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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军队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和抗

日战争时期的不断发展，在武器装备种

类和数量上有了长足进步。从总体上

看，战士们手中的武器仍然以轻武器为

主，加上为数不多的中小口径火炮，火

力打击和爆破攻坚能力相比国民党军

仍有较大差距。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

军构筑的坚固碉堡和先进的坦克，成为

我军夺取胜利的障碍。经过探索与实

践，我军总结出击碎国民党军形似“龟

壳”的碉堡和坦克的战术打法，在战场

上不断出新、战果显著。

国民党军构筑的碉堡多用土木、砖

石、金属或钢筋混凝土等材料，十分坚

固，作为防御工事抵挡我军进攻。当时

的碉堡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工事，一种为

“炮楼”，为两层以上的高大工事，有圆

形、方形等多种形状。阎锡山部在太原

城外，大量构筑这种工事，我军普通的

子弹、手榴弹根本无法对其造成破坏。

另一种为“地堡”，指用来供步枪、机枪

射击使用有掩盖的低矮工事（通常为一

层）。地堡构筑简单，目标低矮，不易被

发现，其生存能力大大高于多层的高大

碉堡。不论是炮楼还是地堡，它们的周

围一般都设有防御设施，如鹿砦、铁丝

网、雷场等，进一步增加我军攻坚的难

度。在坦克装备方面，国民党军主要接

收了侵华日军的 97 式、89 式坦克，并从

美 国 引 进 200 余 辆 当 时 较 为 先 进 的

M3A3“斯图亚特”轻型坦克。这些坦克

性能虽然参差不齐，但其防护力、机动

力、火力相比我军都有较大优势，一度

让我军官兵头疼不已。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战胜

敌军的碉堡和坦克，我军官兵首先从武

器装备入手，对现有武器进行改良，创

新出一些“特种武器”来攻击敌人。一

是炸药手榴弹，也叫强力手榴弹，就是

将盛满炸药的小布袋捆绑在手榴弹弹

体上，靠手榴弹爆炸来引爆炸药以增加

威力，用来攻击碉堡或坦克构造薄弱的

部分。二是长竿手榴弹，也叫集束手榴

弹，就是把数枚手榴弹绑成一捆固定在

长竿上，用以插入碉堡的射击孔或坦克

内进行引爆，杀伤敌军内部人员。三是

长竿烟熏弹，即在长竿的一端固定好手

榴弹的拉发引信，以大量的发烟物包裹

引信，使用时拉引信发火并迅速插入敌

碉堡或坦克内，大量刺鼻烟雾会将敌人

熏出，趁机将其消灭。此外，我军后方

的兵工厂专门研制了威力较大的新型

炸药，比如太行山地区兵工厂制造的硝

铵炸药，对岩石、混凝土、钢铁装甲等材

料的破坏效果较好，在我军各部队中得

到广泛应用，成为官兵手中击碎“龟壳”

的有力武器。

有了威力足够的武器装备，还要搭

配上能够直击敌人软肋的战术打法。碉

堡和坦克的威力再大，也有自己的致命

弱点。打蛇要打七寸。面对武装到牙齿

的敌人，我军官兵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以机动灵活的战术打法狠打敌人的“七

寸”。在战斗中，战士们发现敌人碉堡的

薄弱之处在于射击孔。一方面，为便于

射击，射击孔的结构往往与碉堡本身剥

离开来，单独用砖头堆砌，硬度较小；另

一方面，通过射击孔观察和射击，死角较

多。利用这些弱点，我军官兵在战斗中

或从侧面集火射击敌碉堡的射击孔，将

其击碎；或在火力掩护下快速接近，投掷

爆炸物；或利用其射击死角，小群多路迂

回 侧 后 发 起 攻 击 ，都 取 得 了 不 错 的 效

果。在攻击敌碉堡群时，东北野战军第 2

纵队最早采取“突破一点、再及其余”的

战法。1948 年 10 月 14 日锦州战役中，担

任主攻任务的第 2 纵队第 5 师，通过挖交

通壕迫近锦州城守军的防御前沿，先拿

下敌军外侧最为突出的碉堡，而后利用

碉堡之间的交通壕、土埂等穿插分割、包

围迂回，逐个攻破了进攻路线上守军的

多个据点，为后续部队攻城略地、清剿残

敌扫清了障碍。

与 碉 堡 相 比 ，敌 军 坦 克 的 弱 点 更

加明显，比如泥泞道路行动困难、履带

底盘容易破坏、战术指挥缺乏重点、车

内 乘 员 训 练 水 平 较 低 等 。 1947 年 1 月

的 鲁 南 战 役 中 ，装 备 有 45 辆 坦 克 的 国

民党军第 1 快速纵队同整编第 26 师一

道，向山东解放区的临沂进犯，妄图效

仿二战期间纳粹德军的战法对我军进

行“闪击”。陈毅、粟裕等人在充分研究

敌 军 坦 克 作 战 特 点 后 ，决 心 在 峄 县 以

东、兰陵以北的漏汁湖一带围歼敌人。

漏汁湖一带沼泽较多，且正值雨季，道

路大多泥泞不堪，大大制约敌军坦克部

队的机动能力。果然，第 1 快速纵队刚

刚进入战场，就有超过一半的坦克、卡

车陷入泥沼，不能动弹。我军官兵多路

出击，有的用炸药包炸毁坦克的履带，

有的用长竿手榴弹攻击坦克底部，还有

的战士自创“挖眼揪耳”战法——用泥

巴 糊 住 坦 克 的 瞭 望 镜 、拔 掉 坦 克 上 的

通 信 天 线 。 在 此 攻 势 下 ，有 24 辆 敌 军

坦克被俘虏，蒋介石寄予厚望的第 1 快

速 纵 队 成 为 笑 话 。 陈 毅 写 下《鲁 南 大

捷》庆祝胜利：“快速纵队走如飞，印缅

归 来 自 鼓 吹 。 鲁 南 泥 泞 行 不 得 ，坦 克

都 成 废 铁 堆 。 快 速 部 队 今 已 矣 ，二 十

六 师 汝 何 为 ？ 徐 州 薛 岳 掩 面 哭 ，南 京

蒋贼应泪垂。”

除改良装备和精研战术外，还有许

多因素影响着炸碉堡和打坦克的实际

效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解放军战士英

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这是我军击碎“龟

壳 ”的 重 要 基 础 。 舍 身 炸 碉 堡 的 董 存

瑞、梁士英早已家喻户晓，我军战士“肉

搏坦克”的景象更是被许多影视作品再

现。战士们常以勇猛的动作冲入敌军

坦克群中，用炸药包、集束手榴弹炸，用

燃烧手榴弹、秸秆烧，用铁锹、洋镐砸等

多种手段，与敌坦克搏斗。正是有了无

数善打硬仗、敢于冲锋的解放军战士，

才能让我们在血与火的较量中占据优

势，即便敌人的外壳再坚硬，我们也能

把它“咬碎了”“吞进去”。

击碎“龟壳”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如何炸碉堡打坦克

■周 一 尹斐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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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482 年，吴王夫差率精兵北

上与晋国争霸。越王勾践趁此时吴国

内防守空虚，发兵偷袭吴国，并攻克吴

都姑苏（今江苏省苏州市附近），史称

姑苏之战。

姑苏城破

夫椒之战吴破越后，吴王夫差一

心北上，争霸中原。为此，夫差连续两

年率军伐齐，终于在艾陵之战中打败

齐 国 。 而 后 ，夫 差 又 将 矛 头 对 准 晋

国。公元前 482 年，夫差带领大部精兵

北上，与晋、鲁等国会盟于黄池（今河

南省新乡市封丘县附近）。会盟过程

中，晋吴两国都想成为盟主，协商多时

没有结果。此时，吴都姑苏仅有吴太

子友和老弱残兵留守。越王勾践抓住

良机，征集士卒近 5 万人，兵分两路向

吴国进攻。一路由上大夫范蠡、大夫

舌庸率领沿海路进入淮河，切断夫差

退路；另一路由将领畴无馀、讴阳领兵

为先锋；勾践亲率大军跟进，从陆路直

袭吴都姑苏。

作为先锋的畴无馀、讴阳率先抵

达姑苏城郊。吴太子友闻讯，急忙率

兵至泓上（今江苏省苏州市西南郊附

近）抵 御 ，因 实 力 不 足 ，主 张 坚 守 待

援。但王孙弥庸不顾太子友的劝阻，

与王子地率军出战，击败越军先锋部

队，俘虏了畴无馀与讴阳。待勾践率

越军主力赶到，吴国守军再次出城与

越军交战，由于实力相差悬殊，此战吴

军大败，吴太子友、王孙弥庸等被俘，

越军继而攻入姑苏，焚毁姑苏城。远

在黄池的夫差得知国都被袭，匆匆完

成会盟后率军返回。由于姑苏城已被

攻陷，吴军军心涣散，毫无斗志，夫差

只得向勾践求和。勾践考虑到以目前

越国的实力尚无把握拿下吴国，因而

同意讲和。此战越国取得重大战果，

一举改变吴越两国间的实力对比，为

日后灭吴奠定了基础。

战略失策

强盛一时的吴国被曾经的手下败

将越国击败，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吴国

战略失策。夫椒之战，吴军大败越军

并一举攻占越国都城会稽，越王勾践

仅率数千人退守会稽山，欲与吴国讲

和。尽管伍子胥坚决要求彻底消灭越

国以绝后患，但夫差听信伯嚭谗言与

越议和。之后，夫差更是不顾伍子胥

劝阻释放勾践回国，将战略重心转至

北上。勾践回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

治以图复仇。夫差执着于争夺中原霸

权 ，对 近 在 咫 尺 的 越 国 威 胁 视 而 不

见。可以说，越国的逐渐强盛既是夫

差养虎遗患的结果，也是吴国大战略

失策的具体体现。

此外，夫差为争夺中原霸主地位，

连年用兵，靡费国力。首先,夫差征发

大批人力兴建邗沟以沟通淮河，方便

向北调兵及运送钱粮。此后，在公元

前 485、484 年连续两次发动对齐国的

战争。尽管吴国在艾陵之战中打败齐

国，但自身同样损失惨重。两年后，夫

差又率精兵参加黄池之会，利用“如火

如荼”之军容向晋国施加压力，最终迫

使晋国同意吴国担任盟主。在这一系

列军事行动中，吴国虽最终达到了目

的 ，对 于 自 身 国 力 却 是 巨 大 的 损 耗 。

《孙子兵法》指出：“凡用兵之法，驰车

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

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

甲 之 奉 ，日 费 千 金 ，然 后 十 万 之 师 举

矣。”若长期用兵势必“钝兵挫锐，屈力

殚货”，其他诸侯国便会乘机进攻，到

那时就很难挽回危局了。因此，《孙子

兵法》首先要求统治者先深知“用兵之

害”，才能谋求“用兵之利”。夫差对用

兵之害考虑不周，战略失策，使得“吴

士民罢弊，轻锐尽死于齐、晋”，最终被

越国乘势而入。

轻率出战

勾践亲率越国大军偷袭姑苏，对

于留守的吴军而言，最理智的做法便

是据城坚守。姑苏乃吴国都城，在吴

国多年经营下，城高池深，易守难攻。

且城内人口众多、粮草充足，具备坚守

的条件。众所周知，守城的难度远小

于野战，弱势一方据城坚守拖住强大

对手的事例在战史上比比皆是。《孙子

兵法》将攻城列为最下之策、不得已之

策，正因攻城乃风险大、收益低的军事

行动。在此战中，吴国守军若能坚守

姑苏一两个月的时间，便足以等到夫

差率吴军精锐回援。届时吴军里应外

合，打败越国的军队并非难事。然而，

留守的吴军轻率出城迎战，终因寡不

敌众全军覆没，姑苏因而失陷。放弃

坚守，轻率出城，这可谓吴军在此战中

极为失策之处。

此外，将领素质也影响战争的成

败。此战中，吴太子友主张坚守。而

王 孙 弥 庸 因 在 越 军 中 看 到 其 父 的 旗

帜，想到与越国的杀父之仇而坚持出

城作战。在王子地的领兵相助下，王

孙弥庸击败了越军的先锋部队，由此

因胜而骄，只留王子地守城，其余人皆

出战，企图乘越军远途跋涉疲惫之时

将其击败。勾践率越军主力到达后，

越军士气高昂，以优势兵力一举将吴

军击败。《孙子兵法》曰：“主不可以怒

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

动，不合于利而止。”王孙弥庸不听吴

太子友的指挥，愠而出城作战，终而葬

送吴军，扰乱夫差计划。《孙子兵法》将

“将孰有能”视为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

之一，其深意正在于此。

姑
苏
之
战

■
于
涌
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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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成语出自《国语·吴语》，原形

容军容之盛，现用来形容旺盛、热烈

或激烈。春秋末期，晋吴两国在黄

池 之 会 上 ，为 争 做 盟 主 而 互 不 相

让。吴王夫差为迫使晋国屈服，决

定出奇制胜。夜里，夫差将吴军 3 万

人 排 成 3 个 大 方 阵 ，每 个 方 阵 1 万

人。其中一方阵皆白衣裳、白旗帜、

白 铠 甲 、白 箭 翎 ，望 之 如 同 白 茅 花

（荼）；另 一 方 阵 一 律 红 衣 裳 、红 旗

帜、红铠甲、红箭翎，望之如火；还有

一方阵皆黑衣裳、黑旗帜、黑铠甲、

黑箭翎，望之如浓墨。天亮后，吴军

击鼓呐喊。晋军被吴军盛大的军容

和整肃的军威吓得大惊失色，晋国

不得不尊吴王夫差为霸主。各国诸

侯都不敢和夫差相争，也不得不承

认吴国的霸主地位。“如火如荼”可

视为心理战的一种，是战略威慑的

一次成功运用。

如火如荼

1949 年 9 月 2 日至 29 日，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 19 兵团北进宁夏，

对 驻 守 宁 夏 的 国 民 党 军 发 起 进 攻 作

战。宁夏战役中，我军以锐不可当的攻

势行动冲破敌人设立的三道防线，结束

了马鸿逵家族对宁夏数十年的封建统

治，实现宁夏全境 16 个县、市、旗的全部

解放，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

因敌而动，果断决策。兰州解放后，

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马鸿

逵率兰州残敌和增援之敌 7 万余兵力，

迅速撤回宁夏。面对我军的进攻，马鸿

逵制定了“打光、烧光、放水”的反动政

策，并依托黄河天险构筑起以银川为中

心的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以骑兵第 20

团守同心、第 81 军一部守靖远、新编骑

兵第 1 旅守景泰。第二道防线以贺兰军

守中宁、第 81 军主力守中卫。第三道防

线以第 128 军守金积、第 11 军守灵武（后

退守银川）。国民党军企图以守为攻，打

乱并阻止我军北进宁夏。

宁夏东临陕北，北接内蒙古，东南、

西南被甘肃环绕，以陇山、贺兰山为南北

天然屏障，号称“塞上粮仓”，历来为兵家

重地。“宁夏王”马鸿逵 30 余年的封建统

治，使宁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面对马鸿逵的防御部署，第一野战

军认真研究后决定以第 19 兵团及西北

军区独立第 1、第 2 师进军宁夏，决心采

取全面突破、重点截击、争取起义、集中

歼 敌 等 手 段 ，首 先 突 破 敌 军 第 一 道 防

线，截击中宁之贺兰军，争取中卫马鸿

宾部第 81 军起义，而后集中力量歼灭金

积、灵武、银川之敌。

三路并进，东西夹击。9 月 2 日，第

19 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

率 10 万大军，分西、中、东三路向宁夏进

发。西路第 63 军第 188 师采取水陆协同

方式，沿黄河及其东、西岸三路并列北

进，至 17 日解放了景泰城，争取敌千余

人投诚，并乘胜穿沙漠、渡黄河，兵临中

卫城下。中路第 19 兵团部率第 63 军（欠

第 188 师）、第 65 军，采取梯次行进方式，

以迅猛行动冒狂风暴雨越过香山，取捷

径向中卫追击，并控制了黄河南岸。东

路以第 64 军为主，沿西（安）银（川）公路

北上，先后解放同心县、中宁县，切断宁

夏兵团贺兰军东逃金积、灵武的后路，

迫使贺兰军闻风从黄河渡口北逃。三

路用兵，不仅形成钳制敌军的效果，又

切 断 了 敌 人 的 逃 跑 路 线 ，防 止 敌 人 逃

窜。至此，我军基本突破了敌人的第一

道防线，并从黄河两岸对中卫守敌形成

东西夹击之势。

拉打结合，战和兼施。对于西北地区

的解放问题，毛泽东曾致电西北局及第一

野战军首长：“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

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族干部又甚少，欲求

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地解决，必须采用政

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

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此次宁

夏战役，毛泽东发电报指示作战部队“用

打拉两种方法争取迅速解决宁夏问题”。

至 16 日，第 19 兵团三路大军已从黄

河南北两岸进入河套，对中卫守敌第 81

军形成合围、夹击之势。正所谓“攻城为

下，攻心为上”，如何用最小的代价取得

最大的效果，成为摆在我军面前的一个

重要问题。由于马鸿逵执迷不悟、顽固

不化，我军将突破口选在马鸿宾身上。

马鸿宾虽与马鸿逵是兄弟，但两人政见

一向不和，前者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拥护

合作抗日，与马鸿逵早有矛盾。于是，我

军开始做马鸿宾父子的思想工作。第一

野战军及时派出代表团与宁夏方面谈

判，商讨和平解决方案，还特意邀请郭南

浦等民主进步人士出面，与马鸿宾等军

政要员进行商谈。

在“拉”的同时，我军以“打”的姿态

敦促敌第 81 军尽早定下起义决心。我

军第 188 师进占中卫沙坡头附近的黄家

庙，随即摆开进攻中卫的架势。第 64 军

同时命令榴弹炮团袭击敌军黄河左岸

的碉堡和公路上来往的汽车。第 188 师

乘机利用敌第 81 军撤退时没来得及拆

除的电话线与守敌通话，劝告第 81 军军

长马惇靖认清形势、弃暗投明。

9 月 18 日，在我军强大的军事压力

和政治攻势下，马惇靖派代表前往中宁

县城，与第 64 军洽谈起义事项，商谈起

草起义协定条文。19 日，马惇靖接受和

平解放方案，并在和平协议上签字。随

后第 81 军宣布起义，中卫和平解放，敌

第二道防线不攻自破。

审时度势，乘胜追击。中 卫 解 放

后，我军第 63 军由石空堡北渡黄河，直

指银川。宁夏兵团司令马敦静为挽救

败局，重新调整兵力部署，企图在金积、

灵武一带凭借牛首山、青铜峡等天险屏

障和纵横交错的水网负隅顽抗。

17 日 ，我军第 191 师第 573 团在夜

幕掩护下采用突袭战术，向牛首山制高

点小西天发起突然袭击，迅速占领了各

山头阵地。而后，第 191 师和第 192 师从

西、南两个方向进行包抄，向金积进击，

力求分割围歼守敌。19 日，第 191 师突

破青铜峡口，对敌军展开追击，并击溃

了金积、灵武以南的守敌。敌军为迟滞

我 军 进 攻 ，竟 紧 急 将 汉 延 渠 决 口 30 多

处，并破坏所有桥梁，使得 20 余里地区

洪水泛滥，万亩良田被淹，百姓无家可

归。这一行为激发我军广大指战员的

斗志，全军上下不畏困难，踩着洪水和

泥泞的道路继续行军，采取架桥通行、

密切协同、跟踪追击、逼迫围困、截断退

路等方式，形成对金积的包围，而后乘

胜追击攻入灵武、吴忠堡，歼灭敌第 128

军大部，争取其军长率残部投诚。

敌三道防线全部被摧毁，敌主帅紧

急乘机逃跑，在失去指挥、四面楚歌的情

况下，宁系高级将领不得不联名发出通

电接受和平解放。21 日，彭德怀复电表

示欢迎。双方即派出代表协商和平解决

宁夏的有关事项并达成协议。23 日，第

19 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

同国民党宁夏军政代表签订了《和平解

决宁夏问题之协议》。此后，26 日，第 19

兵团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马鸿宾率各

族群众 700余人齐集南门外欢迎。29日，

我军进驻阿拉旗首府定远营，战役结束。

此役，第 19 兵团充分利用“二马”之

间的矛盾和敌兵力部署上的弱点，将全

局上的相对优势兵力转化为局部上的绝

对优势，并通过拉打结合，促成了国民党

第 81 军 的 起 义 和 宁 夏 兵 团 残 部 的 投

诚。最后，我军以伤亡 700 余人的代价

共歼灭与和平改编国民党军 4 万余人，

这对我军今后的作战具有借鉴意义。

拉打结合解放“塞上粮仓”
■张 弛

鲁南战役中鲁南战役中，，我军战士缴获的国民党军坦克我军战士缴获的国民党军坦克。。

史说新语史说新语

位于银川市解放广场的宁夏解放纪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