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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陵之战，是公元前 575 年晋楚两

国为争夺中原霸权，在鄢陵（今河南省

鄢陵县附近）进行的决战。这是晋楚两

国争霸战争中，继城濮之战、邲之战后

的第三次会战。战争中，晋军凭借严明

的纪律和精妙的战术击败楚军，使晋国

重新夺回在邲之战中失去的霸权。

晋军胜楚 重夺霸权

公 元 前 575 年 ，楚 国 以 汝 阴 之 田

（今河南省郏县、叶县间）向郑国求和。

郑国遂背叛晋国，与楚结盟。同年夏，

郑国率兵进攻宋国。晋厉公得知后亲

统四军，并联合齐、鲁、卫等国共同伐

郑。其具体部署为：以栾书为中军将，

士夑为中军佐，上军将郤锜，上军佐荀

偃，下军将韩厥，下军佐荀罃留守国内，

新军将郤犨，新军佐郤至。郑成公闻讯

后，向楚国求救。楚共王亲统三军，以

司马子反将中军，令尹子重将左军，右

尹子革将右军，会同蛮军，迅速北上援

救郑国。农历六月，晋楚两国军队在鄢

陵相遇。

大战前，逃到晋国的楚国旧臣苗

贲皇，建议晋厉公分出精兵先打败楚

军薄弱的左右两军，之后合击楚中军，

这一建议被采纳。战争开始后，楚共

王率军首先向晋中军发起冲击，遭到

晋军抗击。晋将魏锜用箭射中楚共王

眼 睛 ，迫 使 楚 中 军 后 退 ，未 及 支 援 两

翼。随着楚共王受伤的消息传开，楚

军士气开始崩溃。

战斗从晨至暮，楚军受到重创，但

双方胜负未定。晋楚分别收兵回营，以

待明日。楚共王担心晋国趁机进攻，欲

找中军将子反商议对策。岂料子反当

晚醉卧不起，无法应招入见。无奈之

下，楚共王只得率领楚军连夜撤退。鄢

陵之战以晋军的胜利而告终。

好整以暇 军纪致胜

晋国在此战中取胜，一个重要原

因是晋军在战场上阵容严整，从容不

迫。借晋国大夫栾针回答楚国令伊子

重的话，晋国之勇在于“好以众整”且

“好以暇”，即“好整以暇”。

晋楚对峙于鄢陵之时，齐、鲁、卫等

盟军尚未到达，楚军想趁机一举拿下晋

军。农历二十九日一早，楚军利用晨雾

掩护，突然迫近晋军营垒布阵。晋军因

营前有泥沼，加之楚军逼近，兵车无法

出营列阵。但晋军上下并未慌乱，经过

栾书、士匄、郤至等人的深入分析，找出

了最优解，即在军营内填井平灶，以扩

大空间就地列阵，出击迎战楚军，从而

化解了晋军面临的现实危机。

决战前，楚共王曾在晋国叛臣伯

州犁的陪同下，登上巢车观察晋军虚

实。根据二人对答，可知晋军在大战

前先是召集军官到中军开会，然后向

先君祈祷占卜，占卜后准备发布命令，

同时填平井灶以列阵，之后听取誓师

令并进行战前祈祷。这一系列步骤，

反映出晋军在大战前面对突发情况，

依旧能做到井然有序、从容不迫，体现

出很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相比之下，楚军在组织纪律上乏

善可陈。郑国派去向楚国求援的使者

姚句耳，在返回郑国后对郑国大夫公

子騑谈及对楚军的看法。他认为，楚

军行军速度过快，经过险要之处时队

列不整。行军速度过快会导致考虑不

周，队列不整可能成为乌合之众。思

虑不周又队列不整，楚国怕是不能依

靠了。而晋国也敏锐发现楚军诸多弱

点。郤至指出，楚军中军将子反和左

军将子重关系不和，楚王的亲兵老旧

不精良，楚军阵列不整，尤其当楚、郑、

蛮军队一齐列阵时，阵中士卒喧哗不

静，秩序混乱。因此，郤至才建议晋厉

公出击迎战楚军。此外，楚军中军将

子反竟然在大战当晚贪杯误事，无法

与君主研讨军情，导致楚共王连夜撤

军。《孙子兵法》指出，通过“法令孰行，

兵众孰强，士卒孰练等”便可预知战争

胜负。因此，好整以暇的晋军战胜散

漫无序的楚军，结果并不出人意料。

攻敌薄弱 心理施压

此战中，晋军就楚军的弱点进行

了针对性打击，还向楚军施加心理压

力，起到良好的效果。

苗贲皇指出，楚国最精锐的力量是

中军内楚王的亲兵，因而楚中军实力最

强，左右两军相对较弱。为此，他建议晋

厉公，首先打败楚国左右翼，之后三路军

队合击楚中军。这意味着，晋中军要在

战斗初期顶住楚中军的强大攻势。好在

魏锜恰好一箭射中楚共王眼睛，极大打

击了楚军士气，延缓了楚军进攻。晋军

在左右两翼取胜后，合击楚中军，楚国军

队抵挡不住，节节败退。尽管晋军未能

彻底击败楚军，仍给予其重创。

天黑后，两军各自收兵回营。楚军

中军将子反派军吏巡视士兵伤情，下令

补充战兵、修理军械、安置战车马匹，还

要士兵们鸡鸣而食，以待军命。晋军为

此十分担心。苗贲皇通告晋军也做好

次日再战的准备，并故意放走楚国俘

虏，让他们逃回楚营报告晋军情况。苗

贲皇的心理施压奏效，楚共王得知后连

夜撤军。第二天，晋军轻而易举进入楚

军营中，收获楚军辎重无数。

此外，战争中发生的小插曲也折射

出一些问题。战前，楚将潘党与养由基

进行射箭训练时，一箭射穿七层甲。当

他们向楚共王展示时，反被责骂为骄傲

自满，一定程度上打击了部将的积极

性。战场上，魏锜瞄准楚共王，准备挽

弓搭箭时，养由基因被楚共王下令今日

不能使用弓箭，只能眼睁睁看着魏锜射

中楚共王。楚军被逼至险境，养由基才

被允许放箭阻击晋军。相对于晋军的

积极谋划，楚军不仅无所作为，还不能

主动发挥己方长处，最终以失败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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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年 6 月 30 日至 7 月 8 日，晋冀

鲁豫野战军第 1 纵队一举强渡黄河，采

取多路攻击、重点突破、多向卷击、分割

围 歼 、前 攻 后 阻 等 战 法 一 举 攻 克 了 郓

城，实现了鲁西南战役首捷。此役开创

了我军 1 个纵队单独攻坚和歼敌 2 个旅

的先例，争取了战略反攻中第一个光荣

和重大的胜利，为鲁西南战役的全胜创

造了有利条件。

乘敌之虚，因长用兵谋局。1947 年

6 月，国民党军队在对我山东、陕北解放

区实施持续重点进攻的同时，在鲁西南

地区采取防御部署，企图依托黄河天险

阻止我军南下。晋冀鲁豫野战军根据

中央军委关于“以主力打到国民党统治

区，由内线转入外线作战”的指示要求，

决心利用国民党军两头强、中间弱的哑

铃式部署，乘敌中原腹地相对空虚之时

机强渡黄河，实施中央突破，打开南进

道路，首歼郓城之敌，建立阵地依托，逐

步向南挺进，进而揭开战略反攻序幕。

郓城为当时国民党军黄河防线中

枢城堡。守敌整编第 55 师主力依托郓

城环城外壕、城墙、坚固建筑物，构设相

互衔接的外壕障碍、城关据点群、城墙

暗堡群、纵深地堡群和暗堡射击孔等防

御阵地，形成了以各类障碍阻滞、交叉

火力压制、炮火封锁支援、兵力协同反

击相配合的坚固防御体系。

晋冀鲁豫野战军决心集中 4 个纵队

的兵力发起鲁西南战役，命令以“指挥灵

活、善于近战、勇于突击”著称的第 1 纵

队和军区独立第 1 旅负责围攻郓城，歼

灭守敌第 55 师及其第 74、第 29 旅，以实

现鲁西南战役的首胜。第 1 纵队受领任

务后，经研究决定按照梯次强渡黄河、直

插郓城郊外、迅速分割包围、集中优势各

个歼灭的步骤攻克郓城，全歼守敌。

强渡黄河，乘势猛插合围。 6 月 30

日 19 时，作为第一梯队的第 1、第 2 旅开

始强渡黄河，第 1 旅在截歼逃敌河防部

队途中歼灭了第 55 师辎重营；第 2 旅在

向南猛插过程中歼灭了敌第 74 旅第 220

团后卫部队一部；曾与晋冀鲁豫野战军

数次交手屡遭败仗的国民党军河防部

队，在我渡河突击部队的猛烈攻击下仓

皇南逃郓城。面对我军的强劲势头，自

7 月 1 日起，国民党第 55 师迅速收缩兵

力于郓城，形成了东南强、西北弱的防

御部署，企图集中主力依托坚固城防体

系实施重点防御，固守待援。

鉴于国民党河防部队的快速退却

和紧急收缩兵力，攻城部队在陆续渡过

黄 河 后 ，乘 势 向 预 定 部 署 点 位 快 速 穿

插，第 1 旅一路南下直达郓城西南侧，第

20 旅兵分两路分别穿插至城东和城南，

第 2 旅进至城北和西北侧，第 19 旅和第

1 纵队骑兵团直插至城东。至 7 月 2 日，

第 1 纵队各部队形成了外阻嘉祥援兵、

内围郓城守敌的作战部署。

夺敌据点，迫敌调整部署。7 月 2 日

至 4 日晚，第 1 纵队围城部队充分发挥我

军夜战、近战优势，相继采取趁黑摸哨、

梯次攻击、翼侧警戒、兵火协同、多点攻

击等战术手段，对郓城四关据点守敌发

起攻击。第 1 旅主力在火力支援下，以 3

个营的兵力仅用 40 分钟全歼西关据点

守敌 1 个连。第 2 旅第 5 团第 2 营借助夜

色俘获了郓城守敌北关 1 个排的兵力、

攻占了 2 个据点，逼迫残敌撤出北关龟

缩至城内。第 20 旅采取正攻侧击、迂回

穿插、逐次攻击的战法，3 个团密切配合

切断了南关据点守敌后撤的退路，进而

采取前后夹击、由后向前、逐屋逐堡攻

击等方式全歼了南关守敌。

郓城外围据点基本被肃清，守敌整

编第 55 师不得不调整城防部署，增强了

城西、城北的防御力量，并紧急加修防御

工事，形成了以外壕及障碍为屏障、以城

垣为依托、以建筑群和地堡群为骨干、以

火力与障碍为支撑的环形防御体系。第

1纵队根据敌城防部署调整情况，决定采

取火力抵近射击、多方向突击、重点突破、

先割后歼、截击阻援的战法，以南门、西门

为主要攻击方向，以北门、城西北为助攻

方向，对郓城发起总攻。

重点突破，多向卷击歼敌。7 月 7 日

20时，担任西门主要攻击任务的第 1旅在

长达 1个小时的炮兵火力支援掩护下，采

取连续爆破的方式开辟了数条通路，摧毁

了西城门守敌大部火力点，并在西城门以

南炸开了大缺口，第 1 旅第 1 团突击营乘

势穿过通路，一部兵力从西城门突破口迅

速登上城垣，抢占了城墙上的制高点和附

近的民房，打退了守敌的多次反冲击，保

障营主力一举攻占了西城门，摧毁了西门

守敌第 55 师工兵营指挥所，巩固并扩大

了突破口。随后，第 1 团主力突入城内，

采取逐屋攻占、迂回攻击、纵深穿插、割裂

包围等方式，仅用不到 2小时就冲入敌第

55 师师部，并以白刃格斗迅速夺占了守

敌师指挥所。

担负南门主要攻击任务的第 20 旅

在开进展开过程中遭敌炮火拦阻，在登

城途中遇守军猛烈反击，且后续部队又

被敌火力所阻不能及时跟进，导致部队

伤亡较大，突破口未能及时巩固。第 2

旅 2 个团分别由北门、城西北实施辅助

进攻，但遭守敌顽强抵抗攻击受挫。

在西门进展极其顺利，其他方向攻

击受挫的情况下，第 1 纵队指挥员果断

命令各方向后续部队统一由西门进城，

迅速向东北城区、南门、北门等方向实

施 攻 击 前 进 ，而 后 各 部 队 采 取 分 头 接

应、前后夹击、多向卷击等战法，使守敌

陷入了多方向应对、腹背受击的不利局

面，我攻城部队相继攻克了北门、南门，

逼近了东门。经一夜激战，至 8 日 5 时，

郓城守敌余部在师指挥所被摧毁的情

况下，慑于我攻城部队强大的军事压力

和政治攻势，全部缴械投降。

郓城攻坚战中，我攻城部队以近迫

作业和集中隐蔽机动兵力达成了攻击

的突然性和连续性，通过多点、多方向

同时突破分散弱化守敌实现了重点突

破，精心组织步炮密切协同确保了炮兵

火力的突然性和准确性，大胆创新形成

了梯次夺控、近战攻击、穿插割裂、连续

突击、前后夹击等巷战战法体系。此役

较为完整地体现了城市进攻外围作战、

城垣突破、纵深巷战的全过程，为后续

城市攻坚战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借鉴。

郓城攻坚战：鲁西南战役首捷
■薛闫兴

卢沟桥，又名芦沟桥，位于北京市丰

台区永定河，因横跨卢沟河（即永定河）

而得名。卢沟桥地理位置重要，是进出

北京的咽喉要道，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

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地。1937 年 7 月 7

日，日军在此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史称卢

沟桥事变（七七事变）。卢沟桥畔的枪炮

声，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

了我国东北三省，操纵建立伪满洲国傀

儡政权，接着又攻占上海和华北大片土

地，策动包括河北、山西、山东等五省和

北平（今北京）、天津两市在内的“华北

自治运动”，妄图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全

中国。

1936 年 2 月，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

体制确立后，大大加快了全面侵华战争

的准备。1936 年 9 月，日军先后侵占丰

台、通县，并以伪冀东保安队侵占昌平、

顺义等地，从而形成对北平南、东、北三

面包围的态势。卢沟桥作为当时北平

对外通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为占

领这一战略要地，截断北平与南方各地

的往来，进而控制冀察当局，使华北完

全脱离中国中央政府，日军从 1937 年 4

月下旬起，开始在北平、天津近郊举行

演习。进入 6 月，日军多次在卢沟桥附

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面对日军的

挑衅，中国守军第 29 军不断加强警戒，

扩充卢沟桥一带的兵力。

1937 年 7 月 7 日 19 时 30 分，日军中

国 驻 屯 军 步 兵 旅 团 第 1 联 队 第 3 大 队

第 8 中队，荷枪实弹进至中国守军第 29

军防区内宛平城（今北京卢沟桥镇）东

北的回龙庙、大瓦窑一带，举行挑衅性

演 习 。 深 夜 零 时 许 ，日 军 诡 称 一 名 士

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

中 方 拒 绝 。 冀 察 当 局 为 防 止 事 态 扩

大，经与日方商议，双方同意共同派员

进行调查。

当双方交涉尚在进行时，日军即向

卢沟桥一带的我驻军发动攻击，并炮轰

宛平城 。中国守军第 29 军司令部立即

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

“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

不得后退”。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

29 军第 37 师第 110 旅第 219 团第 3 营官

兵，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指挥下

奋起抵抗。协助守卫桥头的第 3 营预备

队 10 连排长沈忠明，在制止日军越过警

戒线时被开枪击中，当场牺牲。

7月 8日，日军连续 3次进攻宛平城，

均遭到中国守军的英勇抵抗。守军第

110 旅旅长何基沣发出“誓死与桥共存

亡”命令，并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守军与

日军浴血搏斗，没有子弹，就抡起大刀，

与日军展开肉搏战。守军两个排 80 余

位官兵，最后全部战死在桥头阵地。

对于英勇抗敌的中国守军第 29 军，

全国各界报以热烈声援。各地民众纷

纷送来慰问信、慰劳品；平津学生组织

战地服务团，到前线救护伤员、运送弹

药；卢沟桥地区的居民为部队送水、送

饭，搬运军用物资；长辛店铁路工人迅

速在城墙上挖好枪眼，以协助中国军队

固守宛平城；华侨联合会也致电鼓励第

29 军再接再厉。

遭到顽强抵抗的日军见占领卢沟桥

的企图实现不了，便玩弄起“现地谈判”

的阴谋。7 月 9、11、19 日，日本华北驻屯

军 3 次与冀察当局达成停火协议，都被

卢沟桥时断时续的炮声证明是一纸空

文 。“ 现 地 谈 判 ”为 日 军 赢 得 了 增 兵 时

间。被蒙蔽双眼的冀察当局，迟缓了中

国守军第 29 军应战准备。至 7 月 25 日，

集结到平津地区的日军达到 6万余人。

7 月 28 日，日军向北平发动全面进

攻。在 5 个多小时的惨烈战斗中，中国

守军伤亡 2000 余人，第 29 军副军长佟

麟 阁 、第 132 师 师 长 赵 登 禹 壮 烈 殉 国 。

29 日，北平沦陷。30 日，天津失守。日

军接着沿平绥、平汉、津浦 3 条铁路向华

北地区扩大进攻，企图用 3 个月时间“灭

亡中国”。

在这生死存亡关头，只有全民族团

结 抗 战 才 是 生 存 和 发 展 的 唯 一 出 路 。

中国共产党是民族解放战争和抗日民

族 统 一 战 线 的 积 极 倡 导 者 和 组 织 者 。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通

电 ，向 全 国 呼 吁 ：“ 平 津 危 急 ！ 华 北 危

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

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

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

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

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

进攻！”同日，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

人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为

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

的”。

7 月 13 日，毛泽东在延安号召“每一

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准备随

时出动到抗日的最前线”。

7 月 23 日，毛泽东又发表《论反对日

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与前途》，

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愿同国民党和全国

同 胞 一 道 ，为 保 卫 国 土 流 尽 最 后 一 滴

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

行坚决的抗战”。全国各族人民热烈响

应，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

为促进国共两党实现团结合作抗

日，党中央派周恩来等人将《中共中央

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9

月 22 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该宣

言；23 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

党合法地位的谈话。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以国

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

形成。卢沟桥事变，既是日本帝国主义

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起点，又是中国全

民族抗战的开端，促进了全民族觉醒，是

中华民族由衰败到振兴的转折点。

新中国成立后，卢沟桥的修缮工作

也被提上日程，并于 1961 年成为第一批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85 年过

去 了 ，见 证 中 华 民 族 命 运 转 折 的 卢 沟

桥，向参观者诉说着这段血与泪书写的

历史，警醒着每位中华儿女勿忘国耻，

振兴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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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车，又名楼车，是中国古代一

种用于登高瞭望敌情的车辆。其车

体为木质，底部有 4 轮，车上竖两根

长柱，长柱顶端的辘轳上系一高悬

的望楼。望楼在辘轳的作用下可升

高离地数丈，人可站在望楼中观察

敌情。由于望楼外形酷似鸟巢，此

种战车被称为巢车。

据《左传》记载，巢车在春秋时期

已应用于战场。在楚围宋都之役与

鄢陵之战中，楚军都曾利用巢车观察

敌情或向对方喊话。此后，巢车被不

断改进，宋代便出现将望楼固定在粗

木杆上的望楼车，观察视野更加开

阔，并可通过旗语传递信息。

巢车

卢沟桥现貌卢沟桥现貌。。

鄢陵之战示意图鄢陵之战示意图。。

郓城攻坚战态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