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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肃省合水县有一个名叫“西华
池”的地方，因古时城南池塘荷花满池而
得名，“花池”谐音“华池”，“西”字则是为
了与县东的荷花池区别开来。这里原本
是一座平凡的小城，却几次在中国革命
战争史册上留名。红 26军第 42师就曾
在这里以步骑协同的战法成功取得西华
池战斗的胜利。

1933年 11月 8日，红 26军第 42师在
合水县莲花寺宣告成立，王泰吉任师长，
刘志丹任副师长兼参谋长。同时将义勇
军和耀县支队合编为红 42师第 3团，第
4团改编为骑兵团，以适应长途奔袭、快
速出击和协同步兵作战的需要。红 42
师师部率红 3团向东游击，骑兵团向西
发展。随后，红 42师和各路游击队频繁
向反动武装主动出击，肃清了小股国民
党军和地方反动武装，拔掉了一些据点，
打击和动摇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反动统

治。红军还利用战斗间隙，以连排为单
位协同地方干部广泛宣传，组织武装群
众，建立和巩固了第二路游击队工作，让
队伍也得到了休整和补充。1934年 1月
上旬，王泰吉奉命去豫西做兵运工作，刘
志丹接任红26军第 42师师长。

1934 年 2 月至 4 月，国民党陕甘当
局调集 8个团的兵力对以南梁为中心的
陕甘边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
“围剿”。红 42师党委分析敌情后，制定
了以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牵制和袭击南
线之敌，红 42师主力到外线打击敌人的
战略方针。

刘志丹率领骑兵团和红 3团一路向
北，连续打了瑶区、小石板、店头、五里镇

四仗，消灭了当地的反动民团。之后顺
着张村驿、黑水寺，经过太白北上至东华
池。刘志丹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公开
表明部队准备向陕北安塞、安定进攻。
实际在南梁荔园堡川里同由庆阳、合水、
保安三支游击队组成的第二路游击队和
赤卫队会合后，一起向北进军，经过小蒜
川到达刘家砭后，即向西封锁了消息。
而后，部队折返向西，在三道川蔺家砭消
灭国民党张廷芝部100多人，又于崖窑消
灭了敌一个骑兵连，并封锁了崖窑以西
的交通。次日，部队行至庆阳元城高桥，
活捉了国民党庆阳县第四区区长高明山
和几个大地主。随后部队未作停留便继
续向西，到园城子打了一仗，接连消灭了

街上谭世麟的民团和李家梁子村里的敌
一个骑兵连，缴获几十支枪和四五匹马。

1934 年 4 月 2 日，部队从赵家塬向
合水县城出发，经过县城西边时，城墙上
围观了许多百姓，红军到来的消息也传
开了。部队未作停留，继续向南塬进发
并到达西华池。4月 11日 10时，驻庆阳
的国民党军陇东警备第 2旅第 5团尾随
红军而至，向西华池发起进攻。该团是
国民党军王子义民团，原本驻扎在庆阳，
得知红军打了园城子，却并不知道那只
是红军声东击西的战术，因为担心红军
接着打庆阳，便调集一个团副带着团部
直属机枪连和两个营的 600多人的兵力
向东追击，在山里没有找到红军，便经由

合水打算回到庆阳，经过合水发现了红
军行踪，就直接赶来。

红军依托寨墙和民房英勇抗击，敌人
沿大路成密集队形向红军涌来，妄图趁红
军不备一举占领，打红军个措手不及。此
时，红42师师部同红3团驻扎在堡子里，张
秀山率领的骑兵团驻扎在西华池城东外骡
马大店。骑兵团刚准备扎营休息，有的卸
了马鞍，有的还在遛马，就听见哨兵打枪，
知道敌人来了。刘志丹站在城墙上大喊：
“秀山，快带上骑兵从后边冲！”张秀山便集
结骑兵团三个连的连排长和大部分士兵上
马，随即带领骑兵冲向敌人。骑兵团连长
边德荣率领一个班，直接突袭敌人阵地，被
敌人猛烈的火力打了回来。虽然这次冲锋

失利，却迟滞了敌人。随后，敌人发起集团
冲锋，红军沉着应战，以密集火力压制敌
人。骑兵团一部从侧翼直接袭击敌指挥
所，使其失去指挥能力，敌人顿时陷入混
乱。红军乘机实施猛烈反击，骑兵团的将
士们马踏刀劈，配合着从正面同敌人厮杀
的红三团，直接把敌人压到沟里。有的敌
人已经缴枪投降，有的四处逃窜，全然放弃
了战斗。战斗仅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就
全歼敌人，获得了全胜。这一仗，红42师
消灭了敌人的7个连兵力，除团副等几个
人跑了外，大部分人都成了俘虏，缴获了敌
德国马克沁机关枪两挺、迫击炮两门、炮弹
几十箱以及步枪、盒子枪等五百多支、骡
子、马几十匹，还有不少的子弹。这次战斗
中，骑兵团牺牲了一名排长、一名班长，红3
团也牺牲了两三名同志。

西华池战斗，红军以极小伤亡，令敌
人损失惨重，这是陕甘边红 26军组建以
来第一次大胜仗，创造了步兵和骑兵协
同的成功战例。西华池战斗取得胜利
后，红 42师继续辗转在陕甘边根据地灵
活机动地与敌周旋，迫使占领南梁的国
民党军狼狈退出苏区，彻底粉碎了敌人
第一次“围剿”。

西华池战斗——

红军步骑协同的成功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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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而艰苦的中国革命斗争中，
我军官兵以弱搏强、积微成著，以忘我
的牺牲精神和压倒一切敌人的高昂士
气，打出了一系列漂亮的胜仗，创造了
我军历史上不胜枚举的经典战例。巧合
的是，红军长征中红 1军团第 2师第 4
团的飞夺泸定桥，解放战争中晋察冀野
战军的清风店战役，我军都曾创造了一
昼夜徒步奔袭 120公里的世界陆军徒步
行军罕见纪录。革命前辈的坚韧不拔精
神，足令后人记取而励行。

飞夺泸定桥，红 4团一

昼夜飞奔120公里

1935年 5月 28日晨 5时许，红 1军
团第 2师第 4团在前往泸定桥的行进途
中，政委杨成武和团长黄开湘接到军团
转达军委的“万万火急”命令，打开一
看，只见上面写着：黄、杨，军委来电
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
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
去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

政委杨成武看后说：“从地图上标
的里程，此处到泸定桥还有 120 公
里！”这就意味着部队必须在一昼夜内
走完 120 公里的路程，并在 29 日当天
攻取和完全控制泸定桥。谁也不会料
到，任务会变得如此急切。头一天军
委电报上标的还是“十万火急”，现在
却变为“万万火急”，一定是敌情有了

重大变化。当时由于时间紧迫，命令
只能边行军边传达，“走完 120，赶到
泸定桥！”这斩钉截铁、气壮山河的动
员口号成了全团的信念和目标。

此时部队是在和时间赛跑，也是在
与敌人隔河赛跑。为保证任务的坚决完
成，部队一路行军，一路还举行“飞行
集会”，一簇簇、一堆堆的人临时凑到
一起，只那么动员几分钟，就散了；这
群人刚散，紧接着出现了更多的人群，
他们一边跑，一边进行紧张的开会动
员。紧急任务的动员工作刚做完，部队
已接近猛虎岗。在弥天的浓雾中，部队
以排山倒海之势击溃了敌人的 1个团部
和 1个营，占领了摩西。此时村东河上
的木桥已被敌人炸掉了，这给部队行军
增添了麻烦。部队全力以赴用了两个小
时——紧张而珍贵的 120分钟，才架起
了这座桥。之后，全团一口气又跑了
25公里，傍晚 7时许，一查看地图，从
这里到泸定桥还有 55公里，而且全是
山路。

困难一个接着一个。正当部队继续
前进时，突然下起暴雨来了。天，黑得
像倒扣的锅底似的，伸手不见五指，只
有打闪电的一瞬间，才能分辨哪是山哪
是路。部队一天没有吃上饭，加之道路
十分泥泞，真是寸步难行。这时，敌人
已经赶上来了，正在对岸与我们平行前
进。为了赶在敌人前面到达泸定桥，杨
成武通过各党支部向所有的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动员，要求他们想
方设法克服一切困难，务必在明天早晨
6点以前赶到泸定桥。行军中，红 4团
的同志们发扬团结友爱精神，互相用绳
拉、用手搀扶，再拄上根拐杖；饿了，
就嚼口生米；渴了，就捧把雨水喝……
队伍就像一团烈火似的在幽深的山谷里
飞速滚动着。

但是，毕竟是摸着黑走，前进的速
度显然比白天慢多了。杨成武和黄开湘
正在发愁时，突然发现对岸的敌人正打
着火把赶路。真是“事到万难须放
胆！”，杨成武找黄开湘商量：“我们也
可以点火把！”部队立即将附近小村庄
里老乡家的竹篱笆全部买下来，每人绑
一个火把，一个班点一个。为了争取时
间，要求点了火把后的行军速度必须保
持在每小时 5公里以上。同时，布置司
号员先熟悉敌人的联络号音及信号，准
备必要时与敌人“联络”。

就这样，敌我双方的火把在夜空
中焚燃，隔水相望，就像在山谷里盘
动的两条火龙，把几米外的大渡河水
映得通红。不一会儿，透过呼啸的风
雨声和大渡河的波涛声，突然对岸传
来了清晰的号声。
“敌人在向我们发问了！”司号员报

告说。
“啥子部队？”还没有等红 4 团回

答，对面又传来悠悠微弱的问话声。
“吹号回答！”杨成武告诉司号员。
司号员按照敌人的号谱吹响了事先

准备的答语。敌人信以为真，把红军当
成自己人。就这样，敌人与红军隔岸并
行了 15公里路。突然，对岸的火龙不
见了。红 4团又大胆地吹号发问敌人在
干什么？敌人吹响了宿营号。

闻此号声，红 4 团再次加快了脚
步。大家在三步一摔、五步一跌的滚爬
中前进。为了防止跌到河里，杨成武吩
咐大家解下腿上绑带，一条条接起来，
每人都拉着绑带前进。就这样，部队以
一昼夜行军 120公里的速度，第二天早
晨 6点多钟到达了泸定桥的西岸，占领
了西岸全部沿岸阵地，并立即进行了紧
张的战斗动员，选出了 22名共产党员
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由第 2连连长
廖大珠担任突击队长。

29日下午 4时，总攻开始。全团数
十名司号员组成的司号队同时吹响冲锋
号，我方所有武器一齐向对岸开火，枪
弹像旋风般地刮向敌人阵地。22名突击
队员全部手持冲锋枪，背插马刀，腰缠
10来颗手榴弹，在队长廖大珠率领下，
冒着对岸射来的炮火和枪弹，冲向已被
敌人拆掉了桥板的泸定桥。他们攀着桥
栏、踏着铁链，匍匐向河对岸前进。拼
死顽抗失利后的敌人，点燃堆在西桥头
的桥板，妄图阻止我军进城。突击队员
们不顾烈火烧身，攀上桥头，冲进火
海，把手榴弹一颗又一颗地投向敌人；
接着冲进城内，和后续部队一起，与敌
人展开殊死的巷战。经过两个小时的激
战，将守敌全部击溃。22名突击队员仅
在桥上中弹牺牲 3人，创造了夺取泸定
桥的奇迹。

飞兵清风店，120公里

与45公里的对抗赛

1947 年秋，国民党军在中国人民
解放军晋察冀野战军连续打击下，被迫
将其主力的 7个军共计 33个师（旅）收
缩于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带，以一个
军驻守石家庄地区，企图依托铁路线，
采取守势，确保平津保等战略要地。9
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秋季攻势，

蒋介石为挽救东北危局，令北平 5个师
进至北宁线或出关增援。在这种情况
下，晋察冀野战军领导杨得志、杨成
武、耿飚等决心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向
保定以北地区出击，采取围城打援的战
术，以第 2纵队第 4、第 5旅及第 3纵队
一部围攻徐水，吸引北平、保定国民党
军增援；以第 3、第 4纵队主力和独立
第 7旅集结于徐水东北地区，寻机歼灭
前来增援之敌。

10月 11日晚，战斗打响。至 13日
夜，我第 2纵队连克徐水南北两关，逼
近城垣，大有一举攻克之势。要调动国
民党军的援兵，就必须打痛它，使之感
到战局紧迫。但出乎我军预料的是，从
北面一下子来了敌人的 5个师 10个步兵
团和 1个战车团。我军主力在徐水东北
地区与敌形成对峙，经过几天激战，虽
杀伤不少敌人，但因敌人 10多个团聚
集在一起，我军未能把敌人分割歼灭，
战役计划没有实现。

对此，杨得志、杨成武等研究决
定，调平汉路以东的部队向路西遂城、
姚村地区转移，诱敌西进，准备在敌人
分散以后，歼敌于运动之中，并立即将
这一决定报告了聂荣臻。

10月 17日晚，杨得志、杨成武等离
开了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驻地率部向平汉
路以西前进。忽然，一阵急骤的马蹄声打
破行军队伍的寂静。原来是骑兵通信员，
他递给野战军领导一份电报报告道：“聂
荣臻司令员刚刚拍来的敌情通报”。

电报上写着：“石家庄敌第3军军长
罗历戎率领第 3军军部、第 7师和第 16
军第 66团于 16日已经渡过滹沱河，正
在北犯，17日可进到新乐地区，估计18
日可抵定县，19日可达方顺桥。保定之
敌刘化南部准备向南接应罗历戎。”

战场情况真是瞬息万变。接到电
报，杨得志、杨成武、耿飚等统一思想
后当机立断：以野战军主力南下歼灭罗
历戎。主力不再向西，而是向南，用遭

遇战的形式把敌人歼灭。以一部分部队
在徐水以北阻敌南下，配合主力在保南
的行动。

决心定了，仗在哪里打？也就是战
场选择的问题。这个问题极其重要，关
系到我军能否吃掉这股敌人。最后，野
战军领导把遭遇战的战场选在了清风店
地区。之所以选在这，是因为清风店在
保定以南，距离保定还有相当一段距
离。无论如何，战场不能选在保定附
近，那样会造成敌人合击我军的不利形
势。

遭遇战的战场决定下来了，可是时
间对我军显得异常紧迫。罗历戎的第 3
军已经过了滹沱河，离清风店只有 45
公里，而我军的部队还在徐水地区，距
离清风店有 120公里。这就意味着我军
部队必须在同一个时间里走将近敌人三
倍的行程。而胜负的关键，就在于我军
能不能抢先赶到方顺桥以南的清风店地
区。如果我军赶不到，让敌第 3军和保
定新 2军的两个师靠拢，我军就很难吃
掉敌人了。

时间紧迫，刻不容缓，杨得志和
杨成武等已来不及向军区首长报告和
请示，首先向部队下达了行动命令，
在千军万马的奔袭途中，他们才向军
区发了电报。

杨成武和杨得志商量，在这种情况
下，应急需起草一个紧急战斗动员令。
因为这一仗关系重大，必须要打好。杨
成武说，当年飞夺泸定桥时一昼夜行军
120公里，今天是一昼夜急行军 120公
里赶过方顺桥。那时是一个团，现在是
一个野战军，千军万马啊，要有几句口
号，像铁锤敲铁砧那样，烙印在指战员
的心头。杨得志表示完全赞成这一建
议。

于是，杨成武口述，宣传部长邱岗
记录，一份紧急战斗动员令很快写出来
了。

发报机一阵滴滴答答的响声，把紧

急战斗动员令发出去了。
黎明时分，部队分好几路拼命地往

前赶。部队一边走，一边开“飞行会
议”。各级指挥员边走边向战士们传达
紧急战斗动员令。鼓动工作化成无形的
力量，部队经过一夜强行军仍精神抖
擞、情绪高涨。杨成武见到从身旁走过
的带队干部说：“快走啊！发扬红军一
天行军120公里的精神！”

18 日午后，我南下各部队大都提
前 4小时至 6小时，完成了 120 余公里
的长途行军任务，到达指定位置。可是
这个时候，国民党第 3军军长罗历戎率
领他的主力 1.4 万余人、 200 多辆大
车，刚刚走过了定县。

20 日拂晓，我军开始进攻。一经
接触，敌主力很快收缩于西南合等几个
村庄，向北平告急，请求增援。22日 3
时 40分，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向西南合
等村庄发起总攻，战斗到 11时 30分胜
利结束。

清风店战役，共歼敌第 3军军部、
第 7师和第 16军第 66团，俘敌第 3军军
长罗历戎等以下官兵 1.1万余人，毙伤
敌 2000 余人，连同保北阻击战共歼敌
1.7万余人。缴获各种炮 72门、轻重机
枪 489 挺、长短枪 4500 余支、电台 8
部，击落击伤敌机各 1架，开创了晋察
冀歼灭战的新纪录，对扭转华北战局起
了重要作用，并有力地配合了东北民主
联军的秋季攻势。

飞夺泸定桥、飞兵清风店，一昼夜徒步奔袭120公里—

我军徒步行军的两个罕见纪录
■韩金强

清风店战役中，晋察冀野战军官兵跑步进入阵地。 资料照片

红
军
飞
夺
泸
定
桥
进
军
线
路
及
敌
军
布
防
示
意
图
。

资
料
照
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