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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苏 德 战 争 中 ，

柏林战役是苏军对纳粹德军实施的最

后 一 场 战 略 性 进 攻 战 役 ，也 是 苏 军 进

行的最大的一场城市进攻战役。柏林

战 役 的 胜 利 不 仅 打 开 了 通 向“ 第 三 帝

国”老巢的通道，也加速了反法西斯战

争的胜利。

1945 年 3 月，随着欧洲战场的全面

溃 败 ，纳 粹 德 军 已 是 强 弩 之 末 。 为 加

速 世 界 反 法 西 斯 进 程 ，苏 联 统 帅 部 集

结了 3 个方面军，推进到距离柏林只有

70 公里的奥德河、尼斯河一带，准备对

柏 林 发 起 进 攻 。 其 中 ，朱 可 夫 元 帅 指

挥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担任主攻柏

林 任 务 。 眼 见 苏 军 进 攻 在 即 ，希 特 勒

决定拼死抵抗，在柏林方向集结了 2 个

集 团 军 群 ，又 任 命 有“ 东 线 防 守 大 师 ”

之称的海因里希大将担任维斯瓦集团

军 群 司 令 ，专 门 对 抗 白 俄 罗 斯 第 一 方

面 军 。 受 命 后 ，海 因 里 希 迅 速 在 奥 德

河与柏林之间建起 3 道防御地带，并与

柏林城内的 3 道防御阵地连接，防御纵

深达 30 千米至 40 千米。尽管纳粹德军

在 战 前 做 好 了 充 分 准 备 ，但 他 们 怎 么

也想不到苏军会用这么多大功率探照

灯 作 为“ 武 器 ”投 入 进 攻 ，让 防 线 轻 易

溃败。

战前，纳粹德军在苏军和英美盟军

两线夹击之下，已到了崩溃边缘。面对

孤注一掷的“困兽”和柏林城坚固的城

防工事，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小的伤

亡突破敌人防线打进纵深，成为攻克柏

林的关键。朱可夫在生活中发现，照明

用的普通探照灯可以给人造成一定眩

目 感 ，于 是 设 想 将 探 照 灯 运 用 到 作 战

中，即在黎明前发起进攻，用大量的大

功率探照灯突然照射敌前沿阵地。如

此，不仅可以威慑敌人，对其造成恐慌，

还可以防止部队在进攻中因天黑出现

混乱，利于指挥协同。

有了这个想法后，朱可夫召集军级

指挥员召开会议，讨论进攻柏林相关事

宜。他指出，柏林是苏军在战争中进攻

的最大城市，需要足够的兵力、火力投

入作战，并且要迅速在奥德河一线打开

突破口，向敌纵深快速推进。在会上，

他提出了在黎明前利用探照灯配合发

起进攻的方案，随即遭到一些指挥员的

质疑。反对者认为，探照灯在夜间会立

刻被敌发现摧毁，得不偿失；且探照灯

一开不仅暴露己方位置，部队行动也会

被敌军看得清清楚楚。

面对质疑，朱可夫请诸将到了演训

场，命令部队打开探照灯，不仅将演训

场照得如同白昼，而且还给将领们造成

了极强的眩目感，形成了强烈的心理震

慑。朱可夫随即将“可以给德军产生强

大的心理震慑”“为部队照明、方便夜间

作战指挥协同”等运用探照灯协助作战

的目的一一道出。通过实验，第一方面

军将领看到了探照灯的实战效果，坚定

了快速突破敌防线的信心。

1945 年 4 月 16 日凌晨，朱可夫下达

总攻命令，奥德河上空突然升起数千枚

信号弹。苏军将“秘密武器”143 部探照

灯连同所有坦克和卡车的车灯同时开

启 ，释 放 出 总 功 率 达 数 亿 瓦 的 耀 眼 灯

光 ，纳 粹 德 军 阵 地 瞬 间 被 照 得 如 同 白

昼，德军陷入一片混乱，眼前除了白茫

茫一片外什么都看不到。纳粹德军虽

然能听到苏联坦克的轰鸣声，但看不清

坦克来向，无法组织抵抗。与此同时，

苏军炮兵的迫击炮、“喀秋莎”火箭炮、

自行火炮等，在半小时内将 123.6 万发

炮弹倾泻到奥德河西岸。苏军航空兵

也 向 泽 洛 高 地 投 下 约 3000 吨 炸 弹 ，纳

粹 德 军 防 御 阵 地 很 快 陷 入 一 片 火 海 。

在苏军的火力打击、空中突击和探照灯

攻势的“组合拳”下，纳粹德军的第一道

防御地带很快土崩瓦解。

柏柏林城下的探照灯林城下的探照灯
■■卢克雷卢克雷 高高 凯凯

1948 年，随着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

围内转入战略反攻，处于敌后的华中苏

皖地区便成了华东野战军南线对敌作

战的主要战场。为了迅速开辟华中战

场，中央军委决定成立苏北兵团，该兵

团的成立犹如一把尖刀插向敌人心脏，

使敌人极为恐慌。国民党迅速收缩兵

力 ，从 中 原 和 山 东 战 场 抽 调 第 25 师 和

第 72 师 驰 援 苏 北 。 为 迅 速 打 开 局 面 ，

争取战略主动，苏北兵团指挥部经过战

略研判，决定乘敌惊慌调整部署、立足

未稳之机，首克苏北重镇益林，围歼益

林守敌。

战役于 3 月 16 日发起，至 3 月 19 日

清晨结束，共歼俘益林守敌国民党第 51

师 113 旅及援军 7000 余人，活捉第 113

旅少将旅长王匡。益林战役有力地策

应了中原和山东战场我军的作战行动，

并有效形成对国民党宁沪杭核心统治

区的直接威胁。

科学研判，正确选择攻坚目标。

苏 北 兵 团 发 动 益 林 战 役 ，主 要 是 为 了

从 益 林 打 开 突 破 口 ，迅 速 开 辟 华 中 战

场 ，策 应 我 军 在 中 原 和 山 东 战 场 的 作

战 行 动 。 结 合 敌 我 双 方 的 实 际 情 况 ，

在 选 择 攻 击 目 标 时 ，既 要 考 虑 能 够 尽

快 达 成 战 役 目 的 ，有 利 于 敌 后 根 据 地

的 巩 固 扩 大 ；又 要 选 择 能 够 对 敌 造 成

较 大 威 胁 、一 旦 受 到 攻 击 敌 人 必 须 增

援 的 作 战 目 标 ；加 之 当 时 苏 北 地 区 敌

强 我 弱 的 不 利 局 势 ，我 军 对 敌 作 战 只

能 在 短 时 间 内 形 成 和 保 持 优 势 ，因 此

选择的目标还必须是我军能在短时间

内迅速攻克的地方。

从地形上看，两淮地处苏北中部，

不仅是苏北水路交通的要冲，还是敌人

重要的军事基地。从战略全局上看，益

林作为苏北地区的重镇，位于两淮和盐

阜（盐城、阜宁）根据地之间，战略地位

极其重要。我军一旦攻克益林，既可对

两淮守敌形成直接威胁，迫使敌人加速

从中原和山东战场向苏北地区增派援

军，又可使盐阜根据地得到巩固扩大。

从作战对手上看，益林守敌第 51 师 113

旅是曾被我军全歼后又重新组建的非

蒋介石嫡系部队，战斗力较弱，又是刚

进驻益林担任守备任务，立足未稳，便

于我军迅速将其歼灭。

事实证明，苏北兵团的战略研判是

正确的。攻克益林给华中之敌以极大

震慑，给我在华中地区坚持敌后武装斗

争的广大军民极大鼓舞，实现了既定作

战目标。

因势利导，创造捕捉有利战机。

1948 年 2 月，当我华东野战军第 2 纵队

奉命从山东战场挥师南下直奔苏北时，

国民党当局错误判断我军的真实意图，

以为我军主力将南渡长江、直逼南京。

因此，国民党军急令第 25 师和第 72 师驰

援苏北，收缩兵力，迅速抢占要点重镇；

将第 4 师由上岗调至东台；第 162 旅放弃

沭阳，向宿迁收缩；第 51 师 113 旅放弃阜

宁，退守益林。

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分析认为，

要赶在敌人尚未识破我战略意图之前

抢抓战机，迅速完成战役布势，争取战

场主动权。为此，兵团指挥部命令刚经

过 一 个 月 长 途 行 军 的 第 2 纵 队 不 作 休

整，于 3 月 15 日向益林进发，完成对益林

合围态势，16 日发起对益林的攻坚战。

从当时战场态势上看，敌人仍占较大优

势，但如果待敌人兵力调整部署到位，

将对我攻坚部队构成重大威胁，所以必

须果断决策，创造捕捉有利战机，力求

速战速决。

阻打结合，拒敌外围歼敌内线。在

攻坚战役发起前，苏北兵团指挥部经过

认真细致的研判，决定攻坚和阻援同时

展开，遂以第 2 纵队为主力，担任对益林

的主攻任务。

战斗发起后，第 2 纵队第 4 师从西、

北两个方向同时发起攻击；第 5 师从东、

南两个方向同时发起攻击；第 6 师则部

署在严家舍地域，担任预备队。与此同

时，第 12 纵队以主力 4 个团，并指挥第

5、第 6 军分区各一个团，于苏家咀、黄塘

沟、金家庄南北一线布防，阻击可能由

两淮、涟水方向增援之敌；第 11 纵队 31

旅和第 1、第 9 军分区部队及地方武装在

沿江地区展开攻势，牵制驻防如皋、南

通地区的敌第 21 师；第 32 旅则布防于盐

城以南地区，阻击可能由东台地区北援

之敌第 4 师。

攻坚和阻援同时展开，相互配合、

相互策应。阻援部队的坚决阻击有力

地配合了第 2 纵队主力攻克益林，攻坚

部队迅速攻克益林也缓解了阻援部队

的压力。特别是敌增援的第 72 师，直至

19 日上午，还对我第 12 纵队的阻援阵地

发动猛烈进攻，当中午得知我已攻克益

林城后，慌忙撤退，有效缓解了第 12 纵

队的阻援压力。

军民同心，发挥人民战争伟力。军

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毛泽东在其著

作《论持久战》中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最

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解放战

争时期各革命根据地相继开展土地革

命，打土豪分田地，基本实现了“耕者有

其田”。苏北各革命根据地也相继开展

土地革命，此举极大提高了广大农民的

生产积极性，广大青年踊跃报名参加解

放军，根据地军民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

发展。华东野战军第 2 纵队正是诞生于

两淮地区，官兵大都来自苏皖两省，在

两淮地区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苏北革

命根据地广大军民早就盼望着第 2 纵队

能早点打回来。

此次战役中，苏北革命根据地广大

军民在地方党政机关的带领下，全力以

赴支援我攻坚部队，通往益林的各条道

路上挤满了支前的队伍。他们运送粮

草 弹 药 ，护 理 后 送 伤 员 ，搭 浮 桥 、挖 战

壕、当向导，谱写了军民鱼水深情。最

终在我军民同心的强大攻势下，顺利攻

占益林。

益林攻坚战的胜利，给国民党当局

以很大震撼，迫其迅速从中原和山东战

场向苏北地区增调援兵，从而有力地配

合 了 我 在 中 原 和 山 东 战 场 的 作 战 行

动。这场胜利也极大鼓舞了苏北敌后

根据地广大军民的斗志，为夺取更大城

市的攻坚战积累了宝贵实战经验。

打开苏北天地阔
—开辟华中战场的益林攻坚战

■施海波 李伟健

在明代，随着火器的大量配备和

运用，战法变得更加多样，兵种之间的

合同战术达到了一个新水平。火攻战

法也有极大提升，攻城、守城的战术和

作战阵法更加多变。

战术手段更加多样

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火器在战

场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明朝组

建了专门的火器部队——神机营，战

车 也 因 可 以 装 载 火 器 而 重 新 受 到 重

视。加上原有的步兵、骑兵和水师，明

朝 军 队 的 兵 种 更 加 多 元 化 。 兵 种 丰

富、武器装备增多，使将帅在指挥作战

时有更多的选择。

火器的出现改变了各兵种之间的

优劣对比。在冷兵器时代，骑兵因机

动速度快，相较步兵优势明显。自汉

武帝大规模组建骑兵部队之后，骑兵

在历朝历代都受到重视。到了明代，

步兵却因便于配备火器而重新崛起。

步兵利用手中的先进火器，射击距离

较远，可以有效抵御骑兵部队冲击。

车兵这种此前稍显笨重的兵种，

因 战 车 能 够 满 足 装 载 大 量 火 器 的 需

要，重新受到重视，战略地位越来越突

出，逐渐取代骑兵的地位。

随着兵种的增多，兵种之间的协

同也是迫切需要面对的课题，有才能

的将帅开始尝试提升兵种合同战术的

水平。在俞大猷、戚继光等人的努力

下，明军在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中，成

功地将步兵、骑兵、车兵和水军的合同

战术发展到新的水平。景泰元年（公

元 1450 年），明将董兴在与起义军的交

战中，曾使用水陆并进的战法取得胜

利 。 当 时 比 较 常 见 的 协 同 方 式 有 三

种：一是步兵从陆地利用火器远距离

攻击敌人，水军则适时封锁海面，切断

敌军退路；二是引诱部分敌军上岸，步

兵利用地形发挥火器威力消灭敌军，

水师也在海面对敌发起攻击；三是待

敌军完全登岸，步兵和水军同时对陆

地敌人构成夹击之势。孙承宗指出，

要有效完成多兵种协同作战，其核心

是使车兵和火器能充分发挥效率：“莫

如用车，用车在用火（器）。”

火攻战法更受重视

先秦兵典《孙子兵法》设有专篇讨

论火攻，《六韬》中也有《火战》专门讨

论火攻战法，说明先秦时期的火攻战

法已经相当成熟。古代战争史中的经

典战例，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因

以少胜多而名垂青史，其中都有火攻

助力。朱元璋也非常善用火攻战法。

他和陈友谅在鄱阳湖决战时，就曾用

火挫败强敌。随着火器技术的发展，

火攻战法在明代更受重视，还出现专

门的研究论著，标志着古代火攻战法

的研究进入了新阶段。

明朝军事著作《火龙神器阵法》中

指出，先进火器可以发挥多种用途，既

可以直接杀伤单个敌人，也可以引发

火攻，对敌造成大面积杀伤。至于发

起火攻的时机，则一定要“上应天时，

下因地利”，既要抢先占据上风口，也

要充分发挥各类火器的自身性能，并

且注意与冷兵器充分结合。该书不仅

专门研究火器制造，而且探讨火攻战

法，在古代军事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火 攻 挈 要》对 火 攻 也 有 独 到 见

解。作者认为，火器固然是破敌利器，

但必须使用得法，尤其需要智谋良将

来指挥，否则便是“空有其器，空存其

法，而付托不得其人”。他总结了明军

虽有利器却不能以火攻破敌的主要原

因，如将疲兵骄、铸铳无法、造药无法

和装放无法等，也提出了具有针对性

的解决办法，力争去弊存利。火攻虽

烈，却不能专恃，对于火攻的效能需辩

证看待，以免伤及自身。

明代研究火攻的著作还有《火龙

经》《火攻阵法》等，这些兵书不仅记载

了当时火器技术的发展情况，也保存

了明代结合火器对于火攻战法的深入

探讨，反映出其时火攻战术迅速发展

的面貌，具有重要的军事学术价值。

城塞攻防战的革新

火器时代的攻城与守城，其实仍

然 遵 守“ 道 高 一 尺 ，魔 高 一 丈 ”的 规

律。若守城一方拥有先进火器，可以

增加防守厚度；若攻城一方拥有锐利

火器，也可以较为容易地摧毁对方的

防御。

火器的出现，尤其是杀伤力更大

的火炮大量投入使用，明显令城塞的

攻守增加了不确定因素，迫使城塞的

攻守战术逐步完善。在火器时代，城

防体系的构建，例如城墙的修建技术

等，都有所提高，人们重新认识到城塞

的防御作用。冷兵器时代，兵器对于

城塞的破坏力非常有限，攻城时除采

取围困之外，只能仰仗奇袭。围城战

费时费力，对士卒的损耗也很大，这就

是孙子坚决反对的“杀士卒三分之一

而城不拔者”的攻城之战。

先进火器显然可以帮助部队提升

攻城效率，摧城拔寨变得相对容易。高

墙深沟固然能阻挡步兵冲击，却无法抵

挡火器。如果能有效利用火器，不仅攻

城的战术水平得以提高，而且可有效杀

伤敌军保存自己。攻城部队可用火炮

直接轰击城墙和城门，一旦打开缺口，

步兵就可迅速冲入城内。另外，还可悄

悄挖地道至城墙下，再大量充填火药，

通过引爆火药炸塌城墙。

天启六年（公元 1626 年）的宁远之

战中，努尔哈赤 10 多万大军被袁崇焕

用红夷炮击退。这场攻城战中，努尔

哈赤因对明军守城决心和火炮威力认

识不足，导致惨败，他所擅长的传统攻

城战术也无法得到施展。袁崇焕则就

如何结合城墙构筑炮阵地很有心得，

将守城战术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在随

后的宁锦之战中，袁崇焕的防御战术

又有所变化。为牵制和打击攻城的后

金军，袁崇焕在城外布置一支机动能

力 较 强 的 骑 兵 部 队 ，“ 绕 出 大 军 后 决

战”。袁崇焕一面依托坚固的城墙和

先进的火炮固守城防，一面组织骑兵

对 后 金 军 的 攻 城 部 队 展 开 袭 击 和 骚

扰。此举使得后金军无法集中精力攻

城，攻城战术也无法施展。因为战术

得当，袁崇焕率领明军成功地击退了

皇太极率领的后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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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照灯是第二次世界大
战中反空袭作战的产物，设
计初衷是为地面防空炮火提
供目标指示，便于发现目标、
观察打击效果。在柏林战役
中，苏联元帅朱可夫创造性
地将探照灯与炮击、空袭相
结合，快速打开纳粹德军第
一道防御地带，为战役胜利
奠定了基础。

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益林镇益林战役纪念馆正门 益林战役纪念馆烈士墓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