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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 3 月 7 日至 17 日，华东野战

军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各一部，对国民党

军重点设防的城市洛阳发起攻坚战。此

役，是我军挺进中原后第一次对敌坚固

设防的中等城市的攻坚战，切断了国民

党军中原、西北之间铁路联系，巩固并扩

大了豫西解放区，成功掩护了晋冀鲁豫

野战军主力部队的休整，有力策应了西

北野战军的作战。

抓住有利战机，果断定下决心。

1948 年 3 月初，西北野战军取得宜川大

捷，国民党紧急征调驻扎在陇海铁路潼

关至洛阳段的裴昌会兵团西援关中。这

使 得 在 潼 关 至 郑 州 的 400 余 公 里 地 段

上，除洛阳驻有国民党青年军第 206 师

外，别无其他国民党正规军。中央军委

命令陈士榘、唐亮统一指挥华东野战军

陈唐兵团、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和

太岳军区一部，择机向陇海铁路潼关至

郑州段发动攻势。

洛阳地扼秦、晋、豫三省要冲，有“九

朝都会”之称，北依邙山，南傍洛河，地理

位置优越，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洛阳

古城位于陇海铁路中段，是国民党中原

和西北联系的交通枢纽，由国民党青年

军 第 206 师 及 交 警 、保 安 团 据 守 于 此 。

洛阳守敌在美国军事顾问团的指导下，

凭借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构

筑了以西北运动场为核心、以城垣四关

为重点、以外围阵地为支撑的防御体系，

自诩为“金城汤池”。

陈世榘、唐亮在认真研判敌情、我情

和战场环境的基础上，针对国民党军守

城兵力空虚、驰援力量较强、驰援时间较

久的特点，决心采取“东西阻援、四面攻

城、速战速决”的方针，快速拿下洛阳城，

并对“进攻洛阳时，重点放在打援方面”

原作战计划作出重新调整，将重点放在

攻城上。根据新的作战计划，攻城任务

由陈唐兵团第 3 纵队和陈谢集团第 4 纵

队担任。阻援任务分别由陈唐兵团第 8

纵队和陈谢集团第 9 纵队以及太岳军区

第 5 军分区部队担任。

东西阻援警戒，扫清外围据点。 3

月 8 日，第 8 纵队强渡洛河后，成功袭占

偃师并顺利控制嵩山隘路，在黑石关以

西构筑起阻援阵地，截断了国民党军洛

阳、郑州之间的联系。第 9 纵队和太岳

军区第 5 军分区部队 ，分别于 3 月 7 日

和 9 日攻占新安和渑池，成功阻断国民

党军潼关、洛阳之间的联系，同时准备

阻击可能由西面或南面来援之敌。3 月

9 日，第 3 纵队、第 4 纵队采取长途奔袭

方式，秘密渡过伊河、洛河，完成对洛阳

的包围，并于当日黄昏对敌外围据点展

开 进 攻 。 为 粉 碎 敌 人 的 烧 关 、炸 桥 计

划，控制有利攻城阵地，第 3 纵队第 8 师

一举攻破东门，并以火力控制东门外护

城河上的桥梁，为攻城部队创造了有利

条 件 。 第 3 纵 队 第 9 师 先 后 于 10 日 和

11 日攻占北关和东、西火车站。第 4 纵

队第 10 师、第 11 师经过激战，成功攻占

西 关 和 南 关 。 战 至 11 日 15 时 许 ，第 3

纵队和第 4 纵队分别占领了除九龙台、

潞泽会馆、发电厂等少数据点外的所有

外围据点。

连续强击突入，多法并举破城。 3

月 11 日 17 时，在强大火力掩护下，各攻

城部队采取连续爆破的方式，以东、西两

路为重点，对洛阳城垣发起总攻。

第 3 纵队第 23 团主攻东门。为攻克

敌坚固工事、复杂障碍，该团专门组建了

1 个由 3 个突击连组成的突击营。该营

采取逐层突破、稳步推进、边突破边巩

固、突破巩固相结合的战术战法，先后完

成破障、突破第一道城门并控制瓮城、突

破和控制第二道城门的任务。战至 12

日零时 30 分，成功突破东门，团主力紧

随其后，迅速穿过敌封锁线，投入城内战

斗。此时，北门和东北门尚未攻破。第

3 纵队指挥员当即决定：除第 20 团继续

在北门进攻，钳制敌军外，纵队主力迅速

由东门入城作战。第 3 纵队入城后，一

面兵分三路快速向西门、南门、北门发动

进攻，内外夹击，积极策应城外部队破门

入城；一面对城内守军实施分割包围。

战至 12 日 14 时，南门、西门相继被我军

攻破，各路大军在城中顺利会师后向纵

深突破，守军大部被歼灭，4000 余名残

敌龟缩至位于城西北角运动场的核心阵

地，企图死守待援。

速战速决歼敌，乘虚再克洛阳。 3

月 14 日 ，国 民 党 军 前 出 支 援 的 胡 琏 兵

团与孙元良兵团在府店镇会合后，一起

向洛阳进发，企图支援洛阳守军。为避

免战局逆转，陈世榘当日亲自入城现地

指挥战斗。攻城部队组织数十门大炮、

百余门迫击炮，集中轰炸敌核心阵地。

步兵在强大火力的配合下，向敌阵地发

起 冲 击 。 战 至 14 日 夜 ，城 内 守 敌 全 部

被歼，外围残敌也被肃清。此役，共歼

灭 国 民 党 青 年 军 第 206 师 及 保 安 团 等

部 2 万 余 人 ，俘 获 该 师 中 将 师 长 邱 行

湘。第 3 纵队第 8 师第 23 团第 1 营在战

役中首先突破东门，被华东野战军授予

“洛阳营”称号。

17 日，在东西两路援敌逼近靠拢、

不 利 再 战 的 情 况 下 ，我 军 主 动 撤 出 洛

阳。4 月 5 日，陈谢集团趁洛阳守敌主力

东返之机，再次攻克洛阳，全歼守城敌

军，洛阳正式解放。

洛阳战役中，指挥员精准研判战场

态势变化，深刻洞察有利时机，适时调整

作战方案，果断定下作战决心，是此役取

胜的关键；集中优势兵力，灵活运用突然

袭击、连续突击、转移突入等战术手段，

对洛阳守敌实施速战速决攻坚，是始终

掌控战场主动权的关键；攻城部队四面

围击、步炮协同、顽强作战，阻援部队东

西呼应、紧密配合、英勇阻击，二者紧密

协同、阻打结合，是全歼洛阳守敌的重要

保证。此役提高了我军对坚固城市的攻

坚作战和管理能力，为尔后夺取其他城

市提供了借鉴。

洛阳战役：

挺进中原后首次中等城市攻坚战
■李国杰

长辛店曾是中国早期铁路修造业和

产业工人聚集地，也是京汉铁路工人大

罢工的主要策源地和发生地之一，更是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起

点，被誉为“北方的红星”。现如今的北

京市丰台区长辛店德善里 18 号院，坐落

着一座欧式二层红砖小楼。一百多年

前，这里被用作留法预备班的教室，培养

了大量进步青年，也为北方工人运动的

蓬勃发展贡献过力量。

留法勤工俭学，起源于赴法的华工

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派出

20 余万工人赴欧洲为协约国提供战勤

服务，其中有近 14 万人在法国工作。为

加强对赴法华工的教育，蔡元培、李石

曾 、吴 玉 章 等 人 与 法 国 学 者 欧 乐 ，于

1916 年 6 月在巴黎发起成立了“华法教

育会”，将俭学与以工兼学相结合，招收

勤工俭学学生，被视为勤工俭学的最早

实践。

1917 年 5 月至 1919 年，北京、广东、

四川、湖南等地分别设立了“华法教育会

分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这些机构

又在保定、天津、济南、上海、安庆、福州

等地，共建立 20 余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

班，吸纳青年学生参加短期培训。自此，

一场声势浩大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

中国大地上悄然兴起。当时，许多青年

在爱国精神的感召下，以“勤于工作，俭

以求学”为宗旨欲求赴法勤工俭学。到

1920 年 ，近 1700 名 怀 揣 远 大 志 向 的 青

年，视“改造中国”为己任，踏上了留法的

征途，在西方国家学习新知识、新思想，

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寻求救国救民之

良方，也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

和发展提供了基础。

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就是在

这个背景下成立的。1918年 4月，毛泽东

与蔡和森在湖南创立了新民学会。6 月，

毛泽东从老师杨昌济那里得知，蔡元培

正在北京筹划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

毛泽东感到很高兴，他主张“应研究世界

最进步的思想学说，了解各国实情，加以

选择、采纳，为中国所用”，积极鼓励湖南

籍青年赴法。为寻求更好出路，毛泽东

联系了北京“华法教育会分会”，希望分

会能够在京开设预备班，接收来自湖南

的青年，为留法做准备。

经过不懈努力，蔡元培、李石曾与京

汉铁路局和长辛店铁路工厂多次交涉，

最终说服京汉铁路局火车房总管郭长

泰 ，将 自 己 的 一 座 住 宅 用 作 预 备 班 教

室。1918 年 8 月，作为北京大学附设高

等法文专修馆长辛店分馆工业科的留法

勤工俭学预备班，在这座欧式小楼内正

式成立。蔡元培邀请了许多湖南在京知

名人士参加开班仪式，推选杨昌济、胡子

靖等为理事，要求为湖南籍青年赴法提

供大力帮助。

1918 年冬，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不久

的毛泽东，第一次来到长辛店看望湖南

籍学员。他白天在工厂里考察，晚上则

和学员们在米家胡同的宿舍促膝谈心，

宣传革命道理。1919 年春，毛泽东再次

来到长辛店，他带领学员深入工人群体、

了解工人疾苦、传播马克思主义，留下了

宝贵的历史足迹。

之所以选择在长辛店办学，首先是

这里交通便利，明清时期就是距京城最

近的驿站，且修建了铁路和工厂。其次，

青年学员可以在此半工半读，每天上课

4 小时，在工厂做工 6 小时，学习技艺的

同时也能赚取一些生活费，以解燃眉之

急。预备班不仅教习法文，还传授基本

知识和粗浅工艺，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实

习课占比较大。

大多数学员的生活条件都比较艰

苦，他们坚持学习，订阅《新青年》《每周

评论》等进步刊物，将先进思想传播到拥

有上千人的工厂，教工人们识字、算术，

给他们讲授爱国道理，实现了知识分子

与工农大众的结合。蔡和森、何长工、盛

成以及第一位留法女博士张若名等都在

这里学习和从事过革命活动。

在 1919 年 5 月 4 日前夕，预备班学

员就与北京大学学生取得了联系，表示

支持学生运动。5 月 4 日当天，有部分学

员从长辛店赶到北京城内参加游行示威

活动，给反动军阀当局以有力的震慑。

此外，还有许多满怀革命热情、愿赴法寻

求救国真理的爱国青年进入预备班学

习，为他们日后学习先进知识、接受锻

炼、吸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前提条件。

尽管赴法学生大多对真正的共产主义还

没有清晰认识，但其中不少都是抱着爱

国理想，追求新思潮，试图通过留学来图

强。长辛店留法预备班是唯一一个建在

工厂附近的预备班，为勤工俭学运动的

发展和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培养优秀骨干

作出了贡献。

由于种种原因，长辛店留法勤工俭

学预备班不断遭到北洋政府的刁难和打

击，停止了办学。经历了岁月的侵蚀，这

座红色小楼完整保留了下来。1984 年，

“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旧址”被列为第三

批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 6月，长

辛店留法勤工俭学旧址修缮工程竣工典

礼举行。2013年，该旧址作为长辛店“二

七”大罢工旧址中的一项，被列为第七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这里已成

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的纪念

地，诉说着那段不可磨灭的历史。

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

“北方的红星”
■郑大壮

皋舟之战，是公元前 559 年吴国军

队在皋舟隘道（今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

附近）大败楚军的一次战斗。吴军面对

楚军的进攻坚守不战，在楚军撤军经过

皋 舟 隘 道 时 ，对 其 发 起 攻 击 ，大 败 楚

军。此战反映了吴军精妙的战术运用，

也折射出楚国渐渐落后于时代的军种

与战法。

攻吴不下 中伏惨败

晋楚争霸构成春秋中前期诸侯争

霸的主旋律，因两国实力相差无几，任

何一方都无法取得压倒性优势，几次大

战后逐渐形成相持之势。军事上的对

抗无法让楚国元气大伤，晋国便开始从

战略上对楚国进行压制。晋国将目光

瞄向位于楚国东部的吴国，并采纳楚国

叛臣申公巫臣提出的联吴战略，扶植吴

国对抗楚国。申公巫臣携带部分战车

来到吴国，向吴国士兵教授车战阵法及

射箭之术。吴国冶铸技术发达，更兼有

专业军事训练，吴军战斗力突飞猛进。

申公巫臣还鼓动吴国反抗楚国。此后，

吴国不断侵袭楚国东部边境。

公元前 560 年，吴国军队在楚共王

病亡之际进攻楚国，发起庸浦之战，被

楚国击败。吴国欲联合晋国共同伐楚，

但晋国此时更急于出兵攻秦，因而拒绝

吴国共同伐楚之请。公元前 559 年，楚

康王趁晋无暇助吴之机，派令尹子囊率

军攻吴，以报吴趁楚丧而伐楚之仇。面

对楚国的大举进攻，吴军在棠地（今南

京市六合县附近）坚守不战，楚军只得

撤军回师。子囊见吴避敌不出，以为吴

军已无一战之力，遂轻敌麻痹、放松警

惕。怎料吴军提前在楚军回师的必经

之路——皋舟隘道设下伏兵，楚军经过

这里时，埋伏的吴军突然杀出，将楚军拦

腰截为两段，使其前后无法互相救援。

楚军猝不及防，大败奔逃，公子宜谷被

俘。子囊仅率少数残部逃回国都郢都，

临终前还忧虑吴国将成楚之大患，叮嘱

必须加固郢都城防以备吴军来犯。

军种战法 亟待革新

楚军伐吴不仅攻城不下，还在回师

途中遭遇吴军伏击而惨败。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楚军轻敌不备，另一方面反映

出其战术战法乃至军种器械已落后于形

势发展的需要，军种与战法亟待革新。

楚军自身轻敌是导致此战失败的

重要原因。楚军攻城不克被迫退军无

可厚非，但子囊的骄傲轻敌足以葬送全

军。《孙子兵法》有言：“军行有险阻、潢

井、葭苇、山林、蘙荟者，必谨覆索之，此

伏奸之所处也。”子囊认为，吴军坚守不

出是懦弱怯战的表现，因而在撤军过程

中不加警戒，在进入地势险峻难行的皋

舟隘道前没有提前侦察，最终遭遇吴军

伏击，损失惨重。

皋舟之战还反映出车战已渐渐不

适应战争需要。春秋中前期的车战，以

车兵为主、步兵为辅，交战双方在野外

摆开阵型，对向冲锋。作战过程中，战

车的冲击力发挥着重要作用。当时车

战流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主要诸侯

国位于中原地区，地形开阔，利于战车

的纵横奔驰。随着吴国和越国的崛起，

江南地区也加入主战场行列。这些地

区河网密布，道路泥泞难行，战车和步

兵的威力难以发挥。特殊的地理条件

呼唤着一个新的军种——水军的出现，

以弥补车战的不足。

此外，皋舟之战从侧面折射出进行

军种战法革新的现实必要性。车战中，

兵力多寡是左右胜负的关键。随着兼

并战争的进行，诸侯国间的实力差距不

断拉大。在这种情况下，弱势一方往往

避免与强国进行野战，据城坚守成为最

现实的选择。尽管《孙子兵法》中极言

攻城之弊，但在这种情况下攻城也将是

不得已的选择。车战阵型在攻城中并

不占优势，战术战法乃至武器器械的革

新成为必然趋势。

示弱骄敌 伏击致胜

对吴国而言，能够在皋舟之战中大

败楚军，一扫之前被楚军击败的阴影，

得益于战术策略运用得当。吴军先是

通过主动示弱令楚军放松警惕，之后又

通过伏击战打楚军一个措手不及，赢得

了战争胜利。

得到晋国扶持，吴国虽在军事实

力上有了长足发展，但仍与楚国有着

明显差距。因此，吴军在面对楚军的

进攻时，选择据城坚守。正如前文所

述，攻城相较于野战难度无疑更大，加

之楚军劳师远征，粮食物资转运困难，

必然无法长期坚持。在这种情况下，

坚守不战可使己方保证不败。《孙子兵

法》指出：“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

以待敌之可胜。”只有首先保证自身不

被敌人击败，才有可能寻找有利时机

击败敌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更是

如此。

据城坚守不仅可以避免野战的风

险，还能够起到骄敌的作用。在之前的

庸浦之战中，吴军因轻敌冒进被楚军击

败。次年双方再战，楚军不可避免会对

吴军怀有一定轻视。此时吴军的坚守

不战，恰好进一步助长楚军的骄傲情

绪。从吴军暗中在楚军回师之路上设

伏的操作来看，吴军的示弱正是有意为

之，目的是通过骄兵之计使楚军放松警

惕。这正是贯彻了“强而避之，怒而挠

之，卑而骄之”的原则，为最终的胜利创

造条件。

最后，吴军选择在楚军回师的险

峻隘道上伏击楚军，可谓此战的点睛

之笔。吴军示弱骄敌的同时，派人侦

知楚军的撤军线路，从而选择其中的

险峻地段提前设下伏兵，这充分显示

了吴军在情报侦察和地形利用方面的

成熟。正是得益于示弱、骄敌、伏击这

一环环相扣的精妙战术，吴军得以战

胜不可一世的楚军，在两国的争锋中

赢得先机。

皋
舟
之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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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击战，指事先通过侦察地形

和敌方运动规律，确立伏击的地点，

设立伏击圈，并在附近隐蔽配置兵

力和兵器，待敌或诱敌进入伏击地

域，突然攻击的战斗。伏击战在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可把兵力分为侧

击、堵击、尾击三部分，以侧击为主，

实行堵头、斩腰、截尾的战术。

用伏击战打击运动的敌人，常

常 可 以 用 小 的 代 价 换 取 极 大 的 胜

利。纵观历史，春秋时期的崤之战、

皋舟之战，战国时期的马陵之战，三

国时期诸葛亮在木门道杀张郃等，

都巧妙运用了伏击战的战术。

伏击战

春秋中晚期，吴国

青 铜 冶 铸 业 的 技 术 水

平，以其著称于世的青

铜兵器为标志，远超于

中原诸国。吴国铸造的

青铜兵器，以剑、戈、矛

为代表，上面特有的几

何暗花纹饰，堪称吴越

兵 器 技 术 一 绝 。 图 为

1987年出土于江苏丹徒

谏壁新竹青龙山春秋墓

的青铜暗花纹矛。

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旧址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旧址。。

人民解放军攻占洛阳西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