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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独立团作为中国共产党直接

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在北伐战争期

间，以其强悍的战斗力，赢得了“铁军”

的美誉。1927 年，南昌起义爆发后，这

支英雄部队听党指挥从九江赶赴南昌，

并与其他起义部队一同南下广东，参加

了会昌战役、三河坝战役等一系列重要

战役。起义军南下失利后，这支坚持革

命 的 部 队 在 朱 德 、陈 毅 带 领 下 转 战 湘

南，后在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

义部队胜利会师，逐渐开辟了工农武装

割据的新局面。

北伐先锋，心向革命

1925 年 11 月，在周恩来的亲自谋划

下，一支以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基础、黄

埔军校部分学员为骨干的部队在广东肇

庆成立，番号暂定为国民革命军第 4 军

第 12 师第 34 团，叶挺为团长，团设党支

部。1926 年 1 月，该团正式改编为国民

革命军第 4 军直属独立团，又称为叶挺

独立团，全团有 2100 余人，设有 3 个营及

2 个直辖队。叶挺独立团是第一次国共

合作时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

正规部队。

1926 年 5 月初，叶挺独立团作为北

伐先遣队，率先深入湖南，先后参加了

攻占攸县、醴陵、平江等战斗并取得胜

利，为北伐各军进入湖南创造了有利条

件。在汀泗桥、贺胜桥、围攻武昌城等

著名战斗中，该团官兵英勇善战、所向

披靡，创造了北伐战争史上最为辉煌的

战绩，叶挺独立团威名远扬，赢得了“铁

军”的美誉。

1926 年 11 月至 1927 年 6 月，中国共

产党抓住第 4 军扩编的机会，以独立团

人员为骨干，进一步扩编成 7 个团，分别

为：第 4 军第 25 师第 73 团、第 75 团，第

11 军第 24 师第 70、71、72 团，第 10 师第

30 团，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其

中第 73 团为原叶挺独立团，周士第任团

长，叶挺先升任第 4 军第 25 师副师长，后

任第 24 师师长兼第 11 军副军长。至此，

中国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力量更加壮大。

1927 年 7 月 15 日 ，继 蒋 介 石 发 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领导的

武汉国民政府也公开走向反动，在大肆

镇压工农运动的同时，加紧清除军队中

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对此，革命军

中的共产党人义愤填膺，纷纷要求立即

采取行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行

径势不两立。

枕戈待旦，奔赴南昌

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彻底破裂之

际，改组后的党中央开始着手组织武装

反抗国民党反动派镇压的军事行动，决

定发起南昌起义。此时，由共产党员领

导或党组织所能影响的国民革命军正参

加“东征讨蒋”，主要集结于九江一带。

在接到中央关于南昌起义的决定

后，贺龙领导的第 20 军和叶挺领导的第

11 军第 24 师等部队，先后于 7 月 25 日和

26 日由九江开赴南昌。此时，第 4 军第

25 师第 73 团和第 75 团尚在南浔铁路线

上德安县以北的马回岭和黄老门。由于

第 25 师师长李汉魂是个顽固反动派，该

师驻地又与张发奎嫡系第 12 师相邻，第

73 团等部队行动十分不便，因此，被作

为南昌起义的预备队，暂留于驻地。待

南昌城内战斗开始后，起义军从南昌向

马回岭方向开出一趟空列车作为信号，

第 73 团等起义部队再出发。

8 月 1 日下午，从南昌发来的一列火

车停靠在马回岭车站。受中共中央派遣

在第 25 师做起义策动工作的聂荣臻与

第 73 团团长周士第，立即通知一同起义

的第 75 团 3 个营和第 74 团一个重机枪

连，不带背包、行李和粮食辎重，仅携带

武器弹药，迅速离开营地，向德安车站集

中。第 73 团将全团辎重装火车运走后，

负责殿后。当队伍快到达德安车站时，

第 73 团将带队乘火车追来阻挠行动的

张发奎、李汉魂等击退，车上张发奎的卫

队营被全部缴械，一部分下级军官和士

兵加入起义军。此时，与第 73 团一道参

加起义的部队人数达到 3500 余人。

傍晚时分，起义队伍到达德安车站，

但德安以南火车已经不通，只能步行。

为了尽快赶到南昌，聂荣臻和周士第将

队伍分成两部分，分别带领第 75 团和第

73 团连夜疾行，于 8 月 2 日清早开进南

昌城。

屡担重任，成为火种

南昌起义胜利后，前敌委员会对起

义部队进行了整编。在聂荣臻、周士第

带领下起义的原第 4 军第 25 师被整编为

叶挺第 11 军第 25 师，周士第任师长，下

辖第 73、74、75 团，是南昌起义军的主力

之一。第 73 团作为原第 4 军 25 师唯一

一个全建制参加起义的团，仍然是新第

25 师战斗力最为强劲的一个团，陈毅任

团党代表。

起义军南下广东途中，第 73 团所在

的第 25 师是后卫部队，他们走在队伍的

最后面，却从未缺席会昌战役、三河坝

战役等重要作战行动。在会昌战役中，

正是第 73 团在关键时刻攻下敌军主阵

地 ，从 而 推 动 了 起 义 军 取 得 最 后 的 胜

利。在三河坝战役中，第 73 团与第 25

师的另外两个团以及其他后卫部队一

起，顽强阻击近 2 万敌人的进攻，与敌激

战 3 天 3 夜。

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地区失利后，这

支有着叶挺独立团基因、仅剩八九百人

的南昌起义后卫部队，在朱德、陈毅的领

导下转战赣南、湘南，并于 1928 年 4 月下

旬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

山会师。部队随后被整编为中国工农红

军第 4 军第 28 团，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创建以及中国革命后来的发展发挥了巨

大作用。

南昌起义中的叶挺独立团
■鄢城名 刘俊燕

公元前 225 年，秦将王贲率军大举

攻魏，在强攻魏都大梁（今河南省开封

市）无效下，决开黄河、鸿沟之水灌城，

魏王假被迫出降，魏国灭亡。

计除信陵君

在邯郸之战中，魏公子信陵君窃

符 救 赵 ，成 为 击 败 秦 军 的 关 键 力 量 。

此后，信陵君担心魏王恼怒其私调军

队、锤杀晋鄙，因而“留赵十年不归”。

在这段时间，秦国加紧对魏、赵、韩三

国的进攻。魏安釐王见国内无人主持

军 政 大 计 ，便 多 次 派 人 请 信 陵 君 回

国。最终，在其门客毛公、薛公的劝说

下，本就牵挂故国安危的信陵君，于公

元前 247 年回到魏国，被魏王封为上将

军。信陵君随即发起合纵，赵、韩、楚、

燕等国纷纷响应，信陵君率联军向秦

国发动进攻，大败秦将蒙骜，秦军败退

至函谷关，不敢出关迎战。此战是秦

国继邯郸之战后遭遇的又一次重大失

利，秦军东进的步伐遭到遏制。

10 年间两次大败秦军，令信陵君

名扬天下。秦国对信陵君十分忌惮，

欲使用反间计除之。秦国以重金贿赂

晋鄙昔日门客，让他们在魏安釐王面

前多进谗言：“魏公子现在是魏国的上

将军，各国将领皆听令于他。现在大

家只知魏公子，不知魏王。此时，魏公

子要是想自立为王，各诸侯国迫于公

子的声威，也会拥立他为王。”此外，秦

国还多次派人假装道贺信陵君，询问

其是否被立为魏王。魏安釐王每天都

能听到类似谗言，最终信以为真，夺了

信陵君的兵权。此后，信陵君称病不

朝，日夜沉溺于酒色，4 年后病逝。从

此魏国再无抵御秦军的大将，魏安釐

王的自毁长城，为秦国灭魏扫除了一

个重要障碍。

绝“从亲之腰”

秦国在实施反间计的同时，还通

过军事打击破除山东诸国的合纵。秦

国不断向东扩张，一方面削弱山东诸

国实力，改变秦军与联军的实力对比，

减弱合纵带给秦国的威胁；另一方面，

秦军的步步紧逼对山东诸国产生心理

震慑作用，使其迫于秦国强大的实力

不敢参与合纵。

在“远交近攻”总战略下，秦国不

断 向 邻 近 的 韩 、赵 、魏 发 动 进 攻 。 公

元 前 242 年 ，秦 国 向 魏 国 发 动 大 举 进

攻 ，接 连 攻 下 酸 枣（今 河 南 省 延 津 县

西南）、燕（今河南省延津县东北）、虚

（今 河 南 省 延 津 县 东）、长 平（今 河 南

省 西 华 县 东 北）、雍 丘（今 河 南 省 杞

县）、山 阳（今 河 南 省 焦 作 市 山 阳 区）

等 20 座城，并将新攻取的地方设立为

东 郡 。 次 年 ，秦 军 又 接 连 攻 下 卫（今

河 南 省 濮 阳 县）和 朝 歌（今 河 南 省 淇

县），并将卫君角迁徙至野王（今河南

省沁阳市）。公元前 238 年，秦国再次

攻 魏 ，占 领 垣（今 河 南 省 长 垣 市 东

北）、蒲阳（今河南省长垣县西）、衍氏

（今 河 南 省 郑 州 市 北）。 随 着 秦 军 的

不 断 征 伐 ，东 郡 面 积 不 断 扩 大 ，秦 国

东部边境甚至直接与齐国接壤，一举

斩断山东诸国“从亲之腰”，即斩断了

山东诸国合纵时联系的通道，这对于

山 东 诸 国 的 合 纵 无 异 于 致 命 打 击 。

土 地 不 再 相 连 的 山 东 诸 国 再 难 形 成

合 纵 之 势 ，同 时 ，秦 国 愈 发 强 大 的 实

力也不再惧山东诸国的合纵。

《孙子兵法》指出：“夫霸王之兵，

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

其交不得合。”由此可见，尽管伐交对

战争结果有着重要影响，但绝对的实

力差距足以让伐交的作用难以发挥。

此时秦国正具备绝对的实力优势，兼

并列国已是水到渠成。

引水灌大梁

随着秦国大量蚕食魏国领土，对

魏国形成三面包围之势，大战一触即

发 。 公 元 前 225 年 ，秦 王 政 以 王 贲 为

将，大举进攻魏都大梁。

大梁城高池深、人口密集、经济富

庶 ，足 以 长 期 坚 守 ，秦 军 强 攻 难 以 奏

效。此前，秦昭襄王曾意图一举灭魏，

多次攻到大梁附近，皆“十攻魏而不得

伤”。但大梁并非无懈可击，其毗邻黄

河等水系，周围湖泽密布。于是，王贲

决定水灌大梁，利用大梁地势西北高、

东南低的特点，在大梁西北部开挖沟

渠，修筑大堤，进而下令决开黄河及鸿

沟水系，“引水东南出以灌大梁”，最终

大梁城坏人亡，魏王假被迫出降，魏国

灭亡。

事实上，水淹大梁的计策并非是

秦国君臣心血来潮，纵横家苏代和信

陵君早已意识到大梁的这一弱点。苏

代在对燕昭王分析形势时曾指出：“决

荥口，魏无大梁……水攻则灭大梁。”

信陵君也曾向安陵君提到魏国需防备

秦国水灌大梁。秦国一旦得到郑国故

地，占领垣雍（今河南省原阳县西南），

“决荥泽水灌大梁”，则魏国必亡。荥

泽是古代济水溢出后形成的一大片水

域，临近大梁，这也是信陵君力图避免

使荥泽落入秦国之手的原因。魏安釐

王时期，信陵君曾率魏军进攻韩国管

城（今河南省郑州市），正是因为占领

管城便可控制荥泽，否则“秦兵及我，

社稷必危矣”。

《孙子兵法》等兵书均认识到攻城

本身所具有的难度，因而将攻城视为

谋攻之下策，“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

者，此攻之灾也”。在这种情况下，放

水淹城常常成为兵家攻城之策，此前

智伯围攻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白

起攻打鄢城（今湖北省宜城市），与后

世曹操水淹下邳（今江苏省邳州市）等

战役，皆利用“以水佐攻者强”的优势，

并取得了明显效果。

秦
灭
魏
之
战

■
于
涌
泉

1947 年，蒋介石因兵力不足，全面

进攻解放区的计划破产后，改为重点进

攻我陕甘宁和山东解放区，实施所谓“双

矛攻势”。3 月，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约

25 万 人 向 陕 甘 宁 解 放 区 发 动 重 点 进

攻。为应对敌攻势，中央军委组建西北

野战兵团，辖 6 个旅约 2.6 万人，担负主

要作战任务。延安保卫战从 3 月 13 日至

19 日，历时 7 天 7 夜，毙伤敌 5000 余人，

彻底打破了蒋介石、胡宗南“三天占领延

安”的妄想，胜利完成掩护转移任务，确

保了党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学校和群众

的安全撤离和疏散。

周密筹划，充分准备。为赢得延安

保卫战的胜利，党中央根据敌强我弱的

战场态势，进行了周密的作战筹划和充

分的战前准备。一是战斗动员，鼓舞民

心士气。3 月 8 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

安新市场举行万人大会，动员保卫边区、

保卫延安，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分别

发表振奋人心的讲话。会场上“保卫党

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延安！保卫

边区！保卫胜利果实！”等口号声此起彼

伏。二是练兵备战，修筑防御工事。为

提 升 部 队 战 斗 力 ，边 区 政 府 先 后 动 员

6200余人参军，充实主力部队，同时加强

投弹、射击和埋雷等技术战术训练。此

外，加紧修筑防御工事，在原有两道防线

的基础上，急调晋绥军区第 1 纵队和新

编第 4 旅在大、小劳山及其以东地区，构

筑第三道防御阵地。三是紧急疏散，实

行坚壁清野。3 月 12 日凌晨，朱德、刘少

奇、任弼时、叶剑英率中央机关部分人员

撤离延安，同时，转移学校和人民群众，

并发动群众带走所有牲畜和米面粮食、

掩埋隐藏带不走的家用器具。毛泽东主

席在撤离延安前还特别询问落实情况，

周恩来为此进行了细致的检查。

审时度势，英明决策。1947 年 3 月

初，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研究反击国民

党重点进攻的问题，毛主席亲自制订了

外线配合内线的作战计划。在战略上，

党中央根据战事发展，提出主动放弃延

安的战略决策。许多人坚决要求保卫

革命圣地延安，毛主席对此解释说，“收

回拳头，是为了打出去更有力”“存人失

地 ，人 地 皆 存 ；存 地 失 人 ，人 地 皆 失 ”。

这一决策不仅保存了我军实力，而且将

国民党的部队牢牢地牵制在陕北战场，

为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发挥了重要作

用。在战役战术上，党中央根据国内形

势和国民党进攻我解放区的态势，结合

敌军内部矛盾和胡宗南部作战能力及

胡的性格特点分析认为，敌对延安重点

进攻的方案最有可能是马步芳、马鸿逵

和邓宝珊部从西、北两线牵制；胡宗南

部从南线进攻，首先攻占延安，而后将

我军消灭在陕北解放区，或赶我东渡黄

河或北上绥蒙。因此，党中央和中央军

委将消灭胡宗南部作为此次战役的重

点。事实证明，我军对敌战役企图判断

完全正确。

诱敌深入，灵活歼敌。在兵力和装

备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我军成功取得

延安保卫战的胜利，与灵活的战术密不

可分。作战初期，毛主席就指出：“要以

运动防御为主，迟滞、消耗与疲劳敌军，

伺机给敌人以坚决打击和杀伤，诱敌深

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作战中，

西北野战军坚决贯彻中央军委和毛主席

的指示。一是依托工事阻敌。我军充分

利用第一、二道防御阵地野战工事交替

掩护，节节抗击，以游击战及破坏道路和

桥梁等手段阻敌前进，使敌每前进一步

都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二是夜袭反击

疲敌。敌因惧怕西北野战军夜战，遂改

变战术，天明时攻击，黄昏前停止。我军

及时分析研究敌战术，各部派出多个小

分队，在夜间袭击敌军，广泛开展人民战

争，采用游击战、地雷战等配合作战，使

敌疲于应对，乱作一团。三是灵活运动

歼敌。3 月 16 日，毛主席以中央军委的

名义签署作战命令，要求西北野战兵团

“在防御作战中达到疲劳与消耗敌人的

目的后，即可集中 5 个旅以上打运动战，

各个歼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进攻”。延

安保卫战中，我防御部队利用地形工事，

发挥夜战优势，灵活组织短促火力，大量

使用手榴弹、地雷杀伤敌人，成功迟滞胡

宗南部的进攻速度，完成阻击任务，为党

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和人民群众成功转

移赢得宝贵的时间。

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为实现“三

天占领延安”的企图，胡宗南将整编第

1、第 29 军共 15 个旅 14 万人分两路发起

进攻，在数十架飞机配合下，以密集队

形实施多路攻击。由于我严密防御，敌

多次进攻均未奏效，胡宗南见“三天拿

下延安”的大话吹破，于是调整部署，逼

令部队组织敢死队，向我教导旅阵地发

起猛烈进攻。3 月 16 日下午，彭德怀致

电教导旅旅长罗元发：“坚决完成抗击

敌人七天的任务”。罗元发接到命令后

调整部署，除预备队外，旅部机关人员

全部都派到各团充实连队，准备迎接一

场恶战。

3 月 17 日，敌用重金组织敢死队向

我教导旅阵地发起疯狂进攻，中午，松树

岭以南磨盘山阵地失守。旅长罗元发电

令 1 团团长“不惜一切代价，把磨盘山夺

回来”，1 团随即派出预备队。这是我军

教导旅勇士和敌军敢死队之间的殊死搏

杀，最终磨盘山阵地被我军夺回并牢牢

控制。

3月19日，在党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和

群众转移完毕后，西北野战兵团主动撤出

延安，给胡宗南留下了一座空城。延安保

卫战是我军粉碎敌人对陕北重点进攻取得

胜利的开端。随后，我西北野战军在陕北

发动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大战役，

并取得“三战三捷”的极大胜利，有力地打

击了国民党的嚣张气焰，为夺取全国解放

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延安保卫战：

七天七夜的顽强阻击
■潘金桥 张 苗

史说新语史说新语

春秋战国 韬略兵戈

鸿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人工运

河，兴建于战国时期。梁惠王为加强

对东部地区的开发和控制，下令在荥

阳（今河南省郑州市古荥镇）一带开

挖沟渠，引黄河水向东流经大梁（今

河南省开封市），继而南下沟通淮河，

由此将黄河与淮河之间的各主要河

道连接起来，形成发达的水运网，促

进了这一地区农工商业的发展。

交通的便捷使这一地区成为兵

家必争之地。楚汉战争期间，刘邦、

项 羽 曾 一 度 以 鸿 沟 为 界 ，停 战 休

兵。鸿沟也是古代重要的军需粮草

补给通道，秦朝曾在此兴建敖仓，隋

朝在此建有兴洛仓。

随着历史上黄河数次改道和南

宋以后国家政治经济中心的逐渐南

迁，作为现实意义上的运河“鸿沟”，

只在局部剩下一道深深的沟壑作为

历史见证保存下来，其余部分慢慢

淤塞废弃。

鸿沟

相关链接

链接历史链接历史

位 于

河 南 省 荥

阳 市 黄 河

南 岸 的 楚

汉 时 期 鸿

沟遗址。

位于广东省肇庆市的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位于广东省肇庆市的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

延
安
保
卫
战
中
，我
军
在
行
军
途
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