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022年 8月 18日 星期四 战 史责任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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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说新语史说新语

1948 年 3 月 7 日至 5 月 17 日，晋冀

鲁豫军区为配合中原、西北战场作战，

孤立晋中和太原之敌，遂发起临汾战

役。此役拔除了国民党军固守晋南的

最后一座孤城，为我军北上晋中消灭阎

锡山部主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充分准备，积极展开攻坚训练。临

汾城是当时同蒲铁路枢纽，也是汾河下

游物资集散中心和晋南战略要地，是国

民党军在晋南固守的重要战略据点。

国民党守军构筑起由外围警戒阵地、护

城阵地、外壕和城墙主阵地，以及城内

纵深阵地和地道工事组成的 4 道防线，

阎锡山视此坚固工事为“铜墙铁壁”。

驻守临汾的有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

所属的第 66 师、西安“绥靖”公署第 30

旅及 8个保安团共 2.5万余人。

为攻取临汾，全部解放晋南，1948

年 2 月 3 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以徐向

前为司令员的临汾前方指挥所，统一

指挥晋冀鲁豫军区第 8 纵队、第 13 纵

队、炮兵团和太岳军区 8 个团及晋绥军

区 2 个旅共 5.3 万余人，进攻临汾。前

方指挥所计划三面攻城，第 8 纵队部署

在城南，第 13 纵队部署在城东，太岳军

区部队位于城北。徐向前要求参战各

部力争在城外大量歼敌，减少攻城阻

力，实施机动指挥、步炮协同；同时针

对临汾城防坚固，攻城部队刚刚扩编、

作战经验少、攻坚火器缺乏、天气寒冷

等 情 况 ，要 求 部 队 普 遍 开 展“ 土 工 作

业、连续爆破、破坏外壕、坑道作业、攻

击碉（地）堡、打开城墙突破口、竖梯攻

城、巩固突破口向两翼发展和纵深战

斗及步炮工协同”等攻城训练。

因地制宜，适时调整作战方案。3

月 7 日，战役正式打响。我军第 8 纵队

第 24 旅迅速攻占城南飞机场，击毁敌

运 输 机 两 架 ，切 断 国 民 党 军 空 运 线 。

至 22 日，攻城部队夺取城外守军大部

主阵地，扫清外围据点，紧逼城垣。徐

向前针对守敌“边打边逐次撤退、城防

坚固极难突破”等特点，命令部队采取

挖掘坑道迫近等战术手段接近城垣，

并根据临汾城北地势较高、城西紧靠

汾河、城南火力密集、城东地形复杂等

情况，适时调整部署，改变从东、南、北

三面攻城的作战方案，决定重点攻击

城东和城北。

23 日，各部队展开全线攻击。主

攻东关的第 13 纵队第 38 旅因坑道作业

遭敌破坏，只能临时用炮火开辟道路，

但未能打开缺口，一连发起 3 次猛攻，

均 未 得 手 。 配 合 第 38 旅 作 战 的 第 39

旅，向东关守敌视为“生命线”的电灯

厂发起攻击，经连续坑道作业和接连

爆破，于 26 日晚占领电灯厂。27 日拂

晓，第 38 旅从东南方向再次猛攻东关，

但因坑道距离不够，且放置的炸药未

全部引爆，再次受挫。

调整部署，充分发扬人民战争。

在 总 结 前 期 作 战 经 验 和 教 训 的 基 础

上，徐向前指出必须坚定主攻东关，进

一步统一全体指战员思想。前指决定

“集中兵力，突击一点，拿下东关”，并

及时调整部署：将第 8 纵队第 23 旅调到

城东北，依托电灯厂进攻东关；第 13 纵

队第 37 旅配置在城东南，向小东门及

府门之间突击。

经过侦察，第 23旅决定以东关东北

角电灯厂断墙为遮蔽，向东关墙底挖掘

坑道。要做到隐蔽，就需要大量掩护

物，经计算，需要筹集 10 万块门板。起

初，部分群众思想上有所顾虑。为此，

后勤司令部在中共临汾专区的协助下，

对当地群众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并制定具体政策：一是门板一律写上地

址和姓名；二是作战后物归原主，如有

损坏，政府给予适当赔偿。一周内，群

众献出 12余万块门板，并捐献大量作业

器材，保障了作战需要。矿工们直接参

加坑道作业，与部队官兵并肩战斗。在

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坑道挖掘进展顺

利，10 天内挖掘 4 条通往东关城墙正中

的坑道，并安放近 8000 公斤的炸药。4

月 10 日傍晚，我军顺利爆破城墙，炸开

两个缺口，战至 11 日上午，歼灭敌第 66

师大部，攻克东关。临汾战役中，群众

不仅献出大量物资，也出动巨大的人

力。战役动员了 4 万余名民兵、民工直

接参战，抬担架、运伤员，运输炸药、粮

食等物品。战争结束后，群众献出的门

板，有 70%未损坏的归还原主，有 30%损

坏的作了赔偿。

攻坚克难，严密组织作战协同。攻

克东关后，攻城部队与敌军展开以挖掘

坑道和破坏坑道为中心的激烈斗争。

敌军吸取东关失守的教训，相继采取

“挖掘防御坑道、炸塌我方坑道、展开对

挖、抢先爆破、听音辨位、施放毒气弹和

燃烧弹”等方式实施反坑道作战。我攻

城部队克服土工作业缺氧、发出声响和

不易掌握方向等一系列困难，想方设法

消音、防毒，与敌军对挖、对听、对炸。

全体指战员用刺刀、瓦块、手指挖掘主

坑道 15 条，掩护坑道 40 余条。5 月 16

日黄昏，23旅旅长黄定基亲自指挥坑道

作业最后一环——运送和装填炸药。

数百名官兵手把手将 1 万公斤的炸药

运送到药室，为避免炸药受潮，纷纷脱

下衣服，盖在炸药上。为使炸药充分

发挥效力，黄定基命令用麻袋装土把

药室未装满的空隙填满夯紧，把坑道

底部用土堵塞一段距离。17 日晚，爆

破成功后，我军严密组织爆破、火力、

突击协同，保证在突破关键时刻能及

时投入后续梯队。爆破点火由旅长亲

自负责，冲击发起后，各火力掩护分队

同时对突破口两侧敌军火力点压制射

击，冲击分队连续爆破，炮兵在起爆前

后集中火力压制敌军炮兵，在突破后

形成绝对优势，保证攻城部队突入城

中。敌军很快失去控制，各自为战，于

当日 24 时被全部歼灭。至此，临汾战

役胜利结束。

临汾战役，是一场对国民党军坚固

设防城市艰苦卓绝的攻坚战。攻城部

队在火力不足情况下，通过采取长时

间、大规模、高强度的坑道作业与爆破

战法，以攻坚克难的革命英雄主义精

神，克服坑道狭窄、容易塌方、阴暗潮

湿、呼吸困难等不利条件，以堑壕对堑

壕、以地堡对地堡、以坑道对坑道，彻底

粉碎了守敌固守企图，攻克了“打不破

的铜墙铁壁”临汾城。毛泽东称赞临汾

战役使人民解放军“取得攻坚城经验，

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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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 10 月，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

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为适应敌后游

击战争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改变中国

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以下简称“抗大”）的

建制，把抗大分散到敌后办学，以便冲破

日、伪、顽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培养大

批干部就近带领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扩

大和巩固更多的抗日根据地。1938年 12

月初，中央军委决定以抗大第 7 大队和

第 1 大队第 1 支队为基础，组建中国人民

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以下简称“抗大

第二分校”），东进晋察冀根据地办学。

12 月 13 日，抗大第二分校正式宣布

成立，原抗大总校训练部长陈伯钧任校

长兼政治委员（1940 年 7 月，孙毅接替陈

伯钧任校长）。1938 年 12 月至 1939 年 2

月，抗大第二分校 2500 余人，分 3 批东渡

黄河，穿越同蒲铁路，进驻河北省灵寿县

陈庄地区办学。在极端艰苦和危险的条

件下，抗大第二分校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依靠根据地群众，视战场为课堂，通过参

加战斗学习战争，坚持敌后办学 5 年，圆

满完成上级赋予的任务。

量身定制课程，确保贴近实战。抗

大第二分校的办学地——陈庄，距石家

庄和平汉、正太铁路敌占区域不足百里，

被敌袭击可能性大，且个别地区还有潜

藏的特务汉奸，斗争形势十分尖锐。为

确保在动荡不安的敌后环境中办好学，

抗大第二分校领导提出“教育计划等于

作战计划”，并根据“学生将来主要在八

路军工作”的培训目标，坚持教学与实战

相结合。在课程设置上，抗大第二分校

从第一期教学开始，确定适应敌后条件

的教学课目。军事课有战术、技术、兵

器。战术课包括步兵战术、游击战术和

日伪战术研究。技术课包括射击、刺杀、

投弹和土工作业。兵器课以兵器知识条

例条令为内容。政治课有马列主义概

论、政治经济学、哲学和中国革命基本问

题。从第三期开始，针对学员的基本特

点，抗大第二分校将政治课调整为社会

发展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党的建设、

党的基本政策、政治工作等。此外，还设

有语文、算术、自然常识等文化课，以提

高学员科学文化水平。

学校明确了校机关、大队、学员队在

教学中的职责。学员队负责实施教学计

划，大队负责督促、检查与研讨实施方

法，训练部负责确定教学方针方法及检

查督促教学计划的贯彻执行。为解决教

员匮乏问题，学员队的行政和政工干部

如有任教能力均需兼任主任教员或教

员。专业性强的课目由专职教员任课。

学校多次派出教员、学员到战斗部队见

学，及时整理新战例，动态充实完善教

材。1939 年 5 月，八路军第 120 师第 359

旅抢占上下细腰涧有利地形，迅速歼灭

日军，抗大第二分校领导率学员紧急赴

山西省五台地区见学；同年冬，学校又派

教员赴河北省易县，学习大龙华歼灭战

的经验做法。

理论联系实践，教学结合实战。抗

大第二分校始终牢记毛泽东“从战争中

学习战争”的教诲，利用陈庄地区被日军

疯狂“扫荡”的特殊环境，把学习作战理

论与战场实际相结合，边战边训、训战结

合，促进学员在战火中迅速成长。

1939 年 9 月，石家庄及周边日伪军

企图偷袭陈庄。抗大第二分校得知敌情

后，派出第一大队学员连夜向陈庄东南

一带预定地区活动，依托有利地形阻击

敌人，为陈庄军民的安全转移和八路军

第 120 师主力西调赢得宝贵时间。9 月

28 日，日军开始撤退，在坡门口遭到八

路军第 120 师主力部队伏击。抗大第二

分校学员配合主力部队，向日军发起攻

击。战至 29 日晨，基本消灭偷袭陈庄之

敌。这也成为抗大第二分校以教学与实

践相结合的典型范例。

百团大战后，日寇对华北战场高度

重视，从正面战场抽调主力，对我抗日根

据地实施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其中，

“消灭”抗大第二分校被日寇视为“扫荡”

目标之一。抗大第二分校教员学员不畏

强敌，英勇投入反“扫荡”斗争。1941年 8

月 至 10 月 ，日 寇 对 晋 察 冀 边 区 进 行 大

“扫荡”。针对敌“分散配置、分进合击”

的特点，抗大第二分校化整为零、分散游

击。第一团跨过平汉路封锁线，到冀中

平原与第三团会合后，继续进行平原游

击战术训练。校机关带部分学员，赴冀

西配合山区部队进行反“扫荡”斗争。在

1 个多月的紧张斗争中，他们翻山越岭、

连续行军，先后紧急突围 7 次、大小转移

42 次，行程 600 余千米，有效配合主力部

队粉碎日寇对山区的“扫荡”。反“扫荡”

胜利结束后，学校又将学员化零为整集

中进行训练，而后将 500 余名学员分配

到部队，走上战斗岗位。

团结爱护群众，军民患难与共。抗大

第二分校在灵寿县陈庄办学 5年，经常帮

助驻地群众生产劳动，为各村兴办农民夜

校普及文化知识，为群众解燃眉之急。

1939 年 7 月，学校所处的磁河流域

发生水灾，粮食减产，与敌争夺秋粮斗争

日益尖锐。8 月 20 日，学校第二大队第 7

队组成武装工作队，深入灵寿县慈峪东

南游击区，掩护农民抢收秋粮，并协助抗

日政府和地方武装在青廉周边征集公粮

40 余万斤。9 月 9 日，日伪军 300 余人向

青廉窜扰，该武装工作队一个区队对敌

连续游动袭击，牵敌至青廉以北，掩护农

民将公粮全部运出。

同年秋，陈庄地区持续暴雨，30 余

个村子受灾。抗大第二分校全体人员把

一日三餐改为两餐，用节省下的粮食救

济驻地灾民。从学校领导到勤务人员，

每人捐出 1 至 2 个月的津贴，全校共募捐

边币 4000 余元，资助地方政府发放救灾

款。此外，学校还帮助群众修缮房屋、修

筑道路、修补堤埝、排涝抢种。

抗大第二分校向根据地倾注真挚的

爱 ，根 据 地 人 民 也 回 馈 以 真 心 拥 护 。

1941 年 8 月，敌冀中“扫荡”，抗大第二分

校附属中学二队 120 名学生被敌包围，

人员化整为零、分散隐蔽。安国县崔章

村的干部将这些学生分散安置在群众家

中，掩护他们直到反“扫荡”结束。第三

团机关女同志孙树棠在深县护驾池村一

位老大娘家中隐蔽时，遇敌搜寻，老大娘

急中生智，示意女儿将怀抱中的婴儿塞

到孙树棠怀里，掩护她脱离危险。第三

团政治教员卫民身负重伤，一位开饭馆

的老大爷把他带回家，每天给他吃鸡蛋

白面，精心照顾至伤愈归队。

“帮助群众生产，春种、夏收、夏种、

秋收；平时挑水扫院，困难时期，帮助群

众抗灾、救灾，担水点种，上山开荒，节约

口粮救济群众。群众也热爱军队……敌

人‘扫荡’时，抓住村民严刑拷打审问‘八

路军去向’‘抗大二分校去向’，群众宁死

不屈，坚决不作回答！”校长孙毅在回忆

录中写道，抗大第二分校在极其艰苦的

条件下能坚持下来，并完成培养干部的

使命，离不开鱼水相依的军民关系。

抗 大 第 二 分 校 在 敌 后 且 战 且 训 ，

克 服 物 质 条 件 极 度 匮 乏 的 困 难 ，共 培

养出 2 万余名军政干部，补充到八路军

和 各 抗 日 根 据 地 ，为 巩 固 发 展 晋 察 冀

根据地和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重

要 贡 献 。 1944 年 春 ，抗 大 第 二 分 校 建

制 撤 销 ，返 回 陕 北 归 抗 日 军 政 大 学 总

校建制。

抗大第二分校—

在敌后反“扫荡”中茁壮成长
■钱 锋 张晓龙 徐贵宝

公元前 496 年，吴王阖闾趁越王允

常去世之机率兵伐越。越王勾践集结军

队北上抵抗，两军战于槜李（今浙江省嘉

兴县西），史称槜李之战。此战中，越国

遣罪人组成敢死队，在两军阵前集体自

刎 以 摧 毁 吴 军 心 理 防 线 ，最 终 大 败 吴

军。吴王阖闾身受重伤，在败退途中死

在距槜李仅 7 里的陉地。

越败吴

越国最初兴起于今浙东会稽山一

带，以宁绍平原为中心逐步向北发展，同

邻国吴国屡起争端。公元前 5 世纪初，

逐渐强大起来的吴国，开始不断侵扰楚

国东部领土。为应对吴国日益严峻的威

胁，楚国扶植越国以牵制吴国。越国在

楚国帮助下逐渐发展起来，成为吴国肘

腋之患。吴军攻占楚国郢都后，越国趁

吴国国内空虚，出兵偷袭，吴国被迫回

师，使得吴国的灭楚霸业功亏一篑。对

此，吴王阖闾一直耿耿于怀，开始将越国

作为重点打击对象。

公元前 496 年，越王允常去世，吴国

打算抓住这次机会一举平定越国。新任

越王勾践率军迎战，双方在槜李摆下战

阵。吴军久经沙场，战力强大，军容严

整，勾践不敢贸然发动全面进攻。他首

先派出敢死队向吴军发起冲锋，试图打

开局面。越军先后两次冲锋，不仅未撼

动吴军阵型，反被吴军擒获。此种情况

下，勾践为取胜，遂出奇招，他命罪人持

剑架在脖颈之上，排成三排走到吴军阵

前大喊：“吴越两国交战，我等触犯军令，

在国君阵前行动不果敢，不敢逃避处罚，

以死谢罪！”说完，这些罪人一齐自刎而

死。吴军注目观看，惊骇不已。勾践趁

机指挥越军发起猛烈进攻，未回过神来

的吴军溃不成军。阖闾被逼无奈下令撤

退，并被越国大夫灵姑浮击伤，最终在陉

地伤重而死。临死前，阖闾告诫其子夫

差，一定不要忘记与越国的深仇大恨。

槜李之战后，不到两年，吴国新君夫差替

父报仇，攻越直抵会稽，使越臣服。

心理战

在吴国将帅看来，吴国不管是士兵

数量还是战力都远强于越国，击败越国

如探囊取物。勾践洞悉战场形势，抓住

吴军轻敌心理，运用心理攻势出奇制胜，

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大败吴军。

心理战之所以往往能收到奇效，原

因就在于作战意志、战争勇气、战争准备

等对战争胜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首

先，在作战意志方面，《孙子兵法》有言

“上下同欲者胜”，上下一心，意志坚定，

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其次，在

战争勇气方面，“夫战，勇气也”。《孙子兵

法》极言军队士气的重要性，并指出“三

军可夺气”“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对

策。最后，战争需要精密严谨的准备，时

刻提防，毫不懈怠。《孙子兵法》中“怒而

挠之，卑而骄之”之计正是通过骄兵、疲

兵之计，使敌方在战争准备上出现漏洞，

从而给己方可乘之机。

槜李之战中，勾践通过心理战的方

式，在战争勇气和战争准备方面对吴军

施加影响，从而使越国赢得胜利。越国

罪人在吴军阵前集体自刎的举动，对吴

军士气造成重大打击。尽管战场上以死

相搏，击杀对手的情况并不稀奇，但这种

集体自杀的举动，令久经沙场的吴军也

心惊胆寒。另一方面，罪人集体列阵自

杀对越军是一种变相鼓舞，同时起到严

明军纪的作用，如果越国将士不奋力拼

杀，下场恐怕也是这般，这也是《孙子兵

法》中强调“法令孰行”对胜负重要影响

的深意。在吴军上下目瞪口呆、不知所

措之时，勾践下令发动进攻给予对方致

命一击，吴军在士气大受打击又疏于防

备的情况下，被越军一举击溃。

敢死队

在槜李之战中，除心理战的成功运

用外，敢死队的运用也值得关注。勾践

两次派出敢死队向吴军发起冲击，尽管

未能达到预定目标，但敢死队的运用，本

身折射出当时作战理念的变化，及对之

后战争的指导意义。

春秋初期，战争更像是一种贵族的

仪式，双方严格遵循战争礼仪，并不以

更多杀伤敌人为目的。即便在正式交

战前的“致师”环节，更多的是一种勇气

和武力的展示，其象征性远大于实际意

义。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了宋襄公拒绝

半渡而击、楚军教导落败的晋军逃跑这

样的情景。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战

争的残酷性和功利性逐渐显现，在“死

生之地，存亡之道”的压力下，战争礼仪

逐渐被弃置一边，各国开始不择手段谋

取胜利。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勇气的重

要 性 大 大 加 强 ，敢 死 队 应 运 而 生 。 此

后，商鞅在秦国变法中，以斩首数量作

为军功授爵的依据，其目的同样在于鼓

励军士作战的勇气。

在槜李之战中，敢死队担负着发起

冲锋、为大部队打开局面的重任，这一理

念也为后世兵家所继承。以精锐部队发

起首轮冲击重创敌人的案例屡见不鲜。

淝水之战，谢玄率精锐的北府兵抢渡淝

水，大破前秦几十万大军；虎牢关之战，

李世民率 3000 余名精锐玄甲军，击溃窦

建德十万众，皆运用敢死队这一理念。

此外，敢死队作为一种执行特定任务的

精锐部队，从某种角度也可视为现代特

种部队的发端。

槜李之战
■于涌泉

19391939年年 77月月，，抗大第二分校举行运动大会抗大第二分校举行运动大会。。

见证春秋末期槜李之战的吴越国界桥现貌见证春秋末期槜李之战的吴越国界桥现貌。。

在临汾战役中进行坑道作业的解放军战士在临汾战役中进行坑道作业的解放军战士。。

战火中的军队院校教育战火中的军队院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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