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津湖作战是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

战役的东线作战，包括长津湖东岸的新

兴里、西岸的柳潭里、长津湖由南向北入

口的下碣隅里作战，以及向南通往咸兴

的公路上的古土里、真兴里、上通里、下

通里约 70 公里地段上的作战。

参加长津湖作战的志愿军部队是以

宋时轮为司令员兼政委的第 9 兵团，下

辖 3 个军 12 个师，共 15 万余人。敌方是

由爱德华·阿尔蒙德指挥的美第 10 军和

南朝鲜第 1 军团共 5 个师约 10 万人。

长津湖位于朝鲜东北部狼林山脉和

赴战岭山脉之间，交通闭塞，人烟稀少。

1950 年冬季，长津湖地区迎来数十年罕

见的极寒天气，作战环境极为恶劣。第

9 兵团因紧急入朝参战，只有少数部队

换 发 了 寒 区 服 装 ，食 物 供 应 也 严 重 不

足。而美军均穿戴防寒服装和鞋帽，并

配有鸭绒睡袋，能吃上热熟食。志愿军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与敌军在长津湖

地区展开了激烈鏖战。

11 月 27 日上午，美第 10 军开始发

动进攻。当日黄昏，志愿军第 9 兵团突

然对敌发起猛烈反击，当夜即将美陆战

第 1 师全部和美步兵第 7 师 1 个团分割

包围于长津湖地区几个孤立的点上。28

日，美军在飞机、坦克支援下，对志愿军

发起反击，双方均有重大伤亡。美军不

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

下碣隅里是美军进出长津湖的咽

喉。29 日上午，美军以配属的英国皇家

陆战队第 41 突击队及南朝鲜陆战队一

部共 1000 人、坦克及

汽 车 100 余 辆 ，由 真

兴里经古土里北上，

在 50 余 架 飞 机 掩 护

下，向志愿军富盛里、

小民泰里一线阵地进

行连续猛攻，企图打

破被割裂状态，最终

大部被歼，一部被迫

投降。

同 日 ，下 碣 隅 里

的美军也向南发起攻

击。位于下碣隅里东

南的 1071.1 高地及其

东南的小高岭，是下

碣隅里被困之敌向古

土 里 逃 跑 的 必 经 之

地 。 志 愿 军 第 20 军

第 172 团第 3 连连长

杨根思率一个排坚守

在小高岭，连续打退

数倍于己的美军 8 次

进攻。当美军发起第

9 次 进 攻 时 ，志 愿 军

阵地的弹药已打光，

全排仅剩两名伤员坚

守阵地，增援部队尚

在途中。在此紧要关

头，已负伤的杨根思

抱起仅剩的一个炸药

包，拉燃导火索，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

于尽。至 29 日晚，美军未能打破志愿军

的包围，双方形成胶着状态。

11 月 30 日晚，志愿军第 27 军第 81

师主力和第 80 师共 5 个团，向新兴里美

军发起攻击。至 12 月 2 日 4 时，志愿军

全歼新兴里美军第 31 团级战斗队（又称

北极熊团）共 3191 人，击毁和缴获汽车

345 辆、坦克 18 辆、火炮 137 门、枪 2345

支（挺），创造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以

劣势装备全歼现代化装备美军 1 个加强

团的模范战例。

12 月 1 日，进至清津、惠山镇等地的

美军和南朝鲜军开始向咸兴后撤。位于

柳潭里的美陆战第 1 师，在大批飞机和

火炮的支援下，猛攻志愿军阵地，企图打

通至下碣隅里的道路。社仓里的美军和

南朝鲜军也于 2 日南撤。在美第 31 团级

战斗队被歼后，美第 10 军全线动摇，所

有部队向咸兴、兴南地区撤退。

宋时轮奉上级指示，决定采取围追

堵截的战术，以第 27 军和第 20 军第 59

师迅速歼灭柳潭里突围美军；第 26 军迅

即南下接替第 20 军攻击下碣隅里的任

务；第 20 军第 60、第 58 师前出至黄草岭

地区，第 89 师留一部于社仓里警戒，师

主力前出至黄草岭以南上、下通里地区，

阻敌南逃北援。

2 日拂晓，志愿军第 27 军和第 20 军

第 59 师奋力攻歼柳潭里的美陆战第 1

师。3 日，美陆战第 1 师在 50 余架飞机

掩护下，以坦克群为先导，倾全力猛攻志

愿军第 59 师死鹰岭、獐项里、西兴里一

线阵地。下碣隅里美军也以一部向西攻

击接应。志愿军第 59 师腹背受敌，阵地

被美军突破。美军突破后，又遭志愿军

第 27 军 1 个团的阻截，直至 4 日，美陆战

第 1 师才艰难逃往下碣隅里。美空军紧

急 派 出 飞 机 ，为 美 第 10 军 补 充 作 战 物

资、空运伤员。同时，真兴里以南美军全

力北援接应。美第 1 陆战航空兵联队倾

巢出动，不分昼夜扫射公路沿线，配合美

陆战第 1 师南逃。

鉴于此，宋时轮等命令第 26 军迅速

南下围歼下碣隅里美军。6 日晚，当第

26 军实施进攻时，美陆战第 1 师已于拂

晓在飞机、坦克掩护下从下碣隅里向南

突围。第 26 军攻歼美军一部后，尾敌追

击。第 27 军立即从右翼经社仓里向咸

兴以西攻进，以断敌退路。第 20 军依托

已占阵地，层层截击南逃之敌，阻敌北

援。从 7 日至 12 日，南逃的美陆战第 1

师在古土里、黄草岭、真兴里等地，均遭

到志愿军第 9 兵团阻截打击。在古土里

以南隘路处，志愿军第 20 军第 172 团两

个连在冻饿和作战减员严重的情况下，

仍坚守阵地，歼灭美军 800 余人。第 20

军第 180 团也将由真兴里北援的美军阻

于堡后庄以南地区。美陆战第 1 师再次

攻击古土里以南隘路阵地时，气温降至

零下 40 摄氏度，坚守在阵地上的志愿军

官兵已全部冻僵，美军侥幸得以逃出古

土里。在堡后庄，美军遭到志愿军第 20

军第 180 团和第 179 团 1 个营的顽强阻

截。激战两日后，阵地上的志愿军大部

冻、战伤亡，美军又一次侥幸突破。在真

兴里以南之水洞、龙水洞地区，志愿军第

20 军第 89 师毙伤敌 500 余人，击毁和缴

获汽车 90 余辆。

美陆战第 1 师一路遭受伤亡损失，

直至 12 日才在美第 3 师接应下窜至五老

里。随后，会同美第 3 师逃往咸兴、兴南

地区。志愿军第 26、第 27 军继续追击逃

敌，于 17 日占领咸兴，19 日占领涟浦机

场，并各歼敌一部。随后，直逼兴南港。

至 23 日，美军调集 300 余艘舰船到兴南

港，接应美第 10 军残部从海上南逃。

24 日 ，志 愿 军 第 二 次 战 役 胜 利 结

束。第 9 兵团在此役东线作战中给美陆

战第 1 师和美第 7 师以歼灭性打击，共毙

伤俘敌 1.3 万余人，迫使东线美军由进攻

转入败退，为转变东线战局作出重大贡

献，志愿军领导嘉奖了第九兵团。12 月

17 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宋时轮、

陶勇：“九兵团此次在东线作战，在极困

难条件之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

鏖 战 长 津 湖
■齐德学 禇 杨

1933 年，少共中央局出版的《青年实话》副刊“少共国际师画报”。（国家一级革

命文物，现存于福建省建宁县中央苏区反“围剿”纪念馆）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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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建省邵武县（今邵武市）拿口镇

北坡上，有几处战斗旧址——一大一小

两座指挥台高低分布，中间由一段战壕

相连。这是第五次反“围剿”时，少共国

际师在与敌军的战斗中留下的。在战壕

附近和镇外南溪莲花山上，还可以看到

成排或是散落分布的无名墓地。这些无

名墓地，正是在拿口战斗中牺牲的红军

烈士墓。

1933 年春，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

利后，为进一步激发广大青年参军参战

的革命热情，充分发挥青年在革命战争

中的突击队作用，萧华向中央提出建立

“少共国际师”的建议。5 月 20 日，共青

团中央作出“关于创立‘少共国际师’的

决定”。8 月 5 日，少共国际师在博生县

（今江西省宁都县）跑马场正式成立，同

时举行了隆重的出征誓师大会。此前，

周恩来代表红军总部向少共国际师授

旗，并勉励他们：“要爱护你们光荣的战

斗 的 军 旗 ，英 勇 奋 斗 ，把 它 插 遍 全 中

国！”

少共国际师下辖第 43、第 44、第 45

团，共 1 万余人，归红一方面军总部直接

指挥。这个师在当时的红军中是一支最

年轻的部队，战士平均年龄约 18 岁，最

小的仅 14 岁，师长陈光 23 岁，师政委萧

华还不满 18 岁。虽然刚刚穿上军装，但

这些年轻战士对战斗并不生疏，他们中

多数入伍前就在反“围剿”斗争中配合红

军打过仗，担任过对敌侦察和警戒工作，

有的还打过游击。可以说，这是一支在

政治上和军事上都不弱的队伍。

少共国际师成立后，随即展开紧张

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全师将士高唱

着《少共国际师出征歌》，于 8 月中旬抵

达江西广昌长胜、黄坊一带进行训练。

1933 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百万军

队，准备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围

剿”。他首先以 50 万兵力，于 9 月 25 日

开始向中央根据地进攻。

少共国际师奉命配合红 3 军团和红

5 军团在东方战线投入战斗，由江西广

昌出发入闽抗击敌人。队伍经建宁、泰

宁、邵武大埠岗等地，抵达水口寨老渡

口。当时正值枯水期，富屯溪水道变窄，

战士们用闽北特有的竹筏连接成水上浮

桥，快速渡过富屯溪，于 9 月 26 日到达拿

口镇。

拿口镇距离邵武县城 36 公里，气候

温暖湿润、土地肥沃，是邵武东区重要产

粮地，又因南临富屯溪，还有一条简易公

路，此处也是邵武的物资集散中心。在

镇北的七八座碉堡里，驻扎着国民党军

周志群旅的 1 个连。

与周志群旅的遭遇战，成为少共国

际师成立以来的首次战斗。师长陈光和

政委萧华在观察守敌布防情况后，决定

以一个营分兵东西迂回突破，布成口袋，

将敌人团团围住；在拿口北坡构筑战壕

作为主攻阵地，同时派遣几个小队四下

侦察，准备随时发起全线进攻。

没过多久，侦察小队就发现百余名

敌人三五成群地出了村，前后拖拉半里

来长。战士们抓住机会向敌人发起进

攻，敌军顿时乱作一团。就在战士们以

为很快能结束战斗时，敌人开始组织反

击。一时间，多挺机枪骤响，子弹纷纷射

向红军队伍，战士们被猛烈的火力压制

得抬不起头。定下神后，他们放慢进攻

节奏，采取交替匍匐的前进方式，有效地

分散了敌军火力。几名小战士利用树丛

进行掩护，一点点地靠近敌人，对准机枪

手开始射击。机枪手被击毙后，敌人的

阵脚又被打乱了。

冲锋号响起，战士们从四面八方跃

出，与敌人展开激烈的肉搏战。17岁的战

士钟石华，面对身材高大的敌人，灵机一

动，把敌人引向悬崖边，然后突然倒地，把

敌人绊下悬崖。17岁的战士李庆生，在被

敌人死死卡住喉部后，毫不犹豫地引爆敌

人腰间的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18岁

的战士朱根林，在被敌人刺中胸部后，死

死抱住敌人不放，为战友创造战机……枪

声、爆炸声、喊杀声和“缴枪不杀”的吆喝

声，响彻云霄。经过两小时左右激战，少

共国际师全歼敌军一个连。

全歼拿口守敌后，少共国际师乘胜

追击，渡过闽江，发起对拿口下游 3 公里

处南溪莲花山水上哨卡的战斗。

莲花山水上哨卡地势险要，是扼守

下游物资进入邵武和上游物资外出的咽

喉要地。富屯溪水在此形成喇叭口状，

水流湍急。在师长陈光和政委萧华指挥

下，少共国际师干净利落地全歼哨卡守

军。至此，少共国际师在战斗中共歼灭

国民党军 400 余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

军事器械和一座粮仓，扫清了增援东方

前线的邵武要道。

拿口战斗规模虽然不大，但对于红

军小战士来说，意义却非同寻常——第

一次出征就取得重大胜利，大家都喜不

自禁：“拿口、拿口，真是拿了一口呀！”

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

恩来和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在得知拿口战

斗胜利的消息后，特地发电报给少共国

际师，称赞他们：“你们初试铁拳，即获连

续的胜利，这更扩大了‘少共国际师’的

光荣，更表现了你们是为发展巩固苏维

埃的坚决奋斗者。”

拿口首战，少共国际师打出了威风，

也打出了名气。后来，全师将士又在将

军殿、邱家隘、团村、大脑寨、驿前、广昌

等地进行了大大小小几十场战斗，还在

长征途中担负起掩护中央纵队的任务。

遵义会议后，该师编入红 1 军团第 1 师和

第 2 师。少共国际师虽然只存在了 532

天，却走出许多开国将领。多年后，萧华

为了纪念这段短暂却光辉的战斗岁月，

深情赋诗《忆少共国际师》：“少年有志报

神州，一万虎犊带吴钩。浴血闽赣锐无

敌，长征路上显身手。”

拿口战斗——

少共国际师初试铁拳
■刘 征 周 晶

1944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共产

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纵队各

部，在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对日伪军普

遍发起局部反攻，消灭大量日伪军，恢复

并扩大解放区。在 1 年多的局部反攻

中，各解放区共同作战 11000多次，歼灭

日伪军近 20万人，俘日伪军 6万多人，争

取伪军“反正”3万多人。为展示局部反

攻成果，晋绥边区举办了一次盛况空前

的军事展览会。

举办展览会在解放区是一件大事，

通常都是在边区政府负责同志主持下，

动员各方面力量完成的。举办军事展览

会的首要步骤是搜集战果、征集展品。

为此，晋绥边区专门成立了展览筹备委

员会，并向前后方部队及社会各界发出

启事，征集展品：（一）战斗所获胜利品；

（二）战斗经过之通讯、照片及图画；（三）

战斗牺牲烈士之照片、略传及遗物；（四）

抗战将领及部队生活的照片或画像；

（五）暴露敌军兽行、敌寇阴谋的照片、图

画及统计表；（六）前后方民众参战动员、

生产建设的各种材料等。另设有展览评

议委员会，负责展品的评定工作，确定奖

励名单，并给予奖励。值得说明的是，这

次展览会强调“哪怕是很小的发明创造，

只要对根据地有贡献，都予提倡”。

经过广泛发动与筹备，1944年 12月

15日，以检阅边区战斗、生产成果为目标

的展览会开幕了。展览会大体分战斗、

生产两部分，展示了八路军在对敌斗争、

发展生产、锄奸等方面的工作成果。展

陈的形式主要为沙盘模型、实物与图表，

有专人在旁边解说。在展览会大门口，

两个敌伪军的模型迎面站立，佝背苦脸，

表现出敌伪的窘态，模型上注明了边区

部队1年来杀伤和俘虏敌伪军的数量。

战斗展览反映了部队和民兵配合

作战情况、所缴敌人的战利品、军民自

制武器、练兵习武、对敌宣传等内容。

在战斗展览室中，给观众印象最为深刻

的，是 4 座反映八路军部队胜利围困蒲

阁寨据点的沙盘模型。从 1942 年秋至

1944 年 4 月，晋绥六分区军民在蒲阁寨

成功把敌人“挤”了出去。一位前来参

观的蒲阁寨民兵评价：“真像蒲阁寨，一

模一样，就是那个情形。”

蒲阁寨是敌设在忻崞地区的一个中

心据点，周围 15 公里的村庄都被敌人

“蚕食”。1942年 10月 31日，毛泽东复电

林枫：“晋西北只有人口七十万至一百

万，望检查如此迅速缩小的原因，与周

（士第）、甘（泗淇）商讨积极开展游击战

争向敌挤地盘的具体方案。必须振奋军

心民心，向敌人取积极政策，否则地区再

缩小前途甚坏。”11月，中共中央晋绥分

局召开会议，研究贯彻毛泽东的上述指

示。随后，八路军第 120 师暨晋绥分区

广泛发动群众，扩大民兵组织，实行空舍

清野，不给敌人一文钱、一斤面、一件东

西，坚决和“维持”分子作斗争，以达到孤

立敌人的目标。为了将敌军困在据点

里，八路军第 120 师和敌后武工队把地

雷置于敌指挥部门口，敌之据点被围

住。同时，民兵们扣押了据点外的特务，

封锁了敌人增援的道路，“蒲阁寨的敌人

真正成了瓮中之鳖”。

在八路军部队严密封锁下，日伪军

的粮食供应严重不足。1944 年 6 月至 7

月，各据点敌人趁麦收季节大肆抢粮，强

征大量民夫与牲口、车辆，并从阳曲、榆

次、平定、定襄等 9县抽调日伪军 1000余

人，加强对忻静公路沿线据点的守备，掩

护运输粮食。八路军和老百姓进行了坚

决的反抢粮斗争。经过 2 个月的斗争，

敌人的抢粮计划破产，全体军民更加振

奋，对敌占据点之围挤斗争更加活跃。

通过这个沙盘，人们可以具体了解

日伪军铁蹄是如何踏进蒲阁寨的，八路

军部队、敌后武工队、民兵又是怎样共

同协作，步步围逼敌人，掩护群众搬家

的。前来参观的人们都围聚在沙盘旁，

细听讲解员生动讲述发生在蒲阁寨的

战斗故事。

八路军部队缴获的敌伪枪炮弹药

等 战 利 品 是 战 斗 展 览 中 最 丰 富 的 部

分 。 1944 年 ，晋 绥 边 区 部 队 共 作 战

1305 次 ，毙 伤 敌 伪 3813 名 ，俘 虏 敌 伪

1442 名，缴获长短枪 1026 支、迫击炮 2

门，收割电线 18145 斤。民兵作战 3724

次，毙俘敌伪 1500 名，缴获步枪 175 支、

机枪 3 挺，收割电线 31711 斤。众多战

利品中，有在西马坊战斗中所缴的日本

新式电台和在娄子沟战斗中所缴的带

有观测镜的重机枪，以及九二式大号迫

击炮、掷弹筒、毒瓦斯等各式武器，还有

日伪军日常所用的水壶、防毒面具、指

挥刀、钢盔、背包、自行车、大衣等物品。

为展现边区军事工业建设成就，战

斗展览室内还陈列了八路军兵工厂生

产的武器以及民兵自制的武器。例如，

“鼎龙式”掷弹筒的射程是敌人武器的

两倍，稳定性也得到很大改善；兵工厂

制造的手榴弹重量轻，但杀伤范围却非

常大。1944 年 12 月 29 日，《解放日报》

发表了《送给前线的新礼物——炮弹》

一文，叙述了炮弹制造工程师、边区特

等劳动英雄沈鸿，设计制造一种新型炮

弹的经过。从 7 月 20 日设计图样定稿，

到 11 月 5 日炮弹试验成功，整个过程紧

凑又有序，八路军兵工厂送给前线的礼

物就这样制成了。

民 兵 自 制 的 武 器 种 类 也 非 常 丰

富。晋绥边区矿产资源丰富，当地群众

挖煤、炼铁、扫硝，制作成地雷、手榴弹、

土掷弹筒等。在前线作战时，民兵还会

随身携带炼铁和铸雷的工具，就地取

材，实现武器自给。

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需要兼顾对

敌斗争与生产发展。在“劳武结合”的

号召下，边区军民一手拿枪，一手拿锄，

发展农业和工业，不仅改善了生活，也

为前方战线输送了大量军需补给。

生产展览室涵盖农、工两方面。农

业展品陈列处摆放着红高粱、狼尾谷、

马齿玉米、大山药、丝南瓜等质量皆优

的农产品标本；一系列成果统计表展现

了边区在生产开荒、建设水利、发展畜

牧等方面的成绩。工业展品有各种纺

织用具、土木工用具、农具、轻工业制成

品、铁器、瓷器等。参观者边看边向示

范人员询问相关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边区建设进步飞快，

在对敌斗争、生产等各工作岗位上，出现

了大批模范工作者。在展览会举行的同

时，晋绥边区第四届群英大会也在进

行。出席大会的英雄共有 751 名，包括

部队战斗英雄、劳动英雄、民兵英雄、农

业英雄、妇女英雄等。他们于 12月 15日

和 16日分批参观了此次展览会。

展览会中的沙盘场景、实物以及图

表深深吸引着各位英雄。1944 年 12 月

20日，《晋西大众报》发表了《英雄们在展

览室里用心研究、动手学习》和《英雄们

看了展览会学到许多经验》两篇文章。

第一篇文章记录了民兵英雄在展览会中

看见特务的假图章、假路条，以及藏有毒

药的项圈后的感受：“回去可要加强放

哨，不让特务混过去。”第二篇文章中记

录了农民劳动英雄在参展后兴奋的心

情，大家说：“日本鬼子顽固派封锁不了

咱们，我们实行自力更生，什么也能制造

出来，这都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得好。”

展览鼓舞着边区居民战胜敌人、建设边

区的信心，也激起人们的创造热情，大家

纷纷表示还想来参观。

1945 年元旦，外国友人奥斯德尔

上尉等 7 人前来参观此次展览会。参

观围困蒲阁寨沙盘时，由领导、参加该

项战斗的刘笃庆、刘光海等同志分别解

说。外国友人仔细观察了八路军兵工

厂制造的一二零式轻机枪、掷弹筒，民

兵自制的来复枪、土掷弹筒、地枪等武

器，以及我方缴获的大量战利品。参观

结束后，奥斯德尔上尉在意见簿上写下

留言：“这个展览会上所显示着的进步

和发展，正是勇敢的人民所成就的最完

美的例证，这些进步是中国的伟绩。”

军事展览会向我们述说了广大军

民的奋斗历程和光辉业绩，极大地鼓舞

了军民坚持战斗的信心和赢得战争胜

利的决心，展现了人民军队英勇顽强的

战斗作风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

无畏精神。

最早在 1931 年，中央苏区就举办

过“红军战利品陈列室”，展出了缴获的

敌师长张辉瓒的军裤、公秉藩的私章和

各式武器装备等战利品。但限于当时

特定的历史条件和革命环境的复杂性，

该时期主要通过举办临时的小型展览

会来总结各项事业的发展脉络及其成

就。据研究者统计，1937 年至 1949 年

间 ，各 个 解 放 区 总 共 举 办 193 个 展 览

会，其中军事类展览有 4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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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战役东线作战经过要图。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