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说新语史说新语

4 2022年 2月 17日 星期四 战 史责任编辑 / 王 钰 陶春晓 Tel：010-66720063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发行电话：（010）66720745 每周一、二、三、四、五出版 本期售价：0.57元 月订价：12.5元 年订价：150元 本报北京印点：解放军报社印刷厂

链接历史链接历史

明清兵学明清兵学

黄崖底战斗是八路军第 129 师 386

旅于 1937 年 11 月 2 日在山西省昔阳县

东 南 的 黄 崖 底 ，充 分 利 用 两 侧 绝 壁 地

形 ，采 取 小 股 兵 力 诱 敌 、据 守 高 地 抗

敌、集中火力歼敌的战法，成功对日军

实 施 的 一 次 伏 击 战 斗 。 此 战 ，八 路 军

毙 伤 日 军 300 余 人 ，自 身 伤 亡 仅 30 余

人 ，是 一 次 以 较 小 代 价 取 得 较 大 胜 利

的伏击战。

利用地形、巧设伏击。 1937 年 10

月，正当忻口战役进行之时，日军分兵

向晋东南地区进攻。因为日军进攻突

然 ，山 西 东 南 门 户 娘 子 关 和 九 龙 关 顿

时陷入危机。为阻止日军向娘子关进

犯，八路军第 129 师遵照八路军总部的

命令，在晋东南地区寻机歼敌。第 129

师 向 晋 东 南 地 区 集 结 ，国 民 党 军 队 却

主动退却，忻口战役刚刚进行不久，国

民党军队就全线溃败。10 月中旬，日

军相继占领娘子关和九龙关。九龙关

和 娘 子 关 的 失 陷 ，使 得 日 军 更 加 深 入

山 西 腹 地 。 为 保 卫 太 原 ，阎 锡 山 不 得

不 调 集 主 力 屯 兵 于 太 原 周 围 ，晋 东 南

地区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1937

年 10 月 下 旬 ，日 军 第 109 师 团 经 九 龙

关向山西省进犯。为打击和迟滞日军

的进犯，八路军第 129 师师部率第 386

旅 于 10 月 31 日 进 至 山 西 省 昔 阳 县 城

以东地区。11 月 2 日，日军第 109 师团

第 136 联 队 1 个 大 队 由 九 龙 关 向 昔 阳

进 犯 。 我 军 决 定 寻 找 战 机 痛 击 日 军 ，

第 129 师师长刘伯承在分析地形后认

为，日军若要进犯昔阳，必须经过昔阳

以东的南、北界都和黄崖底，而这一带

河谷便于我军部队设伏。尤其是黄崖

底 两 侧 均 是 绝 壁 ，虽 不 易 对 敌 发 起 冲

锋 ，但 非 常 利 于 对 敌 进 行 火 力 伏 击 。

于是第 129 师师部决定在黄崖底对敌

进 行 伏 击 ，之 后 便 将 任 务 交 给 了 时 任

八路军第 386 旅旅长的陈赓。

接 到 命 令 后 ，陈 赓 带 人 到 黄 崖 底

一带进行了细致的实地勘察。从整体

地形看，这里北部平缓 、南部陡险，南

界都村往南，河道越来越狭窄，两侧山

峰 也 越 来 越 高 ，在 黄 崖 底 正 好 形 成 一

道 天 然 的 险 要 关 卡 ，加 之 途 中 有 大 量

的沟、坎、坡，有利于我兵力隐蔽，达成

节 节 抗 击 、诱 敌 深 入 目 的 。 从 黄 崖 底

的 局 部 地 势 上 看 ，黄 崖 底 两 侧 都 是 几

十米高的绝壁，易守难攻，既能迟缓敌

人 兵 力 反 扑 冲 锋 的 速 度 ，也 限 制 了 敌

人 的 观 察 视 界 ，使 我 军 在 炮 火 攻 击 时

能够分散隐蔽，有效避免伤亡。另外，

我 军 能 够 从 两 侧 形 成 夹 击 ，利 于 对 敌

进 行 火 力 打 击 ，有 利 于 掌 控 战 斗 的 主

动 权 。 从 具 体 地 形 看 ，如 果 日 军 行 进

至 黄 崖 底 ，只 有 一 个 处 于 我 火 力 射 程

范 围 内 的 河 滩 便 于 集 结 ，但 河 滩 地 形

开阔，敌人无法隐蔽，完全暴露在我火

力覆盖之下，我军可以利用山地掩护，

居 高 临 下 集 中 火 力 ，有 利 于 达 成 歼 灭

敌有生力量的作战目的。

综合考虑后，其具体部署为：第 386

旅 771 团在黄崖底以南凤居村设伏，占

领附近北山一线阵地，对敌实施正面攻

击；第 772 团在黄崖底以东巩家庄一带

高地设伏，对敌实施侧翼攻击，协助第

771 团，并以少数兵力对黄崖底村进行

游击警戒；师指挥所部署在黄崖底附近

的 山 顶 后 侧 ，师 炮 兵 营 随 师 指 挥 所 行

进，负责遏制敌人火力。

善用“诱饵”，引敌入瓮。为了将日

军引入谷底予以歼灭，陈赓将第 771 团

2 营编为多个小分队，计划作为诱饵，

利用敌人轻敌思想和迫切西犯之心，引

诱敌人进入我伏击圈。11 月 2 日，按照

计划，第 771 团派出小分队作为诱饵，

展开对日军的袭扰，短暂交火后便利用

战场有利地形节节抵抗，且战且退。日

军误以为是小股兵力骚扰，遂派出一部

兵力进行追击，我小分队佯装败退至凤

居村西北高地，敌进入我伏击圈后，第

771 团团长徐深吉一声令下，第 771 团

利用步机枪、手榴弹对谷底的敌人发起

进攻。面对从天而降的进攻，日军多次

发动攻击，但由于所处地势不利，伤亡

惨重，无法继续展开进攻。其余日军见

情况不妙，不敢前行，只能用炮火对我

阵地进行射击，并退至黄崖底河滩。敌

人以为逃出了我军的伏击圈，便开始休

整，放松了戒备，殊不知自己已进入第

772 团 的 伏 击 圈 。 刘 伯 承 果 断 抓 住 战

机 ，下 令 第 771 团 从 正 面 进 行 火 力 射

击，第 772 团从侧面进行斜射，猛烈的

火力交织成火网，正在吃饭的日军被打

得晕头转向。

凭险据守，顽强抗敌。日军在遭到

我猛烈进攻后，在山下重新集结 500 余

人，选择第 772 团 3 连阵地作为突破口，

企图利用炮火打开缺口，在架起 2 门小

钢炮对 3 连阵地进行炮火攻击后，日军

误以为我军遭到重创，遂派出冲锋队对

我阵地猛扑。刘伯承下令对敌进行炮

火还击，我军位于敌人左翼山头的迫击

炮对敌阵地猛轰，几十发炮弹落在敌军

阵地上，其中一发正好打中敌人的炮弹

箱，炸裂的巨响瞬间回荡山谷。同时，3

连官兵迅速进入工事，待敌人行进至距

工事四五十米时，投掷手榴弹，大量杀

伤敌人。日军遭到重创后，组织溃敌进

行第二次反扑冲锋。敌人刚刚爬到半

山腰，我军利用地形优势，投掷数百枚

手榴弹，随着爆炸声的响起，日军的冲

锋队形再次被冲散。日军两次反击都

被我军粉碎，已经无力突围。刘伯承见

状，立刻命第 771 团集中全部火力向崖

底日军发起进攻。在我军的猛烈进攻

下，日军兵力无法展开，龟缩一团，再度

退至黄崖底村，利用土坎和窑洞掩护，

组织构建工事，固守待援。我军在大量

杀伤敌人后，为防敌援军赶到，审时度

势 ，果 断 撤 出 战 斗 。 此 战 共 击 毙 日 军

300 余人、军马 200 余匹，缴获长短枪百

余支、电台一部。

这一仗不仅载入我军史册，也令日

军非常震惊，日军随军记者在日本国内

的报纸上发表题为《过天险的黄崖底》

报道，再现了惊心动魄的战斗情景和日

军惨不忍睹的败局。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黄 崖 底 战 斗 不 是

一次孤立的胜利，它开启了第 386 旅的

连胜之路。这支精锐之师在陈赓的率

领下，于 11 月 9、10 两日，又在广阳、胡

村及安丰镇地区，痛击日军第 20 师团

的 一 个 加 强 联 队 ，大 大 鼓 舞 了 全 国 军

民 抗 战 的 士 气 ，也 提 升 了 自 身 对 日 作

战的信心。

黄崖底战斗：

因敌用兵巧布阵
■戚苏源 陈 吟

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是一个革命

老区。1939 年，八路军第 115 师运河支

队 在 贾 汪 成 立 并 长 期 在 此 活 动 ；1948

年，张克侠、何基沣率部在贾汪起义；渡

江战役前夕，华东野战军在此休整并召

开会议……贾汪处处都留下鲜明的红

色印记。如今，烽火岁月虽已远去，但

仍有一座小楼矗立在这里，讲述着那段

历史。

1942 年日军侵占贾汪期间，在当地

一所小学内建起一座小楼，并将小学更

名为柳泉煤矿职工子弟学校。由于这

座小楼楼顶覆盖红瓦，墙体涂为红色，

故被称为“红楼”。

走进红楼，在一楼拐角处有一块斑

驳的石碑，上面刻着：“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三野战军成立旧址”。1949 年 2 月 9

日，华东野战军在此改编为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三野战军。

第三野战军是以抗日战争时期在

华中活动的新四军大部和山东的八路

军一部为基础逐渐发展起来的。1947

年初，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编为

华东野战军（以下简称华野）。1949 年 1

月 15 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各野战军番

号改按序数排列的决定，将华野改称第

三野战军。

淮海战役结束后，华东野战军集结

在解放较早、基础较好的贾汪地区进行

休整，加紧准备渡江南进的各项工作。

当时，红楼被征用为华东野战军淮

海战役前委指挥部。1949 年 1 月 19 日

至 26 日，华东野战军前委在贾汪红楼召

开师以上干部和地方各级干部参加的

前委扩大会议，即第一次贾汪会议。红

楼前的马路也因此被命名为“前委路”。

第一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发

起渡江战役的号召和动员部署。华野

副司令员粟裕在会上强调：“部队整训

的目的就是为了过江。因为南进最困

难 的 一 关 是 渡 江 ，我 们 两 个 半 月 的 休

整，就是为了打过长江去，一切是为了

如 何 渡 过 长 江 。 因 此 ，能 不 能 顺 利 地

打过长江，决定于此次休整的好坏。”

会议进行过程中，参加中央 1 月 8 日政

治局会议的华野司令员陈毅于 1 月 22

日 回 到 贾 汪 。 陈 毅 回 贾 汪 后 ，立 即 向

华 野 前 委 扩 大 会 议 传 达 了 党 中 央 、毛

主 席 的 指 示 和 政 治 局 会 议 的 决 议 ，其

第一项任务就是：“在全国作战总任务

下，与兄弟兵团密切协同，坚决与完满

地完成 1949 年我军的作战任务，将革

命进行到底。”

第一次贾汪会议后，各部队传达贯

彻了会议精神。2 月 9 日，华东野战军

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

军，辖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兵团和一

个特种兵纵队。同时，各单位针对当前

情况，深入开展了以“将革命进行到底”

为中心的形势任务教育。在江南地方

党和游击队配合下，部队针对敌军兵力

分布、工事构筑、地形水情等展开了全

面的侦察活动；开展了以横渡长江作战

为重点的技术、战术和协同训练；船只

筹集、水手训练、群众动员等工作也有

序展开，为渡江作战提供保障。

2 月 18 日至 21 日，第三野战军再次

在红楼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即第二次贾

汪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军委、毛泽东

同志 2 月 8 日关于“把军队变为工作队”

的电报指示，开始为下一步的接管工作

做准备。司令员陈毅在会上指出，要正

确理解和把握毛主席提出的这一根本

转变的精神实质。同时，陈毅还强调：

作为军队来讲，第一位的问题是要把仗

打好。即使全国胜利了，我们还要建设

一支强大的正规军，并准备击退任何帝

国主义的进攻。2 月 20 日，在会议即将

结束之际，第三野战军正式下达了《京

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具体部署了渡江

作战任务。

1949 年 4 月，第三野战军与第二野

战军、第四野战军并肩发起渡江战役。

至 1949 年 10 月，全部解放华东地区及

沿海大部岛屿。

见 证 了 两 次 贾 汪 会 议 的 红 楼 ，如

今 已 是 贾 汪 区 的 红 色 教 育 基 地 ，位 于

贾汪区团结路 10 号团结幼儿园内。经

历 数 次 整 修 翻 新 ，红 楼 仍 保 持 着 当 初

的 主 体 框 架 ，一 层 是 团 结 幼 儿 园 办 公

区，二层是贾汪区侨联和“三野整编红

色 纪 念 室 ”。 纪 念 室 内 悬 挂 有 当 年 的

会场照片，还陈列着三野序列、三野战

事、重要人物等历史介绍，展柜里摆放

着木柄手榴弹、子弹、纪念章、冲锋号

等文物。

每当活动铃声响起，孩子们就跑出

教室，满院皆是欢声笑语。红楼与校园

紧密相连，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受到

熏陶，近距离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在脑

海中留下深深的红色印记。

贾汪贾汪““红楼红楼””里的革命记忆里的革命记忆
■周 林 朱东润

明军在取得宁远大捷后，袁崇焕、

孙承宗先后主政辽东，一度阻挡了后金

扩张的步伐。因明朝内部矛盾，不久袁

崇焕、孙承宗相继离开辽东前线。自崇

祯二年（公元 1629 年）起 10 多年间，后金

（公元 1636 年改国号为清）先后多次对

关内外明军发起攻势。为彻底扫清入

关障碍，崇祯十三年（公元 1640 年）3 月，

皇太极派郑亲王济尔哈朗、贝勒多铎率

军进驻锦州以北的义州，拉开了松锦之

战的序幕。

决战松锦

崇祯十三年（公元 1640 年）4 月，清

军正式发起对锦州的攻击。经过数月战

斗，锦州城外的据点几乎全部失陷，明廷

震动，急令蓟辽总督洪承畴、辽东巡抚方

一藻等调军营救。7月，吴三桂等部在黄

土台重创清军。皇太极为避明军之锋

芒，改以 3 个月为一周期，由各亲王贝勒

轮班率军围困，锦州战况稍有好转。

次年 3 月，守卫锦州外城的 2000 余

名蒙古兵被清军策反，明军被迫退守内

城，宁锦防线再次岌岌可危。洪承畴见

兵力不足，请求明廷增兵。吴三桂、马

科 、王 廷 臣 、王 朴 、唐 通 、白 广 恩 、曹 变

蛟、杨国柱等 8 位总兵共率 13 万人、4 万

匹马，正式出兵援锦。洪承畴将粮草屯

于杏山与塔山之间的笔架山，自己率 6

万人先行，在距锦州五里的乳峰山击败

围城的济尔哈朗部，夺占了两红旗及镶

蓝旗的阵地。8 月初，明军后续部队在

松山完成集结，与接替济尔哈朗的多尔

衮部再次发生激战，杀伤清军甚多。祖

大寿亦率锦州守军从城中突出，连破清

军 二 道 防 线 ，形 势 一 度 对 明 军 极 为 有

利。但洪承畴为求稳妥，未继续扩大攻

势，守军冲至第三道防线后，因缺乏支

援被迫退回。之后清军据营坚守不出，

向沈阳求援。

8 月 19 日，皇太极率援军抵达，发现

明军布置头重脚轻，兵力多集中于锦州

正面，松山方向后方相对空虚，遂指挥清

军赶挖三重战壕，围困松山明军，切断了

松山、杏山之间联系。皇太极还派阿济

格夺取明军在笔架山的存粮，洪承畴被

迫率军向松山收缩，战场局势逆转。

突围失利

由于松山粮饷仅能支持 3 日，各总

兵多生惧心，主张退回宁远。洪承畴本

欲与清军决战，但手下诸将主张后撤，

只能下令次日突围。明军锐气尽失，总

兵王朴乘夜先退，主张退却的其他将领

也纷纷拔营，马步兵自相践踏，全军失

去控制。吴三桂、王朴率部逃入杏山，

马科、李辅明（接替已阵亡的杨国柱）等

奔入塔山。洪承畴与曹变蛟、王廷臣、

白广恩、巡抚邱民仰率残兵万余突围未

成，只得退守松山孤城。此后，清军又

在杏山与宁远间据险设伏，歼灭大量奔

向宁远的明军残部。明军前后损失 5 万

余人，马 7000 余匹，甲胄 9000 余副，投海

而死者不可计数。

歼灭明援军主力后，皇太极对松山

采取围而不攻之策。洪承畴 5 次组织突

围，皆告失败，损失了三分之二的部队，

城内粮尽，不得已杀战马充饥。崇祯十

五年（公元 1642 年）2 月 18 日夜，松山副

将夏承德降清，清军攻入城内，洪承畴

被俘。

松山失守后，被围困一年有余的锦

州军心瓦解。3 月 8 日，守将祖大寿率部

降清。4 月 8 日，清军以红衣大炮攻陷塔

山城，全歼守军 7000 人；22 日，杏山守将

吕品奇率部 6800 人不战而降。至此，明

朝关外松、锦、塔、杏四城尽失，历时 3 年

的松锦大战落下帷幕。

成败剖析

清军最初围困锦州时，明廷在援锦

策略上分歧很大，兵部尚书陈新甲敦促

尽快出兵，洪承畴则主张持久作战。从

总体战略形势上看，此时的明廷处于内

忧外患之中，援锦部队是最后可用的野

战主力，一旦失利将失去回旋余地，不

宜与清军立即进行决战。

摒弃战略上的分歧而言，既已决定

出兵援锦，接战后又连获胜利，与锦州

守军形成了内外夹攻态势，此时应果断

投入全部有生力量，在清援军抵达前歼

灭敌围城部队，迅速打通与守军联系。

而洪承畴缺乏与皇太极进行决战的准

备，战场应变不足，大大低估了清援军

的动员和开进速度，以至坐失良机。

明军虽在兵力部署上吸取了萨尔

浒 之 战 时 分 兵 的 教 训 ，大 军 成 集 团 布

置，让清军在正面无机可乘，却忽略了

后方，试图调整时为时已晚。在粮道被

断、军心混乱之时，明军强行与清军会

战，遇到挫折后也未能成功突围，就此

断送了保全主力的希望。

部分将领战斗意志不足，王朴、吴

三桂作为身经百战的勇将，曾多次击败

清军，却在关键时刻率先退却，使得突

围演变成为溃退。

清军则在战前进行了周密准备，制

定了清晰的作战目标。鉴于锦州城防

坚固，以往有多次顿兵城下的经历，清

军在战前花大气力在义州建立出发基

地，储备了充足的战备物资和兵马，为

持久作战打下基础。在战役组织上，尽

管皇太极曾对明军援锦决心估计不足，

又困于兵力所限，一度陷入腹背受敌境

地，但最后紧急进行动员，发动辽沈地

区 15 岁以上男子从军，两周内集结了数

万兵力，又亲率轻骑 3000 人在 6 日内赶

到前线，及时稳固了战场态势。在战机

把 握 和 战 术 运 用 上 ，清 军 兼 顾 多 条 战

线，统筹使用围城与打援兵力，集中主

力击其薄弱之处。在将明军分割后，果

断突袭其屯粮重地，进一步打击对手的

士气，终于在松锦地区聚歼明军主力，

摧毁了明军苦心经营的宁锦防线。

此役，明军官兵阵亡和被俘共计 8

万余人，损失军马 3 万余匹。除吴三桂、

王朴等率残部逃回宁远外，参战明军主

力几被全歼。明朝在辽东的防御体系

完全崩溃，山海关外仅剩下宁远一座孤

城。此后，明朝再也未能组织起对清军

的有效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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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第 三 野 战 军

成立旧址，原淮海

战役华东野战军前

委 指 挥 部 。 1991

年 10月，徐州市人

民政府在此立碑纪

念 。 2011 年 12

月，江苏省人民政

府 将 此 处 确 定 为

省 级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 图 为“ 红 楼 ”

外景。

正在设伏的第 386旅官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