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5 年 4 月 24 日至 26 日，新四军第

3 师兼苏北军区集中 11 个团的兵力发起

阜宁战役，仅用 34 个小时就一举解放了

阜宁及其附近村镇，扩大了苏北抗日根

据地，给苏北地区伪军以沉痛打击。此

役，是新四军第 3 师取得的首次攻城大

捷，也是华中新四军对敌展开局部反攻

的一次重大胜利，使阜宁成为新四军在

苏北敌后战场解放的第一座城市。

把握战机，权衡利弊决策部署。

1945 年初，随着日军主力南调加强长江

防务，苏北地区防备逐渐空虚，日军只得

临时调集伪军第 2 方面军孙良诚部第 4、

第 5 军，接替盐城、阜宁地区各据点守备

任务。新四军根据党中央关于“消灭敌

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指示，集

中主力部队向敌占城镇和交通沿线展开

进攻，以扩大解放区。

阜宁作为当时苏北地区的水陆交通

要地，县城东、北、西三面环护城河，南靠射

阳河，是楔入我军盐阜抗日根据地中心腹

地的一颗钉子。负责阜宁守备的是伪第 2

方面军第 5军第 41师和苏北屯垦警备第 1

总队等部共3400余人。敌进驻阜宁后，修

筑构建了集护城河、外壕、铁丝网、掩体、围

墙、水圩、炮楼、地下室、秘密射击孔于一体

的城防工事。伪第 5军军长王清瀚大肆吹

嘘阜宁城“固若金汤，万无一失”。

时任新四军第 3 师师长兼苏北军区

司令员黄克诚，在认真分析研究敌情、我

情和战场环境后，针对阜宁伪军主力南

下盐城、缺少日军支撑、北无可靠增援、

忙于交接防务、城内粮草缺乏等实际情

况，决定抓住有利战机，集中第 8 旅全

部、第 10 旅主力、师特务团和阜宁、阜

东、射阳、建阳、盐东 5 个县独立团共 11

个团的兵力，采取肃清据点、孤立伪军、

牵制援军、集中优势、分割包围、各个击

破的战法发起阜宁战役，扩大春季攻势

的胜利。至 4 月 23 日，各部队相继完成

攻城、牵制和阻援部署，紧前展开坑道作

业、弹药补充、粮草给养等攻城准备工

作，并通过方言喊话劝降、小木架载着宣

传品顺流而下、宣扬根据地政策等方式

动摇、瓦解、争取伪军。同时，提出“攻克

阜宁城，向‘七大’献礼”的口号，极大鼓

舞了我军士气。

拔除据点，乘势追击突入城内。24

日夜，第 8、第 10 旅以猛烈的炮击打响阜

宁战役，并迅速向城北外围各据点，实施

分割包围和猛烈攻击。第 10 旅主力采

取警戒阻援合围、坑道作业逼近、连续炮

击摧毁等手段围攻大顾庄，经过近 10 个

小时激战，击毙伪军大队长朱涛，逼近至

敌壕沟前沿，迫使大顾庄守敌放弃抵抗

投降。战至 25 日 15 时，第 8 旅也相继攻

克了头灶、七灶、掌庄等据点。其余据点

守敌在增援无望、坚守无力的情况下，被

迫全部缴械投降。

当日，王清翰率两个团从阜宁城出

动，分三路向大、小顾庄驰援。当其进

至小顾庄以南地区时，第 10 旅预先设伏

部队予以迎头痛击，伪军阵脚大乱，仓

皇回撤。与此同时，第 8 旅第 22 团一部

乘势追击，从东北角突入阜宁城内，夺

占了阜宁守敌北面的屏障和重要支撑

点——北门炮楼，将伪军主力压缩逼退

至小南门。

激烈巷战，军政结合迫敌投降。在

阜宁城外围据点全部拔除、城北屏障和

支撑点已丢失的情况下，守城伪军惊恐

混乱、军心动摇，为第 3 师全面攻占阜宁

城营造了有利的战场态势。25 日 15 时

许，参谋长洪学智命令第 8、第 10 旅主力

全线同时向城内守敌展开攻击，以快速

夺占阜宁城。随后，第 3 师攻城部队采

取分区合围、对进攻击、分割围歼等手

段，与守城伪军展开激烈的巷战，第 3 师

指战员面对敌人的枪林弹雨毫不退缩，

经过 2 个小时的近战肉搏，硬是将守敌

切成两段，分别困守于大浦桥、水龙局、

天主教堂等几个主要据点。

25 日 18 时，第 10 旅采取土木作业、

步步为营、稳步推进等手段，向敌水龙局

据点逼近，而后集中火力对据点守敌展

开强攻。至 26 日拂晓，水龙局伪军因伤

亡惨重，被迫缴械投降。随后，第 8 旅第

22 团以炮火展开了对大浦桥守敌的攻

击，伪军不仅依托有利地形和掩体躲过

炮击，还不时以火力实施还击，第 22 团

连续两次冲锋均未奏效。同时，据守耶

稣教堂、天主教堂的伪第 5 军军部和第

33 师等伪军，趁我军不备借助夜色偷渡

逃窜。战至 26 日 10 时，在第 8 旅军事攻

击和政治攻势双重作用下，大浦桥的伪

军眼见死守无望、逃跑无路，纷纷放下武

器走出据点投降。

设伏截击，乘胜追歼扩大战果。在

得知“沟墩伪军 2 个营企图北援接应阜

宁突围之敌”的情报后，第 3 师遂决心设

伏截击突围之敌。26 日 1 时，待阜宁突

围之敌主力进入设伏地带后，师特务团

第 1、第 3 营迅即从公路两侧向敌猛扑，

冲入敌阵，瞬间将突围之敌切成数段，突

围之伪军面对四面八方扑来的新四军，

顿时惊慌失措、溃不成军，纷纷向南逃

窜。射阳独立团和阜宁独立团乘机勇猛

截击，歼灭大部突围之敌，小部分残敌南

逃至盐城。第 3 师各部乘胜扩大战果，

趁机收复了盐（城）阜（宁）公路沿线的大

施 庄 、马 庄 、草 堰 口 、海 河 镇 等 敌 占 据

点。至此，第 3 师兼苏北军区部队全歼

伪第 5 军军部及第 41、第 33 师师部和 7

个整编团，攻克阜宁城及其外围据点 22

处，歼灭伪军 2400 余人，收复村镇 560 余

个，解放了阜宁城及其附近地区。

阜宁战役中，第 3 师各级指挥员精

于洞察战场态势、善于把握有利战机、敢

于果断决策部署、勇于因势机断指挥是

战胜的基础，各攻城部队准备充分、灵活

机动、紧密协同、英勇顽强、连续作战是

取胜的关键，军政配合攻心瓦解、军地结

合齐心协力是完胜的保证。第 3 师部队

通过首次攻城大捷积累了城市攻坚战的

经验，对之后的城镇作战具有积极的借

鉴价值和指导意义。

阜宁战役：

苏北战场首次攻城大捷
■邹 昊 薛闫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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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围宋都之役，是楚庄王为进一步

加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而发动的对宋战

争。公元前 595年 9月，楚庄王率军包围

宋国都城（今河南省商丘市）。次年 5

月，双方粮草耗尽、无力再战。最终，宋

与楚会盟，楚国退兵。楚围宋都之役，是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围城战，对后世的

围城、守城战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楚围宋都

楚 军 在 邲 之 战 中 大 败 晋 军 ，陈 、

蔡、郑等诸侯国纷纷归附于楚，但宋国

仍与晋交好。公元前 595 年，楚庄王派

出两名使者分别出使晋国、齐国，出使

晋国需要路过郑国，出使齐国需要路

过宋国。楚庄王下令二人直接过境，

不必向郑、宋两国履行借道之礼。负

责出使齐国的使者申舟，对楚庄王表

达了自己的顾虑。他认为郑国已臣服

于楚，不借道也无妨；可宋国人向来认

死理，加上“泓水之战”的世仇，若不向

宋国通报借道，他必然会被宋国人杀

死。申舟并未说服楚庄王。果然，宋

文公和大夫华元对申舟过境却不通报

的 做 法 极 为 愤 怒 ，下 令 将 申 舟 处 死 。

楚庄王得知后，亲率军队攻打宋国。

楚国实力虽略胜一筹，但在宋国

军民的全力坚守下，楚军久攻不克，不

得已长期围城。与此同时，宋国向盟

国晋国求救。晋国在邲之战后元气大

伤，不敢与楚作战。晋国又怕宋国倒

向楚国，因而派解扬出使宋国，谎称晋

国 援 军 将 至 ，鼓 励 宋 国 人 继 续 坚 守 。

解扬在途中被楚国人俘虏，最终仍将

消息传递给宋国。此后，宋国死守都

城。长期被困，城中粒米无存，竟出现

“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的现象。等待

救援无望的宋国只得自救，华元趁夜

潜入楚营，将宋国国情告知楚将子反，

并表示如果楚军撤退三十里，宋国愿

意与楚会盟。此时，楚国也粮草将尽，

便答应了华元的要求。这场持久而惨

烈的围城战，最终以宋人投降与楚人

会盟而告终。

守城之利

宋国在综合国力处于弱势且无外

援的情况下，对抗如日中天的楚国，坚

守 都 城 长 达 9 个 月 ，并 几 乎 将 楚 军 拖

垮。宋国在此战中的表现可圈可点，

为后世的守城战留下重要启示。

首先，据城坚守是面对强敌时的

上 佳 之 策 。 在 实 力 不 占 优 势 的 情 况

下，野战几无胜算，此时坚固的城墙，

可成为守军最可依赖的屏障。这正是

《孙子兵法》中“守则有余，攻则不足”

之理。此战中，宋国人自始至终坚守

不战，使楚军在攻城方面一筹莫展。

其次，长期坚守需要一定的物质力

量作为支撑。到春秋中期，宋国在实力

上尽管逊于晋、楚、齐、秦等大国，但仍

不容小觑。在公元前 606 年宋国与郑

国的战争中，宋国战败，被郑国缴获的

战车便有 460 辆之多，同时由于主帅华

元被俘，宋国又另出 100 辆战车希望赎

回华元，可见宋国仍具备相当实力。加

之宋国土地肥沃，农商业发达。这些都

为宋国在楚军围困下的长期坚守，提供

了物质资源和守备力量基础。

最后，上下齐心是守城战的必要保

障。一旦守军意志被摧毁，城池将不攻

自破。宋国自始至终上下齐心，同仇敌

忾，使楚军无机可乘。即使宋都城内已

到山穷水尽之时，内部仍在坚持抵抗，

并没有内讧、哗变等情况发生，由此可

见宋国人抗楚的坚强意志。

由此可见，在围城战中，当守备一

方具备一定的实力、资源和坚强的意

志并据城坚守时，防守方将获得明显

优 势 ，足 以 给 强 敌 制 造 巨 大 的 麻 烦 。

事实上，在极端不利条件下坚守孤城

的案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长平之

战后赵国在秦军的围困下坚守邯郸；

西魏韦孝宽以数千守兵坚守玉璧城；

唐朝张巡、许远在安史叛军的疯狂进

攻下坚守睢阳 10 个月，这些都是围城

战中守军的光辉战果。

攻城之艰

在楚围宋都之役中，由于宋国一

方具备一定的实力且坚守不战，作为

进攻方的楚国处于不利地位。楚国主

要采用心理战的方式，希望摧毁宋国

军民的抵抗意志，赢得战争的胜利。

楚国第一次运用心理战，是在俘

虏晋国使者解扬之后，楚庄王以厚礼

贿赂解扬，想借解扬之口告知宋国人，

晋国援军不会再来，试图以心理战的

方式瓦解宋国军心士气。当解扬登上

楚国人的楼车向宋国喊话时，却传达

了晋国援军将至的信息。楚庄王感念

解扬的忠义而将其释放，楚国第一次

心理战以失败告终。

此后，当楚庄王萌生退兵念头时，

楚国大臣申叔时建议“筑室反耕”，这

是楚国第二次运用心理战。楚军在宋

都城外筑起房子，让种田的人回来，其

目的在于让宋国人认为楚军不拿下宋

国绝不收兵。事实上，此时宋楚两国

都已近乎弹尽粮绝，因而楚国此次心

理战运用得十分成功，“宋人惧”，派华

元 夜 入 子 反 营 帐 ，商 讨 两 国 会 盟 之

事。最终宋国臣服于楚，楚国撤军。

楚军在此役中两次运用心理战才

最终达到战略目的，表明攻城面临巨

大困难。《孙子兵法》有言：“上兵伐谋，

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

之法为不得已。”将攻城视为万不得已

的下策，可谓独具慧眼。对于进攻一

方而言，攻城不仅可能造成己方大量

伤亡，还可能因劳师远征、久攻不下而

大量消耗本国物质财富。此役中，宋

都 城 内 易 子 而 食 ，楚 军 同 样 几 近 断

粮。这也是楚国最终答应与宋会盟的

重要原因，以免给晋国可乘之机。正

如《孙子兵法》所言，“夫钝兵挫锐，屈

力 殚 货 ，则 诸 侯 乘 其 弊 而 起 ，虽 有 智

者 ，不 能 善 其 后 矣 ”。 从 这 个 意 义 上

说，楚国利用心理战的方式结束围宋

之役，也算是最好的结局。

楚
围
宋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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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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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四路 42 号

的番禺学宫，曾是清代的高等学府。这

里环境优雅，古香古色，郁郁葱葱。1926

年 5 月至 9 月，由毛泽东担任所长的第六

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就在这里举办，为党

培养农民运动骨干、推动革命发展作出

了重要贡献。

1924 年 1 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

开 ，标 志 着 第 一 次 国 共 合 作 的 正 式 形

成。鉴于唤起更多农民投身国民革命的

形势需要，在国民党任职的共产党人彭

湃，建议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以下简

称农讲所），将此作为培养农民运动干

部的学校。1924 年 7 月至 1926 年 9 月，

共 产 党 人 以“ 养 成 农 民 运 动 之 指 导 人

才 ”为 宗 旨 ，连 续 开 办 了 六 届 农 讲 所 。

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

先 后 担 任 所 长 。 来 自 全 国 近 800 名 学

员，在此学习农民运动理论和方法，进

行军事训练。

农讲所曾三易地址，第一、二届农讲

所在越秀南路惠州会馆举办，第三至第

五届农讲所在东皋大道 1 号举办。由于

第六届农讲所是招生规模最大的一届，

举办地迁至占地宽广的番禺学宫。文献

记载，农讲所的官方名称是“中国国民党

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尽管

被冠以国民党的头衔，但实际是由共产

党人领导，历届所长也皆为共产党人，教

员也多为共产党员。

农讲所招生条件十分严格，学员大

多来自青年团员和进步青年。招生方

首 先 要 审 定 学 员 资 格 ，对 个 人 基 本 情

况、社会关系、政治履历和革命态度，以

及从事农民运动的能力进行全面考察，

随后再进行口试和笔试，最终选取军政

素质高、具备担任农民运动干部潜力的

应试者入学。

学员们在农讲所过着俭朴、严肃、活

泼的生活。农讲所规定，每晚 7 时以后

进行自修，9 时休息，清晨 5 时起床，若无

特殊情况，所有人在晚 9 时以后一律不

得离开寝室。学习的课程，主要是关于

中国农民问题及革命理论。例如，彭湃

就把农民问题作为一门主要课程，将自

己从事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传授给学

员；阮啸仙讲授《如何开展农民运动》《广

东农民运动状况》，给学员指出从事农民

运动的必要途径。此外，教员还组织学

员利用课余时间开展各种讨论，内容包

含“谁能领导国民革命”“农民何时才能

完全解放”等话题。

农讲所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实行准

军事化管理，专门设有军事训练部，负责

对学员进行正规军事训练。根据各届人

数，学员按军事编制编为总队、中队、区

队、小队、分队或连、排、班等。第一届招

生人数最少，仅编为 1 个小队；第三届人

数稍多，编为 1 个连，下属 2 个排，每个排

编有 3 个班，每个班 13 至 15 人；第六届

人数最多，编为 1 个总队，下设 2 个中队、

6 个区队。学习安排上，第一届共进行 1

个月，军训时间为 10 天；第二届军事训

练约 20 天；第四届采取上午军事训练，

下午授课的方式；第六届的军训时间更

长，占全部课程时间的三分之一。学员

每人配备步枪、军装、草鞋、绑腿、挎包

等。日常除学习军事理论外，学员们还

进行战术训练，主要包括托枪放枪、卧倒

跃进、潜伏隐蔽等，有时还会到周边地区

开展野外演习、实弹射击等。

1926 年 5 月至 9 月，毛泽东担任第

六届农讲所所长，共有来自 20 多个省区

的 327 名学员参加农讲所培训，周恩来、

彭湃、恽代英、萧楚女等共产党员任教

员。第六届农讲所课程多达 25 门，内容

涵盖农民问题的革命理论、中外历史和

社会政治经济等。毛泽东十分注重理论

与实践的结合，在负责主持所务工作之

外，不仅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

教育》《地理》3 门课程，还让每名学员写

下一篇当地人民受残酷压榨和剥削的真

实故事，写好后先在农讲所讲读，再选取

最典型、最有教育意义的故事编辑成册，

发给学员阅读。毛泽东强调，学员要参

与农村实际研究，深入开展农民调查。

他带领学员奔赴农村实习，并将全体学

员 按 地 区 组 成 了 13 个“ 农 民 问 题 研 究

会”，列出租率、田赋、主佃关系、抗粮情

形等 36 个项目，使学员全面掌握农村的

政治、经济情况。

第六届农讲所结业后，学员们立即

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之中，成为农民运

动的骨干。根据革命形势需要，学员们

前往全国各地，有的担任农民运动特派

员，领导当地开展反地主豪绅的斗争；有

的在当地举办地方性农民运动讲习所或

农训班，比如汕头农工运动讲习所、普宁

县农民自卫军训练班、琼崖农民自卫队

训练所、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等，培

养了大批革命干部；有的则深入农村建

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将革命火

种播撒四方。在历届结业学员的推动

下，各地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有利支援了

北伐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农讲所旧址的保护

和宣传工作被提上日程，并于 1953 年在

原址上修建了“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

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1961 年，国务

院公布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为第一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这里

的一砖一瓦，仿佛都在诉说着当年学员

们的革命热情，也成为后人追寻前人足

迹、坚定理想的纪念地。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星星之火从这里点燃
■郑大壮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

新四军解放阜宁祝捷大会新四军解放阜宁祝捷大会。。

心理战是指通过影响敌方心理，使

己方在战争中取得优势乃至获得胜

利。在实际战争中，对敌方进行心理影

响有多种方式，如骄兵之计、心理威慑、

感情伤害等，为己方利用相关战术打击

敌军提供方便。中外战史中，历来强调

心理战的运用，《孙子兵法》中所追求的

“不战而屈人之兵”，楚汉战争时垓下之

战的“四面楚歌”，三国时期诸葛亮的空

城计等，无不体现着心理战在战争中的

重要作用。

心理战

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古宋乡的宋国故城复原旧址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古宋乡的宋国故城复原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