，躲避化
学武器攻击。

1916年春季，俄军开始使用化学武
器炮弹作战。当年夏季，化学武器在著
名的布鲁西洛夫突破战役中发挥了作
用，这也是俄军发动的第一次化学武器
攻击。

帕哈柳克认为，到一战结束时，化
学武器也只是帮助参战国完成了一些
战术性任务，大规模化学武器攻击的次
数很少，化学武器炮弹常常与普通炮弹
一起发射轰击敌阵地，作为一种辅助攻
击手段发挥作用。

一战俄军防御化学武器之做法
■李子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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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准发力点。乱战，指趁敌内部

发生混乱之时，利用其力量虚弱、弱
无主见之机，从中渔利。说到底，这
是一种强调乱中取利、乱中获胜的计
谋。然而，乘敌之乱，必须首先确保
己方不乱。指挥员必须想方设法调
整己方状态，改变被动和不利局面。

“浑水摸鱼”者，若自己也成为浑水中
的一条鱼，辨不清方向，反倒会给敌
以喘息之机逃之夭夭甚至遭其反咬
一口。同时，指挥员要有一双“火眼金
睛”，能够随时洞察敌情况，特别是掌
握敌混乱的特征，这样才能抓准战机，
确保出手即中。古代兵书《六韬》曰：

“三军数惊，士卒不齐，相恐以敌强，相
语以不利，耳目相属，妖言不止，众口
相惑，不畏法令，不重其将。”当敌方出
现这些表征时，说明其乱局已定，必须
不失时机立即出击。杨育才所在穿插
分队，在歼灭“白虎团”团部后，利用敌
慌乱无措之有利时机，勇猛顽强、机
动灵活，3个多小时穿插前进 9公里，
彻底打乱南朝鲜军防御体系，对我西
集团顺利完成战役第一步任务起到
关键作用。

摧毁战斗意志。战国军事家尉缭
子说：“气实则斗，气夺则走。”而夺气
之法，重在攻心。敌发生混乱时，部队
往往滋生逃避心理，战斗意志和信心
极为脆弱，容易士气低落、军心涣
散。此时，更强调一鼓作气、一蹴而
就，要将支撑敌士气、军心和战斗力
的所有支撑力量彻底打垮。所谓乱
战，必须把握敌士气低落、军心动摇、
战斗力下降的时机，以咬定青山不放
松的韧劲针对敌薄弱环节持续用力，

“趁其病，要其命”，使敌始终处于被动

挨打的不利境地，从而彻底失去战斗
意志，全面溃败。因此，攻心夺气，全
面摧毁敌气势，才是乱战最高目标。
隋末的潼关之战、抗美援朝战争中的
奇袭白虎团，无一不是在敌慌乱大败
时继续穷追猛打，完全摧毁敌信心而
取得的胜利。

保持战争定力。兵者，诡道也。
敌我相争，生死拼搏，对敌无诚实信义
可言，敌对双方往往互相保密、互相隐
藏、互相欺骗，局势错综复杂。大凡成
功的军事行动，多与欺骗麻痹敌人的
行动做法紧密相关。要知道，古往今
来诸如引蛇出洞、诱敌深入等众多经
典战术，通常都是先以弱示人，以乱惑
人，故意营造出己方混乱不堪、弱不禁
风的形象，目的就是为使敌得意忘形、
放松警惕，落入我为其精心设计的圈
套。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不仅要善于用
计，更应举一反三、善于识计。对于乱
局，指挥员头脑要冷静，要对敌混乱有
清醒认识，能够准确判断和分析敌之混
乱并区别对待。对真乱者要不遗余
力、连续作战、不留后患。对假乱者则
稳坐钓鱼台不为所动，保持强大心理
承受能力和战争定力，切不可逞一时
之能、图一时之快、贪一时之利，被敌

“香饵”所诱上钩。两种处理方式看似
矛盾，实则辩证，其根本目的就是始终
保持我整敌乱的有利态势，确保顺利
达成作战目的。我军历史上，粟裕是
出名的以乱诱敌之高手。“反顽”第三
次战役中，粟裕为制造我军慌乱撤退
的假象，命令部队将破军衣、米袋子、
烂草鞋丢得遍地皆是，彻底骗过国民
党军，使其一路放心“前进”，径直走入
粟裕精心布置的“口袋”中。

百战奇略百战奇略原 典

计谋分析

战 例

《百战奇略》乱战篇原文为：
凡与敌战，若敌人行阵不整，士
卒喧哗，宜急出兵以击之，则
胜。法（《孙子兵法?计篇》）曰：

“乱而取之。”
乱战篇认为，对敌作战，若

敌阵紊乱不齐，士兵混乱喧哗，应
立即出兵进攻。这样有利于我军
取胜。诚如古代兵法所说：敌混
乱不堪时，就应乘机攻击。

李渊隋末起兵之初，部将段
志玄随同刘文静率军于潼关（今
陕西省潼关县北）抵抗隋将屈突
通的进攻。刘文静被屈突通部
将桑显和击败，部队溃散。这
时，段志玄率领 20名骑兵赶来
救援，阵斩隋军数十人。战斗
中，段志玄脚部被敌箭射伤，由
于担心引起部队思想波动，便忍
痛不言，甚至再三冲入敌阵拼
杀，致使桑显和部大乱。刘文静
部士气重新振作，乘机勇猛冲
击，大破隋军，屈突通被俘。

1953年 6月，志愿军总部根
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指示，决定
发起夏季战役第三次进攻，以配
合停战谈判。志愿军第 68军
203师奉命担负全歼南朝鲜军首
都师第 1团的任务。首都师第 1
团是李承晚集团的精锐部队，号
称“白虎团”。该团全美式装备，
在驻扎地构筑严密坚固的防御
体系，占有工事、地形之利。203
师决定首先摧毁其团指挥所，然
后逐个歼灭。7月 13日夜至 14
日凌晨，侦察排长杨育才带领尖
刀班，一路抓俘虏、察敌情、闯关
过岗，按时到达“白虎团”团部所
在地二青洞。尖刀班 12名战士
分为 3组，以一当十，向敌团部
发起突袭。敌不知志愿军来了
多少人，吓得六神无主。激战 1
小时后，“白虎团”团长被击毙，
团旗被缴获。指挥所被端掉的

“白虎团”随即崩溃，士兵丢弃武
器弹药、四散奔逃，志愿军乘机
将战线向南推进20公里。

志愿军缴获的志愿军缴获的““白虎团白虎团””团旗团旗

铁原阻击战中铁原阻击战中，，顽强战斗的我志愿军顽强战斗的我志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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