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021年4月1日 星期四 战 史责任编辑 /王 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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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说新语史说新语

■
魏
允
干

见
危
难
，毋
忘
其
众

张
辽
破
孙
权
与
卢
沟
桥
抗
战

链接历史链接历史

爱兵如子，日常立威。本篇以难
战为题，旨在揭示将帅修养与部队建
设的关系这一治军问题，强调为将
帅者要能与部下同甘共苦，不可“舍
众而自全，临难而苟免”。古今中外
的战争实践证明，指挥员能否对部
属做到宽厚仁爱，关系军队的建设
质量和战斗力。同时，指挥员想要
做到在战场上一呼百应，绝非一朝
一夕之功，还须注重在日常中树立
威信，赢得兵心，才能在关键时刻确
保全军勠力同心，服从指挥。若指
挥员只严他人而不律己，平时对部
下颐指气使，战时怯战畏战，则无威
信可言。即使作战时身处一线，也
只会落到“孤军奋战，怒而不威”的
局面，失去对部队的控制。佟麟阁
治军时，一改旧军人恶习，不打人，
不骂人，为人和蔼，爱护部下。士兵
冒着烈日守城，他在各队前摆放一
桶水以止渴。城内商人感激他们，
向部队赠送西瓜，佟麟阁坚决不受，
且对老百姓恭敬有礼。时人在《北
平时报》称赞佟麟阁：“佟副军长善
治军，第二十九军纪律严明，勇于作
战，而于老百姓秋毫不犯”。

身先士卒，以身作则。战争是高
度集中统一的实践活动，因此主将和
部属之间能否密切配合、同心同德，对
战争胜负起着重要作用。主将宽厚仁
爱，在将士中有威信，是部队同心抗敌
的前提，而能否充分调动官兵积极性，
使其在作战中舍生忘死，还在于主将
能否在战斗中身先士卒，为士兵作出

表率。所谓上行下效，危难之时，主将
对士兵不抛弃不放弃，士兵同样也会
拼死保护主将，在同仇敌忾情形下，能
够爆发出压倒强敌的力量。张辽所部
能以区区数千人对抗孙权十万大军，
就是因为主帅敢于舍身救护部众，从
而将部队的士气激发出来，形成克敌
制胜的强大战斗力。

需注意的是，战争是硬实力的比
拼，官兵只有素质过硬，才有强大的战
斗力，而这需要日常严格的教育、训练
和培养，需要严明的军纪保证。如果
指挥员平时治军不严，疏于管教，仅在
战时“毋忘其众”，即便一时能发挥作
用，也不是持久之计。

英勇果敢，高效指挥。战争以追
求“势”的变化为最高境界，而战争的

“势”不仅是作战双方物质力量的比
拼，也是精神力量的较量。在客观条
件一定的情况下，能否充分发挥人的
主观能动性掌握战争之“势”，便成为
夺取胜利的关键所在，而这也对指挥
员提出了较高要求。将帅勇则军心
齐，将帅懦则军心散。当然，我们在要
求指挥员勇的同时，也要明白难战毕
竟不是一种攻城拔寨、斩将杀敌的计
谋，更多强调指挥员个人魅力的发
挥。难战所提倡的英勇也绝不是以匹
夫之勇乱打乱冲，而是须以合理的指
挥和谋划为前提。孙权军十余倍于张
辽，却以失败告终，是因为张辽乘孙权
军队尚未形成合围之势，出其不意，先
发制人，使孙权军士气骤降，再衰三
竭，以致攻城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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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战奇略》难战篇原文为：
凡为将之道，要在甘苦共众。如
遇危险之地，不可舍众而自全，
不可临难而苟免，护卫周旋，同
其生死。如此，则三军之士岂忘
己哉？法曰（《司马法?定爵第
三》）：“见危难，毋忘其众。”

难战篇认为，作为将帅的一
条重要原则，就是能与部众同甘
共苦。如遇危险境地，将帅不可
抛弃部众以保全自己，不可面临
危难而苟且偷生，应当保护部队
与敌周旋，与士卒同生死共战
斗。将帅如能做到这样，全军将
士又怎会在危难中不舍生忘死
呢？诚如古代兵法所说：“面临
危难的将帅，不能只顾自己而忘
却全军将士的安危。”

建安二十年（公元 215年），
孙权乘曹操率军远征汉中张鲁
之机，亲率十万大军围攻合肥。
当时合肥仅有张辽、李典等率兵
七千余人驻守。张辽选八百勇
士出城迎击孙权，孙权军队被冲
乱。后孙权发现张辽兵力不多，
才调兵将张辽部重重包围。张
辽奋力突围后，听到被困部众呼
救，立即回身再入敌阵，将受困
兵士全部救出。自此张辽部军
心稳定，诸将心悦诚服。孙权十
多天无法攻克合肥，最终不得不
退兵。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
爆发后，时任国民革命军第 29
军副军长的佟麟阁负责指挥迎
敌。他以军部名义向全军官兵
发出命令：凡是日军进犯，坚决
抵抗，誓与卢沟桥共存亡，不得
后退一步。7月 28日，日军向北
平发动总攻，进犯南苑。佟麟阁
与 132师师长赵登禹指挥 29军
死守南苑。佟麟阁被机枪击中
腿部，部下劝其退下，他执意不
肯，带伤率部与日军激战。从拂
晓战至中午，佟麟阁头部再受重
伤，终因伤势过重壮烈殉国，年
仅45岁。

卢沟桥卢沟桥

1948年 6月，我军与国民党军力对
比已发生显著变化，党中央、中央军委
和毛泽东主席认为同国民党进行战略
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我军及时抓住
决战时机，选定决战方向，毅然组织了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毛泽东主
席向全军发出“下最大决心打大仗、打
硬仗、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号召，
并首先组织了辽沈战役。

1947年 5月至 1948年 3月，我军曾
在东北战场连续发动夏、秋、冬季攻
势。敌人遭我军沉重打击后，尚存的
约 50万军队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
3个互不相连的地区。锦州仅赖辽西
走廊这一狭长地带与关内保持联系，
敌企图集中兵力重点守备，以牵制我
东北野战军于关外，并妄图伺机打通
北宁铁路。

是将东北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就地
消灭，还是放进关内打击？辽沈战役，
是先打长春，还是先打锦州？很快，中
央军委作出先打锦州的决定。

作出这一决定，是因为北宁铁路是
连接国民党军队东北战略集团和华北
战略集团的大动脉，而锦州是北宁线上

的咽喉。锦州犹如一根扁担，一头是东
北国民党军，一头是华北国民党军。攻
占锦州就像从中间折断扁担，将东北和
关外的国民党军分割开来，关上东北的
大门，形成“关门打狗”“瓮中捉鳖”之
势。1948年 10月 4日，中央军委复电东
北野战军，要求“大胆放手和坚决地实
施，争取首先攻克锦州”。几天后，中央
军委再次致电东北野战军，强调指出，
这一时期的战局，很有可能发展成为极
有利的形势，“关键是争取在一星期内
外攻克锦州”，“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
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
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蒋介石意识到我军攻打锦州这一
决策的厉害，慌忙与卫立煌、傅作义紧
急磋商，亲自调兵遣将。他从华北战略
集团抽调第62军3个师（第67师、第154
师、第 157师）、第 92军 1个师（第 21师）
和独立95师，行海路至葫芦岛。他下令
烟台的第 39军 2个师前往葫芦岛（未赶
到），再加上驻锦西的第 54军 4个师（第
8师、第 198师、暂编第 57师、暂编第 62
师），共11个师组成援救锦州的“东进兵
团”，由国民党第 17兵团司令官侯镜如

指挥。他还命令海、空军配合“东进兵
团”作战，“重庆”号巡洋舰于 10月 12日
开进连山湾。在沈阳方面，则由沈阳国
民党军新 3军、新 1军、新 6军、第 71军、
第 49军和第 207师第 3旅共 12个师和 3
个骑兵旅，组成援救锦州的“西进兵
团”，企图形成“东西对进”之势，以解锦
州之围。

按照“攻锦打援”的战略部署，我东
北野战军总部在锦西县北的虹螺山、白
台山、塔山、打鱼山岛、西海口、高桥一
线，由第四纵队、第十一纵队和冀热辽
军区 2个独立师设置防线，以阻止国民
党“东进兵团”援锦。在彰武、新立屯、
黑山等地，则由第十纵队和第五纵队、
第六纵队主力等设置防线，阻击来自沈
阳方向的“西进兵团”。

1948年 9月 11日，东北野战军第四
纵队参加了夺取锦州的战役，于 9月 16
日包围义县之敌。紧接着，第四纵队日
夜兼程进到锦西以南地区，攻占月亮
山、砬子山高地。9月27日，第四纵队十
师完成对兴城的包围，29日晨，仅用2个
小时便攻克兴城，全歼守敌。如此，第
四纵队同兄弟部队一起，切断了北宁铁

路，使锦西、锦州之敌陷于孤立境地。
在此期间，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

第三纵队、第七纵队、第八纵队、第九纵
队等，正加紧完成对锦州的包围。

10月 4日，第四纵队由第二兵团司
令员程子华直接指挥，在第十一纵队和
冀热辽军区 2个独立师配合下，受领了
在塔山地区阻击敌人的任务。东北野
战军的电令指出：“锦西以北大、小东
山，锦州以南松山街皆为敌阵地，两锦
仅距30公里，我军绝对不能采取运动防
御的方法，必须采取在塔山、高桥及其
以西以北部署，进行英勇顽强的防御
战。必须死打硬拼、死守不退，抵抗敌
之飞机大炮和步兵的猛烈冲击，利用工
事沉着地准确地大量杀伤敌人。”

10月10日，塔山阻击战打响。坚守
整整 6个昼夜后，我军主力攻克锦州。
锦州的解放，彻底切断了国民党军南撤
华北的退路，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坚
实基础。

扼扼住咽喉住咽喉
东北野战军攻占锦州之决策

■胡奇才 陈 硕 袁长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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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诱狼》中最精彩的部分，莫过
于八路军以迫击炮命中日军指挥所，当
场炸死日军中将指挥官。这段故事的原
型，正是黄土岭围歼战。

1939年 11月 5日至 8日，八路军晋
察冀军区在黄土岭地区围歼日军独立
混成第 2旅团独立步兵第 2、第 4大队
主力，歼灭日军 900余人，缴获 200多驾
满载军用品的骡马车、5门火炮和大量
枪支弹药。这次战斗中，八路军击毙
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他是
抗日战争中被我军击毙的职务最高的
日军将领。

未雨绸缪，诱敌入瓮。1939年11月
3日，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独立步兵第
1大队由涞源城出动前往我晋察冀根据
地实施大规模“扫荡”，其主力被八路军
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歼灭于雁宿崖。
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
委杨成武在雁宿崖战斗胜利后并未因胜
生骄、思想懈怠，而是冷静分析日军下一
步行动。针对日军“每遭歼灭必急于报
复”的特点，根据日军“败得越惨，报复越
凶”“败兵刚刚归巢，报仇随即而至”的作
战规律，杨成武意识到刚刚上任，且素有

“山地战专家”之称的独立混成第2旅团
长阿部规秀必定不甘失败，可能会派主
力寻找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主力报
仇，于是迅即命令所属部队做好连续作
战准备，隐蔽待机。

果然，11月4日，阿部规秀亲率步兵
第 2、第 4大队，分乘 90余辆卡车，向雁
宿崖、银坊方向急进，企图寻歼晋察冀军
区第一军分区，进行报复性“扫荡”。晋
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在获
悉日军作战行动后，指示杨成武统一指
挥第一军分区第 1、3、25团和第三军分
区第 2团，第 120师特务团，游击第 3支
队等约6个团的兵力迎击日伪军。

杨成武针对阿部规秀狡猾的作战特
点和急于报仇的心理，迅速制订作战计
划，决定采取“诱敌入瓮、据险伏击、牵制
增援”的战法，以少数兵力采取“时堵时
撤、若即若离、激怒日军”的方式节节抗
击，实施诱击调动敌人。杨成武以部分
兵力前出至涞源城以东地区实施袭扰，
迷惑日军，进而相互配合，诱敌进入黄土
岭以东的峡谷地区，集中主力实施“瓮中
捉鳖”。

因地施策，据险设伏。黄土岭是太
行山北部群山中的一处峡口，地势险要，
地形酷似一条长形“口袋”。杨成武勘察

地形后，决定在黄土岭东北上庄子至寨
头之间的狭窄谷地伏击日军。他命第
1、25团一部并加强第一军分区炮兵连
占领寨头东南、西南高地，断敌退路；第
3团一部占领黄土岭至上庄子东南高
地，侧击敌人；第 2团尾随日军开进，待
敌进入伏击阵地后，由西向东出击；第
120师特务团从黄土岭东南方向实施围
攻；第 3团一部待敌人进入伏击圈后封
锁峡谷口，对敌实施围歼。

11月 6日，日军在我第 1团和游击
第 3支队少部兵力的诱击下，于黄昏抵
进黄土岭。杨成武指挥伏击部队趁夜幕
展开行动，完成合围伏击部署。6日夜，

日军发现黄土岭西北有八路军活动迹
象，有所警觉。7日清晨，日军采取“边
侦察、边交替、逐次占领、掩护前进”的方
式向上庄子、寨头方向搜索前进，企图避
开八路军主力，绕道返回涞源城。

7日 15时许，日军全部人马陆续进
入黄土岭伏击阵地，预先设伏的第 1、25
团迎头阻击，第 3团和第 2团分别从西、
南、北三面包围。猝不及防的袭击使日
军阵势大乱，慌忙抢占上庄子东北高
地，向寨头阵地实施反扑，企图突围，双
方展开了激烈的山地争夺战。交战中
我炮兵营发现并炸毁日军电台。16时
许，第 1团指挥员发现黄土岭东侧小庙

附近有多名日本指挥官，即令迫击炮连
对准目标轰击，当即击毙阿部规秀。日
军在电台被炸、指挥官阵亡的情况下陷
入严重混乱。

袭扰牵制，适时撤出。7日晚，日军
被歼过半，其余数百人被压缩在上庄子
附近的山沟里，连续发动10余次突围均
被击退。由于八路军各攻击部队联络困
难，协同不易，遂采取“巩固阵地、小股袭
扰”的方式，损耗疲惫敌人，防敌逃跑。

与此同时，驻涞源、蔚县、易县、满
城、唐县、完县的日伪军正兵分多路快速
向黄土岭方向增援。聂荣臻即令各县区
游击队广泛开展袭扰活动，牵制、迟滞增
援日军行动。

8日，被围日军在 5架飞机掩护下，
倾尽全力实施突围，八路军参战部队采
取“拦腰截断、包围阻截、迂回追击”等
战法，与敌展开激战，歼灭大量日伪
军。由于日军空投大量弹药和给养，以
资被围日军组织新的突围，且正在调集
重兵实施增援，晋察冀军区和第 120师
指挥员判断继续作战对我不利，遂决定
撤出战斗。

黄土岭围歼战的胜利得益于指挥
员“既胜若否”的良好心理素质，各级指
挥员既未被雁宿崖歼灭战的胜利冲昏
头脑而思想懈怠、骄傲自满，也未因黄
土岭围歼战的成功而盲目自大、自负轻
敌。在雁宿崖歼灭战胜利后，仍实施高
度戒备，有针对性地制订迎敌策略，才
有了击毙日军“名将之花”的辉煌战
绩。更难能可贵的是，我军没有在黄土
岭围歼战中耽于胜利，而是清醒认识到
敌我武器装备、作战能力、后勤补给等
方面的差距，及时组织部队速胜速撤，
既让部队免遭更大损失，也使日军的报
复性“扫荡”企图落空。

1939年 11月 24日，毛泽东等发贺
电祝贺晋察冀军区取得又一重大战果，
并指出此战再次证明八路军山地游击
战的威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
长蒋介石也致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予
以嘉奖，称赞此次战斗“足见我官兵杀
敌英勇，殊堪奖慰”。日本《朝日新闻》
撰文称“中将级指挥官的阵亡，是皇军
成立以来未曾有过的”“名将之花凋谢
在太行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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