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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兵学明清兵学

1931 年 ，中 国 工 农 红 军 第 一 支 无

线 电 通 信 队 在 中 央 苏 区 组 建 。 此 后 ，

红军利用战场缴获、办班培训、实时运

用等方式，克服电台装备短缺、通信人

才匮乏、运用经验不足的困难，发展壮

大 了 我 党 我 军 无 线 电 通 信 事 业 ，为 中

央 制 定 决 策 部 署 ，部 队 灵 活 快 速 行 动

提 供 了 有 效 的 情 报 和 通 信 保 障 ，对 突

破 敌 人 军 事 封 锁 ，赢 得 战 争 胜 利 具 有

重要意义。

“半部电台”奠根基

在组织“围剿”红军行动时，国民党

已拥有长波电台，并使用摩尔斯电码发

报，而红军还主要依靠骑马、传令兵、哨

音 、军 号 声 等 运 动 通 信 和 简 易 信 号 通

信。毛泽东曾感慨，“没有无线电通信，

部 队 联 络 不 通 ，严 重 影 响 了 作 战 指

挥”。从 1930 年 10 月起，蒋介石调集 10

万余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大规

模“围剿”。12 月底，敌第 18 师两个旅

深入苏区腹地龙冈。战斗中，红军趁敌

立足未稳，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

力一举歼敌，活捉师长张辉瓒，并缴获

其使用的 1 部弹簧式灯座的 15 瓦无线

电台，电台的收报机和充电机完好，但

发报机损坏，无法进行正常通信联络。

电台的报务员王诤、吴如生、韦文宫、刘

寅和机务员刘盛炳等人，经过动员自愿

参加红军，成为红军第一批报务人员。

3 天后，红军在东韶战斗中歼灭敌军第

50 师，缴获了 1 部完整无损的 15 瓦无线

电台。1931 年 1 月 3 日，毛泽东和朱德

亲切接见王诤等人，并授命王诤着手组

建红军第一个无线电台班组。朱德指

着缴获的电台说，“无论大小武器装备，

凡是白军有的，红军也会有，没有的，敌

人会给我们‘送’来。”

1931 年 1 月 6 日，红军总参谋处的

东屋被布置成“报房”，王诤等人对这一

部半电台进行第一次安装试机。此时，

这一部半电台还不能建立无线电通信，

只能用来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

讯。经过调试，电台接收到第一束飞驰

的电波。毛泽东第一次看到电台送来的

电讯新闻后称赞：“这是没有纸的报纸

啊！”此后，红军开始利用这部电台捕捉

敌军电台信号，了解敌人动向，为红军把

握战机、正确决策、出奇制胜提供了有力

保障。

1931 年 1 月中旬，红军在江西宁都

小布镇组建了第一个无线电队，王诤为

队长，冯文彬为政委。后来，中共中央

又派伍云甫、曾三、涂作潮从上海来到

中央苏区，加强了无线电队的力量。毛

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对无线电工作给

予了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朱德几乎

每天晚饭后都要去电台问问，有没有什

么新闻。毛泽东也非常看重无线电通

信，在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红一方

面军从闽西向赣南的兴国地区集结，为

突破敌人包围圈，需利用夜色从两股敌

人 之 间 相 距 约 20 公 里 的 缝 隙 中 跳 出

去。行动开始后，各级指挥员和政工干

部深入连队，要求严格做好行动的保密

工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毛泽

东敏锐地意识到，在夜色中还有一个可

能暴露红军行踪的漏洞——电台的无

线电信号。他马上找来电台人员询问，

得知缺少电键，电台就不能工作。于是

他派人收集来电键交给警卫员并交代：

不到目的地，不许任何人拿走电键！

针对以前在国民党军工作的技术

人员，毛泽东多次指示，要做好电台人

员团结工作，政治上要信任，甚至亲自

指定王诤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对于

无线电技术人员的业务管理和生活安

排，即使当时红军经费紧张、给养匮乏，

无线电人员每月津贴相比普通战士也

只多不少，还优先配备了运输马匹。在

红军领导人的关心下，无线电通信队伍

逐步壮大。

白手起家育人才

红军无线电队成立后，主要依靠留

用原国民党军的技术人员。红军总部意

识到，要充分发挥无线电台作用，迫切需

要无线电技术人才。1931 年 1 月 28 日，

毛泽东、朱德联名签发《选调学生学无线

电的命令》，在江西宁都组织第一期无线

电培训。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经

常抽出时间给训练班作形势报告、上政

治课，毛泽东鼓励大家尽早建立空中桥

梁，把被分割的苏区用无线电波连接起

来，朱德则勉励大家在建设红军无线电

通信事业中要不怕困难。当时，训练班

教学条件非常简陋，学员们把树荫当课

堂，石板当桌子，用左手大拇指当作电键

来练习，铅笔用到手指捏不住了，还套上

小竹管继续使用。4 个月里，王诤为学

员们教授报务和机务，还用木块、铁片制

作电键, 用旧铜线制造电码训练器等训

练器材，供 17 名学员练习，培养了第一

批无线电通信人员。

当时，由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严密

封锁，生产通信器材物质条件困难，王诤

发动大家就地取材, 把铜钱熔炼成薄铜

板用来加工制作电器元件，将羊角研成

粉末压制成胶木件代用品。在无线电队

伍官兵的不懈努力下，红军最终组成了

中共中央无线电通信网。

此后，训练队扩建为红军通信学校，

直到长征前夕，共举办无线电训练班 11

期, 先后培训报务、机务、电话、司号、旗

语等各类通信人员 2100 余人，对以后的

中国革命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反“围剿”中露头角

在复杂激烈的反“围剿”斗争中，王诤

提出可以用收报机侦收敌电来获取情

报。他让通信班天黑后把天线架在山

顶，提升通信效果，天亮前撤回以免暴

露。当时国民党军队译电机关和指挥官

还没意识到无线电保密的重要性，每次

电台开始联络时，就先明语问对方在何

处、谁在主要方向，王诤和无线电通信队

成员就不分昼夜地监听、捕捉敌军电台

有用信息。王诤熟悉国民党军队电台呼

号和电台报务人员发报手法，因而能从

收报机信号中判断发报人姓名，进而判

定敌军到达时间、地点、番号、分布和行动

意图，掌握敌人的行动方向、退却路线、到

达位置、指挥命令等信息，为红军总部领

导制定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红军

依托这些重要信息集中兵力，从敌人力

量相对薄弱部实行突破，直接促成了第

二、三次反“围剿”作战的伟大胜利。

红军捷报频频传来，毛泽东在苏区

军民集会中高兴地说，“我们工农红军也

有了千里眼、顺风耳”。1931 年 5 月，红

军在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缴获了国

民党军公秉藩部的一部功率为 100 瓦的

电台。无线电技术人员通过这部电台，

与上海中共中央取得了通信联络。1931

年 11 月 7 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村开幕。在会场

不远处的几间土房内，王诤、刘寅等红军

电台的技术人员，通过之前缴获的那部

100 瓦的无线电台进行文字广播。中华

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

的消息，很快化作空中电波传向远方。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建的最早对

外播发新闻的通讯社“红色中华通讯社”

（即新华社前身），由此宣告成立。我党

第一次通过无线电台越过了敌人的“铜

墙铁壁”，向全国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和毛泽东当选为临时

中央政府主席的喜讯，向全国人民传播

了胜利的佳音。

红军创建首支无线电队伍前后
■程宇一 曹明敏

在刚刚结束的 2022 北京冬奥会上，

中国代表团获得 9 枚金牌，其中 5 枚来自

滑雪项目。滑雪作为一项古老的运动，

再次点燃了大众的运动激情。仔细探寻

滑雪运动的发展历史，我们还可发现其

中蕴含的“军事基因”。

国内外大量考古资料显示，滑雪运

动起源于原始狩猎活动。如果仔细梳理

滑雪运动的发展过程，能在纯净洁白的

雪道上隐隐嗅到“火药味”。

滑雪无声无息，行动快捷，可以很好

地满足军队在冬季严寒时期快速行动、

发动突袭等需要。于是，战争实践将“军

事基因”牢牢固化在滑雪运动中。

13 世纪奥斯陆战争期间，挪威军队

已经开始用桦木滑雪板长途行军，其侦

察 兵 借 助 滑 雪 来 侦 察 瑞 典 人 的 行 动 。

1204 年，挪威滑雪部队利用移动速度快

和适应环境的优势，在佩特萨摩击败了

人数远超己方的丹麦军队。这是第一次

有记载的滑雪部队参加战斗，“雪上轻骑

兵”成为军队的新兵种。从 14 世纪起，

滑雪被广泛用于芬兰、挪威、波兰、俄国

和瑞典的战争。1719 年，挪威成立了具

有近代意义的滑雪部队，滑雪部队也由

此成为各国军事建设的一项内容。1872

年，意大利建立一支特种山地作战部队，

该部队作为王牌部队编制，一直保持到

了今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德

国、奥地利都成立了高山滑雪部队。第

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苏芬边界之争中，芬

兰组建滑雪巡逻队来对抗苏军，受到重

创的苏军将步兵师中会滑雪的士兵全部

调出组成临时滑雪部队，才挽救败势。

1945 年，美国第 10 山地师滑雪部队与纳

粹德国军队在意大利的山脉交战，赢得

战争胜利。

滑雪运动的“军事基因”在今天依然

发挥着重要作用。滑雪运动看似简单，

其实对四肢力量、爆发力和协调性等都

有极高的要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

国、俄罗斯、韩国、瑞典、挪威的特种部队

都将滑雪作为军队冬季训练的必训科

目。美国更是提出：“在冬天受训的士兵

在夏天也是个好战士，而仅在夏天受训

的士兵到了冬天是无助的。”我军针对东

北、新疆等地区的地域特点和任务实际，

将冰雪训练广泛融入日常训练之中，让

官兵们在轻松愉悦、活泼紧张的运动中

解锁打仗新技能，促进严寒条件下作战

能力提升。

来源于枪林弹雨中的“军事基因”是

推动滑雪运动优化和发展的重要“显性

基因”之一。从俄国画家谢尔盖·伊万诺

夫的画作《莫斯科之战》中可以看出，滑

雪板在 17 世纪作为军事装备已经广泛

运用于战争中，并且外形已经相当接近

现代滑雪板。1806 年，瑞典军官发明了

现代意义的滑雪杖，雪板也被分为适合

不同用途的滑行板（较长）和攀登板（较

短）。1910 年，奥地利的乔治·比尔格里

上校开设了军事高山滑雪学校，发明了

制动转弯滑法和滑雪板的钢制安全固定

器，推动了高山滑雪项目的发展。

时至今日，奥运赛场上依然活跃着

那些带有强烈“军事基因”的滑雪项目。

越野滑雪，又称为北欧滑雪，是世界

运动史上最古老的运动项目之一，其起源

可以追溯到挪威侦察兵。挪威至今每年

还会举行一次越野马拉松滑雪赛，距离 35

英里，与当年侦察兵所滑路程相同。

冬季两项。1767 年，守卫在挪威与

瑞典边界的挪威边防军巡逻队，曾举办

第一次滑雪和射击比赛。规定滑完全

程，并在滑行途中用步枪射击 40 至 50 步

远的靶标，成绩最优者可得到价值相当

于 20 克朗的奖品。冬季两项比赛由此

诞生。

跳台滑雪。1809 年，挪威军队副官

奥拉夫·赖伊为了向士兵展示自己的勇

气，利用滑雪将自己射向空中，成为第一

个为人所知的跳台滑雪者。

滑雪运动的“军事基因”，带着人类

对共同命运的憧憬，正逐渐远离战争，而

它与“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奥运

精神的共鸣，也为洁白的赛道增加了更

多的欢笑、激励和奋进，引领着人类飞驰

滑向更加和谐的未来。

滑雪运动的“军事基因”
■周阿江

首挫敌锋

李自成等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摧枯

拉朽般的进攻，令明朝惊慌失措。孙

传庭于 4 月赴西安到任后，慌忙着手进

行应对：先是处决了不服从指挥的总

兵贺人龙，起用起义军降将高杰为总

兵；加紧屯田募兵，筹措军饷，以待时

机成熟后再与起义军作战。但崇祯皇

帝急于稳定中原局势，一再催促孙传

庭出兵。孙传庭只得于当年 9 月率军

向河南进发。

10 月 ，起 义 军 同 明 军 在 郏 县 遭

遇。先击退明军先锋牛成虎部，后遭

到明军伏击，损失千余人，李自成令起

义军撤出战斗。明军随后争相抢夺起

义军丢弃的物资，开始陷入混乱。李

自成等率起义军回师反击，在罗汝才

等部支援下大败明军。孙传庭率军经

巩县败逃回陕西，一路士卒缺粮，只能

采青柿充饥。

起 义 军 挟 胜 利 之 威 一 路 高 歌 猛

进，先后又在汝宁（今河南省汝南县）、

襄阳等地取得大胜，逐渐控制了黄河

以南和湖广大部分地区。李自成册官

封号、分置郡县、改革军制，准备向关

中进发，大有一举而定天下之势。

再破明军

面对起义军浩大的声势，孙传庭

在 关 中 抓 紧 时 间 备 战 ，企 图 扭 转 颓

势 。 一 方 面 ，大 肆 招 募 乡 勇 、补 充 军

队；另一方面，抓紧打造兵器，赶制装

载铳炮、甲仗的“火车”3 万辆，以对付

起义军中最势不可挡的骑兵。尚未准

备 完 毕 ，崇 祯 十 六 年（公 元 1643 年）6

月，明朝升孙传庭为兵部尚书，再次令

其出战。孙传庭只得整顿军马，于 8 月

督总兵高杰、白广恩、牛成虎等，率 10

万部众向洛阳、汝州等地进发。

起义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明

军则趁机收复渑池、洛阳、龙门、汝州

等地。9 月，在起义军叛将李养纯的引

导下，孙传庭又攻破宝丰和唐县，将起

义军任命的大小官吏和将士眷属尽数

斩杀。此次进军看似顺利，但困扰明

军的补给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孙传庭

本以为郏县屯有大批粮草，花费巨大

代 价 将 其 攻 克 后 ，却 仅 仅 得 到 骡 、羊

200 只，于大军补给仅是杯水车薪。此

时，粮道已被起义军刘宗敏部切断，明

军士卒不堪饥饿，开始出现哗变逃跑

现象。孙传庭不得已只得留河南总兵

陈永福守卫郏县，自己与白广恩、高杰

等分路前往关中迎粮。大军开拔后，

郏县留守部队认为已被主力遗弃，也

跟随撤退，陈永福无法制止。李自成

趁机命骑兵发起追击，明军一路败退

到南阳才稳住阵脚，双方随即爆发大

战。陷入绝境的明军孤注一掷，接连

冲破起义军三重战阵，与第四阵的精

锐骑兵僵持不下，起义军遂集中兵力

攻击白广恩部的“火车”部队。火车营

由于训练不足，尚不熟悉战阵，在猛攻

之下招架不住，随后波及骑兵，引发连

锁反应，以至于全军崩溃。起义军穷

追 400 余里，歼明军 4 万多人，孙传庭率

残部奔入潼关。10 月初，起义军攻破

潼关，孙传庭战死。

战法评析

作为明军主帅，孙传庭曾多次击

退起义军。但孙传庭久疏战阵，对起

义军战斗力的判断还停留在过去，未

能客观清醒地估计战场形势。他对明

军衰弱的战斗力也缺乏清醒的认识，

可谓“不知彼不知己”，已埋下了失败

的隐患。在赴任前，孙传庭向崇祯皇

帝保证“五千精兵足矣”，空自抬高了

统治者的预期，使得后续战略方针的

实施陷入被动。经过辽东战场的抽调

和历次清剿起义军战争的消耗，陕西

明军数量和战斗力都已大大衰减，堪

战兵马不到 3 万，其余皆为新募之卒。

火车营尚未练成就被迫投入战斗，原

本 用 以 克 敌 制 胜 的 王 牌 反 而 成 为 弱

点。整个战役期间，明军饱受粮草不

足的困扰，严重制约了孙传庭的战术

和指挥。在执行层面，因此时明朝的

组织调度几近崩溃，拥兵自重的湖广

左良玉部不听调遣，使战前明军南北

对进的计划落空。唯一协助作战的陈

永福部，最后也因粮尽不愿担任断后

任务，从而加剧了明军的溃败之势。

此时的农民起义军经过多年战火

淬炼，李自成等起义军首领对战争的

筹划和驾驭能力已有了很大提升。特

别是在崇祯十五年（公元 1642 年）夏、

秋季的整顿后，起义军已成长为一支

编 制 齐 整 、军 纪 严 明 、组 织 有 度 的 劲

旅。在后勤保障方面，起义军也得到

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不仅兵士供给充

分，马匹也能得到悉心照顾，同明军乏

粮的境遇形成鲜明对比。在战术使用

上，作为起义军首领的李自成坚持避

实击虚，各个击破。在部分明军主力

仍有一战之力的情况下，抓住其补给

乏力这个弱点，主动避其锋芒，拉长明

军的补给线，在其组织混乱时再行发

起战斗，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南

阳的战斗中，由于明军作困兽之斗，形

势一度对起义军不利，但李自成临危

不乱，果断调整攻击重点，最终抓住白

广恩部的火车营取得突破，为整场战

役的获胜奠定了基础。

崇祯十五年（公元 1642 年）起，孙

传庭出潼关同起义军发生的一系列交

锋，是明朝孤注一掷的主动进攻，这一

尝试以关中失守、起义军获得全胜而

告 终 。 崇 祯 十 七 年（公 元 1644 年）正

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

李
自
成
两
败
孙
传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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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5周年。人民通信兵从缴获的半部无线电台起家，在战火中迅速成长壮大，成为我军一支重要
的作战力量。红色电波传递党的声音，发布党的命令，在革命战争时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星火燎原的土地革命到艰苦
卓绝的万里长征，从烽火硝烟的抗日战争到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再到众志成城的抗美援朝战争，红色电波保障了战场指挥通
信，确保我军行动协同高效；开辟了隐蔽战场，加强对敌情报侦察对抗；建立舆论宣传窗口，扩大我党我军政治影响。为了让更多
读者了解我军通信兵和无线电事业建设发展历史，本版从今日起推出“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系列稿件，敬请关注。

19301930年年 1212月月，，红军缴获国民党军的红军缴获国民党军的““半部电台半部电台””。。

潼关古城潼关古城，，位于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北位于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北。。

崇祯十五年（公元 1642
年），明朝已经风雨飘摇。在
上一年中，九边精锐尽丧辽
东，明朝在关外的领土只剩
下山海关、宁远等地；关内的
农民起义军已经席卷明朝腹
地，围困中原重镇开封。一
时间关中危急，京师震动。
无将可用的崇祯皇帝被迫启
用获罪 3年的孙传庭赶赴陕
西前线，试图阻挡起义军进
攻步伐，挽救明朝颓势，潼关
之战由此爆发。

前

言

穿着雪地迷彩斗篷的芬兰滑雪部队穿着雪地迷彩斗篷的芬兰滑雪部队，，身后放置着越野滑雪器材身后放置着越野滑雪器材。。

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