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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说新语史说新语

在东北的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秀

水 河 这 条 小 河 。 对 于 广 袤 辽 阔 的 黑

土地来说，秀水河子镇也的确显得过

于渺小，不为人知。而解放战争时期

我军在这里打的一个大胜仗，却让这

个 名 不 见 经 传 的 小 镇 在 军 史 上 留 下

了名字。

1946 年 2 月 8 日，蒋介石令杜聿明

向东北地区我军大举进攻，其北路为

第 13 军 89 师，分由阜新、彰武地区出

动。2 月 11 日，北路第 13 军 89 师一个

加 强 团 孤 军 冒 进 ，进 占 秀 水 河 子 镇 。

我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这里打了

出关以来第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当时，东北我军主力一师和三师

七 旅 在 秀 水 河 子 镇 一 带 活 动 。 这 是

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在抗击国

民党军进攻的过程中，对美械装备有

一 定 了 解 ，加 之 我 军 兵 力 上 占 有 优

势，部署上不需大的调动就可立即投

入 战 斗 。 因 此 ，我 军 当 即 决 定 ，以 一

师二团和七旅十九团担任主攻，分别

由北向南和由西南向东北攻击；一师

一团和七旅二十一团为辅助攻击，由

西北和东南两个方向对进；一师三团

为预备队；七旅二十团和一个保安团

负责打援。

2 月 13 日 黄 昏 ，我 军 一 师 首 先 发

起 攻 击 。 二 团 八 连 连 长 张 文 祥 率 领

部 队 向 东 北 制 高 点 冲 击 。 他 身 先 士

卒 ，登 上 山 岭 ，见 敌 人 的 机 枪 正 凶 猛

射 击 ，便 一 跃 而 起 冲 向 敌 人 ，打 倒 机

枪手，夺过机枪。正当张文祥准备带

领 部 队 继 续 前 进 时 ，却 不 幸 中 弹 牺

牲 。 战 士 们 见 连 长 倒 下 了 ，喊 着“ 为

连 长 报 仇 ”的 口 号 ，杀 向 敌 阵 。 敌 人

见 势 不 妙 ，用 迫 击 炮 发 射 燃 烧 弹 ，在

阵 地 前 沿 筑 起 一 道 火 网 。 冲 上 去 的

战 士 变 成 了“ 火 人 ”，有 的 倒 下 了 ，有

的在雪地上翻滚。

一师攻击方向受阻，七旅的阵地

却显得出奇平静。这是我军的战术安

排。七旅十九团故意晚 20 分钟发起攻

击，以迷惑敌人，使敌人将兵力投注到

一师方向。待敌人上当后，七旅迅速

发 起 猛 烈 攻 击 ，敌 人 被 迫 转 移 火 力 。

这 时 ，一 师 二 团 迅 速 突 破 敌 人 阵 地 。

与此同时，其他方向的攻击部队也一

齐开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入村

内，与敌展开白刃格斗。

激战至下半夜，敌 52 军一个团前

来增援，在距秀水河子镇 5 公里远的地

方 被 我 军 打 援 部 队 阻 击 ，未 能 得 逞 。

经过一夜苦战，一师和七旅于第二天

拂晓在敌人的指挥所会师。一部分敌

人突围西逃，被我军预备队全部俘获。

秀水河子战斗共歼敌 1600 余人，

这是我军在东北战场上打的第一个歼

灭战，打击了敌人的猖狂气焰，消除了

我军将士对美械装备的恐惧心理，极

大地鼓舞了军民情绪，增强了部队的

胜利信心。

秀水河子战斗后，中央军委来电

嘉 奖 ：“ 在 秀 水 河 子 歼 灭 敌 五 个 营 甚

喜。在顽敌进攻下如能再打两次这样

的战斗，国民党将不能不承认我在东

北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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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 1944 年 3 月

至 7 月，日本侵略军在东南亚战场上处

于战略防御态势。为摆脱在缅中平原

被盟军四面合围的困境，日军趁盟军尚

未充分完成反攻准备之际，抢先以 4 个

师团（日第 15 军 3 个师团及印伪军 1 个

师 团）近 10 万 人 的 兵 力 发 动 英 帕 尔 战

役，分 3 路袭击盟军东南亚战区的后方

基地英帕尔，企图占领英帕尔和科希马

等要地。战役中，日军由于对后勤保障

考虑不足、对英军部队战斗素质估计过

低，最终大败。此次战役中英军对日军

进攻的判断与应对、日军的冒进与错失

时机，均有值得深思之处。

准确判明企图，正确选择作战战

场。尽管战前日军竭尽所能隐蔽作战

企图，但英军通过空中侦察等手段仍然

对日军行动有所察觉。例如侦察到正

面的日军部队不断得到增援，日军在从

缅甸中部重镇曼德勒到亲敦江边的广

大地区大规模修筑道路，亲敦江东岸各

处集中了大量圆木、经过伪装的筏子和

包括大象在内的各种运输工具等。根

据种种迹象，英军第 14 集团军司令斯利

姆将军做出了正确判断。除了进攻发

起的具体日期外，有关日军兵力、进攻

路线及目的等，他的猜想几乎与日军计

划完全吻合。

虽然英军事先判明了日军企图，但

能否取得胜利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如

何应对。当时，英军面临 3 种选择：其

一 ，在 日 军 发 起 进 攻 之 前 先 行 转 入 攻

势，渡过亲敦江，在亲敦江以东地区与

日军决战；其二，以主力在亲敦江以西

待机，趁日军半渡之际在亲敦江西岸将

其击败；其三，将亲敦江以西地区的英

军全部撤至英帕尔盆地，集中力量在此

地与日军决战。第一个方案虽然可以

制敌先机，但必须越过险峻山脉，并在

敌前强渡大江，存在着后方补给线过长

及渡江后与优势日军交战等不利因素，

故未采用。第二个方案虽可在日军半

渡时迎头痛击，也没有渡江的困难，但

战场距后方基地过远的问题仍然存在，

而且即便成功也只能歼灭部分日军，难

以对缅甸作战全局产生决定性影响，因

此也未被采纳。第三个方案的优势在

于，在英军战略基地周边作战，便于英

军补给和机动兵力，且可以集中优势兵

力，将远距离作战带来的补给困难等问

题抛给日军，从而使日军的奇袭速决计

划无法得逞。权衡再三，英军决定采用

第三个方案。

这一决策从一开始就打乱了日军

急袭取胜的如意算盘。英军后退一步，

收拢主力，选择在英帕尔附近决战，避

开日军锋芒，也避免了在前伸过远及兵

力分散的状态下过早损伤实力，保证英

军能以集中完整的力量在于己有利的

战场上进行决战。

注重支援补给，发挥内线作战优

势。从补给的角度看，日军的后方战略

基地位于缅甸中部的曼德勒，距离英帕

尔 最 短 的 行 军 路 线 也 有 1000 多 公 里 。

战役期间，日军第 15 军仅得到来自后方

的极少量补给，根本无法弥补高强度战

斗的损耗，其第 15、31 师团一直未得到

军需品补充，弹药几乎用尽，师团日军

仅能以当地土著居民种植的陆稻勉强

充饥。

与 此 相 反 ，英 帕 尔 盆 地 本 身 就 是

一 个 巨 大 的 战 略 基 地 ，盆 地 内 遍 布 营

房 、医 院 、军 械 和 弹 药 仓 库 ，各 类 大 型

设施一应俱全，沥青公路纵横交错，还

有两个机场。英军即便是在被孤立包

围、雨季到来的情况下，也能依靠自身

储 备 及 空 运 补 给 长 期 坚 持 作 战 。 此

外 ，还 有 一 条 可 供 载 重 汽 车 和 坦 克 通

行 的 公 路 直 通 北 方 铁 路 中 枢 迪 马 普

尔 ，那 里 汇 聚 着 来 自 整 个 印 度 的 军 需

物 资 ，距 离 英 帕 尔 仅 100 多 公 里 ，可 以

保证英军在整个战役期间不存在补给

方面的问题。

除补给上的优势外，内线作战还使

英军能够灵活使用兵力，大规模增调部

队。英帕尔被围期间，盆地中的英军第

4 军频繁机动，及时将部队和坦克、大炮

集中到最需要的方向，成功粉碎日军的

多次猛攻。而且，由于战场靠近自己的

后方，英军得以利用铁路和空中运输，

不 断 向 英 帕 尔 和 科 希 马 投 入 增 援 部

队。作战期间，英军由战役之初的 1 个

军 3 个师增加到后来的两个军约 8 个师，

形成了对日军的兵力优势。

发挥空中力量作用，加强空中支援

保障。此次战役期间，盟军空军部队进

行了大规模空中补给、空降支援作战，

使英帕尔守军防御力量不断补强，后装

物资补给充足。盟军空军还对重要目

标实施了猛烈的空中打击。空中力量

的支援，对英军取得防御作战胜利起到

了重要作用。

战役之初，企图速决的日军全力突

击，英帕尔守军一度陷入危机。为迅速

增援，英军动用大批飞机空运援军。到

4 月中旬，英军共有两个师 6 个旅的部队

及其装备经空运抵达战场，迅速稳定了

战局，将日军拖入持久消耗战。除了空

运部队，英、美空军还向英帕尔进行了

大规模空中补给，英帕尔守军平均每天

得到空中补给近 500 吨。战役期间，盟

军空军还对战场上的日军及缅甸境内

的重要目标实施空中打击。前线日军

车辆损毁，交通阻断，无法调动部队；后

方的船只、车辆及火车只能在夜间缓慢

运行。

日军战前准备不周，最终导致全

线溃败。日军的作战计划一味追求快

速 取 胜 ，缺 乏 任 何 持 久 消 耗 战 的 思 想

和 物 质 准 备 。 日 军 第 15 军 司 令 宣 称 ：

“英印军弱于中国军队，只要果敢地实

施 迂 回 包 围 ，敌 军 必 定 溃 逃 。”他 要 求

必 须 抢 在 雨 季 之 前 ，于 4 月 29 日 前 占

领英帕尔。日军的全部作战准备也是

按 一 个 月 的 标 准 进 行 的 ，其 第 15 师 团

和 第 31 师 团 仅 携 带 了 大 约 3 周 的 粮

食。这种孤注一掷的作战计划给日军

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当日军最初的突

击 未 能 得 逞 ，战 局 转 入 相 持 和 消 耗 阶

段 后 ，战 场 各 处 的 日 军 均 因 粮 弹 不 继

而陷入困境。扼守北部科希马要地的

日军第 31 师团因两个半月未得一粮一

弹 的 补 充 ，不 顾 上 级 的 严 斥 于 5 月 31

日擅自脱离战场。

3 月 底 至 6 月 初 ，日 军 第 33、31 师

团 长 曾 先 后 建 议 停 止 进 攻 ，退 至 适 当

地 区 转 入 防 御 ，但 都 被 斥 为 丧 失 斗 志

而 撤 职 。 6 月 26 日 ，日 军 败 局 已 定 之

时 ，日 军 缅 甸 方 面 军 仍 坚 持 命 令 第 15

军 达 成 预 定 目 的 ，断 然 否 定 第 15 军 撤

至亲敦江西岸组织防御的建议。在上

级 的 一 再 严 令 下 ，前 线 日 军 只 好 继 续

拼凑余力进攻。直到 7 月 3 日，日军南

方 军 感 到 形 势 严 重 ，直 接 下 令 停 止 作

战，转为退却。然而，此时英军已转入

全 面 反 攻 ，残 余 日 军 难 以 脱 离 战 场 。

各 部 日 军 于 7 月 13 日 开 始 的 所 谓“ 撤

退 ”，很 快 就 变 为 全 线 溃 逃 ，战 役 以 日

军彻底失败而告终。

英帕尔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著名的“忽视后勤的无谋之战”。日军

由于忽视后勤保障，寸土未得，伤亡 5.3

万人。这次战役也被军史学家评价为

“日本历史上在陆战中遭到最惨重失败

的一次战役”，盟军在印缅战场从此转

入战略进攻阶段。

日军惨败的英帕尔战役—

“忽视后勤的无谋之战”
■戚苏源 薛利梅

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的一个院

子里，坐落着一处鲜为人知的革命旧

址。80 多年前，这里曾是我军一支重

要部队——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的司

令部驻地。这支部队为支援晋察冀边

区对敌斗争及平西抗日游击战立下过

不朽功勋。

1937 年 ，七 七 事 变 爆 发 后 ，日 本

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寇的铁蹄无情

践踏中华大地。根据战争形势需要，

中共中央决定以燕山山脉为依托，建

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在

此背景下，1938 年 3 月，晋察冀军区第

一 支 队 政 委 邓 华 带 领 三 大 队 进 入 以

斋 堂 镇 为 中 心 的 较 为 宽 阔 的 山 间 谷

地，初创平西抗日根据地。在坚持华

北抗战总任务的要求下，1939 年 2 月 7

日 ，以 宋 时 轮 支 队 、邓 华 支 队 和 冀 东

抗 日 武 装 组 成 的 冀 热 察 挺 进 军 正 式

成 立 ，萧 克 任 司 令 员 ，程 世 才 任 参 谋

长 ，伍 晋 南 任 政 治 部 主 任 ；成 立 了 以

马辉之为书记的中共冀热察区党委，

领 导 冀 热 察 党 政 军 工 作 ；以 萧 克 、马

辉之、伍晋南、宋时轮和邓华 5 人组成

军政委员会，统一指挥平西、冀东、平

北抗日游击战。

1939 年秋，冀热察军政委员会提

出“巩固平西抗日根据地，坚持冀东游

击战争，开拓平北新根据地”的“三位

一体”战略方针。10 月，萧克带领部队

进驻斋堂镇马栏村的一处院落，在当

地群众的配合下，将这里改作挺进军

司 令 部 ，为 后 续 转 战 各 地 奠 定 了 基

础。在这里，萧克与战友们并肩作战，

指挥了反击日军 9000 余人对平西抗日

根据地的“十路围剿”，取得了齐家庄

机动伏击战、杜庄西山歼灭战、青白口

阻击战的胜利，使马栏村成为抗日的

坚强堡垒。

为完善党政军建设，冀热察军政

委员会广泛召开政治会议，建立完善

各种制度，提高部队军政素质，增强战

斗力。同时，挺进军积极推动民主建

设，动员群众团结一致抵御侵略，推动

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建设和对敌斗

争不断胜利。马栏村人热情拥护党的

军队，先后有近百人参军，进一步充实

了部队。村里“模范队”30 余名青年还

组建挺进军七团“马栏排”，有效配合

了挺进军对日军的破袭战、地雷战、伏

击战，取得骄人战绩。后来，挺进军司

令部迁至塔河村，军政委员会也一同

前往，马栏村的这座院落结束了历史

使命。

2021 年 3 月 ，这 座 院 落 被 北 京 市

文物局确定为北京市第一批不可移动

革 命 文 物 。 沧 桑 八 十 载 ，小 院 又 逢

秋。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至今

仍穿越时光诉说着冀热察挺进军的战

斗往事。

小院里有个司令部
■郑大壮将帅地位和作用

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明确定义了

将帅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在兵农未

分的上古时期，将帅的地位和作用十分

重要，堪称国家安危的主宰者，即孙子所

言“国家安危之主”；秦汉以后，直至明朝

时期，文臣武将各司其职，军队将领的地

位作用也有所变化。

戚继光认为，虽说相比孙子的时代，

将帅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其作用仍非常

重要。他说：

“以今日论之，万一有剧盗起，城或

不守，野被荼毒，使有善将兵者一鼓歼

之，出生灵于水火中，所系岂小小哉！”

戚继光既反对过分拔高将帅地位，

也反对贬低将帅，在这一点上非常客观

务实。

将帅既然不是高高在上，就应与士

兵一样参与训练，戚继光由此引出了他

独特的“练将”主张。

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将帅

的战略眼光和战术素养等，对军队至关

重要。所以在戚继光看来，将帅也必须

接受训练，而且就军队的军事训练而言，

必须要以“练将为重，而练兵次之”。戚

继光将“练将”视为军事训练的“本”，认

为这是军队战斗力的基础。戚继光一贯

如此主张，也对如何“练将”提出了具体

的方法。

将帅素质和能力

孙子强调将帅应具备“五德”，即在

“智、信、仁、勇、严”这 5 个方面超人一

等。戚继光继承了孙子的将帅观，并借

用儒家经典《大学》对“五德”作出新的阐

释，提醒人们注意其中之弊：“信之弊也

执，仁之弊也姑息，勇之弊也暴，严之弊

也刻。”这种杂于利害的思维方式，与孙

子所言“五危”颇为相似，但关注点又有

不同。

在品评和阐释孙子将帅观的过程

中，戚继光渐渐形成了自己的将帅观。

在《练兵实纪·练将篇》中，戚继光指出，

将帅必须做到正心术、立志向、明死生、

辨 利 害 、做 好 人 、坚 操 守 等 ，共 计 有 26

条。从中可以看出，戚继光不避繁复，就

是要为将帅编写一本职责手册。将帅需

要具备哪些基本品德、注意防止哪些问

题、养成哪些基本素质，从所列纲目中可

一目了然。

与孙子以“五德”为中心的将帅观

进行对比，可以明显看出，孙子所论简

洁明了，戚继光的总结虽说更加全面，

却 显 得 有 些 繁 琐 。 当 然 ，戚 继 光 有 关

“练将”的探讨，确实言孙子所未言，为

古代治军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更加具

有现实意义。

将帅培养和使用

从《练将篇》可以看出戚继光有着明

确的“练将”主张。在戚继光看来，选用

将领，既要考察品德和修养，也应注重才

能和学识，将品德好、武艺高的“全材”选

拔出来，委以重任。

首 先 是“ 积 将 德 ”。 戚 继 光 论“ 练

将”，首先强调“正心术”，要求将帅明白

事理和利害，做到“理明而后识定”。戚

继光指出，选将之时要注意选出那些心

术端正的人，非常注重考察将帅的思想

品德。对于那些没有德行的人，即便是

具备张良、陈平这样的智谋和韬略，也不

足为用。戚继光认为在平时就应注意加

强对将帅的教育，正将帅之心术。并且

这种“正心术”的行动贵在长期坚持，而

不应追求一蹴而就。“坚持积久，久则大，

大则通，通则化幽，可以感动天地，转移

鬼神。”

其次是“广才学”。戚继光主张培养

文武全才的将帅，告诫将帅既要读文韬

武略，也要读经史子集。在戚继光看来，

这些经典阅读，既可以端正品行、提高修

养，也可以增加学识、增广见闻。戚继光

所指学识，并非仅指书本知识，他将实践

之学看得同样重要。最好是将所学知识

“置诸战阵之后，将实境以试之”，理论和

实践相结合。

再次是“习武艺”。除了上述心术端

正、精通兵法、学识广博之外，戚继光认

为，将帅同样也要练习武艺。在很多人

眼里，将领的职责是指挥军队打仗，只要

会战术、懂指挥即可，可以不必再学武

艺。戚继光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他指

出，“兵法不足施于实用”。身为将领，如

果不学好武艺，那就分辨不出手下士卒

练的是花法还是实招，难以判别他们武

艺的高低，也就无法将武艺高强的士卒

安排到关键位置。将帅若能率先垂范，

带头习武，可以起到引领风气的作用，更

好地促进士卒苦练武艺，从而带动整支

队伍训练水平的提高。

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将帅论
■熊剑平

链接历史链接历史明清兵学明清兵学

盟军在英帕尔战役中动用大批飞机进行空中补给和打击盟军在英帕尔战役中动用大批飞机进行空中补给和打击

抗倭名将戚继光对于治军
问题尤有心得。他在《练兵实
纪》《纪效新书》等著作中系统
总结和阐发了一系列治军理
论，堪称我国古代治军理论的
典范之作。戚继光主张治军尤
重练将，并对此提出许多具有
创见的主张，为传统治军思想
增添了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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