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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元 前 284 年 ，燕 国 联 合 秦 、赵 、

魏、韩四国共同讨伐齐国，在短时间内

攻下齐国 70 余城，直入齐国都城临淄

（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此战对战

国整体格局影响巨大，此前实力超群的

齐国从此一蹶不振，秦、齐两强东西对

峙的格局也转变为秦、赵两国的争锋。

苏秦死间

公元前 314 年，齐宣王趁燕国内乱

大举兴兵伐燕，在短时间内攻占燕国

都城，并在燕地大肆烧杀抢掠。燕昭

王即位后，励精图治，招揽人才，意图

振兴燕国，向齐国报仇。一时间，各国

才士争先恐后地奔赴燕国，“乐毅自魏

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

燕”。但齐强燕弱的状况并未得到根

本扭转，燕昭王意识到联合其他诸侯

国一起伐齐才能增加胜算。在这种情

况下，被燕国封为武安君的苏秦自愿

前往齐国充当间谍，极力破坏齐国与

其他诸侯国的关系。

《孙子兵法》将间谍分为因间、内

间、反间、死间、生间 5 种。苏秦此次所

要充当的，便是最危险的“死间”。他

要使齐国一步步陷入孤立，最终促成

反齐联盟的形成。一旦他暴露身份，

必将难逃一死。《孙子兵法》在论证间

谍 的 重 要 作 用 时 曾 指 出 ：“ 昔 殷 之 兴

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

在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中，

又在其后增加了一句“燕之兴也，苏秦

在齐”，这应当是后世学者所增补，但

可反映出苏秦为燕国作出重要贡献。

随 着 赵 国 凭 借 胡 服 骑 射 一 举 崛

起，政治格局呈现出秦、齐、赵三强的

局面。为此，苏秦最重要的任务便是

离间齐国与秦、赵两国的关系，使燕国

能够借助秦、赵两国的力量共同对付

齐国。

反齐联盟

苏秦入齐后，为消耗齐国国力和

制造齐国与其他诸侯国的矛盾，极力

鼓动齐湣王灭宋。因为一旦齐国吞并

宋 国 ，必 将 使 其 他 诸 侯 国 感 到 威 胁 。

苏秦指出，宋国为天下交通往来的中

心大国，地理位置重要，且拥有工商业

大城陶（今山东省定陶区西北），经济

发达，因此灭宋可以显著增强齐国力

量。苏秦的一席话，使齐湣王明白“与

其得百里于燕，不如得十里于宋”。燕

国甚至许诺派 2 万士兵助齐攻宋。尽

管此次攻宋未果，但燕国成功争取到

齐国的好感，同时将齐国的战略重心

逐渐转移到灭宋上来。

就秦齐关系而言，此前两国一直

结 盟 。 公 元 前 288 年 ，秦 昭 襄 王 自 称

“西帝”，尊齐湣王为“东帝”，并邀约齐

国共同攻打赵国，承诺灭赵后共分赵

地。起初，齐湣王接受了“东帝”称号

并答允共同伐赵。苏秦为使齐国得罪

于秦国，便极力劝说齐湣王背弃与秦

国的盟约。于是，齐湣王纳苏秦之议，

去帝号，并与赵、燕、韩、魏四国组建反

秦联盟，合纵攻秦。不过，齐国对伐秦

并不热心，而是希望趁机灭宋。因此，

在五国合谋伐秦的同时，齐国于公元

前 287 年派军队攻打宋国，此次攻宋由

于魏国拒绝配合而未果，直到公元前

286 年，齐国终于一举灭宋。

齐国占领宋国后，国力大增，成为

赵、魏等国的巨大威胁，秦国也感到不

安。同时齐国的多次背约，令秦国十

分不满。秦昭襄王表示：“齐王四与寡

人约，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

三，有齐无秦，无齐有秦，必伐之，必亡

之！”在秦国的推动下，秦、赵、燕、韩、

魏五国反齐联盟最终形成，苏秦实现

了既定目标。

横扫齐地

齐灭宋引起了其他诸国的仇视与

不安；同时，齐国对于本应重点防备的

燕国，却因其表面顺从而“虚北地行其

兵”，使苏秦笑里藏刀之计初见成效。

公元前 284 年，当主将乐毅率五国

联军杀向齐国之时，齐湣王如梦初醒，已

于事无补。苏秦的谋划无疑是成功的。

齐湣王急调齐军主力，以触子为

主将，在济水（今山东省济南西北）以

西迎击五国联军。战争中，齐湣王昏

招迭出，他先是派人斥骂坚守的主将

触子，并威胁说，如果不出战就灭其宗

族，还会掘开其祖坟。触子心生怨恨，

“欲齐军之败”。待战争刚一打响，触

子便下令鸣金退兵，士气低落的齐军

在联军的猛攻下大败，触子趁乱逃跑，

不知所终。齐将达子率领残兵退守秦

周（位于齐都临淄西门以西），希望齐

湣王多发赏金激励士气，却遭到齐湣

王的痛斥：“你们这些残存下来懦弱无

能的家伙，还有脸要赏金！”结果齐军

再次大败，达子战死，临淄失守，齐湣

王逃奔到莒（今山东省莒县附近）。

《孙子兵法》曾详细论述“君之所

以患于军者”的几种情况，认为国君如

果不懂军事而妄加干涉，只会起到“乱

军引胜”的反作用。孙子认为，只有国

君给予将领充分的信任和关爱，才能

做到“上下同欲”。齐湣王的战前威胁

让主将心生怨念而主动求败，其后他

的刻薄寡恩进一步打击了己方士气，

才是齐军失败的罪魁祸首。

在击破齐军主力后，乐毅独率燕

军进入齐都临淄，将齐国财宝礼器全

部运往燕国。此后 5 年时间里，乐毅留

在齐国巡行作战，攻下齐国城邑 70 余

座。而齐国仅剩莒和即墨（今山东省

青岛市即墨区）二城作为齐国最后的

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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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上，笑里藏刀是一种外

示友好、暗藏杀机的谋略。笑里藏

刀是“三十六计”之一。运用此计

的关键在于“笑”要真实，掌握好分

寸。“笑”的目的是为了“藏刀”，无

论 何 时 何 地 ，“ 刀 ”都 要 藏 在“ 笑 ”

里，千万不能暴露。而“刀”一旦出

鞘，就必须果断，一刀致命。春秋

时期，勾践在被俘期间伪装忠心顺

从 ，骗 取 了 夫 差 信 任 得 以 重 返 越

国；之后，励精图治的勾践抓住吴

王犯下战略错误之机，一举灭吴。

秦汉时期，匈奴冒顿单于为麻痹东

胡，不顾群臣反对多次答应东胡的

无理要求，被东胡王认为是软弱可

欺从而不加戒备；冒顿则乘机发兵

突袭东胡，东胡遂灭。这些事例都

使用了笑里藏刀之计。

笑里藏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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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至 1939 年，日本侵略者在伪

满洲国实施“三年治安肃正计划”，投入

更多兵力、采取更加严酷的手段，主要

针对伪满洲国东部的三江、滨江、安东

各省及奉天省东南部的东北抗日联军

及 其 他 反 日 力 量 开 展 军 事“ 大 讨 伐 ”。

面对敌人的疯狂“讨伐”，在三江、滨江

省活动的东北抗日联军第 3 军总司令赵

尚志提出了“远征”构想，以“保存实力，

突 出 包 围 ，广 泛 游 击 ，开 辟 新 区 ”为 反

“讨伐”斗争策略，采取积极主动的进攻

战术，4 次率部远征，穿梭于小兴安岭密

林中，插入敌人统治薄弱地区，历经大

小百余战，杀敌千百余，攻袭城镇二三

十座，缴获大量轻重武器和弹药，取得

了一系列辉煌战绩。

第一次西征旗开得胜，打开松花江

两岸武装抗日斗争新局面。1936 年 4 月

上旬，由抗联第 3 军 300 余人组成的首批

远征队伍在赵尚志率领下，由汤原县浩

良河西向通河、木兰、巴彦、东兴等地进

发。途经位于松花江左岸的舒乐镇（今

依兰县舒乐村），此处驻有日军守备队 1

个小队 30 余人及伪军警察 200 余人。为

开辟远征通道，赵尚志决定摧毁敌人的

这个重要军事据点。战斗发起前，赵尚

志派出 70 余名手枪队员，乔装成镇上居

民和伐木工人潜入舒东镇，隐蔽在敌人

驻防地周围。他们与进攻部队里应外

和、内外夹击，很快该镇被一举攻克，俘

日军 20 余人、伪军和伪警察 80 余人，伪

警察署长被击毙，缴获步枪百余支。19

日，远征部队沿松花江向东北行进，行军

间隙乘敌人不备袭击了岸边的竹廉镇

（今汤原县竹帘镇），至此完全解除了汤

原县伪警察武装。5 月初，远征部队在

通河县洼大张附近的土围子驻扎时与敌

人遭遇，经过两个回合的战斗，又打死打

伤敌军 100 余人，俘虏 13 人，缴获大量武

器弹药。

初战告捷，远征部队继续向通河、木

兰活动，以蒙古山为依托，利用青纱帐起

（指田野里高粱、玉米长得茂盛的时节，

通常指夏秋季）的有利时间，在江北三县

（巴彦、木兰、东兴）一带积极开展游击活

动，组织数十次战斗，攻袭日伪据点，摧

毁敌人建立的“集团部落”，开辟了西向

巴彦、北向东兴、庆城、铁力，东向通河的

广大游击区域，建立了巴木东抗日根据

地和通庆铁抗日根据地。新区开辟后，

松花江南北两岸抗日斗争交相呼应，有

力推动了松花江下游地区反日斗争的开

展。在斗争中，远征部队规模不断壮大，

抗联第 3 军英勇斗争的实际行动也极大

鼓舞了新区人民的抗日救国信心。

第二次远征黑嫩平原，“冰趟子战

斗”伏击日伪军传为佳话。1936 年秋，

为粉碎敌人妄图消灭抗联第 3、6 军的阴

谋，赵尚志命令第 3 军第 1 师、第 2、3、5

师各一部及第 6、9 师等主力部队再次向

庆城、铁力方向运动，而后推进至黑龙

江、嫩江流域边缘的海伦、通北、逊河等

地，建立庆铁、通海游击区和根据地。11

月末，赵尚志又率第 3 军各部混合编成

的骑兵部队，以海伦、通北为目标进行远

征。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中，远

征部队不仅要克服恶劣的天气条件，还

要躲避敌人飞机、大炮的袭扰，但远征将

士们始终保持着高昂士气。在赵尚志指

挥下，远征部队分路出击、相互呼应，与

敌人在山里山外周旋，先与驻海伦的日

伪军警交火，后在海伦哈拉巴山（今海伦

县双禄乡境内）与日军田岛部队斗争，以

勇敢顽强的革命斗志取得了诸多胜利。

1937 年 3 月 7 日，正是乍暖还寒之

时，赵尚志率领 300 余人行至通北县境

内一处名为黑风口的山沟，因冬季附近

的山泉水流在沟内结成一片冰川，人们

也把这里称为“冰趟子”。此时沟里是白

雪覆盖的平坦冰川，沟两侧是山林，沟口

狭窄，既可设伏打援，又可断敌退路，地

形于我十分有利，赵尚志遂决定在这里

伺机设伏，彻底扭转敌人一路围追堵截

的被动局面。他命令部队分左右两路继

续前行，制造上山假象，再沿山脊秘密折

返 ，埋 伏 在 树 林 中 等 待 来 敌 。 当 日 军

700 余人的队伍沿山路追来进入伏击圈

后，远征部队战士用机枪猛烈扫射，日军

在冰面上被打得人仰马翻。敌人在连续

发 起 3 次 进 攻 均 被 我 军 击 溃 后 开 始 撤

退，逃到沟口处又遭我军堵击，伤亡惨

重。远征部队以牺牲 7 人的代价毙伤日

伪军 300 余人，日军队长守田大尉等 6 名

头目均被击毙，并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及

物资。

第三次远征分头突进，化被动为主

动掀起东北抗日运动浪潮。在日寇残酷

镇压和封锁下，北满地区的抗联部队长

期孤悬敌后，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与关内

相互隔绝，抗日游击运动进入异常艰苦

阶段。然而，赵尚志率领的北满地区抗

日 联 军 仍 坚 持 克 服 万 难 冲 破 敌 人“ 讨

伐”，以巩固旧的抗日区域，开辟新的抗

日区域。

1937 年 7 月至 10 月，第 3 军第 1、3、5

师在松花江右岸依兰东部、第 4 师在宝

清等地开展对敌斗争，他们与吉东抗联

部队相呼应，搅得敌人不得安宁。第 9

师在汤原西部活动，毙敌百余名，俘虏数

百人，缴获轻重机枪 6 挺，炮 1 门，子弹数

万发。第 6 军第 1 师在富锦、宝清、桦川

一带积极开辟新游击区，攻袭了富锦县

太平镇、宝清县凉水泉子。第 6 军第 5 师

在绥滨、富锦、同江一带破坏敌人交通运

输线和“集团部落”计划，使敌遭受巨大

损失，并于古城岗设伏袭击了日军德田

指挥官所率“讨伐队”，获得大胜。第 6

军主力按照赵尚志的远征指示，在军长

戴洪宾率领下穿越小兴安岭，到达绥棱、

海伦抗日游击区，与第 3 军第 6 师配合，

进攻海伦县叶家窝堡敌人据点，攻占侯

家大屯，摧毁了当地伪警察署。第 3 军

第 4 师与第 6 军第 2 师组成的模范师，挺

进饶河、抚远境内，与抗联第 7 军配合，

在乌苏里江沿岸不断袭击敌人据点，取

得了一系列战斗胜利。第 9 军第 1 师和

第 2 师在依兰、方正、宝清等地分散开展

游击战争，攻袭了依兰五区草帽顶子，解

除了伪自卫团武装。抗联部队通过远征

积极开展游击斗争，胜利果实丰硕。与

此同时，远征部队还组织和领导群众参

与反日斗争，所到之处广大群众的反日

斗争热情更加高涨。

第四次远征应对日伪“重点讨伐”，

展现出坚定的革命精神。1937 年秋冬

季，日伪当局为了巩固侵华后方基地，实

现其扩大侵略的野心，在大举进军关内

的同时，对东北抗日联军进行残酷的法

西斯式“讨伐”，并将赵尚志率领的第三

军列为“重点讨伐”对象。日本关东军参

谋部组建了约 5 万人的“讨伐军”，企图

在松花江下游伪三江省一带消灭抗日联

军有生力量。自 10 月下旬起，敌人向汤

旺河流域展开进攻，多处抗联密营接连

遭到攻袭与破坏。考虑到一旦敌人集中

力量对我军继续围剿，可能造成更为严

重的损失，赵尚志根据多年来数次反“讨

伐”的经验教训，一针见血地指出：敌人

“更残酷的毁灭”即意味着对“反动统治

深感绝望”，因此，粉碎日伪“讨伐”的有

效办法就是再次远征。

按照赵尚志的提议，在北满的抗日

联军各部，除在哈南、哈东及松花江左岸

仍 留 一 部 分 兵 力 外 ，大 部 分 都 参 加 远

征。其中，第 3 军第 1 师、第 6 师分头向

嫩江平原挺进，占领大兴安岭及讷河、布

西、拉哈一带，第 3 军第 5 师则游击于海

伦、通北、德都、龙门等北黑线路。这几

支远征部队到达黑嫩地区后，积极开展

平 原 游 击 战 争 ，取 得 了 一 系 列 重 大 战

果。而活动在三江地区的吉东抗联部队

及北满其他部队，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果

断执行远征计划，在敌人“大讨伐”中遭

受较为严重损失。由此可见，赵尚志的

革命预见和远征战略经得起实践检验。

北满抗联各部在远征途中迎风斗

雪 、翻 山 越 岭 ，他 们 高 唱 着“ 豪 气 壮 山

河，长征乐趣多，红旗映白雪，风云奏凯

歌”，不畏艰难险阻，不畏流血牺牲，表

现出坚定的革命精神，值得吾辈永远铭

记与学习。

莽莽兴安奏凯歌
——赵尚志率领北满地区东北抗日联军的4次远征纪实

■王凤春 魏红艳

在河北省邯郸市马头镇中大街 146

号，坐落着一座雕花拱券、古香古色的民

国商贸楼建筑，它曾是邯郸起义指挥部

旧址。1945 年 10 月 30 日，国民党第 11

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 8 军军长高树勋在

这里通电全国宣布退出内战，站到人民

方面来。高树勋在邯郸（平汉）战役的关

键时刻率部起义，为我军迅速夺取作战

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对掩护我

军各部队向东北地区开进起到了重要作

用，开创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大部

队起义的先例，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政

治影响。

抗日战争胜利之初，国民党军调集

兵力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向

华北各解放区推进，企图迅速打通并控

制平汉线，配合其运输部队进入平津，进

而占领东北。在充分分析形势后，中共

中央、中央军委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

御”方针，指示晋冀鲁豫军区集中主力阻

击沿平汉线北犯之敌，掩护部队北进，同

时以一部兵力截击沿同蒲线北犯之敌的

后续部队。

晋冀鲁豫解放区处于晋绥、华东、

晋察冀、中原解放区四面呼应之地，是

华北的大门，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晋冀

鲁豫军区只要卡住津浦、平汉、同蒲三

线，就能置东北之敌于孤立。因此，中共

中央决定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在此打

好平汉战役，阻击国民党军，确保我军

“向北发展”。

1945 年 10 月中旬 ，国民党第 11 战

区孙连仲部，以 3 个军共计 4 万余人组成

第一梯队，在第 40 军军长马法五和新 8

军军长高树勋的带领下分左右两路，并

以第 32 军为第二梯队尾随右路，从新乡

沿平汉线强渡漳河，企图抢夺邯郸，最终

与胡宗南部会合。在我军武器装备和兵

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指挥员审时度势，

集中优势兵力，采取了战役合围、分割围

歼的战法，先在漳河南以弱示敌，诱使敌

冒进，使敌不知不觉进入预设战场并且

陷入孤立无援、补给困难、内部动摇的境

地，进而迅速实施战役合围，形成了堵

头、截尾、两翼夹击之势，最终取得歼敌

2 个军部 3 万余人的骄人战绩。

纵观整场战役，战略上的运筹帷幄

和战役战术运用得当是致胜关键因素，

“军政并举”也是一个重要法宝。这个

“政”便是对国民党军进行军事打击的同

时 发 动 政 治 攻 势 ，成 功 争 取 高 树 勋 起

义。新 8 军退出战场使国民党军兵力锐

减，部署呈现严重缺口，军心动摇。我军

则乘势由阻击转为追击，主力先在突围

之敌必经道路东西两侧设伏，待敌突围

时，设伏部队立即发起进攻，将逃敌一举

消灭。

高树勋虽为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但

胸怀一颗明理爱国之心，主张和平，反对

内战，并对蒋介石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

内部排斥异己的行为表示不满和反感。

对此，刘伯承、邓小平在进行平汉战役的

同时，开展了秘密争取高树勋率部起义

的政治攻势。

1945 年 10 月 24 日，高树勋率新 8 军

进占马头镇，同时也将新 8 军指挥部设

在一座商贸楼里。随着战局的变化，高

树勋越来越感觉到起义的重要性。就

在总攻发起的同一天，晋冀鲁豫军区参

谋长李达冒险穿过火线抵达马头镇与高

树勋面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讲明利

害。此时，敌第 40 军第 106 师大部已被

歼灭，第 30 军陷入孤立，新 8 军与第 40、

30 军的联系中断，且高树勋部已断粮，

继续北上打到邯郸或退回新乡已无可

能。在多方面压力下，高树勋最终带领

新 8 军及河北民军等部共 1.2 万余人宣

布“火线起义”。

高树勋率部起义后，毛泽东主席、朱

德总司令发来热诚的贺电：“树勋将军吾

兄勋鉴：闻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

和平，凡属血气之伦，莫不同声拥护。特

电驰贺，即颂戎绥”，并提议将新 8 军改

编为民主建国军，任命高树勋为司令。

高树勋起义虽是个体事件，但毛泽东敏

锐意识到这一事件对瓦解国民党军战斗

意志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高树勋起义 2

个月后，毛泽东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

作的方针》中，号召开展“高树勋运动”，

为在全国解放战争中争取更多国民党官

兵起义树立了榜样。这一运动无疑对国

民党军队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在之

后的解放战争中，共有近 170 万国民党

军队起义或投诚。

1983 年 10 月 30 日 ，河北省隆重纪

念 邯 郸 起 义 38 周 年 ，邓 小 平 亲 笔 题 写

“邯郸起义纪念碑”几个大字。如今，这

座当年起义的指挥部旧址是河北省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虽饱经沧桑，却承载着那

段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

燕赵大地举义旗
探寻邯郸起义指挥部旧址

■郑大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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