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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庆祝、、回顾回顾、、展望……中国共展望……中国共

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产党迎来百年华诞。。

回望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回望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

我党带领人民群众和亲手缔造的我党带领人民群众和亲手缔造的

人民军队人民军队，，凭借手中简陋的武器凭借手中简陋的武器

装备装备，，浴血奋战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百折不挠，，从胜从胜

利不断走向胜利利不断走向胜利。。

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

物馆中的功勋兵器物馆中的功勋兵器，，见证了党领导见证了党领导

下的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下的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从小到

大大、、从弱到强的奋斗史从弱到强的奋斗史，，见证了我见证了我

们这支军队一路跋涉的征战历程们这支军队一路跋涉的征战历程。。

从某种意义上讲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功勋这些功勋

兵器也是一本本书兵器也是一本本书、、一面面镜子一面面镜子。。

今天今天，，让我们与其中的一些让我们与其中的一些

功勋兵器来一次心灵对话功勋兵器来一次心灵对话。。

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到达

陕北时，最初携带和缴获的重型武器装备已所剩

无几。其中，军博收藏的一门编号为 587 的山炮

堪称“传奇”。

这门山炮名为“七生五过”。“生”在当时是

英 文“厘 米 ”的 音 译 ，“七 生 五 过 ”是 7.5 厘 米 口

径 的 意 思 。 该 炮 炮 架 为 双 轮 单 脚 式 ，木 轮 ，炮

管 短 粗 ，最 大 射 程 4300 米 ，由 上 海 兵 工 厂 在

1927 年制造。

它身经百战，曾与红军将士一道突破乌江、

转战乌蒙山、抢渡金沙江、翻雪山、过草地……战

士们赞誉它“山炮一响，胜利就有希望”。

和很多红军的武器装备一样，这门山炮是战

利品。

1935 年 2 月，湘鄂两省国民党军对湘鄂川黔

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由于多种原因，红军暂时放弃苏区，准备北

渡长江，转移至湖北创建新苏区。

当时，鄂军纵队司令兼第 58 师师长陈耀汉以为可以拣个便宜，命

令所辖两个旅先行出发，与自己和西面的张振汉所部合力截击，歼灭

红二、红六军团。

不久，消息传来。红二、红六军团一举全歼 172 旅。陈耀汉闻知

消息立即掉头南撤。贺龙、任弼时、萧克分析判断陈耀汉南窜，必经

桃子溪。于是，萧克、王震带领两个团冒雨急行军赶到桃子溪，对敌

发起猛烈攻击。

此战，红军歼敌 1 个师部和近两个旅，缴获大量武器弹药，587 号

山炮就是其中之一。

红二、红六军团取得的战果，令国民党当局十分震惊，于是展开

更大规模的“围剿”。1935 年 11 月，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这门山炮

便随着广大指战员踏上漫漫征途。

长征中，红军战士克服重重困难，人抬马驮，甚至在过草地时都

没有丢下这门炮。草地数百里处处有泥潭，炮身太重无法拖行，官兵

就想办法，把炮拆分开来，分头肩扛人驮。这一过程中，红军战士牺

牲了一个又一个，可更多的人前仆后继，硬是把它抬到了陕北。这也

是红军长征带到陕北的唯一一门山炮。

新中国成立后，贺龙元帅一直惦记并找到了这门炮，把它捐献

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成为土地革命战争馆中的一件重要

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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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

花”。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地人民

群众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制作出各种令敌胆寒

的地雷，成为打击侵略者的重要武器，并最终以

此为基础，发展成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代表性作

战样式之一。

如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仍收藏

着不少当时根据地自造的地雷。

从现在的视角来看，那时地雷战的兴起、发

展，有其客观必然性。当时，民兵武器装备极

差，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枪支，地雷容易制造、

杀伤力较强，因此很快由点到面普及开来。

当时的地雷种类很多，这和根据地的制造

条件以及作战需求有关。最初，“铁西瓜”真是

铁的，但铁壳地雷易被日军地雷探测仪发现。

于是，抗日军民创造性地制作出用石头、陶罐做

的地雷；八路军军工部技术人员则研制了反工

兵地雷；还有一种“土化学雷”，采用硫酸和炸药

混合时发生化学反应的原理来引爆，专门用来

炸“偷雷”的敌人。

地 雷 引 爆 方 式 也 不 断 创 新 。 从 最 初 的 绊

雷、踏雷，发展到后来的拉雷、虚实连环雷、子母

雷、头发丝雷、夹子雷等等，令敌防不胜防。

当时制造地雷的也不只是民兵。为解决地

雷供应问题，八路军山东纵队曾建起两个兵工

厂研制地雷。到 1941 年，八路军军工部共制造

了 1 万余枚各型地雷，源源不断地运往抗日前线

和各根据地。

为促进弹药生产，中央军委发出“普遍设立

炸弹制造厂”“炸弹生产要力求充足”等指示。

毛主席指出，民兵的重要战斗方法是地雷爆炸，

地雷运动应使之普及于一切乡村中，普遍制造

各式地雷。

为用好地雷，各级积极组织培训班、编写地

雷知识小册子。经过培训的人员回到各地，进

一步掀起大规模的“造雷热”。

在山东海阳，地雷战大显神威，涌现出 3 个

胶东特级模范爆炸村，3 名全国民兵英雄和 13 名

胶东民兵英雄、99 名胶东模范、11 名胶东爆炸大

王。

曾有侵华日军对“地雷战”这样叙述：“地

雷爆炸，不少人被炸死，还会导致骨折和大量

流血。尤其是伤员搬运量大增，如果有 5 人受

伤 ，就 会 有 60 个 士 兵 因 参 加 搬 运 而 失 去 战 斗

力。”

地雷战是我党领导中国人民战争的伟大创

举，生动诠释了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地位和作

用。同时，也展现出在我党领导下，人民群众敢

于斗争、不畏强敌的英雄豪情，敢为人先、大胆

创新的聪明智慧，敢于胜利、乐观自信的坚定信

念。

四处“开花” 令敌胆寒

自 造 地 雷
■孙瑶婷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着 一 门 外 形 奇 特 的 82 迫 击 炮 。 它 长

1230 毫米，没有前支架，在炮尾部增加

了一节 400 毫米长的尾管，采用拉火式

装置击发。

与其独特外形相对应的，是它的功

用。这种由八路军第 129 师炮兵主任赵

章成研制的迫击炮，既可以曲射，也可以

平射杀敌。

赵章成，是我军历史上著名的神炮

手，历任红军炮兵连长、炮兵营长、炮兵

主任等职务。在长征路上，他曾创造过

用仅有的 3 发炮弹接连打中敌碉堡、掩

护 17 名勇士强渡大渡河的奇迹。

百团大战期间，面对日军坚固的混

凝土碉堡，赵章成带人往炮弹炸药里加

入辣椒面打击日军碉堡。铺天盖地的辛

辣味熏得日军个个争先恐后往外跑，我

军成功拿下据点。

抗日战争时期，赵章成担任第 129

师炮兵主任。针对弹药缺乏和部队经常

转移的特点，1942 年，赵章成受命挑选

迫击炮手组成特种射击研究班，经过 3

个多月研究，试制成功迫击炮平射拉发

装置，使 82 迫击炮炮筒与地平线的倾角

可低于 5 度，达到既能曲射又能平射的

要求。

改造后的 82 迫击炮重量轻，可分解

后携带，可平射，兼具步兵炮功能，能较

好地适应近战、夜战要求，八路军战士用

它多次摧毁敌人的据点，相关做法当时

在全军推广。

战火催生 集智攻关

两 用 82 迫 击 炮
■柳晖征 张帆宇 张 昭

在抗日战争中，认识到坦克的巨大

威力后，我党在尚不具备建设装甲兵部

队条件的情况下，就积极着手培养相关

人才。

1936 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安

排当时在苏联学习的干部转学坦克、炮

兵等军事技术，为我军奠定了人才基

础。

1945 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

党及时安排人员搜集日军的坦克及相

关器材，并在沈阳九一八工厂发现了几

辆日本 97 式坦克。

成功吓退敌伪人员后，我方人员将

两辆坦克开出工厂。之后，一辆坦克被

敌特分子破坏，另一辆坦克受损严重无

法行进。我方人员不顾安危，再闯沈阳

九一八工厂，抢回一车器械，最终将坦

克修理好。这辆幸存的坦克就是后来

的“功臣号”坦克。

这 辆 坦 克 加 入 人 民 军 队 序 列 后 ，

先后参加了绥芬河剿匪、三下江南等

战役战斗，立下赫赫战功。因其资格

老、车龄长，坦克手索性称它为“老头

坦克”。

1948 年 ，辽 沈 战 役 打 响 。 攻 打 锦

州作战中，“老头坦克”因故障太多，本

来没有承担任务。在车组成员坚决要

求下，它才有了上战场的机会。战斗

中，其他 3 辆坦克都被击伤无法作战，

“老头坦克”也连连遭袭。车组成员冒

着生命危险多次出入坦克，边修边打，

一直冲到国民党军城防司令部，迫使

敌军打出白旗。战后，“老头坦克”被

第四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命名为“功

臣号”。

平 津 战 役 中 ，“老 头 坦 克 ”在 敌 人

集火打击情况下，摧毁敌人一个又一

个 碉 堡 。 特 别 是 在 进 攻 金 汤 桥 战 斗

中，它主动出击，吸引敌火力，先后摧

毁敌 3 个暗堡、5 个火力点，率先攻克

金汤桥。

1949 年，由 99 辆坦克、50 辆装甲车

组 成 的 装 甲 部 队 参 加 开 国 大 典 阅 兵

式。“功臣号”因立有卓越战功，成为装

甲部队方阵的头车。

后 来 ，“ 功 臣 号 ”坦 克 光 荣 退 役 ，

被 陈 列 在 中 国 人 民 革 命 军 事 博 物 馆

里。

边修边战 屡创奇迹

“ 功 臣 号 ”坦 克
■王振宇 张 昭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兵器展

厅里陈列着一门特殊的“火炮”。

这门“火炮”的发射筒口径达 350 毫

米，单次抛射炸药量达 10 千克，攻击距

离 300 米，能在半径 20 多米的范围内产

生强烈毁伤力。

这种“火炮”被称作“飞雷炮”，实质

上是一种炸药包发射筒，曾在解放战场

上大显神威。

“飞雷炮”的发明人是时任晋冀鲁

豫野战军太岳兵团第 4 纵队 11 旅工兵

连连长聂佩璋。聂佩璋受过专业教育，

擅长爆破。1945 年调入太岳一分区后，

聂 佩 璋 发 现 ，在 攻 打 日 伪 军 炮 楼 碉 堡

时 ，八 路 军 和 民 兵 面 临 火 力 不 足 的 状

况。为了让战士在较远距离攻击对方

炮楼碉堡，聂佩璋萌生了研制炸药发射

筒的想法。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大举进攻

晋南解放区，修筑了大量“伏地堡”。这

种工事十分坚固，只有射击孔以上的部

分高于地面，易守难攻。这让当时正在

集训 4 个旅工兵骨干的聂佩璋再次动起

了脑筋。他改进了之前尚不成熟的炸药

发射筒制作工艺，以汽油桶作为发射筒

主体，在筒身上加铁箍以增加强度。经

过多次试验，抛射筒可以抛射炸药包，

“飞雷炮”由此诞生。

1947 年 9 月，聂佩璋所在第 11 旅参

与攻打陕县作战，首次亮相的“飞雷炮”

对着陕县城墙一阵猛轰，炸开几个大口

子，官兵们一拥而上，只用三四个小时就

拿下陕县。

此后，“飞雷炮”不断改进，加装了瞄

准装置、筒座、脚架，有的还加装了机械

击发装置。在一次军事训练汇报演习

中，部队专门演示了“飞雷炮”，刘伯承、

陈毅对此给予高度评价。

1948 年 ，淮 海 战 役 进 行 到 第 二 阶

段。国民党军第 12 兵团在双堆集依托

有利地形构筑了大量地堡、交通壕，还把

几百辆汽车连成一圈，用沙土装满打造

了一条核心防御圈，构成里外三层的防

御体系。

战斗打响后，解放军 180 余门“飞雷

炮”进行了 3 轮齐射，国民党军伤亡惨

重。“特大威力炮”

的火力覆盖造成了

敌军心理上的极大

恐慌。在“飞雷炮”

助攻下，解放军只

用半个小时就摧毁了国民党军队苦心经

营、号称固若金汤的工事群。战后，发明

“飞雷炮”并参与攻克李围子的中原野战

军第 4 纵队 11 旅工兵连荣获“飞雷立功”

奖旗。当年第 11 旅工兵连在李围子战

斗中使用的这门“飞雷炮”，也于 1959 年

被军博收藏。

除在解放战争中大放异彩外，“飞雷

炮”还曾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立下战功。

后来，“飞雷炮”作为一种非制式过

渡性武器很快退出历史舞台。它见证了

我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艰苦条件下发

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解决各种问题，

最终克敌制胜的非凡历史。

攻城拔寨 自制利器

“ 飞 雷 炮 ”
■王浩然 任 鑫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

一层兵器大厅中，矗立着一枚“东风

一号”导弹。

它弹体高大，不怒自威。尤其

是那重 1.3 吨的弹头，蕴含着雷霆万

钧的力量。

这 是 夏 日 北 京 一 天 的 上 午 9

点，馆外阳光灿烂。同样是 9 时许，

1960 年 11 月 5 日的酒泉发射场，此

时还是晨曦微露。

那时，不远处的发射现场，“东

风一号”导弹的原型“1059”静静矗

立着，仿佛一支就要描绘历史的巨

笔。

“1059”发射升空，从人们的视

线里消失后，现场的时间仿佛凝固

了一样。

“成功命中目标！”消息传来，现

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潮水般

的欢呼！

“1059”试验的成功告诉世人：

中国军民一旦下定决心，就会爆发

出惊人的力量。

在选择发动机试车用的推进剂

时，外国专家断言我国生产的液氧

和酒精不可能达标。总设计师梁守

槃反复论证，最终采用了国产推进

剂并取得成功。

缺少关键的发动机试车台及试

车规程方面的资料，发动机总设计

师任新民带领团队夜以继日，仅用

两个月就编制出了试车台设计任务

书。

受制于当时的生产条件，当时

导弹许多部件要靠外地企业来生

产，全国约有 1400 多个单位直接和

间接参与了工作。

在这张全国协作网上，主要承

制厂就有 60 多家，涉及航空、电子、

兵器、冶金、建材、轻工、纺织等多个

领域。

这是在我党坚强领导下，军民

一心、精诚团结、攻坚克难的一次力

量展示，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的一次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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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勋兵器见证苦难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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