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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北抗联史上，由杨靖宇指挥的

南满地区东北抗日联军威名赫赫，战功

卓著。他们纵横驰骋于长白山区，发展

和扩大了南满抗日根据地，给奉天（今沈

阳）、新京（今长春）、通化、抚顺等伪满洲

国重镇的日伪军带来直接威胁。他们在

南满大地上进行了千余次艰苦卓绝的战

斗，破坏了日寇“统治东北、进兵中原”的

侵略企图，对推动东北抗日战争发展具

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千里迂回，冲破日伪“东边道独立大

讨伐”。1936 年 4 月，日本关东军为彻底

消灭在南满地区活动的抗日联军，计划

对东边道北部 9 个县实施“东边道独立

大讨伐”。日军调集 1 个师团的兵力，以

汉奸邵本良部充当先锋，重点围剿杨靖

宇率领的抗联部队。邵本良是当地惯匪

且擅长山地丛林作战，此前数次与杨靖

宇交过手，从三源浦到黑石头，从朝阳沟

到旱葱沟，屡战屡败。这次有日军飞机

和迫击炮助战，邵本良气焰异常嚣张，扬

言“要在 3 个月内消灭在东边道活动的

抗日联军”。

面对敌人即将展开的“大讨伐”，杨

靖宇连夜召开党委会议，经讨论研究决

定，坚持“一拖、二拉、三快、四不打”的原

则，采取“先走后拖再打”的疲敌战术。

依据此方案，杨靖宇指挥部队在通化、辑

安（今集安）、桓仁、本溪、兴京（今新宾）、

宽甸等县境内兜圈子，历时 18 天，行程

千余公里，把敌人拖得筋疲力尽。当抵

达宽甸县双子山附近时，东北抗日联军

第 1 师师部与少年营会合，部队总人数

达到 500 余人，而后继续向和尚帽子山

区转移，途经本溪县梨树甸子大东沟。

此处两山夹一沟，地势险要，杨靖宇决定

在这里设伏，布下“口袋阵”痛打邵本良

部。战斗进行得相当激烈，抗联战士如

猛虎下山，10 余挺轻重机枪同时射向敌

人，邵本良见势不妙企图后撤，在沟口处

遇我密集火力封锁。梨树甸子伏击战持

续 4 小时，一举歼灭伪军邵本良主力，缴

获 机 枪 4 挺 、步 枪 100 余 支 、手 枪 20 余

支、迫击炮 1 门、无线电台 1 部。“东边道

独立大讨伐”最终以失败收场，南满军民

的抗日斗志受到极大鼓舞。

初次西征，试探打通东北与关内抗日

通道。1935 年 12 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

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主持研究了主

力红军与东北抗日联军互相配合的问题，

确立了主力红军东征直接对日作战、加紧

发展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瓦

窑堡会议精神传达到东北抗日联军第 1

军后，杨靖宇审时度势，对国际国内形势

进行了深刻的洞察和判断，他敏锐地认

识到，虽然自东北沦陷起，东北地区长期

与关内隔绝，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但东北

既是日寇侵华的大后方，又是全国抗战

的前哨和先锋，东北抗日联军同时承担

着坚持东北抗战和支援华北抗日斗争的

两副重担。于是，他开始筹划西征辽沈，

目的是与关内红军会师、开辟新游击区，

进而打通东北与华北的抗日通道。

首次西征由第 1 师担当主力部队。

1936 年 6 月 28 日，由东北抗日联军第 1

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等率领第 1 师第 3

团、师保卫连、少年营共 400 余人踏上西

征征途。在第 1 师第 4 团、第 6 团的掩护

下，西征部队从本溪、凤城中间的和尚帽

子密营地出发，经沙窝沟、大东沟，沿途

多次击退追敌，最终越过南满铁路和辽

河，直插辽西、热河，到达朝天背。与此

同时，第 2 师迅速向长白山挺进，迷惑敌

人以掩护第 1 师主力部队西征。杨靖宇

率 领 第 1 军 军 部 及 直 属 队 由 本 溪 向 宽

甸、辑安一带活动，广泛开展游击活动。

7 月 15 日，西征部队一部行至本溪与辽

阳交界的摩天岭时，与驻连山关日军守

备队第 2 中队进行了一场遭遇战，消灭

日军今田中队长以下 40 余人，取得了震

撼南满的摩天岭大捷。西征沿途激战无

数 ，西 征 部 队 得 到 锤 炼 的 同 时 伤 亡 较

重。为保存实力继续战斗，东北抗日联

军第 1 师各部化整为零，分头返回本溪、

宽甸、桓仁老游击区。

二次西征，再度尝试将关内外抗战

联成一体。1936 年 11 月上旬，杨靖宇率

军部及教导团 2 个连离开宽甸天桥沟密

营，到达桓仁外三堡与第 1 军第 3 师会

合。在这里，他主持了第 1 军军部和第 3

师主要干部联席会议，认真总结反思第

一次西征的经验教训，并进行深入的思

想动员，在更大范围内宣传党的抗日主

张。他指示部队全面休整，同时为第二

次西征做足准备，通过西征牵制日伪军

兵力，打乱日伪军侵略部署，通过西征挺

进辽东、热河，与党中央及东征主力红军

取得联系，使关内外抗战联成一体，避免

东北抗日联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第 3 师扛起第二次西征大旗。11 月

下旬，第 3 师师长王仁斋、政委周建华等

率领骑兵部队 400余人，由兴京县和桓仁

外三堡两地出发，经清原向铁岭、法库行

进。一路上日军重兵前堵后追，王仁斋指

挥部队昼伏夜出，在长白山区密林中与敌

周旋 20 余天，穿越奉海、南满两条铁路，

冲破敌人层层封锁，到达辽河东岸的铁岭

县石佛寺。此时的辽河尚未封冻，渡船已

被敌人控制，加之西征部队长途行军，人

困马乏，敌人正调集重兵欲对我展开围

攻，师部当机立断，部队暂不渡河，分头撤

回清原、西丰、兴京一带，保存实力，再寻

战机。尽管打通东北与华北抗日通道的

战略设想再次受挫，但两次西征使抗联游

击区得以扩大。西征途中破坏交通、拔除

据点、大量歼敌、开辟新区，动摇了整个南

满地区敌伪统治，给日寇带来极大震动。

正如杨靖宇在《西征胜利歌》中所写：“红

旗招展枪刀闪烁我军向西征，大军浩荡人

人英勇日匪心胆惊。”

主动出击，依托长白山区向日伪军

发起新攻势。“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

抗战开始。为牵制日军入关，杨靖宇率

领南满地区抗日联军，主动出击，互相

配合，积极在长白山区各游击区活动，

向日伪军发起新攻势，频繁对敌进行袭

扰和打击。1937 年 7 月中旬，杨靖宇率

第 1 军直属教导团 150 余人，在兴京县

永陵街黄土岗与敌激战 6 小时，毙伤日

伪军 30 余人。7 月 18 日，第 3 师打响松

木岭伏击战，击毙日军中佐冈田以下 13

人。9 月，第 1 军直属部队接连破坏 3 个

“集团部落”，袭击伪自卫团团部，缴获

大批枪支弹药和物资。10 月，杨靖宇率

第 1 军直属教导团，向宽甸县双子山和

四平街一带的日军守备队发起攻击，在

小佛爷沟设伏，运用“围点打援”的游击

战术歼敌大部。翌年春，杨靖宇率部突

袭位于通化、辑安两县交界处的铁路咽

喉——老岭隧道，破坏了日伪的铁路交

通，解放了全部劳工并缴获大量枪支弹

药与生活物资。

东北抗日联军第 2 军在政委魏拯民

率领下，在额穆（今属敦化）、辉南、濛江

（今靖宇县）、抚松、桦甸等地积极开展游

击战。1937 年 8 月，第 2 军独立旅兵分

两路，一路由方振声旅长率部北上桦甸，

打 通 与 东 北 抗 日 联 军 第 5 军 的 联 络 通

道。一路由伊俊山政委率领，南下与杨

靖宇会合。10 月，东北抗日联军第 2 军

为配合全国抗战、有力打击敌人并筹集

部队越冬物资，在军政委魏拯民指挥下，

夜袭辉南县城，攻占敌人军事仓库，给日

寇极大震慑，打出了抗联部队的声威和

影响。

“三江出奇兵，辽东跃骏马。白山黑

水齐出动，复兴我中华。”南满地区东北

抗日联军在敌人统治的巩固区战斗多

年，长年穿梭于巍巍长白山脉中，他们伐

木为营、围火而眠，同仇敌忾、气吞山河，

以坚定的革命信仰和不屈的英雄气概抒

写了波澜壮阔的抗日史诗。

巍 巍 长 白 回 荡 英 雄 战 歌
—杨靖宇率领南满地区东北抗日联军远征纪实

■王凤春 陈 龙

长平之战，是公元前 260 年秦国军

队在赵国的长平（今山西省高平市西

北）附近，同赵国军队发生的战争，最

终秦国获胜。长平之战是战国时期持

续 最 久 、规 模 最 大 的 一 场 战 役 ，也 是

秦、赵两国之间的战略决战，加速了秦

国的统一进程。

利令智昏

秦昭襄王初期，秦国朝政掌握在

宣太后及其弟穰侯魏冉等人手中。魏

冉为扩大自己在陶（今山东省菏泽市

定陶区）的封地，多次派秦军越过韩、

魏两国进攻齐国。恰在此时，在魏国

遭受迫害的范雎来到秦国。范雎在与

秦昭襄王交谈中，指责宣太后和魏冉、

华阳君等人把持秦国朝政，建议秦昭

襄 王 加 强 王 权 ，实 施“ 远 交 近 攻 ”策

略。秦昭襄王采纳范雎的主张，随即

废太后，驱逐魏冉等人，拜范雎为相，

主持秦国军政大事。

范雎将韩、魏作为首先打击的对

象，并制订了夺取韩上党地区（今山西

省长治、晋城一带）的计划，意图切断

上党郡与韩国都城新郑（今河南省郑

州 市）之 间 的 联 系 。 从 公 元 前 265 年

起，秦国先后攻下韩国的少曲（今河南

省济源市）、陉城（今山西省曲沃县）、

野王（今河南省沁阳市）等地，至此，上

党郡与韩国本土的联系被完全切断。

韩桓惠王十分惊恐，派阳城君到秦国

谢罪，请求献出上党郡的土地以求秦

国息兵。

然而，上党郡守冯亭不愿降秦，谋

划利用赵国力量抗秦，欲将上党郡的十

七座城池献给赵国。赵孝成王先后召见

平阳君赵豹和平原君赵胜等人商议此

事。平阳君认为冯亭此举是想嫁祸给赵

国，“秦服其劳而赵受其利”，势必给赵国

带来大祸。而平原君认为，往年即使发

百万之兵进攻，也难以夺取一城，现在可

以坐收上党郡十七城，这是大利，不能失

去这个机会。赵孝成王听从了平原君的

劝告，决定接收上党郡城池。

《孙子兵法》认为，用兵之事必须

慎之又慎，“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

止”，应以“安国全军”为根本。平原君

贪图小利，将国家置于危险境地，司马

迁评价他的这一行为是“利令智昏”，

可谓恰如其分。

长平对峙

公元前 262 年，赵孝成王发兵接收

上党郡，并命廉颇率军进驻长平。这

引起秦国的强烈不满，遂以王龁为将，

率军攻打赵国。王龁首先率领秦军夺

占上党郡。上党郡的百姓纷纷逃亡到

赵 国 境 内 ，后 被 赵 国 军 队 在 长 平 接

应。长平之战前的上党之战结束。

公元前 260 年农历四月，长平之战

爆发，王龁向驻守在长平地区的赵军

发动进攻。秦军击败赵军，并斩杀了

赵军 4 名都尉。此后，廉颇构筑营垒，

坚守不出，秦军发动强攻，攻破赵军西

边营垒并斩杀 2 名都尉。赵军连败，廉

颇下令加固营防，坚守不战，令秦军一

时无计可施。

连续失利让赵孝成王心急如焚，

急召楼昌、虞卿等商议。楼昌建议赵

孝成王派重臣前往秦国议和。虞卿却

反对这一做法，主张向楚、魏等国献出

珍宝，使秦国担心山东诸国合纵，这样

与秦国议和才有成功的可能。如果直

接派重臣前往秦国，秦王必然隆礼待

之，以示天下。楚、魏等国见状以为议

和成功，必然不会出兵救赵，秦赵之战

将在所难免。赵孝成王没有听从虞卿

的意见，结果不仅议和不成，还使赵国

的处境更加孤立。

纸上谈兵

到公元前 260 年农历七月，秦赵两

国已集结近百万大军，在长平附近山

地东西对峙。秦国为打破僵局，开始

施行反间计，派人到赵国都城散布流

言，称秦军所畏惧的将领只有马服君

赵奢之子赵括。赵孝成王早对廉颇的

坚守不战非常不满，听到流言后更加

信以为真，立刻任命赵括担任赵军主

将。对于赵孝成王换将的举动，蔺相

如抱病谏阻，认为赵括只会空读兵书

不知变通。赵括的母亲同样提出反对

意见，提到赵奢生前评价赵括把军国

大事看得十分容易，目空一切，且不能

与 军 士 同 甘 共 苦 。 赵 孝 成 王 不 听 劝

阻，执意换帅。

赵括担任赵军主将后，旋即改变廉

颇之前的部署，改坚守不战为主动出击，

并大规模地更换军营中的各级将领。秦

国得知赵括任主将后，暗中调白起为秦

军主将，改命王龁担任尉官副将。

白起采用调虎离山、诈败诱敌深

入的计策，引诱赵括率军追击，赵军一

直 追 到 秦 军 营 垒 ，但 始 终 无 法 攻 入 。

就在此时，白起派出一支 2.5 万余人的

部队截断赵军退路，又命一支 5000 余

人 的 骑 兵 部 队 插 入 赵 军 与 其 营 垒 之

间，将赵军主力分割为两支孤立的部

队，同时切断了赵军的粮道。

陷入秦军重围的赵军，多次突围

均未成功，不得已固守待援。此时，秦

昭襄王亲自前往河内郡（今河南省沁

阳市），将当地百姓赐爵一级，并征发

15 岁以上的男子前往长平战场，用以

围困赵军并切断赵军粮道。在赵军被

围困 46 天后，陷入绝境的赵括率领赵

军 强 行 突 围 ，结 果 失 败 并 被 秦 军 射

杀。40 余万赵军投降后被白起坑杀，

仅有年龄尚小的 240 余人被放回赵国。

长平之战，赵国不仅损失了长平

等战略要地，更是前后损失约 45 万精

锐，赵国由此实力大衰，几近亡国。就

这场战争而言，赵王贪地引祸、伐交失

据、误中反间，使赵国遭遇大祸；而赵

括纸上谈兵、刚愎自用，同样应为战争

的失利负责。

长
平
之
战

■
于
涌
泉

史说新语史说新语

春秋战国 韬略兵戈

调虎离山为“三十六计”中第十

五计，指用计使敌人离开原来的有

利位置，以便我方乘机行事。该计

体现了《孙子兵法》中“调动敌人”的

思想，要求“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及

“致人而不致于人”。楚汉战争期间

的井陉之战中，韩信通过诈败引诱

赵军追击，从而夺取赵军大营。解

放战争时期，徐向前利用调虎离山

之计，取得晋中战役的胜利，歼灭阎

锡山手下精锐，为解放太原奠定了

基础。

调虎离山

相关链接

链接历史链接历史
长平之战示意图长平之战示意图。。

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民族英雄民族英雄——杨靖宇杨靖宇””雕塑园的杨靖宇将军雕像雕塑园的杨靖宇将军雕像。。

金刚川是朝鲜金化附近的一条河

流，自东向西在丘陵间蜿蜒流过，河上

的新村、岩里、光丽山 3 个主要渡口，是

我军通向前沿阵地必经之地。1953 年

夏季金城战役打响前，为保障部队机动

和装备物资的前运后送，我军抽调工兵

第 10 团第 1 营担负金刚川地区战役工程

保障任务，负责在几个渡口搭建载重桥

和修筑道路。

由于金刚川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联合国军”用近乎毁灭式的轰炸对其

进行严密封锁，企图切断我军前线部队

的生命线。我军在物资匮乏、武器悬殊

的情况下血战 15 天，击退“联合国军”上

千次反攻，用血肉之躯连续 7 次在金刚

川修复这座长 37 米的桥，使之成为“炸

不断的桥”。

层层思想发动聚人心。战争中，工

程 保 障 很 大 程 度 上 制 约 着 战 役 的 成

败。我军在战役打响前，深入开展思想

动员教育来激励士气，坚定官兵胜利信

心。团参谋长亲自到连队进行政治动

员，营党委认真分析部队思想、完成任

务有利条件和困难，各连党支部以多种

形式进行政治思想和鼓动工作，开展表

决心、挑应战等活动。通过层层思想发

动，广大官兵参战情绪高涨，以坚决有

力的实际行动，按时完成上级赋予的保

障任务。

周密细致勘察奠基础。战前，我军

结合战场环境、作战进程及敌武器装备

性能、作战特点等，进行周密细致勘察，

合理选择迂回道路构筑、制式桥梁架设

等时机地点，保障主战分队在避免或减

损失的情况下按时顺利通行。1953 年 5

月 20 日，第 3 连连长张振智接到任务后，

立即带领官兵实地察看地形，发现金刚

川上原先的大桥和一座人行便桥已被

炸毁。在选择架桥点时，张振智观察到

附近地势比较平坦且林木茂盛，此处河

道仅 60 余米宽且水流平缓，非常适合架

桥。张振智决定在原有桥梁旧址上，修

建 能 够 通 行 载 重 卡 车 等 重 装 备 的 大

桥。战役打响后，美国空军对我军修建

的大桥及附近狂轰滥炸，企图阻止我军

取材修桥。原本需要耗时耗力砍伐的

树木，被炸断不少，我军直接将炸断的

树木运到河边进行加工，很快凑齐了扎

木排和架桥的木料。

运筹帷幄设案保圆满。战场情况瞬

息万变，在工程保障行动前应认真研究

分析作战地域战场环境，充分预测预想

可能发生的各种突发情况，再结合自身

能力拟制工程保障方案计划。第 1 营针

对敌人的疯狂破坏及洪水等恶劣自然灾

害的影响，制订了以桥梁架设、水下便

道、漕渡等手段维护渡口的多种预案。

如光丽山渡口，桥梁被洪水冲走后，我军

及时调整保障力量，以漕渡维持通行顺

畅；桥梁被敌炮火严重破坏和封锁后，我

军及时修复水下便道，保证部队通行。

凭借着指挥员的运筹帷幄和“你炸时我

躲，你炸完我修”的总体预案，这座木桥

经历无数次炮火仍可持续通车，有效确

保各项保障任务按时圆满完成。

集聚官兵智慧挖潜能。金刚川上

的三大渡口，是打击敌人的交通命脉，

敌人将其作为轰炸破坏的重要目标，该

营充分发扬我军“三大民主”，与敌机、

敌炮进行了灵活机智的斗争，充分保障

了部队的顺利机动和前运后送。5 月 26

日，光丽山渡口遭敌猛烈炮击，4 排桥脚

的部分直柱和 6 根桥桁均被打坏，官兵

们集智攻关，利用杠杆原理，把桥面撬

起来换桥桁和直柱，8 个人作业 45 分钟

即完成一个桥脚更换。在诸多困难面

前，指战员们群策群力，整个战斗过程

中与敌人与大自然的反复斗争中不断

积累经验，利用手中的资源和优势不断

加快着架桥的技巧和速度。

灵活兵力调配破重围。工程保障

力量分配点多面广，要求指挥员能够掌

握所属兵力位置、规模的同时，必须时

刻关注战场情况，尤其是主要方向部队

进展情况，机动灵活调配兵力，对关键

环节行动能够提前预判预置保障力量，

确保战场需要时及时高效完成保障任

务。第 1 营在执行任务初期，以 3 个连分

别 担 任 3 个 渡 口 的 桥 梁 抢 修 与 维 护 任

务；在维护交通过程中，由于第 3 连负责

的新村渡口通行量较小，而第 1 连负责

的岩里渡口通行量大，为保证工程保障

的连续性及主要渡口的通行，营首长决

定第 1 连与第 3 连随时做好相互支援和

更替的准备，有效确保了主要渡口的通

行安全。

舍生忘死保卫运输线。5 月 20 日，

第 1、3 连各以 3 个排的兵力，负责抢修加

宽水下便道、加工制作架桥材料、构筑

新桥接近路。25 日夜，官兵们不顾连续

5 天作业的疲劳，开始突击架桥作业，使

新村渡口和岩里渡口桥梁提前架通。28

日天降暴雨，河水猛涨，光丽山、岩里渡

口受到严重威胁，未得到充分休整的第

1 营官兵再次投入战斗。他们用绳子拴

住身体，潜入急流中，将桥桁纵向加固

连结起来，以增大桥桁的整体性，确保

桥梁不被洪水冲毁，有效保障部队的通

行 安 全 。 张 振 智 头 部 、肩 部 等 多 处 受

伤，仍坚持指挥架桥，带领官兵连续修

复木桥，使之炸不断、打不烂、冲不垮，

确保金刚川上的水路畅通无阻。

揭秘金刚川上那座“炸不断的桥”
■高 凯 梅明凯

志愿军在水中架桥志愿军在水中架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