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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兴河沟突围战

为 尽 快 冲 破 敌 人 的 秋 季 大 讨 伐 ，

1935 年 10 月 29 日，第三军转战勃利县

吉兴河沟。10 月 30 日，在九龙沟与第四

军 第 三 团（收 编 的 苏 衍 仁 白 龙 队）会

合 。 11 月 初 ，两 支 队 伍 在 九 龙 沟 分 离

时，已经预料到敌人可能会在交通要道

上设伏。果不其然，第三军司令部的队

伍到达吉兴河沟时，便遭遇埋伏在此的

300 多名敌人。第三军哨兵只发现前面

有敌情，未发现侧翼还有敌人。这次突

围战斗中，第五师师长尹庆树及 3 名同

志壮烈牺牲。突围后的第三军司令部

到达大罗勒密河一带，与李延禄率领的

第四军及其他部队会合，于 12 月 12 日渡

过松花江，到江北扩展游击区。

大茄子河歼灭战

1936 年 2 月，东北人民革命军改编

为东北抗日联军，郝贵林带领改编后的

抗联第三军第四师驻扎在大茄子河一带

（现七台河市茄子河区铁山乡附近）。一

天清晨，哨兵报告有 2 辆日军汽车向驻

扎地驶来。郝贵林立即命令战士们隐蔽

起来，准备打一场伏击战。当敌人进入

伏击圈，郝贵林一声令下，战士们齐开

火，当场击毁汽车，50多个日本兵被全部

击毙。

姜家街伏击战

1936 年 6 月端午节当天，伪山林警

察队长王焕章和日本指导官带领几十

个 伪 警 从 保 安 屯（现 勃 利 县 小 五 站 镇

新兴村）奔向七台河，在大六站西沟口

姜家街附近钻进了第三军第四师布下

的 包 围 圈 。 这 次 伏 击 战 中 ，日 本 指 导

官、警 察 队 长 和 手 下 日 伪 军 20 余 人 被

击毙。

夜袭伪兴安军

1937 年春，第三军第四师师长郝贵

林根据地下交通员提供的情报，带领第

四师采取边打边撤的战术，将伪兴安军

引到七里嘎山。连续几天的游击战使伪

兴安军筋疲力尽，早早安营休整。郝贵

林带领战士摸到伪兴安军帐外，将其枪

支拿走，并投掷自制手榴弹。敌人被偷

袭，一时四散逃窜。这次战斗共歼敌 50

余人，缴获步枪 50 余支、子弹 5000 余发、

战马 30余匹。

夜袭佟家沟

1937 年 5 月下旬，日军调集勃利、宝

清和桦川等地日伪军，编成讨伐队对桃

山、茄子河等游击区进行扫荡，强迫当

地群众迁至山外，实行所谓“民匪分离”

的集团部落政策。第三军第四师师长

郝贵林接到有一支 70 多人的讨伐队驻

扎在桃山脚下的情报后，决定对其进行

夜袭。傍晚，郝贵林带领 20 余名保安连

战士隐蔽在佟家沟北面老道庙旁的小

山包下。入夜后，郝贵林率军向日伪军

宿 营 地 发 起 进 攻 ，打 死 打 伤 敌 人 20 余

人，日伪军被袭后连夜撤回据点。

新民屯突围战

1937 年 7 月，郝贵林率部到勃利县

青龙山东山荒（现勃利县小五站镇新民

村）为部队筹集给养，遭到伪军追击。郝

贵林命少年连连长韩富带队突围，自己

端起机枪阻击敌人。战斗中，郝贵林不

幸大腿中弹，仍顽强坚持战斗，后因流血

过多牺牲，时年 37 岁。

倭肯河畔的红色记忆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的战斗片断

■吴振东 陶金星 王起刚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解放军

西南军区和西北军区派出部队向西藏挺

进，走上和平解放西藏之路。刘伯承元

帅曾说，进军西藏是一件非常光荣也非

常艰巨的任务，就其政治意义的重大、自

然条件的艰苦等各个方面讲，都可以称

作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二次长征。

1949 年底到 1950 年初，毛主席和中

央政府多次发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

论述。1950 年 3 月 7 日，第二野战军第

十八军在四川乐山举行庄重的宣誓仪

式，开始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光荣

征程。

一步入藏，逢座座雪山。 1950 年 3

月底，十八军主力部队进军甘孜。海拔

3400 多米的二郎山位于进入甘孜地区

的必经之路，是成都平原到青藏高原的

第一道天险，也是进藏部队翻过的第一

座雪山。而从昌都到拉萨进藏部队需要

翻越 14 座海拔 4000 米以上的雪山和 4

座海拔 6000 米以上的雪山。部队在零

下 30 摄氏度的雪山上，每天行军 10 小时

以上。

解放昌都，续红军传统。1950 年 10

月 6 日，我军正式发起昌都战役。南北

两线部队同时渡过金沙江，开始实施作

战任务。19 日 20 时，156 团解放昌都。

至 24 日，我军进藏部队经历大小战斗 20

余次，打开了解放西藏的大门。此役，我

军缴获各种武器 2500 余件，弹药 58.7 万

余发。然而，进军昌都的第一个冬天，我

军就遭遇了粮荒。

十八军进藏共面临三次断粮，一在

甘孜，二在昌都，三在拉萨，其中昌都断

粮最为艰难。战士们严守纪律，宁愿把

枪背带都煮了吃，也不愿打扰群众。一

位连指导员曾回忆说，那时一到饭点，就

召集支委开支委会。所谓的开支委会，

就是先让战士吃，战士吃剩下了，支委们

再吃。他们严格遵守“进军西藏，不吃地

方”的规定，不向藏族群众征购粮食。许

多官兵倒在高原上，长眠在了风雪呼啸

的深山峡谷中。

兵分四路，显坚定决心。 1951 年 5

月 23 日，中央人民政府与当时的西藏地

方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

藏办法的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党

中央、毛主席决定从西康、云南、青海、新

疆分 4 路向西藏进军，毛主席以中央军

委主席的名义颁布进军西藏训令。十八

军政委谭冠三曾表示：“此去西藏，如果

我为国献身了，请一定把我的骨灰埋在

西藏。”其决心可见一斑。

深入藏区，战高寒低氧。 1951 年 9

月 25 日 ，十 八 军 主 力 部 队 到 达 怒 江 北

岸。怒江水流湍急，两岸陡峭，没有桥

梁，横渡怒江险象环生。渡过怒江，便进

入了念青唐古拉山脉地区。这里因海拔

高，含氧量低，被称作生命禁区。10 月，

部队在暴雪中翻越冷拉山口，因天气恶

劣，山路陡峭，多名战士跌进峡谷，长眠

雪山深处。

进驻拉萨，筑钢铁长城。 10 月 24

日，十八军主力部队克服艰难险阻，到达

拉萨河畔。休整两日后，于 10 月 26 日举

行隆重的入城式。

1951 年 5 月，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

一部在安子明率领下从新疆进入西藏，

向被称为“世界屋脊上的屋脊”的阿里高

原 进 军 。 他 们 翻 过 昆 仑 山 ，艰 难 跋 涉

500 余公里，于 8 月 3 日进驻阿里首府噶

大克。

1952 年 7 月 17 日，解放军进驻藏南

边境重镇亚东。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

进藏部队胜利完成了将五星红旗插到喜

马拉雅山的神圣使命。我军从西至东，

沿着喜马拉雅山脉在 4000 多公里的漫

长国境线上建立哨所，铸成了保卫祖国

西南边防的钢铁长城，将西藏和祖国紧

紧地连结在了一起。

回顾艰难历程，进藏主力部队行军

2000 多公里，四路大军总行程达 8000 多

公里，横穿“世界屋脊上的屋脊”阿里高

原，走过高耸入云的横断山脉，跨越横亘

数千里的唐古拉山，一路跋山涉水、铺路

架桥，用血肉之躯筑成进藏之路，铸就了

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

界更高的“老西藏”精神。

红旗插上红旗插上世界屋脊世界屋脊
1950年至 1952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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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奇制胜。雪 战 篇 说 明 的 是 战

时应如何应对不利气象条件。自从

战争登上人类历史舞台，气象条件一

直是影响战争进程与结果的重要因

素。有利的气象条件，有助于取得胜

利；但作战过程中，天气不可能总是

尽如人意，天气突变时有发生。如遇

不利天气，指挥员能否灵活应对、潜兵

击敌，直接关乎战事走向。唐军进军

途中突遇大雪寒风，军旗都被吹断，冻

死的人马随处可见。李愬并未按常理

组织军队躲避休整、等待雪停，而是下

令以轻装部队“入蔡州取吴元济”，其

部将听令后“皆失色”。正是他的大

胆之举，才让唐军能够“悬军奇袭，置

于死地而后生”。

雪 战 之 法 的 关 键 是 要 破 除 思 维

定式、摆脱作战成式，不拘泥于作战

中习以为常的“传统套路”，而是采取

常 人 认 为 不 可 思 议 的“ 非 常 之 法 ”。

尤其是在遇到极端不良天气之时，更

需出奇招、用奇兵，才能克服不良天气

的干扰，化被动为主动，最终获得胜

利。1950 年底，朝鲜半岛遭遇 50 年一

遇的严寒，长津湖地区普降大雪、气温

骤降。至 11 月下旬，日均气温降至零

下 27 摄氏度，最低气温甚至降到零下

40 多摄氏度。为达成战役突然性，衣

着单薄的 10 万余名志愿军官兵忍着

酷寒、饥饿和疲劳，利用夜暗条件，在

覆盖着厚厚积雪的山林中连续隐蔽

行军，悄无声息地抵达预设战场，并

通过大范围的穿插迂回包抄，成功将

美军陆战第 1 师和步兵第 7 师截为 5

段，形成分割围歼的有利态势。第 9

兵团的出奇制胜，被美军视作是“世

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侦察为先。雪战篇原文中的“觇”

字，本为窥探、观测之义，“觇敌不备”

是指探察敌方不备之时。潜兵击敌，

先要觇敌不备。李愬敢于派兵顶风冒

雪直奔蔡州，是因为他已经摸清敌方

在蔡州及周边地域的布防情况。袭取

蔡州前，每当俘获敌方将领，李愬都会

亲自盘问情报，由此详细掌握叛军的

“险易远近虚实”之情，并得知敌方精

锐都在蔡州城四周驻防，城内空虚。

因此，李愬决定以轻装部队突袭入城，

抓捕敌首。

侦察是决策与行动的先决条件，

若未察明敌情就派兵出击，不仅达不

到出奇制胜的效果，反倒容易陷入不

利境地。1950 年 11 月 27 日长津湖战

役发起时，我志愿军虽然先期对美军

营地进行了侦察，掌握了敌方装备、运

补等情况，并借助大雪天气隐蔽对敌

发起突然作战，取得重大的歼敌战果，

但在战后第 9 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宋时

轮向彭德怀的检讨电文中也指出，“对

作战环境调查研究不够”“对地形、道

路侦察不清楚，尤其是敌情不明”，是

导致我军伤亡约 1.9 万人、冻伤减员 2

万余人的两个主要原因。

判明意图。运用雪战之法还需在

判明敌方意图上做足功夫，即通过周

密侦察，摸透敌方意图，抓住敌方疏忽

大意之时给予敌方致命一击。淮西割

据，唐军 30 多年不能进至蔡州城下，

叛军因而思想松懈，认为唐军不会攻

城。李愬正是抓住这一点，在进军时

通过驱使鹅鸭、敲梆打更等方式制造

声响，掩盖唐军行进的动静，趁夜攻入

城中。

掌握敌方指挥员的心理活动，并

乘其麻痹松懈、骄纵狂妄或犹豫不决

时达成对敌攻击的突然性，是用好雪

战之法的法门所在。我志愿军充分

抓住麦克阿瑟“圣诞节前结束战争总

攻势”的狂妄心理，以及美军士兵希

望回家过圣诞的放松心态，对长津湖

之敌进行分割包围。在激战 3 个昼夜

后，第 9 兵团集中优势兵力，运用夜间

进攻、近战歼敌的战术，一举歼灭了

号称“北极熊团”的美军第 7 师 31 团，

震撼了整个东线美军，迫使美军向南

撤退。

百战奇略百战奇略原 典

计谋分析

战 例

《百战奇略》雪战篇原文为：

凡与敌人相攻，若雨雪不止，觇

敌 不 备 ，可 潜 兵 击 之 ，其 势 可

破 。 法（《孙 子 兵 法·九 地 篇》）

曰：“攻其所不戒。”

雪战篇认为，大凡与敌人对

垒，若遇到持续降雪天气，侦察

发现敌人麻痹松懈之时，可以派

兵偷袭敌方，则能够打破敌方的

阵势。诚如兵法所说：“进攻敌

人要趁他们疏于戒备之时。”

唐 宪 宗 元 和 十 二 年（公 元

817 年）十月，唐邓（唐州、邓州，

今 河 南 南 阳 等 地）节 度 使 李 愬

率 兵 征 讨 割 据 淮 西 的 吴 元 济 。

唐 军 制 订 了 奇 袭 蔡 州（今 河 南

省汝南县）的计划。然而，进军

之 时 适 逢 大 雪 极 寒 天 气 ，部 队

损 伤 较 大 ，部 将 对 作 战 前 景 犹

疑 不 定 ，李 愬 却 坚 持 进 军 。 唐

军 利 用 雪 夜 敌 军 放 松 防 备 之

际，分兵切断敌人增援道路，登

上城墙进入城中，活捉吴元济，

平定了淮西地区。

1950 年 11 月 27 日 至 12 月

14 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东线

作战中，我志愿军第 9 兵团 3 个

军在朝鲜北部长津湖地区同美

军第 10 军在严寒条件下展开直

接较量，全歼美军一个整团，迫

使美军王牌部队经历了有史以

来“路程最长的退却”。此役，我

军收复了三八线以北的东部广

大地区，为最终到来的停战谈判

奠定了基础。

志愿军第志愿军第 99兵团在皑皑白雪中向长津湖地区挺进兵团在皑皑白雪中向长津湖地区挺进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一支抗日
武装部队。它的前身是赵尚志等 7人在中共珠河中心县委领导下，于
1933年 10月 10日建立的珠河（现黑龙江省尚志市）东北反日游击队。

1934年 6月 29日，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改编成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
支队。1935年 1月 28日，遵照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以东北反日游击队
哈东支队为基础，吸收地方反日义勇军，编成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
第一师，赵尚志为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冯仲云为政治部主任。第三军建
立后，以团为单位分散活动，司令部则随时策应各团，无固定活动地区。

1935年，第三军根据珠河中心县委执委会议决定，到松花江下游、倭
肯河流域开辟新的游击区域。为适应斗争形势，第三军在原来 3个团的
基础上组建了第四、五、六团。11月，第四团扩编为第四师。根据司令部
指示，第四师师长郝贵林和政治部主任金策带领第四师进入勃利县，开
辟了勃利与密山毗连地区的抗日根据地。由于第四师纪律严明、群众基
础好、战斗力强，这一时期勃利、依兰、密山等地的许多反日山林队主动
投靠过来，第四师队伍有了很大发展。郝贵林率领 200余名抗联战士活
动在勃利地区，经常与第四军第一师、第八军第三师互相配合、协同作
战。倭肯河畔，留下了第三军英勇战斗的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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