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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随着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

攻阶段，我军迫切需要大批精锐军政干

部充实部队。考虑到此前石家庄的解

放使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

一片，华北地区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

位，1948 年 4 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

定，以晋察冀军区为主，合并晋冀鲁豫

军区成立华北军区，同时决定将晋察冀

军区的军政干部学校、步兵学校，晋冀

鲁豫军区的军政大学、陆军中学、青年

教导团合并，组建为华北军政大学。6

月 11 日，华北军政大学在石家庄南新城

正式宣布成立。7 月 1 日，学校举行庆

祝“七一”暨华北军政大学开学典礼，校

长兼政治委员叶剑英着重指出，华北军

政大学的创办，标志着人民军队正规化

建设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此后，华北

军政大学紧跟“军队向前进”的战略步

伐，遵照“理论联系实际，直接为战争服

务”的办学要求，坚持教学相长，提倡教

学民主，教学活动呈现生机勃勃的大好

局面。

“兵来将挡”，克难办学。华北军政

大学自建校起，就面临诸多挑战。首先

是危险的教学环境。华北军政大学的

建立，引起国民党的极度恐慌，他们将

这所培养我军骨干军事人才的学校视

为“眼中钉”。1948 年，国民党多次出动

飞机对石家庄及其周围进行轰炸，其中

3 次专门针对华北军政大学校部驻地，

导致学校人员伤亡、房屋坍塌，但这没

有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和学员们

的学习热情。

其次，办学之初，全校能授课的教

员只有 36 人。学校决定“搬师请贤”，从

起义投诚人员中，选拔有真才实学者来

校任教。经多方努力，学校陆续接收近

300 名教员。之后，叶剑英等校领导以

马列主义的世界观来改造他们的思想

认识，以身作则耐心引导，极大调动了

这些教员的积极性，提高了教学质量，

为学校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另外，缺少教材，教学计划难以正

常推进。为解决“教材荒”，学校一方面

收集国内外军校的基本军事教材，结合

自身教学目的进行编修；另一方面，抽

调部分理论素养过硬的教员奔赴前线

战场，通过参加太原和济南战役，观摩

实战，将实际作战经验写入教材中，帮

助教员和学员及时了解前线战况，确保

学校教育与战场实际紧密结合，实现以

战教战。全校很快有计划地编写出 30

余种军事教材和 20 余种政治教材，为全

校统一教学内容打下良好基础。

发扬民主，互动办学。华北军政大

学在教学方面，无论是教育对象，还是

教学内容，与过去的学校相比有很大差

异。总体上看，过去我军办校，以培养

步兵中、初级军政干部，连、排、班基层

干 部 为 主 ，而 华 北 军 政 大 学 需 要 培 养

团 、营 以 上 军 政 指 挥 员 ，参 谋 、政 工 干

部，以及炮兵、工兵等专业人才；教学内

容也由过去以连、排战术为主，转变为

以攻坚战和特科兵种为主。针对教学

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校党委指出，要大

胆 抛 弃 旧 式 教 学 方 法 ，倡 导 走 群 众 路

线 ，实 行 启 发 式 、研 究 式 的 民 主 教 学 。

在全校第一次干部会议上，叶剑英号召

实行“官教兵、兵教官、官教官、兵教兵”

的练兵方法和互帮互学、教学相长的新

教育方法。为此，学校将整个教学过程

分为教学准备、教学实施、教学检查 3 个

阶段，民主教学逐步开展起来。

在教学准备阶段，教学组拟订授课

提纲草案后，结合学员的文化水平、作

战经验等进行补充，而后召开教育讨论

会 通 过 。 在 教 学 实 施 阶 段 ，由 若 干 教

员、助教组成教学组，一人主讲、其余旁

听。在理论授课的基础上，学校注重结

合实战交流讨论。许多教员在教学过

程中不断探索，逐步掌握正确的方式方

法。比如，地形教学组在高干队教地形

学时，发现学员对如何使用地图需求较

大，他们就用易懂的方法讲解且颇有成

效 ，但 在 初 级 指 挥 员 队 来 用 同 样 的 方

法，学员就很难听懂，因此，教学组结合

实际提出“三不讲”，即学员用不着的不

讲、学员接受不了的不讲、没有准备充

分的不讲。叶剑英高度评价“三不讲”

经验，并向全校教员推广。在教学检查

阶段，学校定期召开教学检查会、学员

代表座谈会，总结成绩、查找问题，不断

改进教学工作，逐步理顺群众路线的教

学方法，切实提高教员积极性和学员主

动性，教学质量显著提升。

正规秩序，建章办学。华北军政大

学诞生于我军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

战前夕，为适应这一形势，完成中央军

委和华北军区赋予的培养大批政治上

坚定、能进行正规建军和正规作战的军

政干部任务，校党委在学校成立伊始，

就提出要把华北军政大学建成一所正

规的军事院校。

建校之初，学员来自各方，成分比

较复杂、思想比较混乱。为端正思想认

识，协调一致步伐，建立正规秩序，华北

军政大学于 1948 年 6 月 12 日至 22 日连

续召开政治工作、教育工作、行政工作 3

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叶剑英强调：

“ 新 的 战 争 形 势 给 学 校 提 出 了 新 的 要

求，学校要为战争服务，就要解决这些

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对我们所提出的

新课题。”副校长萧克指出：“现在已经

到了正规化的时候，因为现在攻坚战一

天天增多，再不正规就要犯错误，所谓

正规就是一切事情要有规格，按章程办

事，坚决克服游击主义习气。”3 次会议

对于统一全校人员思想起到积极作用，

华北军政大学仅在 4 个月内建立健全各

级领导机构，统一教学思想，拟订各类

教育计划，组织教学检查，修建学校房

舍、作业场所和防空设施，统一财政开

支。同年 12 月，学校颁布《行政教育制

度与规章（暂行草案）》，共计行政制度

17 条 、教 学 制 度 9 条 、各 类 规 章 20 条 。

此后，学校各项工作稳步正规推进。

1950 年 9 月，为适应全军整编和正

规化建设需要，华北军政大学改编为华

北陆军军官学校，光荣完成历史使命。

在办学两年多的时间里，华北军政大学

向华北和全国战场输送初、中、高级指

挥员和兵种骨干 4.6 万余名；培养军事、

政治、文化教员 1000 余名，为解放战争

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

华北军政大学—

军队正规化建设的新阶段
■钱 锋 张晓龙 沈在强

围城诱援，引蛇出洞。1948 年 11 月

初，据守华北的国民党军傅作义集团在

我东北、华北两大野战军南北夹击下，

企 图 西 撤 绥 远 ，并 将 其 嫡 系 部 队 10 个

步、骑兵师（旅）部署在平张沿线上，以

保证平张线畅通。其中，以 1 师 1 旅的兵

力驻守张家口。

为实现“抑留并歼灭傅作义集团于

华北地区”的战略意图，中央军委决定

采取抓住西线（张家口）、稳住东线（北

平、天津）的方针，诱敌西援，待东北野

战 军 部 署 完 成 后 ，再 由 西 向 东 逐 个 包

围、分割、歼灭平津地区之敌。11 月 25

日，华北军区第 3 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奉

命率第 1、第 2、第 6 纵队，兵分三路向张

家口、宣化地区隐蔽开进。29 日，第 3 兵

团各纵队向张家口外围国民党军发起

攻击，至 12 月 2 日，第 3 纵队从西、南两

个方向对张家口形成包围态势。

驻守张家口的国民党军第 11 兵团

司令官孙兰峰，一边向华北“剿总”请求

增援，一边紧急收缩兵力、调整部署、抢

掠物资，企图坚守张家口 3 个月。华北

“剿总”司令傅作义误以为东北野战军

至少需要休整 3 个月才能入关作战，遂

决定先集中兵力对付华北军区部队，而

后以逸待劳迎击东北野战军，于是命令

第 35 军主力及第 104 军一部由丰台、怀

来向张家口紧急驰援，并调整兵力部署

加强北平至张家口交通安全。

审时度势，全线割裂。鉴于诱敌主

力西援的目的已达到，中央军委即令华

北军区第 3 兵团以 2 个纵队由西向东收

紧对张家口的包围圈，以 1 个纵队从东

切断张家口、宣化之联系；又命第 2 兵团

3 个纵队切断怀来、宣化之联系；再令东

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切断北平、怀来之

联系，达成全面割裂北平至张家口之敌

的有利战场态势。

12 月 5 日，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隐

蔽入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密云

后继续南进。密云失守，北平告急，傅

作义遂急令第 35 军主力在第 104 军主力

及第 16 军接应下，由张家口昼夜兼程东

返，以加强北平防御。

根据中央军委命令，12 月 6 日至 11

日，华北军区第 2兵团采取节节阻击的方

式，将敌第 35军滞留于新保安地区，并打

退了敌东逃之第 35 军与西援之第 104 军

的东西夹击，将第 35军包围于新保安；东

北先遣兵团歼灭了掉头北撤的敌第 16

军，迫使敌放弃了接应第 35军的计划；同

时，华北军区第 3 兵团将敌第 105 军等部

7个师（旅）孤困于张家口。至此，我军形

成了对平张线之敌的全线割裂包围。

整体谋局，孤立围困。傅作义集团

西逃之路被切断，但南逃道路尚未完全

封闭。中央军委着眼平津战场整体局

势，决定采取“围而不打”的战法，待东

北野战军完成对平津塘之敌的战略包

围后再逐段分割、各个击破。

为防止张家口之敌突围，中央军委

急调东北野战军第 41 军由南口西进，配

属第 3 兵团，加强对张家口的包围。第 3

兵团据此迅速调整围城部署，紧前采取

构筑工事、占据要点、控制通道、昼夜监

视、待命出击等方式，对张家口之敌实

施孤立围困。至 12 月 21 日，我军完成了

战役布势，将傅作义集团全部分割包围

于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等

地。此时，张家口守敌在隆冬严寒中已

被围困半月有余，在外无增援、内缺补

给情况下，守敌士气日渐低落。

围追堵截，夺城歼敌。12 月 22 日，

第 2 兵团攻克新保安，全歼敌第 35 军。

当日下午，傅作义急令孙兰峰及时突围

并向绥远撤退。张家口守敌指挥员紧

急商议，匆匆拟订分路突围计划，企图

采取强行攻击打通道路、攻占要点接应

突围等方式隐秘向绥远逃窜。

23 日凌晨，张家口守敌利用大雪纷

飞、寒风怒吼、能见度极低的雪夜弃城

突围，负责大境门方向警戒任务的第 3

兵团一部官兵边打边撤。随着张家口

守敌撤退消息传开，城内其他守敌、地

方官员和城内士绅等混在一起逃离。

第 3 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早已预料到

张家口守敌会弃城逃窜，即令各纵队及

东北野战军第 41 军共 11 个旅（师），在北

岳、内蒙古军区部队配合下对敌展开围

追堵截。至 23 日黄昏时分，第 41 军等部

攻 入 张 家 口 市 区 ，解 放 了 这 座 塞 外 名

城。24 日晨，第 3 兵团将突围之敌压缩

包围于大境门外西甸子至朝天洼一条

长 10 公里、宽不足 1 公里的狭窄通道内，

随后依托两侧高地以交叉火力封锁通

道，逃窜之敌人马拥挤不堪，建制大乱，

斗志全无。我军官兵趁势发起冲锋，猛

插猛打，战至 16 时，第 3 兵团以伤亡 900

人的较小代价，全歼傅作义集团 1 个兵

团部、1 个军部、5 个师、2 个骑兵旅等共

5.4 万人，生俘袁庆荣等少将以上军官 13

人，孙兰峰成为此役中唯一逃脱的旅以

上军官。

解放张家口是中央军委布局平津

战役的关键一招，也是平津战役胜利的

奠基之作，同时还是着眼全局谋划城市

作战的代表之作。通过围城引援调出

傅作义主力，采取“围而不打”战法，将

傅作义集团牢牢牵制在平津一线，最后

对张家口致命一击使其元气大伤，陷入

孤立无援、进退无路的绝境。此战为北

平和平解放和平津战役全面胜利创造

了条件，奠定了胜利基础。

解放张家口：

奏响平津战役胜利序曲
■刘云华

琅琊海战，是公元前 485 年吴国与

齐国之间爆发的一次大规模海战，也

是中国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最早一次

海战。齐国凭借主场作战的优势、钩

拒等武器的加持与丰富的海战经验，

最终取得战争胜利。

海上大战

自公元前 6 世纪以来，东南方向的

吴国开始崛起，成为一支影响列国争霸

格局的力量。柏举之战中，吴国一举攻

陷楚国都城郢都，吴王阖闾开始称霸中

原。夫差即位后，吴国在夫椒之战中大

败越国。野心膨胀的夫差不再满足于

偏安一隅，意图率兵北上问鼎中原。

夫差为取得中原霸主地位，将目标

锁定中原大国齐国身上。恰在此时，齐

国大夫鲍氏弑杀国君齐悼公，齐国朝堂

之上暗流涌动。吴王夫差看到出兵进

攻的机会。他假意为齐悼公发丧，而后

率师讨伐齐国。为增加胜算，夫差决定

兵分两路向齐国发起进攻。夫差亲率

吴国军队并联合鲁、邾等国，借道鲁国

从陆上攻齐；夫差又派大夫徐承率领水

军，沿海路奔往齐国的南鄙（今山东青

岛琅琊一带），以配合吴国的陆上攻势。

春秋中期以来，齐国卿大夫势力

崛起，大夫弄权，内乱不止。面对吴国

的强大攻势，齐国内部暂时摒弃前嫌，

同心协力保卫家园。此前，齐国利用

滨海的地利练就了一支强大的水军。

此次，吴国从海上来犯，齐国决定在琅

琊台海域迎击吴国水军。战争中，齐

国水军先使用火箭攻击吴军战船，之

后利用金属冲角和钩拒对吴军战船进

行撞击围困。吴国水军难以抵挡，损

失惨重，仅有部分残兵突出重围。主

将徐承在部将保护下杀出重围，狼狈

撤军。虽然夫差在陆上取得一些小规

模胜利，但无法挽回海上作战的失利，

不得不撤军回国。齐吴两国这场规模

巨大的海战，最终以齐国的完胜结束。

骄傲轻敌

琅琊海战中，此前威风八面的吴国

水军惨遭失利，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吴国

的骄傲轻敌。吴国崛起不过百年，且人

口稀少，国力财富也不能和齐国相提并

论。从战略上看，吴王称霸一直依靠的

是短暂的军事胜利，营造出吴国强大的

表象。这种缺乏综合国力支撑的表面

强横，注定不能维持外战的长胜。吴国

在实力不对等、不熟悉黄海海域等情况

下贸然远征千里，以疲惫之师去攻打以

逸待劳的齐军，结果可想而知。

吴王阖闾时期，伍子胥等人便在太

湖训练水军。吴国水军不断壮大，各种

战船配备日益齐全，战术战法日臻完

善。然而，夫差忽略了一点，海上环境

与内陆江河湖泊大不相同。大海不仅

更为广阔，而且风高浪急，礁石遍布，气

候变幻无常。只有熟悉相关海域的气

候、风向、洋流、深浅、礁石等具体情况，

才能制订科学合理的海上作战方案。

与吴军相比，齐军具有主场作战的优

势，对当地海域环境更为熟悉。因此，

战争一开始就注定了吴军凶多吉少。

海上大战伊始，吴国水军士兵就面

临前所未有的考验。汹涌的海浪，让很

多士兵出现晕船现象，战阵开始散乱。

之前为尽快赶赴战场，吴国水军士兵一

路上没有得到充分休息，当时的战船大

多靠人力驱动，这让士兵疲惫不堪。同

时，吴国水军士兵缺乏应对海上风浪的

经验，各类战船之间未能形成默契配

合，难以形成作战的合力。战斗时，作

为旗舰的“艅艎”号缺乏其他战船的保

护，在战争中遭遇围攻，最终被齐国水

军俘获。此外，琅琊海战发生在初春时

节，此时北方依然寒冷，习惯于南方温

暖环境的吴国水军士兵并未配备厚衣

铠甲，冰冷的海风使他们的战斗力大幅

度下降。而齐国水军士兵穿着铠甲手

持盾牌，这使得在接舷战中，未做防护

的吴国水军士兵被全副武装的齐国水

军士兵大量杀伤，终致惨败。

武器适宜

此战中，齐国水军使用了数件适宜

的武器达到“善其事”的目的，对战争的

胜利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首先是火箭的使用。战争打响后，

齐国水军将 300 余艘大小战船分为 3 个

战阵，一齐向吴国水军进击，同时发射

大量火箭。一时间，吴国多艘战船中箭

起火，士气受到重创，阵型多处被齐军

舰队突破。火箭的使用反映出当时兵

家已越来越重视发挥火的巨大威力。

《孙子兵法》中有独立的“火攻”一篇，并

指出“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

在此前平阴之战中，晋国联军便通过焚

烧城门的方式攻城，此次齐国水军在正

面战场以火佐攻亦收效显著。

其次，齐军战船上装配的金属冲

角也在海战中发挥了巨大威力。在冷

兵器时代，战船之间的撞击是水战的

重要方式，交战双方往往谋求通过合

适 的 角 度 、力 度 等 将 敌 方 战 船 撞 翻 。

这种情况下，冲角应运而生。所谓冲

角是指船艏的一种尖角兵器，多装置

在用于冲撞敌舰的突冒船船体前部，

在海战中起突破作用。此战中，齐国

水军就装备了大量带有金属冲角的突

冒船。齐国水军在用火箭完成第一轮

攻势后，随即派出突冒船向吴国水军

发起撞击，并以大翼船和数艘桥船作

战术配合，向吴军舰队深处突击，意图

将吴国水军反分割包围。面对齐国水

军坚船的猛烈冲撞，吴军舰队阵脚大

乱，被迅速分割成几部分。

最后，在齐国水军对包围圈中的吴

军战船发动总攻击时，使用了一种叫作

钩拒的水战武器。它是一种带有钩子

的长矛，在水战中，既可用“钩”钩住敌

军战船，使其无法逃脱；又能在己方处

于劣势时，用“拒”抵挡敌军战船的追

击。在琅琊海战中，齐国水军在利用火

箭和金属冲角完成前两轮攻势后，使用

钩拒钩住吴军战船，使之无法逃脱，继

而通过接舷战的方式取得战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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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舷战是冷兵器时代水战战法

之一，指在水战中，当双方船只的船

舷相互靠近时，本方士兵跳上对方

战船，与敌方展开短兵相接的白刃

战 ，以 求 杀 伤 敌 军 并 俘 获 敌 方 战

船 。 在 热 兵 器 发 明 和 广 泛 应 用 之

前，远程攻击的方式及威力都较为

单一，因此，水战通常以撞击战的形

式开始，以接舷战的形式结束。可

以说，接舷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古代水战的胜负结果。

接舷战

战火中的军队院校教育战火中的军队院校教育

古代士兵在水战中使用钩拒示意图古代士兵在水战中使用钩拒示意图。。

位于石家庄市鹿泉区南新城村的华北军政大学旧址位于石家庄市鹿泉区南新城村的华北军政大学旧址。。

张 家 口张 家 口

解放后解放后，，人民人民

解 放 军 通 过解 放 军 通 过

大境门大境门。。

张家口地处太行山、燕山和阴山山脉交汇处，西接绥远，东临平津，是连接北平与山西、内
蒙古的咽喉要塞，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历史上，张家口这座塞外山城曾经两次解放。1945
年 8月，冀察军区部队从日伪军手中解放张家口。1946年 10月，国民党攻占张家口。1948年
11月至 12月，华北军区第 3兵团奉命向据守张家口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击，打响解放张家口之
战，奏响平津战役胜利序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