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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家店战役是西北野战军于 1947

年 8 月 18 日至 20 日，在陕北米脂县沙家

店地区对国民党整编第 36 师实施的一

次歼灭战。此役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

北的重点进攻，扭转了陕北战局，使西

北野战军由内线防御转入战略反攻。

主动撤围，诱敌追堵。1947 年 8 月 6

日，按照中央军委“三支大队转入外线

作战”的战略计划，为完成调敌北上、策

应晋冀鲁豫野战军南渡黄河任务，西北

野战军发起了围攻榆林的战役，成功吸

引国民党军 6 万余人北上援榆。在敌强

我弱的不利局势下，西北野战军司令员

兼政治委员彭德怀为摆脱被动局面，巧

妙运用指挥艺术，决定主动撤围榆林，

创造战机诱敌歼之。

为造成国民党军错觉，避其锐气，

诱敌追堵，彭德怀将西北野战军主力隐

蔽 撤 至 榆 林 东 南 、沙 家 店 西 北 地 区 待

机，以后方机关一部兵力伪装成西北野

战军主力于葭县（今佳县）以北东渡黄

河。国民党军认为西北野战军经榆林

一战“气数已尽”，打算“仓皇逃窜”，遂

令其援榆部队加紧追堵，其整编第 36 师

师长钟松“援榆有功”，气势正盛，亲率 2

个旅远离主力孤军冒进，企图全歼西北

野 战 军 。 此 时 ，彭 德 怀 意 识 到 战 机 已

至，遂决心采取“集中优势、分段割裂、

运动歼敌”的战法，命令第 3 纵队向东牵

制整编第 29 军和整编第 90 师西进，集中

主力乘整编第 36 师孤立冒进、翼侧暴露

之机，以第 1 纵队主力侧击其后梯队，并

以一部兵力切断敌退路，第 2 纵队则先

歼灭敌后梯队，最后集中 3 个纵队歼敌

前梯队。

首战受阻，机断行事。8 月 18 日 10

时许，国民党整编第 36 师前梯队在乌龙

铺以南与西北野战军第 3 纵队、绥德军

分区部队接触，第 3 纵队且战且退，于黄

昏时分诱敌进至乌龙铺北山。整编第

36 师后梯队与西北野战军第 1、2 纵队先

头部队在常高山附近地区甫一接触，即

向西龟缩。当时正值大雨，山洪暴发，

前出道路被阻，第 1、2 纵队被迫停止攻

击 ，返 回 沙 家 店 以 北 地 域 ，寻 机 待 战 。

整编第 36 师后梯队通过 18 日的接触战，

认为当面不过是西北野战军的后方掩

护分队，尚未发觉西北野战军主力所在

位置与企图，临时在沙家店及其西南地

域构筑工事，防遭袭击，企图在其前梯

队回援接应下继续东进追堵西北野战

军主力。彭德怀针对敌“收缩待援”的

部署特点，及时将“正攻侧击”的战法调

整为“四面合围”，命令第 1 纵队独立第 1

旅和第 358 旅抢占沙家店以南、以西地

区，第 2 纵队从沙家店以北、以东地区，

分割包围敌整编第 36 师。

围点打援，分割歼敌。8 月 19 日拂

晓，整 编 第 36 师 发 现 沙 家 店 附 近 西 北

野战军主力后，遂令其前梯队第 123 旅

星夜向沙家店靠拢，但第 123 旅惧怕伏

击 ，更 怕 夜 战 ，仅 令 配 属 的 第 493 团 先

行驰援。8 月 20 日拂晓，西北野战军对

临时驻守之国民党军发起进攻，第 1 纵

队 首 先 以 第 358 旅 向 沙 家 店 东 南 侧 高

地攻击，独立第 1 旅主力向沙家店以南

国民党军阵地攻击，激战至 10 时，第 1

纵队占领了沙家店以南及以西一线高

地。第 2 纵队独立第 4 旅向沙家店东北

侧高地展开攻击，第 359 旅向沙家店东

侧实施连续攻击。此时，回援的国民党

第 493 团与其师主力会合，后续回援的

第 123 旅企图占领常高山北侧高地，掩

护 整 编 第 36 师 主 力 东 窜 ，当 即 遭 到 西

北 野 战 军 新 编 第 4 旅 的 迎 头 痛 击 。 随

后，新编第 4 旅在当机立断临时改变突

击方向的西北野战军教导旅的密切协

同 配 合 下 ，完 成 了 对 第 123 旅 的 包 围 。

至此，整编第 36 师师部及其 2 个旅被分

割包围。

8 月 20 日午后，西北野战军第 1、2

纵队密切配合，向整编第 36 师主力发起

猛烈攻击。战至 17 时，整编第 36 师在主

要阵地均被占领，伤亡惨重、待援无望

的情况下企图逃窜。第 1 纵队即令所属

部 队 采 取“ 正 面 猛 击 、穿 插 迂 回 ”的 战

法，割裂了整编第 36 师的防御部署，切

断敌西退东窜之路。1 小时后，被围之

敌全线崩溃，第 1 纵队乘机迅速发起追

击，整编第 36 师师部及第 165 旅除师长

钟松及旅长李日基带少数残敌逃跑外，

大都被歼灭。

8 月 20 日 14 时，第 2 纵队新编第 4

旅和教导旅向常高山之国民党第 123 旅

发起攻击。第 2 纵队指挥灵活果断，部

队协同密切，作战勇敢顽强，第 123 旅虽

然 数 次 向 西 反 攻 ，企 图 与 其 师 主 力 靠

拢，但终未得逞。旅长刘子奇见援兵不

到，向西靠拢无望，部队伤亡惨重，率残

部突围。第 2 纵队乘敌脱离阵地之机，

再一次发起猛烈攻击，于黄昏前全歼敌

第 123 旅。

第 3 纵队及绥德军分区第 4、6 团，在

第 123 旅回援其师主力时，除以一部兵

力尾击该部牵制行动外，主力在乌龙铺

西北地区展开，阻击西援的整编第 29 军

2 个旅和整编第 90 师。战至当日黄昏，

未使该部通过青阳川，支援了野战军主

力在沙家店地区全歼国民党整编第 36

师。此时，由于葭县之整编第 90 师已尾

随其主力西进，国民党参战部队即迅速

撤出战斗。至此，战役即告结束。

沙家店战役中，西北野战军共歼灭

国民党军 6000 余人，基本粉碎了国民党

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中共中央指出：

“经此一战，局势即可改变。”8 月 23 日，

毛泽东在西北野战军旅以上干部会议

上评价“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

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时期已经

过去了”。

“这一仗确实打得好”
沙家店战役打破国民党“一战结束陕北问题”幻想

■薛闫兴 薛利梅

明代的抗倭战争既有陆地作战，

也有海洋作战。在数十年的抗倭战争

中，明军的海战战术不断得到丰富发

展，其中部分内容与陆战战术及内陆

湖泊作战之术相通，部分内容则体现

了鲜明的海战特色。

情报先行，尤重海洋
地理情报

关于情报与战争的关系，孙子有

句名言：“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

地，胜乃可全。”陆地作战需重视情报，

海战同样需充分掌握敌情，认真分析

研判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在海战中，

除了要对敌情、我情进行分析和比较

之外，还要充分掌握天候、地形等一切

与战争有关的情报。与陆战不同，海

战有关“地”的内涵会发生一些变化，

主要是指海洋的基本情况，如潮汐、水

深及水流走向等水文情报。

抗倭将领谭纶、俞大猷、胡宗宪等

都充分意识到海防情报的重要性。胡

宗宪主持抗倭时，加强舰船巡逻力度，

提升海防警戒水平；注意收集海洋情

报，使用熟悉海情的乡兵驾驶舟船，担

任向导。他还在各地建立严密的巡哨

制度，多层设防，连点成线。担任巡哨

任务的情报人员，也有严格的选拔标

准：一是熟悉敌情，知晓当地情况；二

是能说一口流利的外语；三是熟识敌

方人员，善交朋友。

明军还总结了一些研判海上敌情

的方法，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戚继光

的“海上相敌 20 法”。倭寇行动隐蔽，

行踪难定，熟悉天气潮汐情况，而且非

常善于化装，加之有不少奸细担任其

内应，使明军难以设防。在这种情况

下，反情报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为做

好防奸工作，戚继光等人曾亲自制定

《伏路条约》，令三军共同遵守。当发

现敌情时，伏路军官必须立即报告、迅

速处置。

结合地形，发挥武器优长

倭寇虽然在东部沿海地区为祸甚

烈，但明军在舰船吨位和火器性能上

超过倭寇，能够在海上交战中占据上

风。因此明军与倭寇交战时，战术设

计既需结合装备，更要适应地形。战

术与地形充分结合，明军的优势地位

便能更加凸显。

摸清倭寇底细后，明军一面加强

重要位置防守，一面抓住时机主动发

起进攻。明军战船吨位大，吃水深，对

于作战环境和海洋地形要求更高，将

帅需深入了解航道和水文情况，认真

选择作战地点。

战船在海面形成对抗之时，明军

所贯彻的战法主要有两种：当我方船

只比对方船只大，就使用战船直接冲

向 对 手 ，将 对 方 船 只 撞 沉 ；当 我 方 船

只 比 对 方 船 只 小 ，则 需 形 成 数 量 优

势 ，包 围 对 手 ，尽 量 利 用 先 进 火 器 进

攻。俞大猷将这种战法简单总结为：

“盖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

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

寡铳而已。”

明军利用火器优势，积极展开进

攻。戚继光说：“水战，火为第一。”这

里所说的“火”，既可指火器，也可指火

攻。与倭寇海上对峙，可用火器击毁

对方船只，毙伤敌方人员。而双方战

船距离较远时，使用火器压制对方，令

敌不敢轻易在甲板上露头，明军就可

乘机抵近，组织士兵攀援敌船，再以冷

兵器破敌。由于战船和火器有明显优

势，明军有意在海上或岛屿之间寻找

决战时机。海上决战，除了能发挥自

身 优 势 之 外 ，多 少 也 借 鉴 了 孙 子“ 死

地”作战理论。孙子认为，“投之亡地

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士卒一旦

没 有 退 路 ，就 会 迸 发 出 惊 人 的 战 斗

力。四面都是茫茫大海，双方都处于

毫 无 退 路 的“ 死 地 ”，只 能 拼 死 作 战 。

明军在兵员数量上占据优势，武器性

能又胜敌一筹，这一战法有效提升了

军队的士气。

战术合同，注重阵法设计

沿海明军的军种为水军和陆军，

军种之间的合同战术自然非常重要。

若在海岸作战，陆军主要担负冲击敌

人任务，水军在沿海布置防御，打击逃

窜之敌；若在海上作战，水军主要担负

冲击敌阵任务，陆军则在海岸布置防

御阵地，阻击逃窜到陆地的倭寇。在

舟山大捷和台州大捷等几场著名战役

中，明军水、陆两个军种密切配合，将

倭寇击退。嘉靖四十年（公元 1561 年）

的 台 州 之 战 中 ，戚 继 光 率 军 阻 击 倭

寇。他将陆军组成一头两翼的冲锋部

队，击溃登陆倭寇，同时又组织水军打

击海上倭寇船队，最终全歼倭寇。

无论是海面作战，还是陆地作战，

明军都非常注重阵法研究。戚继光的

“鸳鸯阵”和俞大猷的“三叠势”，都是

较为著名的阵法。在“鸳鸯阵”的设计

中，队长位列最前，后排是二人手执长

牌和藤牌掩护，再后排则是士兵手持

狼筅和长短兵器，利用这些兵器杀伤

敌人，掩护队伍向前。“鸳鸯阵”的设计

理念，就是尽量使矛与盾、长与短等各

种兵器密切配合，充分发挥各种兵器

效能，同时有效将士卒捏合在一起，使

之成为更加牢固的整体，像鸳鸯一样

“生死相依”。这种阵法在强调队伍整

体性的同时，也能充分发挥各种兵器

的优长，并能根据不同地形进行调整

变化（可变换成“两仪阵”或“三才阵”

等），从 而 实 现 兵 器 和 士 卒 的 高 效 结

合，进可击敌，退可自保。在台州大捷

中，戚继光就使用“鸳鸯阵”成功挫败

倭寇，戚家军从此声威大震，这一阵法

也渐为人们所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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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家军的戚家军的““鸳鸯阵鸳鸯阵””示意图示意图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一

场空前的劫难，先后有 38 个国家、15 亿

人卷入了这场长达 5 年的战争。一战在

带给人类巨大灾难的同时，也完全改变

了火器时代的战争形态，客观上催生了

诸多新军事理论的产生，对第二次世界

大战、甚至当代世界军事实践均产生了

深远影响。

当时人们对战争形态发展和作战

理念的认知有限，在一战前期，交战往

往是“堑壕对堑壕”的阵地战形式，双方

“顶牛”拉锯，互拼消耗。诸如凡尔登、

索姆河等著名战役，伤亡人数动辄几十

万甚至上百万。为改变这种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绞肉机”式作战方式，“陆

战之王”坦克和以坦克为中心的合同战

术应运而生。

在索姆河战役后期，英军研发的坦

克就已初登战争舞台。1915 年 9 月 15

日，在法国弗累尔村地域，英军第一次

使用了因设计外形酷似运水车而被称

为“水柜”的坦克。受其性能和战法等

制 约 ，这 场“ 首 秀 ”并 未 取 得 理 想 的 效

果 。 战 前 ，英 军 的 坦 克 仍 处 于 试 验 阶

段，性能还不完善，驾驶人员也大都未

经系统训练，但时任英国远征军司令黑

格中将求胜心切，不顾众人反对，执意

要求第一批生产的 50 辆坦克立即投入

使用。结果，从英国本土运到法国索姆

河前线的这 50 辆坦克中，只有 18 辆勉强

能遂行作战任务。即便如此，这 18 辆坦

克凭借“刀枪不入”的防护装甲，在战斗

中崭露头角。它们快速碾平了德军阵地

前沿的掩体和铁丝网，许多德军在初见

这一“钢铁怪兽”后，被吓得四处逃窜。

由于此时英军坦克在战场上除单纯横冲

直撞外，并无战术可言，也没有其他兵种

予以掩护，因此，很多坦克在突入德军阵

地纵深后，或掉进弹坑、栽入壕沟，或被

德军炮弹击毁，失去了先前的锐势。

索姆河战役后，欧洲西线战场又相

继发生了尼韦勒战役、伊普雷战役等大

规模战事。作战中英军的坦克战术虽

然较先前有所改进，但仍未妥善解决坦

克效能发挥，以及与步兵、炮兵、航空兵

等兵种之间的协同配合问题。而 1917

年的康布雷战役，则注定因改写这一切

而载入史册。

1917 年 11 月 20 日 ，康布雷战役发

起的第一天，在周详的军事保密和大雾

天 气 掩 护 下 ，英 军 第 一 梯 队 编 成 内 的

378 辆 坦 克 对 德 军 突 然 发 起 集 群 式 进

攻。战 斗 中 ，英 军 坦 克 以 3 辆 为 一 组 ，

成正三角分布，各组配合密切，交替掩

护实施冲击，仅用 5 个多小时便在德军

阵地前沿撕开数公里长的突破口。后

续跟上的第二梯队 98 辆坦克跟随第一

梯 队 ，快 速 突 入 德 军 防 线 纵 深 展 开 作

战。此外，其他兵种围绕坦克集群冲击

所做的配合行动也可圈可点。例如，战

斗发起前，英军航空兵克服不良气候条

件影响，在交战区附近频繁低空巡飞，

以其产生的巨大噪音为坦克行进时的

轰鸣声做掩护，同时对德军阵地纵深的

炮兵部队予以重点打击；步兵在坦克的

掩护下成列跟进，辅以歼灭德军阵地支

撑点内的零星火力；炮兵在步坦梯队前

方的安全射界范围外实施火力压制，以

徐 进 弹 幕 的 形 式 掩 护 梯 队 主 力 突 击 。

面对如此不利态势，阵地内的德军一时

间惊慌失措，许多支撑点相继失守，形

势一度向英军倾斜。但在战役后期，德

军及时调整战术战法，先是派遣后备军

增援，并利用高射炮和安装在卡车上的

野炮同英军坦克展开对峙，同时运用航

空兵以高制低打击和破坏坦克的战斗

队形，收复了大部分阵地。最终，这场

战役以双方伤亡人数大抵相等的结果

宣告结束。

纵观康布雷战役，可谓一场具有划

时代意义的重要战役。它开创了大规

模运用坦克战术的先河，推动了步兵与

坦克协同动作、对坦克防御等原则的诞

生。因此，这场战役也标志着现代意义

上诸兵种合同作战的基本形成。

坦克的“粉墨登场”
从索姆河战役到康布雷战役

■惠 永 翟明飞

19171917年的康布雷战役后年的康布雷战役后，，英国皇家坦克团英国皇家坦克团 HH营搭乘火车返回驻地营搭乘火车返回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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