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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侵略军发动

卢沟桥事变。仅一个月，北平、天津相继

失守，华北地区沦陷。至 9 月中旬，晋北

战局日益严峻，日军第 5 师团在攻占晋

北大同及周围县城后，企图突破平型关

防线与雁门关以北的日军汇合，集中兵

力攻占太原，进而占领山西全省。

9 月 25 日，八路军第 115 师在平型

关与日军号称“钢军”的板垣征四郎第 5

师团展开激烈交战。是役，第 115 师集

中较大兵力，发挥近战和山地战特长，对

日军进行伏击，成功迟滞了日军的战略

进攻，取得辉煌战果。平型关大捷是全

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

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缜密部署，诱敌深入。平型关位于

晋东北咽喉要道，西临恒山，东依太行，

两侧峰峦迭起。从灵丘县出发到平型关

山口，必经一条从山口延伸出的沟道，长

十多里，沟深数十丈，是日军攻占太原必

须突破的防线。

日军方面，板垣征四郎第 5 师团在

晋 北 战 场 节 节 推 进 ，一 路 南 下 。 八 路

军第 115 师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在平型

关一带设伏，迟滞第 5 师团的进攻。经

过侦察勘测，我军决定发挥地形优势，

将伏击圈设置成“口袋型”，第 115 师所

属 685 团 、687 团 位 于“ 口 袋 ”两 侧 ，344

旅位于“口袋底”。待日军进入伏击圈

后 ，将 其 分 割 围 歼 。 9 月 22 日 ，第 115

师 独 立 团 作 为 先 头 部 队 ，在 日 军 开 进

方 向 进 行 诱 敌 。 24 日 清 晨 ，其 前 哨 阵

地与日军先头小股部队展开交火。独

立 团 在 伪 装 撤 退 后 ，放 过 其 先 头 部 队

第 21 旅团，转变攻防任务，阻击日军后

续增援部队。

掐头去尾，分割包围。日军第 21 旅

团在受到小规模阻击后携带大量辎重向

平型关开进。途中因连日大雨，日军行

军速度缓慢。25 日上午 10 时，第 21 旅

团全部进入伏击圈。

负责“迎头”截击的是 685 团。日军

在进入 685 团前沿阵地后，遭到突然袭

击，随即集结起战斗序列开始攻占两侧

高地。685 团 1 营在抢先占领高地后，即

对日军发起反冲锋，将其击退。686 团

位于伏击圈中部实施“斩腰”，日军刚刚

占领老爷庙高地，就遭遇 686 团 3 营官

兵。经过近两小时激烈战斗，日军被迫

退 守 公 路 。 687 团 则 对 日 军 尾 部 实 施

“断尾”，封堵住其撤退路线后，向前压

缩。待日军转向团城口方向撤退时，我

军迅速投入预备队 688 团，对日军形成

包围态势。

瓮中捉鳖，阻敌增援。平型关的日

军被围后，涞源与灵丘方向的日军火速

赶往增援。在前期兵力部署计划中，第

115 师独立团负责阻敌增援，团长杨成

武 经 过 勘 查 部 署 ，将 阻 击 地 点 定 于 腰

站。当独立团赶到阻击地点时，增援日

军已占领腰站制高点。战斗打响后，独

立团 3 营采取正面阻击、侧翼袭取、迂回

包抄的方式，抢占腰站对面制高点，使用

火力压制腰站日军，顽强阻击其前进。

9 月 25 日 15 时，687 团、685 团开始

从东西两侧合围日军，686 团通过老爷

庙高地向两侧日军发起冲锋，独立团则

顽强阻击日军增援部队于腰站。至此，

伏击圈中的日板垣征四郎 1 个大队和后

勤人员被完全分割歼灭。八路军第 115

师取得歼敌 1000 余人，击毁汽车 100 余

辆的战绩。

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

的神话，粉碎了国内抗日“亡国论”的恐

慌 ，极 大 地 振 奋 了 全 国 人 民 的 抗 日 信

心。同时，为八路军在华北创建抗日根

据 地 、开 展 敌 后 游 击 战 创 造 了 有 利 条

件。此后，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建立和

扩大。

多年后，聂荣臻元帅思及平型关大

捷，还赋诗一首：

集师上寨运良筹，敢举烽烟解国忧。

潇潇夜雨洗兵马，殷殷热血固金瓯。

东渡黄河第一战，威扫敌倭青史流。

常抚皓首忆旧事，夜眺燕北几春秋。

朱德也在家书中写道，此战使“全线

士气为之一壮。如各军都同我们一样，

那就不难打退敌人和消灭敌人”。

首战平型关 威名天下扬

“威扫敌倭青史流”
■曹胜杰 赵春盛

抗 倭 名 将 戚 继 光 对 治 军 尤 有 心

得，他留下的《练兵实纪》《纪效新书》

等兵书系统总结和阐发了一系列治军

理论，对选兵、练兵等问题都有较为详

细的论述。书中多有独到见解，堪称

中国古代治军理论的经典之作。

“选兵”标准

明朝中后期，军队腐败严重，纪律

松 弛 ，卫 所 之 兵 无 法 满 足 抗 倭 需 要 。

针对困局，明廷只得改革兵制，依靠募

兵组建新军。

如何募兵，也是一门学问。戚继

光的“选兵”理论，既包括挑选兵员，也

包括军队的编伍。他长期身处抗倭第

一线，对于募兵有着深刻认识。

在《纪效新书》第一卷，戚继光对

“ 选 兵 ”的 基 本 原 则 和 方 法 等 集 中 进

行 了 论 述 ：第 一 切 忌 不 可 用“ 城 市 游

滑 之 人 ”；第 二 不 可 用“ 奸 巧 之 人 ”。

既然如此，什么人可用呢？戚继光认

为可用的“只是乡野老实之人”。所谓

乡野老实之人，戚继光的判断标准是：

“黑大粗壮辛苦，手面皮肉坚实，有土

作之色。”

戚继光选兵，尤其注重胆气。他

批驳了以往的选人标准，“或专取于丰

伟，或专取于武艺，或专取于力大，或

专取于伶俐，此不可以为准”。在戚继

光看来，即便是武艺精深之人，如果胆

气不足，依然难堪大任。至于那些武

艺不够高强但胆气足够坚强的，反倒

可以通过加强训练予以弥补。所以，

选人的标准，第一便是“以精神为主”。

杜绝花架子

《练 兵 实 纪》之 所 以 命 名 为“ 实

纪 ”，按 照《四 库 全 书 总 目 提 要》的 说

法，就是为“征实用”。戚继光种种练

兵主张，都是为追求实用。《练兵实纪》

所载皆为实用之法，强调贴近实战，故

为后世兵家所推崇。

在戚继光看来，平时的“练武艺”

“比武艺”及“校武艺”，都必须充分贴

近实战。戚家军练习武艺，是模仿实

战真练，而不是摆花架子。他坚持的

原则是战时用到什么，平时就训练什

么；战时怎么打，平时就怎么练。戚继

光指出：

“夫金鼓号令，行伍营阵，皆战事

也 ，必 曰‘ 实 战 ’，谓 何 ？ 只 缘 往 时 场

操 习 成 虚 套 ，号令金鼓，走阵下营，别

是一样家数。及至临战，却又全然不

同。平日所习器 技 舞 打 使 跳 之 术 ，都

是 图 面 前 好 看 花 法 之 类 ，如 至 临 阵 ，

全用不对，却要真正搏击，近肉分枪，

如何得胜？”

戚继光认为，“教兵之法，美观则

不实用，实用则不美观”。

戚继光痛感明军平时训练多为花

架子，为此他甚至在《手足篇》专门写

《忌花法》一节，再次强调“练为战”：

“开大阵，对大敌，比场中较艺，擒

捕小贼不同……（长枪）所谓单舞者，

此是花法，不可学也……钩镰，叉钯，

如 转 身 跳 打 之 类 ，皆 是 花 法 ，不 惟 无

益，且学熟误人第一。”

战场杀敌需要的是真本领，因此

平时训练就要做到“件件都是对大敌

实用之物”。戚继光平时经常劝诫士

卒，要想在战场上求生，就必须有效杀

伤敌人，要想实现杀敌求生的目标，就

必须刻苦训练，努力学习武艺：“学则

便熟，不学便生。学的便会杀贼，保得

自己性命，立得功；不学便被贼杀。”

戚继光在平时的教育和训练中，

非常注意以理服人，士卒刻苦学武成

为风气。戚家军在战场上战斗力强，

令倭寇闻风丧胆，与平时扎实的训练

密切相关。

胆气并重

戚继光深知军事训练是一个系统

工程，讲究循序渐进，尊重客观规律，

切忌蛮干。《练兵实纪》从卷一至卷八，

均在论述如何练兵，但篇目安排很有

讲究，各卷的顺序安排，正是依据练兵

的次序排列。卷一论述“练伍法”，因

为在戚继光看来，有关内容是“此开练

第一首务也”，必须首先掌握。众所周

知 ，在 入 伍 之 初 ，必 须 先 了 解 行 伍 纪

律，然后才能展开单兵技战术训练，接

下来则是营阵等初步的合成战术。待

掌握这些内容后，才能展开接近实战

的各种训练，保证士卒最终能够奔赴

战场。戚继光练兵强调向实战靠拢，

但也遵循“先纪律后战术，先单兵后合

成”的顺序展开，并不急于求成。

戚 继 光 练 兵 追 求 士 卒 的 全 面 素

质。从戚继光规定的训练内容看，诸

如练令、练艺等训练内容，相当于“习

手 足 ”等 技 巧 训 练 ，而 在 上 述 内 容 之

外 ，戚 继 光 还 特 别 重 视“ 练 胆 ”“ 练

气”，培养士卒的勇气和斗志，从气势

上压倒敌人。在《纪效新书》中，戚继

光 专 门 开辟《胆气篇》，详论“练胆”和

“练气”之术。戚继光指出“练胆气乃练

之本也”，又说“出于气者为真勇矣”。

他对“练胆”和“练气”格外重视，主张

将 这 些 训 练 内 容 作 为 练 兵 的 关 键 和

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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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
平

宿迁是革命老区，位于江苏省北部，

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抗战时期，新四军

在这里巩固和发展了淮北抗日根据地。

一位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

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的老红军李

延培，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许多英勇的

战斗故事。李延培生于 1917 年 12 月，早

年参加红军。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

跟随八路军第 115 师 344 旅参加了著名

的平型关战役。1940 年 7 月，李延培所

在的 344 旅 689 团改编为八路军第 4 纵

队 4 旅 9 团。

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爆发后，党

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整编和加强

新四军力量。1 月 25 日，新四军军部在

苏北的盐城成立，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

任政委，并将活动于陇海铁路以南的八

路军、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 7

个师和 1 个独立旅，共 9 万余人，继续坚

持长江南北敌后抗日斗争。李延培当时

所在的八路军第 4 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

4 师，他担任第 4 师第 10 旅第 29 团第 2

营特派员。

程道口战役：清障突击

1941 年 10 月，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

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令 3 个保安团

在淮阴西北的程道口、史家集和宿迁东

南的仰化集等地构筑坚固据点，企图控

制运河，切断我苏北与皖东北的联系，分

割苏北和皖东北抗日根据地。

为粉碎日伪顽企图，新四军在陈毅

指挥下，决心夺回程道口，歼灭进犯部

队。李延培所在的第 29 团参加了这次

战役。

程道口位于泗阳西北的运河和六塘

河之间，是淮海、淮北两大抗日根据地的

交通要道和淮南、淮北、淮海、盐阜抗日

根据地往来联系的枢纽，战略位置十分

重要。韩德勤部的王光夏保安旅占据程

道口后，共构筑了 6 个堡垒，四周有 6 米

高的围墙，2000 米射界内障碍物都被扫

清，周围还有两道 5 米深、3 米宽的壕沟，

4 道铁丝网及地道等坚固工事。

程道口战役中，李延培担任带领突

击队攻城拔寨的任务。10 月 18 日，李延

培奉命与第 2 营指战员配合第 29 团进攻

大兴庄据点。在炮火支援下，他们用铡

刀和大刀砍倒绑着铁丝网的木桩，用门

板压倒铁丝网，以便后续部队踩在门板

上快速通过铁丝网障碍。

为将炮楼炸开一个缺口，李延培和

战士们利用水浇湿的多层棉被制成的

“土坦克”掩护进攻，几个身背手榴弹的

战士俯身紧跟在“土坦克”后冲锋，冲到

炮楼下，便从射击孔往里扔手榴弹。经

过激烈战斗，指战员们终于攻占大兴庄

据点。

顽敌外围据点被扫清后，程道口的

顽军陷入孤立境地。

20 日 17 时，新四军对程道口发起总

攻。经 3 个多小时激战，程道口及东西

小圩子两个据点被攻克。程道口战役歼

灭顽军 800 多人，缴获步枪 850 多支、重

机枪 2 挺、轻机枪 12 挺、迫击炮 2 门、电

台 2 部、战马 57 匹及大批军用物资，挫败

了国民党顽军东西对进、分割苏北抗日

根据地的企图。

解放塘沟：军政攻势

1942 年年底至 1943 年，为坚持在淮

海区战斗，新四军第 3 师决定将第 10 旅

全 部 和 第 7 旅 部 分 主 力 部 队 实 行 地 方

化。李延培所在的第 29团和第 7旅第 21

团第 1 营与地方武装合编为 4 个支队。

李延培担任第 1支队第 3团 3连连长。

为使淮海东西地区连成一片，粉碎日

伪分割根据地的企图，第 10 旅兼淮海军

分区决定集中主力部队发起塘沟战斗。

塘沟位于江苏省沭阳县城东南 22

公里，既是沭阳县中心区，也是淮海区的

中心区。敌人在“大扫荡”时在此安设据

点后，与钱集、胡集据点相策应，妄图分

割淮海区第 1、第 2、第 4 支队主力，切断

淮海、盐阜两区的联系。此地守敌为伪

军联防主任封锦成部及伪淮海省“剿匪”

支队一部共 400 余人，因内部矛盾，两支

伪军分驻于镇内南、北两个圩子。

1943 年 5 月 10 日，李延培率领 3 连

指战员配合兄弟部队及地方武装，集结

于塘沟以北地区，担负围歼塘沟之敌的

任务。第 3、第 4 支队分别在淮涟地区和

沭阳以北地区对敌展开袭击，以牵制敌

人兵力，策应攻击塘沟之部队。

16日夜，李延培率领 3连指战员与兄

弟部队迅速包围塘沟并发起攻击，占领

了塘沟镇，将敌压缩至镇内南北两圩子

内。18日，李延培率领 3连指战员巧妙利

用挖坑道步步紧逼的办法接近南圩鹿

砦，并筑起一座高 5 米左右的土堡垒，居

高临下，在对敌进行猛烈军事攻击的同

时开展政治攻势。战至当天 18 时，据守

南圩子的伪军 200余人向我投降。

黄昏时分，塘沟北圩守敌乘机突围

向沭阳方向逃窜，途中在金庄附近被我

其他部队歼灭大部，塘沟随即解放。

塘沟之战共毙伤日寇小队长以下

105 人，伪军大队长以下 45 人，俘虏伪军

12 人，接受投诚伪军 200 余人。攻克塘

沟 镇 ，打 开 了 沭 阳 东 南 地 区 的 斗 争 局

面 ，使 沭 阳 抗 日 根 据 地 连 成 一 片 。 战

后，鉴于李延培英勇善战、负伤不下火

线的突出表现，上级任命他为淮海军区

第 1 支队 2 团副团长。

血战秦西圩：迂回破敌

为扩大战斗成果，淮海区各支队迅

速向各县、区之敌发起进攻，连续攻克塘

沟至杨口之间的徐屋基、杨马庄、范庄、

孟兴庄、小吴庄、瓦房庄、马厂等据点。

在此期间，李延培所在的第 1 支队第 2 团

一举攻克了秦西圩据点。

秦西圩据点位于一处三面环河的地

方，地形易守难攻。1943 年 8 月 2 日傍

晚，李延培率侦察员趁黄昏前去侦察，摸

清敌情并测量了河水水位。第二天清

晨，指战员们开始强行渡河，占领有利地

形，做好战斗准备。秦西圩据点内有日

军 160 多人，另有重机枪、轻机枪、迫击

炮等武器，火力很强，而我军指战员每人

只有五六发子弹。

秦西圩战斗打响后，李延培派出 1

个排首先冲锋，战士们呈散兵线攻击前

进，一旦拉近距离就向据点投掷手榴弹，

经过激烈战斗，攻克了秦西圩。

8 月 2 日晨，位于高沟、杨口的敌人

不甘心秦西圩据点丢失，在猛烈炮火支

援下，向秦西圩发起反扑。第 1 支队第 2

团团长汪洋与李延培商量，由汪洋带 1

个连坚守秦西圩，李延培率 1 个连迂回

至秦西圩东北方向控制有利地形，以便

内外呼应，伺机而动。

战斗中，团长汪洋指挥部队连续打

退敌人数次冲击。激战中，一发炮弹击

中炮楼顶端，团长汪洋身负重伤。团长

受伤后，政委刘镇山指挥 2 团依托据点

顽 强 坚 守 ，浴 血 奋 战 ，毙 伤 敌 军 100 余

人。由于我军子弹、手榴弹较少，眼看弹

药 将 尽 ，刚 夺 下 的 据 点 面 临 失 守 的 危

险。危急时刻，李延培带队从秦西圩东

北方向突进，他们潜行到敌人身后不远，

突然发起攻击。李延培带头冲锋，率领

战士们杀入敌群。刘镇山政委乘势指挥

第 2 团开展反冲击。日军在我军前后夹

击下乱作一团，又摸不清我军虚实，只得

慌忙退回杨口，秦西圩战斗胜利结束。

此战中，李延培迂回至敌后方对胜

利起到关键作用。战后，第 2 团被第 10

旅兼淮海军分区授予“攻必克，守必坚”

锦旗一面。

“攻必克，守必坚”
——记战斗在淮北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副团长李延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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