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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

会师，蒋介石调集近20个师的国民党

军，并亲自前往西安督战，企图以南攻

北堵战略，在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

境地区聚歼红军。为打破国民党军的

进攻，中央军委决定红军主力迅速向山

城堡地区集结，集中力量歼灭孤军冒进

的国民党第1军。11月16日，红军开

始集结，17日发起战斗，21日红军向进

入山城堡地区的国民党军发起总攻，22

日9时结束战斗，红军占领山城堡。这

一胜利，挫败了国民党军的进攻计划，

显示了红军团结战斗的威力，改变了红

军的被动局面，稳定了陕甘宁根据地的

局势，对国内和平与促进逼蒋抗日方针

的实现，起到了积极作用。本文记述了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和山城堡战斗的过

程，分析了战斗胜利的主要原因。

一九三六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三

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十一月

二十一日在环县山城堡歼灭国民党军

胡宗南部主力一个师。这个胜利的战

斗是长征的最后一战，也是第二次国内

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这一战斗对国

内和平和抗日战争的实现，起了重要的

促成作用。

一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经过一
年的时间，以超乎寻常的毅力，战胜了
军事上、政治上和自然界的无数艰险，
于一九三五年十月胜利地到达陕北。
中央红军一到陕北，就与由鄂豫皖北上
的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会同在一起，
共同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区革命
根据地的第三次围攻，从而扩大了红军
声势，巩固了革命根据地，并且迅速地
打开了新的局面。

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帝国主义正进
一步地向华北进攻。民族危机日益深
重，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占领全中国、变
中国为其殖民地的疯狂侵略，正越来越
严重地威胁着全国人民的生存。广大
爱国人民更清楚地认识了国民党反动
派对外不抵抗，对内加紧反共反人民的
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罪恶面目，因而
更加同情和拥护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主张。由“一二·九”学生大
示威而掀起的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
标志着一个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
毛泽东同志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
策略》一文中，英明地预见了这一大好
形势，适时地提出了全党的任务：“革命
的阵势，是由局部性转变到全国性，由
不平衡状态逐渐地转变到某种平衡状
态。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党的任务
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
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
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
族革命战线。”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仍然坚持其反动
政策，进一步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继续
向红军围攻，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周围
大量地增加兵力。山西阎锡山也沿黄河
布置层层军事堡垒，置以重兵，企图拦阻
我军向华北抗日前线开进。宁、甘的马
鸿逵、马鸿宾等回族封建军阀部队亦加
紧阴谋活动，不断向我军挑衅。在这种
情形下，我们党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的
封锁，直接对日作战，以求进一步推动抗
日运动，实现党的抗日主张，一九三六年
二月，红军举行了东征作战。在东征作
战中，红军给了阎锡山部以有力打击，共
歼灭和击溃敌三十一个团，毙伤俘敌一

万七千余人，粉碎了其沿黄河的封锁堡
垒，一度解放了同蒲铁路沿线的广大地
区，直逼太原近郊。红军东渡后，蒋介石
一面增调十几个师进入山西，阻止我军
东进抗日；一面以陕甘驻军积极向我后
方进攻。一九三六年五月，红军发表了
“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东征回师通电，
但是蒋介石集团悍然拒绝议和。为此，
红军回师之后，紧接着又进行了西征。
西征作战先后击溃了马鸿逵、马鸿宾等
部，解放了环县、预旺、定边、盐池等县
城，以及东西一千余里，南北数百里的广
大地区。大大地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
地，并团结和教育了回族人民，推动了回
族人民的抗日运动。

通过东征、西征作战，陕甘革命根
据地更加巩固和扩大了。中国工农红
军的声威也更加扩大了。我党提出的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已成为
广大人民的一致要求。

二

在中央红军、陕北红军积极巩固和
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同时，红二、四方
面军在粉碎了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和国民
党军的围追堵截后，正迅速由川康地区
北上。一九三六年八月底，红二、四方面
军主力进到甘南渭源、陇西地区。

为了迎接红二、四方面军，中央决
定红一方面军主力西进直插西兰公路
静宁、会宁地区，会合二、四方面军。八
月底，我们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由预旺
堡、同心城、黑城镇地区出发南下，经过
连续几天急进，于九月初突然插到静
宁、会宁地区，迅速打破了西兰公路敌
人的封锁，占领了会宁城。十月八日，
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终于在会宁、
静宁地区胜利地会师了。会师后，主力
即向北转移到海原、打拉池地区休整，
并在打拉池举行了庆祝会师大会。

红军主力的会师，宣告了帝国主义
和蒋介石集团围追堵截的彻底破产，给
全国人民展示了新的希望，极大地增强
了爱国人民的抗日信心。

但是，蒋介石集团对于红军主力的
大会师却惶恐不安，不甘心失败，不顾
民族危机，不顾全国人民的意愿，不顾
我党一再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
正确主张，竟继续坚持其反共打内战的
政策。蒋介石错误地认为：中国工农红
军经过艰苦的长征，连续作战，力量已
大为削弱；刚到陕北，立足未稳。于是
急忙调集了二百六十个团的优势兵力，
企图乘红军十分疲劳，尚未来得及休息
之际，一举将我消灭。

当时仅在静、会地区，敌人就集中了
第一、三、三十七、六十七、新一等五个
军。当红军主力向海原、打拉池地区转移
时，敌人分四路展开追击，企图消灭红军
于黄河以东地区。一路敌第三十七军毛
炳文部，一路敌第三军王均部，两路同时
由会宁地区出发，分别经冯家堡、郭城驿
向靖远追击；一路敌胡宗南部主力第一军
四个师由静宁地区经新营向海原追击；一
路为东北军第六十七军骑兵军由隆德地
区经固原向黑城镇追击。

在当时敌我众寡悬殊的形势下，根
据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的作战方
针是：逐次转移，诱敌深入，而后在预定
的有利地区集中优势兵力，给敌人主力
胡宗南部以歼灭性打击；对敌毛炳文、
王均部则予以威胁牵制，相机予以打
击；对东北军王以哲部由于他们当时已
有了不愿继续打内战的倾向，并秘密地
与我军建立了某些联系，因此则采取了
积极进行统一战线的方针。

红军主力转到打拉池、海原地区稍
事休整后，即继续向预旺堡、同心城地
区转移。当时各路敌人前进很快，十一
月初即进到了海原及以北地区。敌人
压得很紧，情况很紧张。当时天已下
雪，部队衣服单薄，粮食又不足，困难很

多。当我们转移到海原以北时，海原之
敌马鸿逵第三十五师及东北军一个骑
兵师曾向我侧后攻击，企图截击我军，
我们以红一师及七十三师予敌以坚决
反击，于何家堡消灭敌两个团，俘敌千
余人，余敌逃回海原。

我军转移到同心城西南地区后，曾
准备利用同心城西南之关桥堡、驼厂堡
地区有利地形打一仗，以求粉碎敌人追
击。后来由于敌第三军由贺家集迂回
到同心城我军右翼，东北军也进至预旺
堡并向我右侧后迂回，我们遂改变原来
计划，而继续向东转移。十一月十九日
先后集结隐蔽于环县以北之山城堡南
北地区。山城堡地区土寨很多，地形复
杂，很便于我隐蔽和依托，是个比较好
的战场。

敌占同心城后更加骄纵，认为红军
已不堪一击，已向盐池方向撤退。因此
竟以胡宗南部第一军孤军深入，急速向
惠安堡、盐池方向前进。主力两个师直
插盐池，十一月十九日侵占惠安堡，其
七十八师经预旺堡、古城，二十日侵占
山城堡。敌人企图从两翼合围我军于
盐池以南地区，与此同时，东北军六十
七军亦由预旺堡地区东进策应。

十一月二十一日，当敌七十八师由
山城堡继续向东攻击时，预伏在山城堡
周围之我一军团及十五军团一部，突然
地向敌展开猛烈的反击，首先截断了敌
人西逃的退路，接着由东、南、北展开三
面攻击。敌人凭借围寨顽抗，战斗十分
激烈。经过一昼夜战斗，将敌七十八师
二三二旅全部及二三四旅两个团全部
歼灭。与此同时，向盐池方向进攻的敌
人也被我二十八军击溃。经过这一战，
敌人遭到沉重打击，主力即向西撤退，
整个进攻被我粉碎。

三

山城堡战斗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合
后的第一次战斗，尽管我军经过长征，
蒙受了重大损失，总数已不到三万人，
装备又十分低劣，但是这支人民的军
队，由于有毛泽东思想的武装和与人民
的紧密联系，她永远是无敌的，她的胜
利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挡的。蒋介石集
团在红军长征中千方百计地想消灭红
军，遭到了彻底失败；在红军主力会合
后，不管它再用多大优势兵力，同样也
逃不掉失败的命运。中国工农红军能
不能取胜，人数和装备固然十分重要，
但不是最根本的因素。根本的因素是
她的政治军事指导思想、部队的团结、
士气和作风；一旦人数增多，装备改善，
她的胜利就必然更大更快。红军主力
会合—山城堡战斗及以后的发展充分
说明，只要我们紧紧地沿着毛泽东同志
所指的道路前进，认真地学习和掌握毛
泽东思想，我们就一定能够从一个胜利
走向一个胜利。与此相反的是张国焘
在红军将要会合时坚持分裂，违背毛泽
东同志的指示，强令四方面军主力渡黄
河向甘、新西进，结果是一败再败，最后
虽然有部分同志抵抗了张国焘的分裂
活动，回到党的怀抱来，但是所遭受的
损失是十分沉重的。

山城堡战斗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
思想的胜利。这个战斗是在毛主席的
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当时情况很复杂，
外有强敌，内有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三
个方面军刚刚会合，部队十分疲劳，又
是寒冬季节，衣食困难。在这种情况
下，如何趋利避害，以少胜多，争取主
动，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毛主席在每
一个具体的策略和战役战术上都给了
我们及时而明确的指导，例如：毛主席
在给我们的电报中一再指出：要坚决打
击蒋胡军主力，歼其一部或全部，以达
到分化孤立敌人的目的，以利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形成。正是由于毛主席的
这些正确指示，所以从迎接二、四方面

军会师到战役转移，直到山城堡战斗的
胜利，使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始终是明确
的、坚定的，行动上始终是主动灵活
的。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是山城堡
战斗制胜的关键。

山城堡战斗的胜利，又是毛主席统
一战线策略思想的胜利。我党提出的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不仅在全
国人民中得到了积极的响应，而且在包
围和进攻我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中也
引起了日益强烈的反应。当时各路敌
人矛盾很多，胡宗南部是敌人的主力，
自恃是蒋介石的嫡系，骄横嚣张；张学
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西北
军深受蒋介石集团的排斥、驱使，都表
示不愿意继续打内战。特别是在东北
军中，广大官兵家乡遭受日寇蹂躏，他
们普遍要求打回老家去。张学良、杨虎
城是两位有民族正义感的将军。他们
亲眼看到红军在长征后，力量更集中
了。在全国人民抗日要求更加迫切和
红军坚决北上抗日的英勇行动影响下，
他们已逐步认识到继续被蒋介石驱使
打内战是错误的。因此，他们曾先后与
我军秘密订立了“互不侵犯，抗日友好”
协定，在这些部队里抗日救亡的情绪日
益高涨。当时被迫与胡宗南部一同向
我进攻的右路东北军王以哲部，曾表示
决不愿意与红军为敌，不愿意见到“萁
豆相煎”的不幸局面。针对这种情况，
我们遵照毛主席提出的坚决打击敌主
力、孤立分化敌人，以利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形成的指示，一方面集中力量给
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以狠狠打击，一方
面对王以哲部则严格按照统一战线的
原则积极进行了工作。提出“中国人不
打中国人”“枪口对外”“一致抗日”等口
号。当时很明显，只要给敌主力以痛
击，整个进攻就可打破；只有有力地打
击和孤立顽固势力，才能迫使其接受我
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也才能团
结和争取中间和进步势力。事实证明
这一做法是非常正确的。山城堡战斗
的胜利，更加促使张、杨两部进一步认
识到内战再也不能打下去了，只有掉转
枪口一致抗日，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
经过山城堡战斗，他们与蒋介石统治集
团的矛盾进一步尖锐深刻化了。十二
月十二日终于爆发了西安事变，经过我
党倡议和积极努力，西安事变得以和平
解决。从此就打开了国共两党重新合
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全民抗日
的新的大好局面。

山城堡战斗由于全体指战员英勇
善战，不怕疲劳，发挥了我军优良的战
斗作风，因而取得了重大胜利。它像我
军的无数个胜利战斗一样，在我军战史
上将占光辉的一页；它是我军在历史伟
大转折中的一个重要战斗，回忆它、研
究它对我们有着重要的意义。

聂荣臻 出生于1899年，四川江津

人。文中身份为红1军团政治委员、中

央红军先遣队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

历任北京市市长，副总参谋长、代总参谋

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

副总理，中央科学小组组长，国家科学技

术委员会主任，国防科委主任，中共中央

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

军衔。1992年逝世。

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

山城堡战斗
■聂荣臻

早就听说高山雷达站腌制的泡菜格
外新鲜，问起有啥绝招，炊事员指向了那
口水缸。

那个腰身粗大的水缸用暗棕色的黏
土烧成，上面一圈缸沿儿早已磨出了包
浆。那是 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逢枯水
期，官兵常去离连队两公里的涝坝挑水，
将水缸的水蓄得足足的。有时官兵训练
完，捞起水瓢伸长脖子猛灌几口，一股清
凉入肚，惬意极了。

炊事班的战友是最亲近水缸的人。
清晨，天还没亮，炊事员就出门担水了。
摇曳的洋铁水桶“咯吱吱”唱着乡野小
调，幽幽远去。返回时，压弯了担子的铁
桶紧咬着担杖钩子，喑哑的长嘶拖长了
窄窄的山路。

战士小刚体型较胖，体重影响了训练
成绩。为了减重，他主动提出早上帮炊事
班挑水。怕影响大家休息，他脚步放得很
轻很轻。不过，炊事员们还是能听到他的
喘息声，还有水桶落地轻微的钝响和倒水
入缸时哗啦啦的清脆声。甚至单是听水
入缸的声音，炊事班长也能大致判断出，
缸里还需要挑几桶水才能满。

每每看着水缸的水越来越满，慢慢
瘦下来的小刚还要欣赏一番缸中帅气的
面容。渐渐地，受小刚的影响，别的战友
也主动帮厨，去挑水“亲近”水缸。天干
物燥时，大伙常做的事儿就是将水缸挑
满水。水缸的水常年都满着，干旱季节，
也可以用于防火。

树荫下，战友们在水缸旁聆听教
育。水缸空时，水入缸的声响巨大，水花
不安分地喧哗着；而随着更多水的注入，
响动声越来越小。大伙儿说，人也是这
样，肚里没东西就会喧嚣吵闹，肚里有积
淀反而沉稳低调。瞧，战友从水缸中还
感悟到了人生的智慧。

在连队院子的一角，水缸就这般安静
地站立着，缸沿儿上严密地扣着一顶圆圆
的木盖。连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舀完
水要立刻盖好木盖。记得有个“迷糊”的
新兵舀完水忘了盖好盖子，指导员在点名
时专门进行了一场教育。高山连队用水
不易，每一滴都要珍惜。是啊，军人过日
子讲究的就是艰苦奋斗。指导员常去看
看水缸的水面有没有浮灰。看到水缸的
水清澈见底，他便觉得欣慰。

水缸见证着官兵们的成长和成熟，
官兵们也悉心守护着这缸清水。在互相

守望的过程中，官兵们体悟着珍惜与感
恩。他们用行动践行着，做人也要像这
缸水一样清纯、澄澈。水缸赤诚地敞开
胸怀，为连队这个大家庭奉献自己，毫无
保留，倾尽所有。当兵亦如是。水缸的
字典里没有悭吝二字，盛进几多舀出几
许，绝不贪恋一点半丝，这像极了军人的
坦荡无私。

水缸还流淌着时光的串串音符，在
秋风飘飘、雨丝弥漫的时节响起。退伍
时，暗洒泪，最难舍。离开雷达站时，再
喝一口水缸的水，成为大家默默坚守的
传统。不知不觉间，厚重的水缸成了官
兵们军旅人生中的某种情感寄托。
“星空倒映在这缸水里，像颜色消退

的剪纸一样，泡着水淋淋的月亮。”在雷
达站工作了 15年的老兵，在离别前忍着
眼泪写下这首伤感的诗，饱含深情，满载
故事。当兵的人经历岁月，渐渐像这水
缸一样能包能容、胸襟宽广。

水缸是蹲守在岁月深处的一眼泉，
串起连队的往事，也见证军营条件的改
善。随着自来水管道的接入，现如今，雷
达站吃水储水早已不是问题，水缸似乎
要退出历史了。充满智慧、坚守传统的
官兵们将水缸再利用，作为了腌制泡菜
的绝佳工具。

他们知道，水缸从来不甘落寞。雷
达站的官兵们，在这寂寥的山岗上坚守
着，心底依然涌动着澎湃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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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路上，青稞绽放
（外一首）

■李庆文

在翻越茫茫雪山之前

要借一些灯火，一些粮食

借一条坦坦荡荡的大路

通过狂风和黑暗把守的隘口

我们的马绝不踩伤任何一株青稞

战士绝不踏入寺庙一步

让安宁的依旧安宁

安宁是我们回赠的更洁白的哈达

香格里拉心中的日月

让春风洗澈得更加明亮、亲热

云杉越来越攀入了云霄

消失的地平线，消失的身影

在尽头重新生出朝霞

我们相信那一片浩荡的青稞

即使被风吹倒，也会有一双手

将她一棵一棵地扶起来

直至整座高原捧出金灿灿的果实

红军免费寄信印章

闭上眼，我还是能听到枪声

由远及近。马铃，则渐行渐远

鲜红的，依旧鲜红，是旭日朝霞

喷薄而出，在你我沸腾的胸口……

那江河万里壮行烈酒

哪一滴不是血泪

这山川草木与云雾闪电

无一物不是家书

年轻的哥哥，我将寄春风于你

寄故乡的槐花和星星给你

在四月和九月为你晒暖被子

你睡吧，枕着壮丽的山河睡吧！

你悠扬的笛声总在黄昏降临——

借你肩头，明月已爬上了山岗

辉映着这灯火通明的人间

雨夜拉萨
（外一首）

■曾 云

持枪站立高原

守卫第二故乡

我在最柔软的地方

用青春来眷恋

这一身戎装

戴在胸前的花

是红色的点缀

新时代的个性阳刚

被诗性的汉字

编织和表达

被风和雨围困

在黑色的夜晚

仰望天空拷问灵魂

我的内心装满

诗歌的声音

雨落拉萨

爱在深夜流淌

战斗后的初心还在

就不害怕故乡的风

将我遗忘

雪山之夜

桃花已在高原盛开

白云呈现缤纷的姿态

特种兵迎来了春天

全副武装，占据5339高地

持续16小时的战斗

气喘吁吁越过河流冰川

他们誓做雄鹰，动用洪荒之力

登陆雪山之巅，鸣枪示意胜利

全员撤退，沿河流原路返回

夜岚升腾，白雪闪耀着它的光芒

战士挑战极限

一座雪山就是一道边防

一支队伍就是一座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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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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