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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不容缓

新中国成立后，西藏地方上层反动

势力和帝国主义紧锣密鼓地策划“西藏

独立”活动，藏区形势愈发复杂严峻。在

西藏噶厦政府武装驱逐国民党驻藏办事

处所有人员后，达赖喇嘛和摄政达扎开

始组织亲善代表团赴美、英、印等国寻求

支持，暗地里酝酿在当年年底的联合国

大会上申请西藏独立。帝国主义从自身

利益出发，与藏独势力遥相呼应，其扶持

西藏地方政府之心可谓人尽皆知。美还

公开为西藏反动势力撑腰，称“西藏将派

出亲善使团分赴英、美、印、尼和北京表

示独立”。面对赤裸裸的挑衅，党中央认

为，西藏问题事关重大，解决西藏问题事

不宜迟。当时正在苏联访问的毛主席多

次急电中央、西北局和西南局，反复讨论

研究。西藏问题一被提上日程，便显得

刻不容缓。

重任在肩

起初，毛主席考虑到班禅及其随从

都在青海，且西南方面尚未完全解放，提

议由西北局争取在 1950 年秋冬季完成

西藏解放。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

在深入调研后报告，由西北入藏的道路

每年只有 5 月中旬至 9 月中旬可以通行，

其余 8 个月都是大雪封路，再加上政治

限制、屯兵屯粮、修筑道路等因素，入藏

准备保守需要 2 年时间。于是，进军西

藏的任务转由西南局筹划。西南局在第

二野战军 3 个兵团 9 个军中权衡。邓小

平认为，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各个领域

都 有 特 殊 性 ，解 决 西 藏 问 题 应 多 靠 政

治。综合考虑进军西藏的军事、政治、作

战和补给等问题，具有开辟新区经验和

卓越指挥才能的十八军军长张国华跃入

刘邓眼帘。主将选定后，接下来便是挑

选进藏部队。邓小平最初决定在第二野

战军所有部队中挑选 3 个主力师，组成 1

个 3 万人的野战军入藏。但张国华考虑

到原部有相当数量的老红军，抗战干部

多、素质好，并且便于指挥，提出率老部

队十八军入藏。

1950 年 1 月 24 日，西藏工作委员会

成立，进军西藏、经营西藏的任务历史性

地落在了十八军将士的肩上。

思想转变

一纸命令，原定驻守富庶川南的十八

军官兵面临抉择考验。为确保顺利进军

西藏，十八军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

作。一是凝聚人心的广泛动员。消息刚

传到十八军时，面对胜利果实和再次征

战、安全稳定和生死难测、亲人团聚和骨

肉分离的巨大反差，十八军领导在广大

指战员中进行思想动员，“干部要起带头

作用，所有的人思想都要通，要高高兴兴

地去西藏”。他们紧紧抓住将士崇尚荣

誉的诉求，决定“逃兵一律不准去西藏，

就地转退地方”，这一举措对于稳定军

心、凝聚人心发挥了巨大作用。二是卓

有成效的思想教育。面对部队思想情

绪，十八军积极开展爱国主义、形势任务

等教育，重点揭露帝国主义和藏独势力

分离西藏的图谋，回顾十八军在革命战

争时期的艰难历程和光辉战绩，阐明进

军西藏、解放人民的重大意义。军文工

团还创作进军西藏歌曲，激励官兵革命

荣誉感、保卫边疆自豪感和维护祖国统

一的使命感。三是以上率下的决心意

志。最有说服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以

身作则。据原十八军司令部侦察科参谋

王贵回忆，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把 3岁的小

女儿带上进军西藏动员大会主席台，向全

军将士现身说法，坚定表示一家三口一起

进军西藏，同甘共苦、患难与共。遗憾的

是，张国华的小女儿“难难”在进藏途中夭

折，成为十八军进藏年龄最小的“革命烈

士”。军长的模范带头极大鼓舞了士气，

激发全体指战员血性胆气，坚定了进藏

卫国的决心，完成了十八军将士从“川南

安家”到“进军西藏”的思想转变。

站稳脚跟

邓小平指出“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

于战斗”。十八军在统战、文化、后勤等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先遣部队到达藏区

后，通过谈心等方式，向藏族上层人士宣

传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

并免费为藏民治病，尊重藏胞风俗习惯，

不进寺庙、不动经幡，尽力消除历史遗留

的藏汉民族隔阂，有力促进民族团结。

从 四 川 到 拉 萨 ，部 队 的 给 养 一 直 是 难

题。刚到甘孜，部队便进入“粮荒”状态，

有的连队甚至挖野菜、抓地鼠、捉麻雀果

腹。面对西藏反动上层妄想困死、饿跑

我军的企图，十八军领导决定部队立即

投入生产，开展劳动竞赛，生产粮食，解

决了部队的吃饭问题。

修筑公路是在西藏站稳脚跟的关

键。在高原高寒的世界屋脊修路，挑战

前所未有。十八军将士和支援藏族群众

以惊人的毅力，在零下 30 多度的严寒中

烧挖冻土，打钎炸石，突破怒江天险，劈

开然乌沟石峡，硬是打通了康藏、青藏两

条公路，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作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挺进挺进，，向向雪域高原雪域高原
■■曹明敏曹明敏 程宇一程宇一

六连岭坐落于海南省万宁市北郊，

因六峰相连而得名，亦是古代万州八景

之一。在琼崖（海南岛旧称）新民主主

义革命浪潮中，六连岭革命根据地是我

党领导人民群众在海南岛最早建立、坚

持对敌斗争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根据

地之一。从 1927 年创建到 1950 年海南

岛解放，六连岭革命根据地创造了“二

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奇迹。

1927 年 4 月 22 日 ，在“ 四 一 二 ”反

革命政变的阴影下，国民党反动派以

“清党”为名，悍然发动琼崖“四二二”

反革命事变，大肆搜捕、杀害共产党员

与进步人士。据统计，“四二二”反革

命事变期间，全岛共有 2000 余人被捕，

500 余人被害，琼崖党组织和革命事业

蒙受巨大损失。为反抗敌人对共产党

员的大肆屠杀、保存琼崖革命火种，中

共琼崖地委、万宁县党部委、县农会决

定 以 开 展“野 外 演 习 ”为 名 ，于 4 月 23

日晚率领部分人员与农训所 200 余名

学员撤离县城，星夜奔赴县城以北 30

公里外的六连岭山脉驻营，从而完成

了 革 命 力 量 从 城 市 到 农 村 的 战 略 转

移，也为创建六连岭革命根据地奠定

了基础。

5 月 12 日 ，为 顺 应 革 命 形 势 的 发

展，在琼崖地委书记王文明主持下，六

连岭地区的农训所学员被统一整编，组

建成立一支农民武装大队，下辖两个中

队。这也是大革命失败后，琼崖共产党

最早创立的一支农民武装力量。

然而，在农民武装大队成立当日，

国民党发动了“围剿”，进而发生了一

场遭遇战。12 日上午，国民党琼崖警

备司令黄镇球出动少量兵力，并纠集

当地民团，对六连岭地区的村落进行

扫 荡 。 获 知 情 报 后 ，中 共 万 宁 县 部

委、农训所相关负责同志在六连岭军

寮村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先避开敌人

锋 芒 ，将 农 民 武 装 力 量 隐 蔽 到 山 上 ，

暗 中 监 视 黄 镇 球 部 行 动 ，再 寻 机 歼

敌。16 时左右，以逸待劳的农民武装

大队未发现敌人有进一步行动，误以

为黄镇球部已撤退，于是派先头队伍

下山补给。在下岭回军寮村途中，他

们 突 然 遭 遇 黄 镇 球 部 人 马 。 危 急 关

头 ，大 队 长 陈 永 芹 临 危 不 乱 ，带 领 一

支枪支配备较好的小队，利用六连岭

山脉复杂地形与敌周旋，奋力击退来

犯 之 敌 。 军 寮 村 战 斗 虽 歼 敌 数 量 不

多，却在琼崖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反动派的第一枪，有效打击了国民党

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揭开了党在琼崖

独 立 领 导 武 装 斗 争 和 创 建 革 命 根 据

地的序幕。

六连岭革命根据地创立后，琼崖革

命火种愈燃愈旺，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

慌。1928 年起，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对根

据地展开一轮又一轮的“清剿”，修堡

垒、烧山林、毁房屋，企图彻底切断六连

岭红军与当地群众的联系，熄灭革命火

种。没有吃、没有穿，根据地的指战员

们只能挖野菜、住石洞。因医疗物资极

度匮乏，大量伤病员牺牲。最艰难的日

子里，根据地仅剩 27 人。但就是这仅

存的 27 位同志，整编成一个红军排，继

续传播革命火种。

抗日战争时期，琼崖东区军政委员

会在六连岭成立，统一领导琼东地区乐

会 、陵 水 、崖 县 、保 亭 4 县 抗 日 进 步 力

量，屡次粉碎日军的“蚕食”计划。解放

战争时期，六连岭军民采用游击战策

略，大量消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并于

1950 年 4 月策应解放军渡海登岛作战

大军顺利解放万宁县。对六连岭根据

地为海南解放事业作出的贡献，朱德总

司令曾赋诗道：“六连岭上现彩云，竖起

红旗革命军。二十余年游击战，海南人

民树功勋。”

六连岭上现彩云
琼崖革命武装斗争“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光辉岁月

■林业茂 谢 引

沙漠夜行衣

海湾战争时期，伊拉克军队从苏联

秘密购置一批夜视仪，使美军在夜战中

陷入被动。美军因此研发一种沙漠夜间

迷彩服，以减少士兵在夜战中的伤亡。

当时苏联电子工业相对落后，其制

造的感光芯片像素点密度偏低，目镜中

亮点之间“拼缝”的处理简单。美军正

是利用了苏制夜视仪的这一特点，在原

迷彩服上印染“深色网格”，让夜视仪像

素点之间的“拼缝”增大，使得夜视效果

大打折扣。为避免在夜视仪中形成完

整人体轮廓，美军还在迷彩服上印染直

径 1 英寸至 3 英寸的深色不规则斑块。

这种迷彩对肉眼伪装性差，却能有效干

扰苏制夜视仪的夜间成像。

海湾战争结束后，这种专门针对苏

制夜视仪的“沙漠夜行衣”很快销声匿

迹。不过，针对光电器材进行伪装的技

术从此日益受到重视。

二战时期的超级武器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中 ，为 突 破 马 奇

诺 防 线 ，希 特 勒 曾 下 令 制 造 一 门 有 史

以 来 最 大 的 火 炮 —— 古 斯 塔 夫 巨 炮 。

这 门 巨 炮 口 径 800 毫 米 ，长 42 米 、宽 7

米、高 11.3 米，一枚炮弹重量可达 7 吨，

能 摧 毁 37 公 里 外 的 目 标 ，堪 称 当 时 的

“超级武器”。

1942 年 4 月，这门巨炮在首战中就

创下辉煌战绩，仅用一枚穿甲弹就摧毁

苏联隐藏在地下 30 米深的军火库。

因炮身太重且体积过于庞大，古斯

塔夫巨炮发射一枚炮弹需上百人进行

操作。不仅如此，在运输这门巨炮时，

德军甚至要出动上千人，才能让它进入

战位，这让古斯塔夫巨炮一度成为德军

后勤部门的噩梦。

希特勒曾梦想依靠古斯塔夫巨炮

创 造 战 争 奇 迹 ，但 最 终 未 能 如 愿 。 战

后，这门巨炮被美军缴获，因无法运输，

只能将其原地熔化。

（杨远超 曹胜杰）

顺势而为。风战篇旨在强调顺应

形势、借机而动的重要性。顺势而为，

历来是兵家铁律。就后晋军与契丹军

而言，双方都积极利用风向，以求战

胜。进攻方的契丹军乘风势纵火扬

尘，而作为防御一方的后晋军在突围

过程中，也派出骑兵绕至契丹军背后，

顺风发起袭击，冲破契丹军的包围，并

追击败逃的契丹军。

巧借天候、地形、时机等有利之势

来组织作战行动，是取得作战胜利的

必要条件之一。为突破敌方包围，我

军 115 师代师长陈光果断命令部队占

领陆房村周边制高点，依托地利连续

10 余次击退敌人进攻。战至 5 月 11

日黄昏，我军发现日军因不敢夜战而

主动收缩兵力。我军随即抓住这一时

机，快速收拢部队，进行政治动员，宣

布突围纪律，埋藏重要物资并安置伤

员，分路隐蔽实施突围。

因情制变。运用风战之法，必须

紧贴实际情况，灵活调整策略，实现顺

势而为与逆势而动的有机结合。战势

的发展、战机的出现不可能一直顺遂

如意，指挥活动与作战行动也就无法

持 续 顺 势 而 为 ，必 然 要 面 对 逆 势 挑

战。后晋军因粮草与水源补给被契丹

军切断，加之逆风受困，大量士兵和马

匹渴死、饿死。此时后晋军内部在立

即反攻还是坚守防御的问题上，产生

了明显分歧。主帅杜重威等人主张防

守，等待风向转变之后再行出战，而马

步都监李守贞等人则坚决主张出击，

避免因军中饥渴问题加重而坐以待

毙。幸而李守贞等人成功说服主帅即

刻派兵反击，才终于大败敌军，解除阳

城之围。

“明者因时而变，智者随事而制”，

优秀的指挥员既要善于顺势而为，更

要敢于逆势而动。顺势是等不来的，

尤其是在面临逆势之时，消极等待更

容易陷入被动境地。唯有主动作为，

才能化解逆势、掌握主动。115 师在

11 日入夜之时，所剩力量及弹药已无

几，无法应对日军次日进攻。同时，日

军为防止我军利用夜暗突围，在陆房

周边各制高点和路口燃起火光照明，

并以炮火持续打击我方各阻击阵地。

为避免弹尽粮绝、遭敌围歼的不利后

果，我军即刻主动展开突围，仅用 4 个

多小时便完成一切突围准备，于夜间

22 时许开始突围，12 日拂晓安全地跳

出了日军的“铁壁合围”。

出其不意。成功运用风战之法，

关键是要力求隐蔽突然，做到出其不

意、攻其不备。后晋军能够在敌方猛

攻和逆风之势下成功突围，关键是抓

住了“敌谓我不能逆风以战”的麻痹心

理，乘契丹军自恃占有顺风之势而放

松警惕的空隙，以精锐骑兵突袭击退

敌方攻势，在逆风之势下创造以寡敌

众、以少胜多的成功战例。

在这一点上，陆房突围与阳城之

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陆房村向外突

围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条是东南方向

的山间大路，地形复杂且利于隐蔽，即

使被敌发现尚有强行突围的可能；另

一条是西南方向的山顶小路，穿过日

军营地，四周高地也被日军控制，并被

日军燃起的火堆照得通亮，连日军巡

逻兵的钢盔和刺刀都映照得清晰可

见。在选择突围路线时，多数人建议

走大路，但陈光为求出其不意，特意规

定“避开大路、专走小路，不进村庄、绕

道穿行”。日军无论如何都想不到，我

军会从其营地中间通行。“敌人燃起的

火堆近在身旁，敌军喊话的声音清晰

可闻”，我 115 师主力部队及地方党政

机关 3000 余人却在敌人的眼皮底下

成功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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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战奇略》风战篇原文为：

凡与敌战，若遇风顺，致势而击

之；若遇风逆，出不意而捣之，则

无 有 不 胜 。 法（《吴 子·治 兵 第

三》）曰：“风顺致呼而从之，风逆

坚阵以待之。”

风 战 篇 认 为 ，大 凡 对 敌 作

战，若遇顺风天气，就利用风势

进攻敌人；若遇逆风天气，也可

出 其 不 意 去 打 击 他 们 ，这 样 就

能 无 往 不 胜 。 恰 如 兵 法 所 说 ：

“ 风 天 作 战 ，如 果 我 方 顺 风 ，就

乘 着 风 势 进 攻 敌 人 ；如 果 我 方

逆风，就应坚守阵地，防止敌人

来袭。”

五 代 后 晋 开 运 二 年（公 元

945 年），后晋军被契丹军围困于

阳城（今河北保定西南）。契丹

军依托兵力优势，借助“东北风

大起”之机，顺风放火并扬起沙

尘，向后晋军发动猛烈进攻。后

晋军主帅北面行营都招讨使杜

重威等人主张防守，“俟风回与

战”；但马步都监李守贞等则主

张 利 用 敌 方“ 敌 谓 我 不 能 逆 风

战”的心理，攻其不备。随后，主

战的符彦卿等将率精锐骑兵发

起突然袭击，大败契丹军，解除

了阳城之围。

1939 年 5 月初，转战山东的

我 八 路 军 第 115 师 主 力 部 队 及

地 方 党 政 机 关 3000 余 人 ，被 日

军 5000 余人及伪军 3000 余人围

困于纵横不到 10 公里的陆房山

区（在今山东肥城境内）。我军

顶着敌方猛烈炮火，利用夜暗隐

蔽突围，以伤亡 200 余人的代价

取得了毙伤敌方 1300 余人的战

绩，极大鼓舞全民抗日信心，一

举打开了泰（山）西地区的抗日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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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城交警大队民警参与绘制的连环画肥城交警大队民警参与绘制的连环画《《陆房突围陆房突围》》

六连岭烈士陵园六连岭烈士陵园

我军进藏部队行经草原我军进藏部队行经草原

1950 年 初，十 八 军 奉
命进军西藏，3万名将士从
四川出发，挺进雪域高原，
于 1951 年 5 月和平解放西
藏。至此，中国大陆全部解
放。十八军克服高原高寒、
缺氧缺粮等因素影响，充分
发挥战斗队、工作队、宣传
队、生产队和工程队作用，
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
等诸多领域同帝国主义、
藏独分裂势力坚决斗争，
为解放和建设西藏、捍卫
国家领土主权作出了重要
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