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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魏前两次河西之战后，魏国占据

整个河西地区，对秦国构成巨大威胁。

此后，秦国为收复这一战略要地又发起

3 次河西之战，终于在第五次河西之战

中大获全胜，完全收复这一地区。

收复河西

战国初期，魏国趁秦国陷入内乱，

攻 占 了 原 属 于 秦 国 的 河 西 之 地 。 之

后，魏又在第二次河西之战中再次击

败秦军。秦献公即位后，在秦国进行

了一系列改革。随着国力转弱为强，

秦国在秦献公、秦孝公时期同魏国展

开两次大规模战争，即第三、第四次河

西之战。两次战役，秦国趁魏国中原

大战而发起进攻，却忽视此时魏国仍

是天下第一强国的事实。秦国虽经变

法国力上升，但改革成果尚未稳定，国

力、军力与魏国还有一定差距。两次

战役秦魏互有胜负，魏强秦弱的格局

未得到根本扭转。

公 元 前 341 年 ，魏 国 继 桂 陵 之 战

后再次在马陵之战中惨败于齐，其精

锐主力几乎丧失殆尽，国家实力遭到

极大削弱。秦国乘机发起第五次河西

之战，商鞅用计擒获魏军主将公子卬，

大败魏军。秦惠文王即位后，秦国继

续 攻 打 魏 国 ，并 于 公 元 前 330 年 再 次

大败魏军。连战连败的魏国已无力抵

挡，被迫将河西地区割让给秦国。至

此，秦国全部收复了被魏国夺占的河

西之地。

与第三、第四次河西之战不同的

是，秦国在第五次河西之战中连战连

捷，魏国再难有还击之力。这既是由

于魏国因马陵战败而实力大损，也源

于秦国因施行变法而国势日盛，使得

秦 魏 两 国 间 的 实 力 对 比 发 生 根 本 变

化。此外，秦国不仅在国家大战略上

深谋远虑，而且在具体战术安排上谋

划得当，从而一举收复河西地区，为秦

国最终雄霸天下奠定坚实基础。

变法强国

孙子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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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自《孙子兵法·作战篇》）这阐明战

争需要雄厚的国家实力作为支撑。

战国初期，魏文侯的变法促成魏

国国力的强盛，这也是“魏武卒”所向

披靡的基础。而秦国的强盛，则源于

一 场 更 为 彻 底 的 革 新 运 动 —— 商 鞅

变法。

为增强秦国实力，早日收复河西

之地，秦孝公颁布求贤令。在这种情

况下，在魏国郁郁不得志的商鞅投奔

秦国，并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展开变法

运动。在经济方面，商鞅废井田、开阡

陌 ，鼓 励 民 间 开 垦 荒 地 ，提 升 粮 食 产

量，为国家开展军事行动提供充足的

物质保障。在军事方面，商鞅废除旧

贵族世袭制，奖励军功，建立军功爵制

度，根据军士在战争中斩获敌军首级

数量授予相应的爵位及赏赐。军功成

为秦国阶级晋升的主要通道，平民、士

兵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立有军功，这

极大激发秦国士兵的训练热情，军队

战斗力大大提升。

魏国的李悝变法为战国变法之始，

之后吴起在此基础上推行的变法，也使

楚国国力逐渐强盛。但商鞅变法和吴

起变法本质上有所不同。吴起变法主

要集中在加强军事能力方面，并没有对

楚国的军功制进行改革，只能得到一时

的成功。相比之下，商鞅变法直接对准

秦国弊政，范围和改革力度都更大、更

彻底。商鞅将全部变法措施以法律和

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为历代秦国国君

所沿用。尽管商鞅被秦惠文王处死，变

法措施仍继续实行。秦国由此日益富

强，从而具备打败魏国、收复河西的实

力条件。故而，荀子指出：“齐之技击不

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

遇秦之锐士”。

上兵伐谋

“上兵伐谋”，用计谋打败敌人是最

高明的方式。在第五次河西之战中，秦

国的深谋远虑在大战略和具体战术上都

有所体现。自魏国占据河西之地，秦国

一直想要收复这一地区，但商鞅是从秦

国称雄天下的高度看待秦魏河西之争。

商鞅指出，秦魏两国的地理位置便决定

双方不能长期共存，“非魏并秦，秦即并

魏”。若秦国能够打败魏国占领河西之

地，便可独享黄河和崤山的有利地形，进

而可以向东控制各诸侯国。可以说，此

时秦孝公和商鞅已有“包举宇内、囊括四

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因而提出占据

河西进而称雄天下的国家大战略。在这

一总体规划指导下，秦国针对河西地区

进一步展开军事行动，可谓志在必得。

在具体战术层面，秦军首先是把

握战略时机，在马陵之战后的第二年

起兵攻魏。秦国选在魏国精锐部队几

乎伤亡殆尽之时进攻，正是运用了“趁

火打劫”之计，从而大大降低自身取胜

的难度。其次是战场战术的运用。商

鞅在魏国时，曾与魏军主将公子卬有

私交。战前，商鞅假意邀请公子卬前

来会盟，公子卬不疑有诈前来赴会，当

场被秦军擒获。而后，商鞅对魏军发

起进攻。魏军在没有主将的情况下，

阵脚大乱，最终秦军大获全胜。

秦国收复河西之地后并未停止攻魏

的步伐，直至完全掌握黄河天险。掌控

了东进中原战略要道的秦国，由此奠定

进军中原的基础。魏国在屡遭打击之

下，不得不联合其他诸侯国以制衡秦、齐

等国的威胁，战国由此进入合纵连横与

大混战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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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发生

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战役，这就是举世闻

名的上甘岭战役。

在持续 43 天的上甘岭战役中，志愿

军涌现出许多英雄集体和个人。根据原

总政治部组织部编辑的《中国人民解放

军和武装警察部队英雄模范单位名录》，

参加上甘岭战役的志愿军部队，有多个

集体被军以上机关授予荣誉称号。

“二级杀敌战斗英雄班”。在 1952

年的战斗中，志愿军炮兵第 9 团 8 连 7 班

积极开展冷炮运动，杀伤大量敌人，先后

荣立三等功、特等功各 1 次。1952 年美

军“秋季攻势”被粉碎后，为加强在停战

谈判中的地位，美军集中兵力向上甘岭

地区发起“金化攻势”。7 班在连的编成

内配属 135 团坚守五圣山前沿阵地。在

43 天的艰苦战斗中，他们发射炮弹 3600

余发，歼敌 1400 余人。7 班凭着过硬的

军事本领、机智灵活的战术和英勇顽强

的作风，狠狠地打击了敌人，有力支援了

步 兵 坚 守 阵 地 ，出 色 完 成 战 斗 任 务 。

1952 年 10 月 ，志 愿 军 政 治 部 授 予 该 班

“二级杀敌战斗英雄班”荣誉称号。

“以少胜多班”。1952 年 10 月 2 日，

美军向志愿军第 12 军 31 师 91 团 8 连 4

班扼守的五圣山前沿 597.9 高地 9 号阵

地发动数十次轮番轰炸。该班在班长牺

牲的情况下，由副班长蔡兴海指挥，群策

群力，灵活运用小兵群作战的战术与敌

激战 8 小时，以轻伤 3 人的代价打退敌 1

个排至 1 个连兵力的 7 次冲锋，歼敌 450

余人，敌我伤亡比例为 150∶1。战后该

班荣立一等功，副班长蔡兴海被志愿军

政治部授予“二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1952 年 11 月 25 日，志愿军第 3 兵团授予

该班“以少胜多班”荣誉称号。同年 12

月 6 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志愿军某

部在上甘岭创光辉战例》为题，宣扬了 8

连 4 班的英雄事迹。

“上甘岭战斗英雄连”。 1952 年 11

月，上级指示志愿军第 24 军 72 师高炮营

高射机枪连作为支援分队，配属 216 团

参加战斗。主要任务是埋伏在距上甘岭

200 米 处 的 无 名 高 地 上 ，打 击 美 军 飞

机。19 日夜，美军进至阵地前沿约 1 公

里的某高地。20 日凌晨，其配属的 B-29

型轰炸机对志愿军阵地进行空袭。高炮

营官兵沉着应战，将来犯的 15 架敌机一

举击落 5 架。敌恼羞成怒，纠集地面部

队疯狂向高射机枪连阵地发起进攻。全

连官兵紧紧依靠党支部的坚强领导，勇

猛顽强，圆满完成配属作战任务，有力保

证了前沿部队空中安全。1952 年 12 月，

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授予该连“上甘岭

战斗英雄连”荣誉称号。

“徐华公排”。1952 年 11 月，在上甘

岭战役第三阶段作战中，志愿军第 12 军

31 师 93 团 9 连 2 排排长徐华公紧紧团结

全排同志，在粮食极度缺乏的情况下，把

仅有的一点炒面分给 1 排、3 排的战友。

战斗中，他们机智灵活，英勇顽强，牢牢

坚守在 597.9 高地上，发扬小群孤胆的战

斗作风，打得非常勇猛，工事修得又快又

好，战术机巧灵活，连续打退美军第 3 师

13 次冲锋，歼敌 280 余人，缴获大量武器

弹药。最后，由于敌众我寡，全排同志大

部壮烈牺牲，但依然掌握着阵地，直至

106 团接替防守。1952 年 12 月，志愿军

第 12 军授予该排“徐华公排”荣誉称号。

“上甘岭冬防模范连”。 1951 年 3

月，志愿军第 15 军 29 师 87 团一连随师

奉命赴朝参战。1952 年 10 月 14 日，美

军投入大量兵力向上甘岭地区发动猛

烈 进 攻 。 战 斗 打 响 后 ，第 87 团 对 扼 守

537.7 高 地 北 山 阵 地 之 敌 进 行 反 击 ，一

连在兄弟单位的配合下，英勇作战，率

先 攻 占 高 地 。 美 军 连 续 5 天 组 织 兵 力

反攻，其中一次出动 2 个团兵力，在战

车 60 余 辆 、飞 机 百 余 架 次 和 强 大 炮 火

配 合 下 ，连 续 攻 击 17 次 。 担 负 正 面 反

击任务的一连官兵在只剩 11 人的情况

下，组织轻伤员连续打退敌人反扑，为

最 终 赢 得 胜 利 奠 定 基 础 。 1952 年 12

月，志愿军第 15 军授予该连“上甘岭冬

防模范连”荣誉称号。

“二级战斗英雄排”。志愿军第 12

军 31 师 92 团 3 连 1 排 ，在 1951 年 11 月

战斗中，奉命坚守 500 高地，在冰天雪地

里与敌激战 2 昼夜，击退南朝鲜军 2 个

排 至 1 个 营 的 12 次 反 扑 ，歼 敌 200 余

人。1952 年 6 月 13 日，1 排在鹫峰阵地

进行伏击，以轻伤 1 人的代价，全歼美军

1 个 加 强 排 40 余 人 。 1952 年 11 月 12

日，在上甘岭战役中，一排坚守 537.7 高

地北山 1 号阵地。副排长俞学明身负重

伤，耳被震聋，仍然坚持指挥战斗；一班

长何英明肠子被打了出来，仍坚持不下

火线，直至壮烈牺牲。此战，一排凭着

有我无敌的大无畏精神，激战 2 天 2 夜，

连续打退敌人 1 个排至 2 个连规模的 5

次进攻，毙伤敌 400 余人。1953 年 3 月，

志愿军第 3 兵团授予该排“二级战斗英

雄排”荣誉称号。

“二级英雄连”。1951 年 10 月，在金

城阻击战中，志愿军炮兵第 7 师 20 团 9

连以 86 发破甲弹，创造了以榴弹炮击毁

敌 11 辆坦克的战绩，受到志愿军通令嘉

奖，荣立二等功。1952 年 10 月 17 日，在

上甘岭战役支援坑道作战中，9 连屡遭

敌炮兵轰击，仅落在阵地周围的炮弹就

有 1.5 万余发，敌机袭击 8 架次，投弹 40

余枚。九连官兵仍然顽强坚守在阵地

上，该连以 176 发炮弹杀伤敌 150 余人、

伤敌火炮 11 门、汽车 25 辆、击毁敌汽油

库和弹药库各 1 座，荣立一等功。1954

年 1 月 2 日，志愿军政治部授予该连“二

级英雄连”荣誉称号。

“二级英雄班”。 1951 年 10 月 ，在

秋季攻势东线阻击战中，志愿军炮兵第

7 师 11 团 4 连三炮班随连受领支援步兵

战 斗 任 务 。 战 斗 中 ，三 炮 班 在 伤 亡 7

人、缺员操作的情况下，顽强战斗，单炮

射击，有力地支援了步兵，步炮密切协

同击溃敌 2 个营的 3 次集团冲锋，歼敌

1800 余人，取得重大战果。1952 年上甘

岭 战 役 及 1953 年 夏 季 反 击 战 ，三 炮 班

团结一致，又立新功。1954 年 1 月，志

愿军政治部授予该班“二级英雄班”荣

誉称号。

此外，还有一些集体和个人在上甘

岭战役中英勇作战，立下卓越功勋。如

志愿军第 15 军 45 师 134 团 3 营 8 连，在

上 甘 岭 战 役 中 ，8 连 官 兵 浴 血 奋 战 43

天，坚守坑道 14 昼夜，那面布满 381 个

弹 孔 的 战 旗 最 终 飘 扬 在 上 甘 岭 主 峰 。

战后，八连被志愿军第三兵团授予“英

勇顽强，功勋卓著”锦旗，并荣立集体特

等功。从此，该连被称为“上甘岭特功

八连”。

上甘岭战役中的英雄集体
■徐 平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有 2 支红 27

军，一支是 1932 年 10 月组建的皖西红

27 军，另一支是 1935 年 1 月组建的陕北

红 27 军。本文所说的是皖西红 27 军。

1932 年 9 月底，在红四方面军主力

由湖北省英山县向黄安县（今红安县）

转移途中，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致信给

中共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让他与东

路游击司令员刘士奇、红 9 军第 27 师师

长徐海东等组建中共鄂皖工作委员会，

统一领导鄂皖边界地区的工作和武装

斗争。10 月 1 日，中共皖西北道委在英

山 土 门 潭 召 开 会 议 ，根 据 中 央 分 局 指

示，成立中共鄂皖工作委员会，并决定

将金家铺一带的红军和地方武装统一

编成红 27 军。

10月 2日，中共鄂皖工委在金家铺的

河滩上召开大会，正式宣告红 27军成立，

下辖第 79、第 81 师，全军共 4500 余人，由

刘士奇任军长、郭述申任政治委员。

首战趾凤河。红 27 军成立后，为避

敌锋芒，向太湖县、宿松县方向前进。10

月 9 日，在趾凤河以东栗树嘴、帅家垄，

遭敌第 46师 2个团堵击。考虑到敌第 46

师战斗力较弱，红 27 军决定利用趾凤河

一带有利地形集中全军力量歼灭敌军。

徐海东率一团迂回至敌人侧后方，迅速

攻占小石门制高点，切断敌人退路，给敌

以重大杀伤。敌军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红 27 军 其 他 各 团 乘 势 发 起 猛 烈 攻 击 。

激战至 16 时，毙伤俘敌约 1 个团，缴获大

量枪支弹药。此战有效打击了敌人的嚣

张气焰，之后一段时间内，敌人不敢轻举

妄动，为红 27军转战赢得宝贵时间。

再战衙前镇。10 月中旬，红 27 军经

店前河、河图铺地区，到达潜山县衙前镇

（今安徽省岳西县城）以东的一条山沟附

近，遭敌第 54 师伏击。部队和随行群众

及伤病员都涌到山沟里，人多沟窄、行走

困难，情况危急。红 27 军迅速抢占衙前

镇东侧的几个山头，抗击数倍于己之敌，

同时组织群众火速转移。经过 3 个多小

时激战、10余次反复冲杀，最终打退敌人

的进攻，毙伤俘敌数百人。

三战大沙河。衙前镇战斗后，红 27

军向北转移拟渡过淠河。10 月 24 日，在

官庄地区全歼敌第 32 师 1 个营。之后，

红 27 军 星 夜 向 桐 城 县 土 岭 方 向 转 移 。

在土岭冲破敌第 32 师的围堵后直插大

沙河。渡河后，红 27 军第 1 团随即占据

河东有利地形，与尾随而来的敌军隔河

展开激烈战斗。敌人依仗数量上的优

势，企图抢渡大沙河。第 1 团顽强阻击

敌人，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粉碎了敌人

的渡河企图。

突围磨子潭。11 月初，红 27 军到达

霍山县三里店村后，中共鄂皖工委召开军

领导干部会议。会议认为，红 27 军远离

根据地，缺衣少粮，部队天天行军作战，兵

员补充和伤病员安置都有困难，于是决定

渡过淠河，返回皖西北革命根据地。

11 月 6 日晨，红 27 军到达淠河东岸

磨子潭附近。敌第 32 师第 94 旅已经占

据河西岸的大小山头，控制了黑虎尖制

高点，堵住了红 27 军去路。敌第 47 师也

跟踪而至，占领了红 27 军来路上的两侧

山头，切断了红 27 军的退路。红 27 军被

压缩至河川峡谷里，情况异常危急。刘

士奇当即决定突出重围，并把这一任务

交给第 79 师第 1 团。在徐海东的亲自率

领下，第 1 团冒着敌人的密集火力，强渡

淠河，向敌人黑虎尖阵地发起攻击，用

刺刀和手榴弹杀出一条血路。由于敌

人火力凶猛，刚打开的突破口很快被封

锁，徐海东迅速带领突击队再次攻击。

同时，第 79 师第 3 团团长程启波也率领

突击队，从敌侧翼设防薄弱的几丈高的

陡壁攀登上去，突然杀向敌人，打了敌

人一个措手不及。我军后续部队和地

方干部、群众及伤病员乘势突出包围。

此战，红 27 军毙伤敌数百人。

激战吴家店。11月 14日，红 27军到

达皖西北革命根据地边缘的金寨吴家店

地区。翌日，敌第 32 师和第 47 师尾追而

来。全军下定决心，绝不让敌人进入根

据地危害群众。遂在吴家店以东包畈河

北岸占领有利地形，成一线展开，顽强阻

击敌人。敌人出动飞机 38 架次，狂轰滥

炸，掩护其地面部队进攻。经 3 昼夜激

战，红 27 军打退了数倍于己之敌的多次

冲击，毙伤俘敌近千人。

决战沙窝集。此后，红 27 军在赴鄂

东北的途中，于商城县新店子（今商城

县 达 权 镇 新 店 村）夜 袭 顾 敬 之 反 动 民

团，毙伤敌 200 余人。在沙窝筹粮时，敌

第 75 师 1 个旅从商城县余集镇追来。红

27 军集中全部兵力占领有利地形，经激

烈战斗，将敌击溃，歼其 1 个营，从而顺

利进入鄂东北革命根据地。

11 月 24 日，红 27 军到达黄安县七

里坪附近，与中共鄂豫皖省委和鄂东北

地区的红军会合。中共鄂豫皖省委根

据斗争形势需要，决定撤销中共鄂皖工

委，并撤销红 27 军番号，下辖两个师分

别编入红 25 军和红 28 军。虽然红 27 军

仅存 54 天，但在中共鄂皖工委领导下，

转战 10 余县，行程近 3000 公里，钳制了

敌人 5 个师以上兵力，经历大小战斗数

十 次 ，打 垮 了 敌 人 多 次 追 堵 ，歼 敌 近

4000 人，保存了可贵的革命种子，为皖

西北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作出贡献，在

中国革命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鲜为人知的皖西红 27 军
■胡遵远

链接历史链接历史

相关链接

春秋战国春秋战国 韬略兵戈韬略兵戈

趁 火 打 劫 为“ 三 十 六 计 ”第 五

计，指当敌人出现危机或陷入困境

时 ，我 方 应 该 趁 机 进 攻 以 谋 取 实

惠。它体现了《孙子兵法》中“乱而

取之”“敌人开阖，必亟入之”思想，

以求用最小代价谋取最大的利益。

历史上对趁火打劫之计多有运用。

南北朝时期，北齐与北周趁萧梁王

朝陷入侯景之乱，夺占南方大片土

地；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调西域

精兵回内地平叛，吐蕃趁机夺占唐

河西及西域地区。

趁火打劫

红红 2727军诞生地军诞生地——湖北省英山县金家铺镇龙潭河村今貌湖北省英山县金家铺镇龙潭河村今貌。。

“上甘岭战斗英雄连”奖旗。 志愿军集体立功纪念证。

布满 381个弹孔的战旗飘扬在上甘岭主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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