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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大夫伍子胥等人依车战之

法组建一支水军部队，主要装备大

翼、小翼、突冒、楼船等船型。其中，

楼船是战争中负责指挥的旗舰；大

翼在战争中对小翼和突冒等提供保

护，可容纳 91 名士兵和水手，具体包

括 50 名划桨手、26 名武士、12 名持

钩斧矛的战士等；小翼由于更加轻

便灵活，主要负责进攻；突冒则主要

负责侦查，有时也会发动奇袭。伍

子胥所著的《水战兵法》中详细记载

了 吴 国 水 军 的 具 体 编 制 及 战 法 战

例。在吴国与楚、越等国的多次交

战，如柏举之战、夫椒之战中，吴国

水军均发挥了巨大作用。

吴国水军

战火中的军队院校教育战火中的军队院校教育

1938 年 10 月 初 ，新 四 军 游 击 支 队

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雪枫，率部队从河

南省确山县竹沟镇出发东进，开创豫皖

苏抗日根据地。10 月下旬，游击支队进

入河南睢县、杞县、太康等地，积极打击

日伪顽匪，扩大了新四军在豫东地区的

影响力。随着部队不断扩大，游击支队

迫切需要大批军政干部，彭雪枫等支队

领导决定开办随营学校。11 月，新四军

游击支队随营学校在河南省杞县傅集

镇 成 立 ，彭 雪 枫 兼 任 校 长 。 1940 年 3

月，经党中央批准，随营学校扩建为中

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以下简

称“抗大第四分校”），彭雪枫继续兼任

校长。面对严峻的抗战形势，抗大第四

分校克服无固定校址、专职教员匮乏、

教学环境恶劣等困难，坚持边战斗边办

学 、边 生 产 边 办 学 ，实 现“ 放 下 枪 就 上

课，拿起枪就打仗”，被人们形象地称为

“马背学校”。

指挥员也是教员。抗大第四分校

创办之初，专职教员十分匮乏，支队和

边区党委负责同志都亲自到学校讲课

或 作 报 告 。 作 为 司 令 员 兼 校 长 ，彭 雪

枫 带 头 授 课 。 他 善 用 通 俗 语 言 ，把 一

些 枯 燥 生 涩 的 内 容 讲 得 有 滋 有 味 ，深

受 学 员 喜 爱 ，是 学 校 的“ 金 牌 教 员 ”。

在 讲 解 游 击 战 术 时 ，彭 雪 枫 概 括 为 ：

“ 暴 风 雨 式 的 突 然 袭 击 ”“ 集 中 一 点 打

敌一点”“东边打雷西边下雨”“牵牛打

圈 子 ”“ 化 整 为 零 ”“ 超 越 近 敌 ，袭 击 远

敌 ”，使 得 深 奥 、抽 象 的 战 术 原 则 顿 时

变得生动形象。他还先后为学校编写

《游 击 战 术 的 实 际 运 用》《战 略 战 术 讲

授 提 纲》等 教 材 ，结 合 理 论 与 实 践 ，系

统阐述平原游击战思想。

1940 年 6 月 1 日 ，新 四 军 第 6 支 队

在 安 徽 省 涡 阳 县 新 兴 镇 召 开 纪 念“ 五

卅运动”大会，检阅部队和抗大第四分

校的训练成绩，号召边区军民继承“五

卅”革命精神，争取抗战早日胜利。大

会 正 在 进 行 时 ，突 遭 日 伪 军 千 余 人 袭

击。彭雪枫沉着果断地指挥部队和学

员 顽 强 反 击 ，歼 敌 200 余 人 ，学 员 陆 续

安全转移。这是抗大第四分校成立后

经 受 的 第 一 次 战 斗 考 验 ，指 挥 员 在 实

战 中 现 场 教 学 ，学 员 在 实 战 中 提 升 战

斗力。

时刻处于战备状态。抗大第四分

校最初的校址，距离日伪据点只有二三

十里。为适应战斗环境，抗大第四分校

提出“加强军事生活，加强战斗准备”的

口号，要求每名干部和学员枪不离身，

全校武装起来，加强战斗训练和演习。

经过训练，一个大队（营）在夜间紧急集

合仅需 8 分钟。

1941 年初，皖南事变后，面对日伪

军“扫荡”和国民党军进攻，彭雪枫指示

抗大第四分校采取小型、分散、隐蔽的

办学方法，昼伏夜行，多次转移，利用战

斗间隙进行教学。3 月中旬，彭雪枫调

整教学组织，将学校干部、学员和后勤

人员整编为 3 个工作团。彭雪枫还规定

了各工作团的主要任务：协助地方政府

筹 粮 、扩 军 、做 群 众 工 作 、支 援 部 队 作

战、同敌军进行游击周旋，以保存有生

力量，执行巩固后方任务。

5 月 1 日晚，抗大第四分校向淮上地

区转移，准备东进办学。第一工作团经

过 50 余里的急行军，突破宿蒙公路日伪

军封锁线，转移到蒙城东北苗庄西南一

带。3 日晨，第一工作团在苗庄被国民

党军两个骑兵团发现，这两个骑兵团随

即对我军发起攻击，形势十分危急。担

负阻击任务的学员在敌众我寡、武器陈

旧的情况下，以屋顶、树干和墙体作为

依托，用步枪、手枪和手榴弹与敌军展

开巷战、肉搏战，顽强抗击敌人，虽伤亡

惨重，但最终胜利完成阻击任务。“一面

学习，一面战斗”的光荣传统由此继续

发扬光大。

办学防务两不误。1942 年 11 月，日

伪军集中兵力对我军淮北腹地进行扫

荡，抗大第四分校向洪泽湖东转移，在

江苏省淮宝县（今江苏省三河入江水道

以 北 ，淮 安 区 、淮 阴 区 以 南 ，洪 泽 湖 以

东，宝应县以西广大地区）朱坝以南，盱

眙县永丰镇一带，以学员队为单位，分

批开展教学活动。国民党军利用日军

扫荡之机，占领淮北抗日根据地山子头

腹地。原担任淮宝防务的新四军第 2 师

第 5 旅调往湖西参加战斗，抗大第四分

校在肩负教学任务的同时，还要承担军

事防务工作。

彭雪枫总结前期斗争经验教训，专

门指示：此次到淮宝单独行动，要建立

起自己的侦察情报网，积极与各地建立

有线电话联系，并制订各种应急措施。

在彭雪枫指示下，学校很快与淮宝县独

立团取得联系，共同建立起淮阴、淮安

地域侦察情报网，互通情报，及时准确

掌握敌情，把握主动权。

1943 年 10 月间，日伪军实行“治安

肃正”计划，在淮北、淮宝部分地区增设

据点、修筑公路，企图向南蚕食我军边

区。抗大第四分校部分学员在淮宝县

委书记兼副校长陈锐霆指挥下，在岔河

以北主动出击，钳制和袭扰敌人，既粉

碎了日伪军“治安肃正”计划，又掩护和

保 证 了 学 校 其 他 各 队 的 正 常 教 学 秩

序。参战学员在反“扫荡”战斗中将所

学军事知识实践运用，逐步磨炼成长为

部队战斗骨干。

1944 年 9 月 11 日，彭雪枫在夏邑县

八里庄战斗中不幸牺牲。为纪念彭雪

枫，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政治部决

定将抗大第四分校更名为雪枫军政大

学。1945 年抗战胜利后，抗大第四分校

完成历史使命，于 1946 年改编为华东军

事政治大学。

抗大第四分校在抗日烽火中诞生，

在解放战争中成长，是新四军中成立最

早、历时最长的一所分校。其间，它吸

收华中和江南的革命知识青年，培养出

近 5000 名军政干部，为新四军第 4 师和

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发挥重要作

用。校长彭雪枫，为学校的发展壮大作

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大第四分校—

边教学边战斗的“马背学校”
■钱 锋 周家俊

1948 年 12 月，华北军区第 2 兵团根

据中央军委“围而不打”的指示要求，将

国民党军“王牌部队”第 35 军围困于新

保安，而后采取收缩围困、政治宣传、策

反瓦解、速战速决等手段，全歼第 35 军

两个师 1.6 万余人。此役击垮傅作义集

团的坚守信心，堵死华北守敌西逃的退

路，孤立平津，进而为平津战役胜利创

造了有利条件。

综观全局，悬权而动。 1948 年 11

月 初 ，国 民 党 军 面 对“ 东 北 已 失 、西 北

重创、淮海危急、华北孤困”的情况，傅

作义集团根据蒋介石“支撑华北，牵制

人民解放军东北、华北部队”的作战方

针，制订“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

力 ，以 观 时 变 ”的 作 战 计 划 ，并 随 即 采

取 放 弃 外 围 、收 缩 兵 力 、扩 编 部 队 、调

整 部 署 等 手 段 ，集 中 4 个 兵 团 12 个 军

共 42 个师（旅）在滦县至柴沟堡铁路沿

线摆起长蛇阵，企图固守华北，伺机西

撤或南逃。

11 月 17 日，中央军委从确保淮海战

役胜利、营造有利渡江作战条件的战略

全局出发，针对傅作义集团犹豫不决、

撤守难定的矛盾心理，制定抑留并歼灭

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地区的作战方针，决

定采取“停攻太原、撤围归绥（今呼和浩

特）、迷惑敌人、断敌退路、诱敌西缓”等

手段，以稳住傅作义集团，防其南撤、西

逃，进而逐次分割包围。

11 月 23 日，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

军主力夜行晓宿、隐蔽入关，以切断傅

作 义 集 团 南 撤 道 路 ，全 歼 平 津 地 区 之

敌，同时指示华北军区诱敌主力西援，

迷惑调动敌人，进而在运动中割裂、歼

灭敌人。

诱敌往返，滞留包围。11 月 29 日，

华北军区第 3 兵团向张家口外围国民党

军发起突然进攻，正式发起平津战役。

傅作义果然中计，急令国民党军第 35 军

及第 104 军主力迅速向张家口西援，随

后与我军在张家口外围张垣地区展开

激战。12 月 5 日，华北军区第 2 兵团经

过急行军，插入怀来与宣化之间地区，

切断了西援之敌与北平的联系。同日，

傅作义得知密云失守，以为东北野战军

要直取北平，紧急命令国民党军第 35 军

主力星夜兼程东返，以加强北平防御。

12 月 6 日，华北军区第 2 兵团第 4 纵

队第 12 旅采取节节阻击的战法，有效迟

滞国民党军第 35 军主力 400 余辆美式车

队东撤北平的机动速度，将敌滞留于新

保安地区。随后，华北军区第 2 兵团主

力相继占领新保安周围村庄，并打退敌

第 35 军及第 104 军主力的东西夹击，将

第 35 军包围于新保安。

东抗西堵，追击援敌。12 月 9 日，华

北军区第 2 兵团第 3 纵队依托临时野战

工事，打退第 104 军从怀来向新保安方

向的多次进攻，阻断接应新保安被困之

敌向东突围的通路。与此同时，新保安

守敌第 35 军在十几架飞机支援下，采取

多路、多梯队轮番冲击等手段，企图东

西夹击，向东突围。华北军区第 3 纵队

采取梯次阻击、正面抗击、局部反冲击

等战术，与东西夹击之敌展开了激战，

硬生生将敌第 35 军、第 104 军隔离在马

圈、碱滩阵地东西两侧，使敌两军相距

几公里却无法会合。

9 日晚，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抓住

西援之敌第 16 军掉头撤逃北平的有利

时机，对其实施追歼。敌第 104 军发现

腹 背 受 敌 ，立 即 放 弃 接 应 第 35 军 的 计

划，遂率其主力向北平撤退。11 日，东

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经前堵、后追，在怀

来县城以南击溃敌第 104 军。

围而不打，从容谋势。为争取北平

的和平解放，自 11 月初，中共中央华北

局就通过多种渠道争取与傅作义进行

和谈，力争其和平起义。但傅作义自恃

尚有实力，企图以华北地区为筹码，建

立“华北联合政府”，以保存军事实力，

观望全国战场形势变化。

12 月 11 日，中央军委在已切断傅作

义集团西逃道路、尚未完全堵住其南逃

道路的情况下，指示部队采取“围而不

打”手段孤立新保安、张家口之敌，按照

“隔而不围”原则抑留北平、天津之敌，

进而采取“先打两头、后取中间，先吃小

点、后吃大点”的战法，待东北野战军主

力完成对北平、天津的包围后，逐步歼

灭平津地区分散孤立之敌。

12 月 20 日，东北野战军提前 5 天完

成对北平、天津等地的包围部署，切断

天津、塘沽之间的联系，致使傅作义集

团在精心筹划的“分区防御”作战部署

下成为“瓮中之鳖”“笼中之鸟”，更使其

陷入东逃不得、西撤不行、突围无望、坚

守无力的固守孤城之境地。

速战速决，全歼守敌。华北军区第

2 兵团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加紧收缩对

新保安的包围，并沿新保安外围构筑多

道阻击阵地，以防敌向西突围，并紧急

做好随时歼灭围困之敌准备。围城期

间，华北军区第 2 兵团一边加紧土木作

业、紧缩包围圈，一边采取立标语牌、打

宣传弹、散发传单、喊话、送信、发放通

行证等手段，对新保安守敌展开政治宣

传和策反活动。敌第 35 军官兵在天寒

地冻、冰天雪地、饥寒交迫中，被围困半

月之久，且突围无望、固守无援，早已兵

心涣散、斗志全无。

12 月 21 日 14 时，华北军区第 2 兵团

以第 3、第 4、第 8 纵队共 9 个旅的兵力，

对新保安外围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

基本扫清新保安外围据点。22 日 7 时，

随着绿色信号弹升空，第 2 兵团集中兵

力、火力发起总攻，经过 1 小时猛烈炮

击，打开新保安城墙缺口。随后，3 个纵

队迅即突入城内，勇猛向敌纵深穿插，

将守敌分割弱化，逐个歼灭，并迅速冲

向新保安制高点——作为敌防御和指

挥中心的钟鼓楼。敌第 35 军军长郭景

云在城池已破、全军被歼的情况下自杀

身亡。至此，第 35 军彻底覆灭。

新保安战役是我军在运动中调敌、

割敌、弱敌、攻城的典范，同时对整个平

津战役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

新保安战役：平津战役第一仗
■薛闫兴

公 元 前 494 年 ，吴 王 夫 差 率 军 在

夫 椒（今 江 苏 太 湖 西 洞 庭 山 附 近）大

败越军，这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

一 次 大 规 模 水 上 战 争 。 此 战 奠 定 吴

国 霸 业 ，使 越 国 一 度 濒 临 亡 国 绝 境 ，

但吴王夫差放过越王勾践，为吴国灭

亡埋下祸根。

越国攻吴，夫椒大败

在公元前 496 年的槜李之战中，吴

军被越军大败，吴王阖闾也在此战中

伤重不治。夫差即位后，积极备战，以

再次伐越，报仇雪恨。

越王勾践闻之惶惶不安，决定先

发 制 人 ，出 兵 攻 吴 。 吴 王 夫 差 闻 讯 ，

举 全 国 之 兵 力 迎 战 。 双 方 在 夫 椒 展

开 激 战 。 太 湖 湖 面 上 ，吴 军 战 船 按

梯 次 排 成 战 斗 队 形 ，将 士 个 个 士 气

高 涨 ，誓 为 先 王 阖 闾 报 仇 。 在 吴 军

战 船 猛 烈 攻 势 下 ，越 军 军 心 大 乱 。

吴 军 大 败 越 军 后 ，乘 胜 追 击 ，直 接 攻

破 越 国 都 城 会 稽（今 浙 江 省 绍 兴

市）。 勾 践 无 力 抵 抗 ，率 5000 余 名 残

军 退 守 会 稽 山（今 浙 江 省 绍 兴 市

南）。 夫 差 率 大 军 团 团 围 住 会 稽 山 ，

无 力 回 天 的 勾 践 为 保 住 性 命 ，接 受

范 蠡 、文 种 建 议 ，以 珍 宝 、美 女 贿 赂

吴 国 太 宰 伯 嚭 ，请 其 劝 说 夫 差 ，准 许

越 国 成 为 吴 国 附 属 国 。 尽 管 伍 子 胥

坚 决 反 对 ，力 劝 夫 差 一 鼓 作 气 消 灭

越 国 ，但 夫 差 不 纳 伍 子 胥 之 言 ，与 越

国 讲 和 后 撤 兵 回 国 。 战 后 ，勾 践 被

抓 到 吴 国 ，充 当 夫 差 的 侍 从 长 达 3 年

之 久 。 之 后 ，夫 差 再 次 听 信 谗 言 ，认

为 勾 践 真 心 归 顺 于 他 ，于 是 将 其 释

放回国。

夫 椒 之 战 是 吴 灭 越 最 好的时机，

歼灭越国也是阖闾多年来一贯坚持的

基本战略目标。但夫差目光短浅，听

信谗言，轻率放弃了这一根本战略目

的，为后来越国灭吴埋下祸根。

国之大事，不可不察

《孙子兵法》曰：“兵者，国之大事，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意

思是战场的胜负关系到国家存亡和民

族兴衰，一定要仔细掂量琢磨，不能不

慎重对待。反观此战，吴越双方皆有

目光短浅、思虑不周之处。

战前，勾践听说夫差日夜练兵，准

备伐越，就想先发制人，趁吴兵未出，

抢先伐吴。双方实力相差无几时，先

发制人存有一定合理性。槜李之战，

虽以吴败越胜告终，但吴国领土广大，

兵强马壮，实力远超过越国。尽管吴

王阖闾伤重而亡，但吴国整体实力并

未受到太大影响，吴强越弱的格局也

未被扭转。据《越绝书》记载，吴军败

退回国后，认真分析失败原因，总结经

验教训。夫差为洗去其父阖闾败给勾

践的耻辱，励精图治，吴国军事实力迅

速增强。吴国上下一心，同心齐力，誓

报国仇。

此外，对于勾践伐吴的决定，越国

大夫范蠡曾明确表示反对。他指出，

“兵者凶器也”，且战争是违背道德的

事，主动发动战争对越国不利。勾践

却不听劝阻，执意主动开战。作为君

主的勾践决策轻率，加之越国群臣意

见不一，反观此时的吴军心怀复仇之

重 任 ，可 谓 哀 兵 必 胜 。《孙 子 兵 法》指

出，“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

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这三个

方面的条件越国皆不具备，无怪乎连

遭败绩，险些亡国。由此可见，此时选

择先发制人绝非良策。

此战中，夫差也有轻率之举。当

会稽城破、勾践退守会稽山时，吴国正

可一鼓作气消灭越国，夫差却在此时

听信佞言与越国讲和，浪费了这一大

好局势。春秋末期，吴越为江浙地区

两强，可谓一山不容二虎，非吴灭越，

即越灭吴。在这种情况下，夫差“不知

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将注意力放

在中原地区，急于北上同齐晋大国争

霸从而给了勾践休养生息、恢复越国

国力的有利时机。

水战经典，战史新篇

夫椒之战是吴越两国间一次大规

模水战，反映出各国开始重视江河湖

泊等对地缘政治的重要影响，因地制

宜利用水军、水道作战成为大势所趋。

吴越两国地处长江、淮河下游地

区，河道纵横，水网密布。当地人习于

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因此两国很早就

编有水军。两国间的长期拉锯战，推

动水军队伍发展壮大，水上行军阵法

灵活创新，战船数量和种类大幅增加。

此战中，吴国水军之所以获胜，可

以归结为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吴国

在与楚国的长期较量中积累了丰富的

水战理论经验。伍子胥所著的《水战

兵法》是吴国先进水战理论的杰出代

表。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中提出的

一系列作战原则同样可适用于水战。

相比之下，越国水军整体实力和作战

经验要逊色得多。另一方面，吴国在

太湖地区训练水军多年，不仅戒备森

严，而且对当地气候、地势、水文条件

更加了解，这些因素在相当程度上决

定了战争结果。

越军在不利条件下进攻吴军，也

是想要争夺太湖的水权。春秋后期，

吴、越两国均处于国力上升期，急于对

外扩张。越国如果能控制住太湖的水

权，就可往东、北方向攻击吴国在苏锡

常平原的沿湖据点，特别是太湖马山

附近的阖闾城和姑苏城等，并最终控

制整个苏锡常平原。吴国如果能控制

太湖的水权，将乘势进入杭嘉湖平原，

最终越过钱塘江攻入绍兴平原。任何

一方占据太湖，都将对另一方构成重

大威胁。由此可见，这个时期的诸侯

国对地缘政治的看重和对必争之地的

争夺，已不仅局限于陆地关隘城邑，而

是扩展到水上，这对于日后“制河权”

“制湖权”乃至“制海权”等概念的产生

带来一定影响。

夫
椒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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