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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市门头沟区妙峰山镇涧沟

村的西头，有两间看似不起眼的农家院

落。这里曾是我党在华北地区一处重

要的“地下交通站”——平西情报联络

站的驻地。平西情报联络站是抗日战

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联系北平地

区的主要情报枢纽，北平通往平西根据

地的 3 条路线就汇合于此。同时，这里

也是中共北方局开展情报工作的前沿

指挥所。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

军对敌后根据地开展“大扫荡”，进行严

密封锁，党中央同北平地下党组织一度

联系困难。1939 年初，冀热察区党委暂

管平津唐城市工作。为打通平西根据

地与平津地下党的联系，1939 年 6 月开

始，中共北方局社会部派史光到平西妙

峰山、保定以西等地域开展交通联络工

作。冀热察区党委设立多条秘密情报

线路和站点，妙峰山情报站就是其中的

一处重要节点。

1941 年 2 月，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

成立，联络站隶属于晋察冀中央分局社

会部，拥有专属电台，由钟子云（曾化名

苏宗泉、王友）任站长，其主要任务包括

联络东北抗联、领导平津和东北地区情

报工作、电讯联络、资料报送以及运送

过往人员和物资等。站址初设在河北

保定涞水县计鹿村，后来又建立 2 个分

站，一个是妙峰山、海淀分站，另一个是

保定、满城分站。其中位于妙峰山地区

的分站，位置前突、深入敌占区，是隐蔽

战线的重要关隘，主要负责传递北平、

天 津 同 平 西 情 报 联 络 站 之 间 的 信 息 。

妙峰山一带山高林密、便于隐蔽，又庙

会频多、香客不绝，加之附近地区多种

植果品贩销北平，其环境条件对情报传

递十分有利。平西经妙峰山地区进入

北平，有 2 条线路：一条是经北安河、温

泉 、颐 和 园 、西 直 门 入 城 ；另 一 条 是 经

上、下苇甸、担礼、三家店、西直门入城。

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最重要的任

务是及时向上级传递情报，其中不仅有

敌人动向和部署的重要情报，也向党中

央输送敌占区各类报纸和书籍。由于

时局严峻，分站初时并无固定驻点，电

台也无法正常架设，所做工作也多是一

些社民情调查研究。后来，秘密通联工

作 逐 步 增 多 ，妙 峰 山 前 设 立 多 个 联 络

点，分站的地位作用日益凸显，除为秘

密交通员、地下党、国际友人与平西站

人员联络提供便利外，还承担了部分运

送物资、药品、出版物，护送进步人士和

有志青年进入解放区，以及保护我党地

下工作者安全出入平津与东北地区等

任务。1944 年 11 月，妙峰山分站提格，

社会部将其改为直属平西情报交通联

络站。1945 年初，为加强工作、适应战

略反攻需要，经妙峰山地区进入北平又

扩增了第 3 条经羊坊、沙河、西直门入城

的线路。解放战争时，由于国民党军的

进攻，情报交通联络站一度被迫转移，

1948 年后又先后返回涧沟村、迁至海淀

镇。直到北平和平解放，该联络站方结

束了自己的历史任务。

平西情报联络站成立近 10 年，经历

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先后

有 钟 子 云 、刘 景 平 、梁 波 、梁 克 四 任 站

长。这座看似普通的院落，曾真实上演

过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1947 年的清

风店战役中，地下党在华北“剿总”司令

部获得的作战计划，就是通过妙峰山平

西情报交通联络站及时发给晋察冀社

会部，晋察冀社会部再将情报安全地送

至华北前线的晋察冀野战军指挥部，为

我军赢得制胜先机。

在这里从事情报工作的交通员，也

时刻冒着生命危险。1941 年秋，平西情

报联络站为加强北平与华北局之间的

联络，决定派王文携带电台到妙峰山以

西的抗日游击区建立秘密联络点，负责

把 从 北 平 获 取 的 情 报 转 发 到 根 据 地 。

王文利用联络站作为掩护，成功完成多

次秘密任务。同时，他与王凤岐假扮夫

妻 ，在 此 与 北 平 城 内 的 地 下 工 作 者 接

触，多次潜伏到北平城内进行秘密电文

收发和电台侦测工作，传递情报的同时

弄清敌人在北平城内的电台情况。此

外，还有殿后撤离、壮烈牺牲的梁波站

长；有九死一生，突破险阻将党内重要

文件带进北平的何中州、梁宏宽等人。

北平城内的诸多知识分子，也通过秘密

交通线到了广大农村和根据地，投身革

命宣传和战斗事业。如著名的燕京大

学教授、英国电讯专家林迈可等国际友

人，就是通过妙峰山的北安河线路，前

往晋察冀军区和延安以支援我党抗日

工作。应该说，妙峰山下的这一秘密情

报站，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

朽功勋。

妙峰山下的秘密情报站
■黄光炎 李孟远

河北省石家庄市，旧称石门，位于

正德、平汉、正太三条铁路交会处，东临

天险云盘山，扼平原与山地之险，为华

北战略要地。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

将其看作向冀中、冀南、太行解放区进

攻的基地，调遣国民党胡宗南部第 3 军

等部在此驻防。

1947 年 10 月，经过青沧、保北战役

后，我军对石家庄形成合围之势；10 月

22 日，清风店战役胜利的当天，晋察冀

野战军向中央提出迅速集中野战军主

力“乘胜夺取石门”的建议。23 日，中央

军委复电批准攻打石家庄的建议。11

月 6 日，石家庄战役拉开战幕。仅用 6 天

6 夜，晋察冀野战军就攻克了国民党号

称可以“坐守 3 年”的石门重镇。

知己知彼，大胆决策。在 正 太 战

役、清风店战役后，石家庄已成为解放

区中的一座孤城。是时，石家庄守军为

国民党第 32 师及 2 个保安团和部分地方

武装，处境孤立。战前，蒋介石又紧急

下令，将保定“绥靖”公署独立团和驻保

定的第 3 军炮兵营空运至石家庄，使石

家庄守军总兵力增至 2.4 万余人。

经国民党军连年修缮，石家庄已形

成完备的环形防御体系。从市郊到市中

心，筑有外、内市沟及核心工事，设置 3道

防御阵地，共有大小碉堡 6000多个，其间

还配有铁甲车和坦克连以机动作战。城

东北有制高点云盘山作依托，西北有军

用飞机场以空中支援，可谓固若金汤。

10 月 25 日，朱德总司令出席晋察冀

野战军旅以上干部会议。会上，朱德提出

“勇敢加技术”的号召，并与司令员杨得

志、政委罗瑞卿等研究制订攻城计划，决

定“以阵地战的进攻战术为主要方法”，集

中第 3、第 4纵队及冀中、冀晋军区部队攻

城。第 2 纵队、独立第 9 旅及第 3、第 9 军

分区部队集中部署在定县南北一带，随时

准备阻击出保定援石家庄的敌人。

按照部署，我军将先攻克市郊，随

后依次向市区突破。为保证攻城部队

能得到必要掩护，我炮兵单位组成 4 个

炮兵群配属各部队行动。晋察冀解放

区政府调集民兵、民工近 10 万人，担架 1

万多副，大车 4000 余辆支援作战。

稳打稳进，逐个击破。11 月 5 日夜，

我野 战 军 各 部 南 渡 滹 沱 河 ，突 然 包 围

石家庄外围各据点。6 日拂晓，各部队

全线发起攻击。7 日晨，冀晋军区独立

第 1、第 2 旅分别向石家庄西北角的大

郭村飞机场出击，歼灭敌守军一个营，

一 举 攻 克 飞 机 场 ，切 断 了 敌 军 的 空 中

交 通 线 。 战 至 8 日 上 午 ，我 军 顺 利 突

破除元氏县城外的全部外围据点。石

家庄东北的制高点云盘山也相继被我

军 攻 克 。 同 时 ，野 战 军 炮 兵 击 中 发 电

厂，切断了市区及内、外市沟电网的电

源。战斗随即向市内延伸。各部队在

火 力 掩 护 下 进 行 近 迫 作 业 ，构 筑 交 通

壕，直插外市沟前沿。

8 日下午，我军炮兵部队实施火力

急袭，对敌一线、纵深进行打击，将守军

近 30 公里的防线炸成一片火海。突击

部队以坑道爆破和强行突破的方法，对

守 军 外 市 沟 防 御 阵 地 发 起 进 攻 。 第 3

纵队第 7 旅首先从西兵营突破，攻克西

焦村、城角村和农业试验所，歼敌守军

一部，击毁装甲车、铁甲列车各 1 辆；第

3 纵队第 8 旅突破外市沟阵地后，攻占

振兴镇、西里村；第 4 纵队第 10 旅由云

盘山以西突破，攻占义堂村、花园村及

八 里 庄 ，歼 保 定“ 绥 靖 ”公 署 独 立 团 主

力；第 4 纵队第 12 旅在北宋附近突破，

攻占范谈村；冀中军区独立第 7、第 8 旅

攻占东三教、槐底村；冀中军区独立第

1、第 2 旅 包 围 北 焦 等 据 点 。 待 夜 幕 降

临 时 ，外 市 沟 1000 余 个 明 暗 碉 堡 所 构

成的防线已被我军冲散，残存的国民党

军退至内市沟。战至 9 日晨，内 、外市

沟之间守军阵地基本被攻克。我军随

即以一部兵力围困、监视敌人，主力继

续向内市沟的守军阵地推进。

勇猛穿插、分割围歼。 10 日傍晚，

我军各式火炮猛轰敌守军残存工事，各

突击队集结战力，向内市沟发起突击。

第 3 纵队第 8 旅率先爆破成功，从西面突

破，全歼敌第 96 团；第 4 纵队第 10 旅从

东面突破后，遭敌第 94 团反扑。敌人在

坦克的掩护下，向着突破口连续发起 7

次大规模冲锋，均被我军击退。随即第

10 旅继续追击，向市区内发展，担负第

二梯队任务的第 4 纵队第 11 旅、第 3 纵

队第 9 旅相继加入战斗。我军各部勇猛

穿插、分割围歼，经过激烈巷战，歼灭守

军大部，将守军残部压缩于火车站、大

石桥和正太饭店一带核心阵地内。

12 日晨，晋察冀野战军调整部署。

第 11 旅 炸 毁 铁 甲 列 车 后 ，在 缴 获 的 坦

克、火炮掩护下向敌守军核心阵地发起

冲击，攻占火车站和正太饭店。随即，

我军各部从西、南、东、北及西北面向敌

守军指挥中心大石桥发起攻击，激战至

中午，全歼守军。活捉国民党第 32 师师

长兼石家庄警备司令刘英。至此，石家

庄宣告解放。

此役，我军共歼灭国民党军 2.4 万余

人，缴获坦克 9 辆、火炮 100 余门及大批

弹药、物资。此役首开解放军城市（特别

是平原地区）攻坚战的先例，积累攻城战

斗经验，切断平汉铁路，切断正太铁路与

正德铁路的联系，使国民党军的华北集

团与华中集团的联系被切断。从此，晋

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

片，华北解放区局面为之一新。

11 月 13 日 ，中 共 中 央 发 来 嘉 奖 电

报，朱德总司令称赞这一战役是“夺取

大城市的创例”，并欣然赋诗一首：“石

门封锁太行山，勇士掀开指顾间。尽灭

全师收重镇，不教胡马返秦关。攻坚战

术开新面，久困人民动笑颜。我党英雄

真辈出，从兹不虑鬓毛斑。”

石家庄战役：

开创大城市攻坚战先河
■曹胜杰 李睿思 耿华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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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坛必究》为明万历年间诞生的

兵书，作者王鸣鹤，生卒年不详，江苏

淮 安 人 。 王 鸣 鹤“ 出 自 将 门 ，少 负 伟

志”，一直关注和研究兵学。他不仅熟

读兵书，而且广泛辑录论兵之作，编纂

成 体 系 庞 大 、内 容 丰 富 的《登 坛 必

究》。据该书“凡例”可知，王鸣鹤自称

“专事汇辑而鲜发挥”，但即便是辑录

之作，王鸣鹤也大量融入了自己对于

兵学的思考。尤其是在评论部分，作

者就治军思想、军事谋略等阐述了自

己独到的见解。

选兵与练兵

军队的基本组成是士兵。王鸣鹤

认为，要想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必须

注重士兵的能力和素质，从选兵和训

练抓起。

首先是严格选兵。王鸣鹤主张将

那些身体强壮、武艺出众之人选拔出

来，淘汰那些尸位素餐、不事训练的士

兵。王鸣鹤直言不讳地指出当时选兵

过程中出现的怪状：明朝面对危机四

伏的局面，并没有选对可用之人，而是

挑选了一些游手好闲、投机取巧、空口

呼号之徒。以这些人充军，只能如同

东郭先生滥竽充数一样，浪费国家的

军饷。这些士兵甚至不懂闻鼓而进和

鸣金而退，若与强虏作战，几无胜算，

贻害国家：

“此所谓投肉虎蹊，几何而不贻国

家之大患哉？”

“选兵”重要，“练兵”更重要。身

为将帅，在选拔精兵之后，必须加强训

练。为此，王鸣鹤特意强调了“练兵”

的重要性。如果军中士卒没有进行充

分训练，他们就无法掌握作战要领，甚

至连何时前进何时撤退都不知道；训

练水平低下，即便是拥有百万之众也

无法取胜，只能令士卒白白送死。王

鸣鹤指出，在战争中，往往有士卒未经

战阵便已胆怯，也有战马还未驰骋便

已疲惫出汗，这不是因为“人怯马弱”，

而是由于没有进行正规训练，是“不习

之过”。因此将帅在平时必须加强训

练，使士卒武艺精熟。只有经过训练

的士卒，才有赴汤蹈火、出生入死的勇

气，懂得齐心协力、勇往直前。

任将和选将

将帅对军队建设具有非同寻常的

意义，王鸣鹤深知此理。他认为“帅”

即“率领”之意：

“率其众，以身先之也。”

将帅能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其

素 质 和 能 力 对 军 队 建 设 具 有 重 要 作

用。在王鸣鹤看来，明军出现重大危

机的原因之一，就是没能解决“选将”

与“任将”问题，一直僵化地采用将官

世袭制度。这种世袭制的存在，导致

不少将帅不思进取、不学无术。他们

既 不 懂 兵 法 韬 略 ，更 不 知 权 变 之 术 。

针对这种现状，王鸣鹤主张改变将帅

选拔任用方式，革除旧弊，精于选将，

将真正有用之人选拔出来，同时也要

充分放权，令各级将帅真正担负起守

疆卫土的职责。

王鸣鹤在《登坛必究·自序》中写

道：

“ 天 下 安 ，注 意 相 ；天 下 危 ，注 意

将。安危之间，难易辨焉。”

在他看来，将帅始终担负着挽救

天下危局的责任，这正像丞相之于治

国理政的作用，其地位和作用无可替

代。因此，自古以来的杰出政治家，都

尤为重视将帅。只有在一种情况下，

将帅的地位会被忽视，就是当国家承

平已久、举世讳言武事之时。在这种

情 况 下 ，将 帅 即 便 身 怀 韩 信 、白 起 之

才，也无用武之地。长此以往，武备必

然废弛，将帅地位随之下降，由此带来

深重危机。

将帅地位既然如此重要，就不能

不慎重选用。王鸣鹤考察了古代政治

家 通 过 选 将 来 实 现 治 军 和 强 兵 的 事

实，强调重视“选将”，也阐述了应如何

选将。他认为，首先要尊重人才，对所

选贤将报以一片赤心。其次，选将过

程中尤其要注意以“才”为先，将才能

突出与否作为首要标准。再次，要注

意 辨 别 ，考 察 其 是 否 值 得 提 拔 和 重

用。最后在平时还要注意“储将”，也

即有意识地储备将才。

贵谋和重诈

《登坛必究》非常认同孙子“兵者

诡道”和“兵以诈立”的主张，积极主张

以谋胜敌，号召将帅积极研究谋略，主

动运用谋略。王鸣鹤也由此出发，力

推“谋主说”，大力弘扬战争谋略。王

鸣鹤赞同孙子对战争的认识和态度，

而且进一步总结出战争“所贵在谋”，

这也是为战争谋略正名，抓住了战争

的本质。身为将帅，必须要研究战争

谋略，并善于使用战争谋略。

为进一步证明谋略的作用，王鸣

鹤举出吕望、张良、陈平和诸葛亮等善

于谋略的古代名将故事，指出：

“吕望谋于周而周王，良、平谋于

汉而汉兴，诸葛孔明谋于蜀而存炎刘

于既烬。”

由 于 有 吕 望 这 样 善 于 谋 划 的 军

师 ，周 武 王 得 以 灭 商 兴 周 ；因 为 有 张

良、陈平这样出色的谋士，刘邦得以在

楚汉相争中取胜；因为有诸葛亮的出

色谋划，刘备得以建立蜀国，从而延续

了刘氏政权。从中不难看出，谋略发

挥了重要作用。

重 视“ 诡 道 ”，必 然 重 视“ 出 奇 ”，

敢 于 对 常 规 战 法 有 所 突 破 。 王 鸣 鹤

对“ 奇 ”进 行 了 深 入 讨 论 ，他 指 出“ 出

奇 ”的 重 要 性 ，更 研 究 了 各 种“ 奇 伏 ”

之法。在他看来，“奇”与诡道之法及

变诈之术紧密相连。上古时期，用兵

尊 奉 古 军 礼 ，多 有 节 制 ，所 以 多“ 正

兵 ”；到 了 春 秋 时 期 ，“ 兵 尚 诡 道 ”，崇

尚“ 攻 其 无 备 ，出 其 不 意 ”。 此 后 ，由

于“出奇”之法被军事家们广泛接受，

“ 正 而 奇 ，奇 而 正 ”这 种 无 穷 的 变 化 ，

也 就 此 成 为“ 用 兵 之 微 权 ，万 世 不 易

之 定 论 ”。 因 此 ，必 须 对 以 奇 用 兵 更

为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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