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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说新语史说新语

链接历史链接历史

“ 以 窑 洞 为 教 室 ，石 头 砖 块 为 桌

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

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

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这是 70 多年前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

中 记 录 的 见 闻 。 他 所 说 的“ 高 等 学

府”，正是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

中共中央率红军到达陕北后，为

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决定恢复和发展

红 军 学 校 。 1936 年 5 月 ，中 共 中 央 决

定以西北抗日红军大学为基础，组建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同时成立以

毛泽东、周恩来、罗瑞卿等人为委员的

教育委员会，毛泽东任主任。

6 月 1 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

（以下简称“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瓦

窑 堡 举 行 开 学 典 礼 ，正 式 宣 告 成 立 。

抗日红军大学共设 3 科：第 1 科（高级

科）主要培训军、师两级干部 ；第 2 科

（上级科）主要训练团、营两级干部；第

3 科（普通科），又称附属步兵学校，主

要培训连、排级干部。第 1 期共招收学

员 1063 人，学制为 6 个月。

领导关怀，科学施教。中共中央

和军委领导非常关心抗日红军大学的

建设与教学工作。毛泽东亲自为学员

讲授《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

争 的 战 略 问 题》等 哲 学 和 军 事 课 程 。

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及红军高

级指挥员，都到抗日红军大学授课。

针对第 3 科学员文化水平普遍较

低的情况，毛泽东专门致信校领导，指

出应加强对第 3 科的文化教育（识字、

作文、看书读报等能力的养成），将其

作为“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

的部分之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抗

日红军大学修改第 3 科的教学计划，充

分体现文化与军事、政治并重的原则，

第 2 科也适当增加文化课。经过数月

努力，基本扫除了文盲和半文盲，学员

整体文化素质明显提升。

艰苦创业，勤俭建校。1936 年 7 月

初，因国民党军进攻瓦窑堡，抗日红军

大学随中共中央机关迁驻保安县城附

近。这是一座偏僻小县，没有几间像

样的房子，学员上课、住宿成了问题。

为尽快建好校舍，抗日红军大学全体

教职学员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自己动手搞卫生、清理校舍、修路。他

们将窑顶剥落的石渣清除掉，把窑洞

内的柴草羊粪清扫干净，在窑洞口用

石块垒上墙和门洞，再买来一些木料

做成门，打茅草编成厚厚的草门帘，还

在窑洞之间平整好道路。世界上绝无

仅有的以窑洞为课堂和寝室，以石头

砖块为桌椅和床铺，以石壁为黑板的

大学校舍就这样落成了。

生活虽然艰苦，但学员们学习十

分用功。大家努力克服困难，认字就

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

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甚至有些讲

义 纸 张 ，用 的 是 敌 人 飞 机 撒 下 的 传

单。由于窑洞里光线不足，白天时，学

员们在外面看书。到了夜晚，学员们

便在油灯或烛光下，捧着书本啃得津

津有味。艰苦的环境没能阻挡学员们

求学的脚步，反而磨炼了他们的意志，

使他们始终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面对

一切挑战。

增强力量，准备抗日。三大主力

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高

级科、上级科等共 1200 余人及红二方

面军随营学校并入抗日红军大学，扩

大了办学规模。

1936 年 12 月下旬，西安事变和平

解 决 ，国 内 抗 日 救 亡 形 势 迅 速 发 展 。

为 加 强 部 队 教 育 训 练 的 组 织 领 导 力

量，抗日红军大学第 1 期学员（不含第 3

科）提前于 12 月 25 日在保安毕业，奔赴

红军各部队。随后，其余学员全部毕

业。抗日红军大学第 1 期的毕业生，为

部队充实了大批高素质的军政干部，

仅分配给陕南红 74 师的团以下干部就

多达 64 名。

为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党

中央于 1937 年 1 月 19 日将“中国人民

抗日红军大学”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

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

21 日，党中央审时度势，向全国各地发

布招生布告，号召凡有志献身民族解

放事业，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身体

强健、无不良嗜好和暗疾的热血青年

投考“抗大”。从此，“抗大”就像一块

大磁铁，把大批革命青年、抗日志士从

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异国他乡吸引到

宝塔山下，寻求抗日救国之真理，探索

民族解放之道路。

从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到中国

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这里先后走

出的大批学员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和新中国建设中承担重任，成为党和

国家、军队的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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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

作战结束后，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

趁我军调整转移之际，用摩托化步兵、炮

兵、坦克组成的所谓“特遣队”，快速向我

纵深穿插，企图对我军前沿部队实施迂

回包围。

1951 年 5 月 27 日，志愿军第 20 军第

58 师在回撤途中临危受命，担负华川一

带的阻击任务，以掩护兄弟部队有序后

撤。全师官兵充分发扬了连续作战的

优良传统，通过合理的排兵布阵、袭扰

迟滞和反冲击等行动，成功破坏美军主

力的攻势，为大部队安全转移创造有利

条件。

临机决断，就地转入防御。 5 月 20

日，“联合国军”自西向东展开了全面反

扑，第 9 兵团按照志愿军总部的命令于 5

月 23 日开始转移。27 日晨，第 9 兵团第

20 军突然获悉美军一部占领了南侧不

远处的华川地区，并继续向金城方向发

起进攻。

华川地处朝鲜半岛北部中间地带，

是志愿军第五次战役在东线的后勤中

心，此时有大量兵站和医院还没有来得

及转移。同时，华川也是重要的交通枢

纽，有东西、南北两条主要公路在此交

汇，敌军一旦在此地区站稳脚跟，势必将

其作为进攻的桥头堡，不仅可以组织大

量的机械化部队向北追击我军，还可快

速地横向机动支援其友邻部队作战。

在这危急时刻，为稳定战局和确保

兄 弟 部 队 安 全 转 移 ，第 20 军 首 长 从 大

局出发，经短暂商议后决定：留第 58 师

在华川以北的山地组织防御，迟滞美军

可能发动的进攻，掩护军部及其他部队

后撤。

层次鲜明，实施防御部署。第 58 师

在行军中接到阻击敌军的命令后，立即

组织召开作战会议。由于时间紧迫，来

不及进行现地勘察，第 58 师领导就结合

地图进行敌情分析和任务部署，而后直

接 奔 赴 至 3 个 主 力 团 和 配 属 的 炮 兵 部

队，参与各团的战斗指挥。

第 58 师当面之敌为美军第 9 军第 7

师、第 24 师（欠 1 个团）等共计 10 个团，

总兵力约 2.8 万余人。而第 58 师经过第

五 次 战 役 前 两 个 阶 段 作 战 后 ，减 员 达

20%，全师仅 7000 余人。在建制不全、极

度疲劳、粮弹缺乏、没有工事等情况下，

第 58 师士气高涨，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畏

战情绪。

针对敌情、我情和地形特点，第 58

师制订出依托山地的阶梯型防御部署

计 划 。 第 一 梯 队 是 第 173 团 和 第 174

团，分别扼守华川以北的山地和纵贯南

北 的 主 要 道 路 。 其 中 ，第 173 团 仅 在

313 高地正面部署 1 个连，其余兵力全

在山地反斜面隐蔽待机；第 174 团集中

全部的反坦克武器，在道路两侧高地上

隐蔽，随时准备打击敌军坦克。第二梯

队 是 第 172 团 ，作 为 全 师 的 预 备 队 ，部

署在纵深地带。由于时间紧迫，营连指

挥员并未进行充分的现地勘察，只能利

用肉眼可见的沟坎、树木进行工事构筑

和伪装。

此外，第 58 师令炮兵群化整为零，

以连为单位分散配置，在确保自身安全

的情况下，对进攻之敌实施火力压制。

这一兵力部署计划充分体现“兵力前轻

后重，火力前重后轻”的原则，既可最大

限度地保存有生力量，又可充分发挥火

力优势。这是志愿军在抗美援朝运动战

后期不断摸索经验，总结出来的重要作

战指导原则。第 58 师领导能在如此危

急的情况下进行科学合理的作战部署，

有赖于他们临危不惧的心理状态和灵活

机动的指挥能力。

防反结合，完成战斗任务。战斗初

期，部队主要以防御阻击为主要作战方

式，战况十分激烈。5 月 27 日 12 时许，

就在部队刚刚进入阵地，构筑防御工事

之时，美军第 7 师先遣队一部在坦克掩

护下，向华川以北地区机动。奉命在正

面阻击的第 173 团待大量敌人进入射程

后，突然一齐开火，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

及。经过数小时的战斗，该先遣队有 4

辆坦克被击毁，余部匆忙逃回华川。

28 日 6 时，美军和南朝鲜军各 1 个

加强营的兵力，在飞机、坦克配合下，兵

分两路向第 173 团阵地发起进攻。经过

一夜的构工伪装，该团正面的防御工事

已经初具规模，起到较好的防御效果。

此外，由于参与筹划作战的副师长亲自

到炮兵群指挥火力支援，对敌军可能进

攻的部分要点坐标早已进行了标注和

计算。前沿战斗一打响，我军炮兵就可

以实施准确快速的火力急袭，打击效率

显著提升。

与此同时，第 174 团的阵地也遭到

敌人疯狂进攻。该团 3 连 1 排处在重点

防御地带，全排战士在排长于泮宫的带

领下，与进攻之敌展开殊死搏斗。敌人

连续两次发动连以上规模的冲锋，都被

战士们用雨点般的子弹击退，阵地上横

七竖八地布满了敌人的尸体。

在摸清敌人的进攻套路后，第 58 师

各部队在不同的阵地上主动出击，多次

向敌人发起反冲击，取得了良好的歼敌

效果。最先出击的是于泮宫所在排，在

打退敌人第二次进攻之后，他带领 1 个

战斗小组主动出击，奇袭了正在山下待

命的敌军步兵，吓得敌人半天多的时间

不敢前进一步。直到战斗结束，该排共

歼灭美军 100 多人，于泮宫因指挥得当、

战绩突出，荣立一等功，他所在的排也被

评为“特等功臣排”。当晚，第 174 团趁

当面之敌立足未稳，连夜发起反冲击。

伴随着响彻山林的冲锋号声，成百上千

名志愿军战士从战壕里一跃而起，以班

排为单位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由于缺

少飞机掩护，且对刚刚占领的阵地不熟

悉，敌军一时间难以组织有效的抵抗。

战至午夜时分，全团共歼灭美军第 7 师

150 余人，并夺回部分防御要点。

5 月 29 日，为大量消灭敌人，第 58

师决心以更大规模的反冲击进行积极防

御，彻底打破敌军从华川以北实施突破

的企图。当晚，位于纵深的第 172 团全

线出击，沿主要公路突袭前一日被敌军

占领的各个高地。在夺取了数个要点

后，马上交由第 174 团组织防御，第 172

团主力则转向东侧进攻，扫清第 173 团

当面之敌。与此同时，第 173 团也派出

部分兵力，以小队渗透的方式对敌人实

施反击。经过一夜战斗，第 58 师不仅占

领了多处要点，将防御线南推数里，还歼

灭了美军第 7 师 1 个建制连和南朝鲜军

一部。此后数天里，志愿军战士浴血奋

战，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牢牢守住了

阵地。

此战，第 58 师在极度疲劳、事发突

然的情况下，在每一个阵地上都与敌人

展开了殊死搏斗，并通过反击大量杀伤

敌 军 。 美 军 和 南 朝 鲜 军 在 此 冲 击 了 7

天，只前进了 4 公里，北进势头大为削

弱。5 月 30 日，志愿军司令部将该师反

击作战的战绩通报全军，指出：“我各部

以积极的勇敢的反击，乘敌立足未稳、单

个突出之弱点，不断地给以打击，才能停

止敌的进攻，稳定战局。”

临危不惧，积极防御打阻击
—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华川阻击战

■周 一

自古英雄出少年。在民族危亡的

时刻，有这样一群少年英雄，跟随父辈

一 起 ，用 稚 嫩 的 肩 膀 担 起 了 沉 重 的 抗

争。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传奇事迹经

过艺术家们的演绎，成为经典的军事题

材 儿 童 影 片 ，感 动 了 几 代 中 国 人 。 今

天，让我们通过影片，走进少年英雄的

燃情岁月。

小海娃智送鸡毛信——

《鸡毛信》

《鸡毛信》是 1954 年由上海电影制

片厂摄制的一部抗战故事片，主要讲述

龙门村的儿童团长海娃奉命给八路军送

鸡毛信的路上所发生的故事。海娃的任

务是一边放羊，一边放哨，一旦发现敌

人，便给村里人打信号。他的父亲是民

兵中队长。一天，父亲让海娃送一封有

关攻打敌人炮楼的“鸡毛信”给八路军张

连长。海娃以放羊作掩护，带信上路。

不料途中遭遇日伪军。海娃与敌斗智斗

勇，将信拴在一头羊的尾巴下面，并将鬼

子带入八路军的伏击圈。张连长根据鸡

毛信里提供的情况，迅速率队端了敌人

炮楼，活捉了作恶多端的日军队长“猫眼

司令”。

影片通过曲折跌宕的情节，生动细

致地塑造了一个坚毅顽强、机智勇敢的

抗日小英雄海娃的艺术形象。这部影片

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反映少年儿童在

抗日战争时期对敌斗争的影片，也是中

国第一部获国际大奖的儿童影片。《鸡毛

信》作为中国军事题材儿童片的开山之

作，为之后的《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

等作品奠定了基础。

“准备好了么？时刻准备着”——

《红孩子》

《红孩子》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

儿 童 片 ，于 1958 年 上 映 。 该 片 讲 述 了

1934 年红军北上抗日后，江西苏区李家

坳的赤卫队在苏维埃李主席的领导下，

上山打游击的故事。李主席的儿子苏保

和细妹、虎崽等小伙伴们上山寻找红军

未果，自行在一岩洞中组成了一支红色

少年游击队，与盘踞在李家坳的反动武

装白军靖卫团和反动势力展开英勇斗

争。这些红孩子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得到

茁壮成长。

《红孩子》刚一上映，便在全国引起巨

大反响，受到观众一致好评。在新中国拍

摄反映战争年代的儿童片中，《红孩子》以

其明朗、生动、朴实、自然的风格给人留

下深刻的印象。《红孩子》也是第一部反

映苏区红色少年儿童成长的影片。影片

主题曲《共产儿童团歌》“准备好了么？时

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随

之广为传唱，经久不衰。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英雄小八路》

《英雄小八路》是上海天马电影制片

厂拍摄的军事题材儿童片，于 1961 年上

映。该片讲述了在福建前线某村，国坚、

林燕、铁牛、小明、小华 5 名少年儿童继

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学习英雄小八

路，积极参与各种支前活动的故事。

影 片 中“ 英 雄 小 八 路 ”的 原 型 ，是

1958 年炮击金门战斗中，位于厦门前线

的禾山第四中心小学（今何厝小学）的学

生 自 发 组 织 的“ 前 线 少 年 支 前 活 动 大

队”。在炮战过程中，这些孩子一面坚持

学习，一面穿梭在炮火中拥军支前。他

们帮助解放军叔叔接电话线、擦炮弹、洗

军衣、送开水、修战壕、站岗放哨。

1958 年 9 月 6 日，《厦门日报》以“今

日小八路”为题，率先报道了 13 名少先

队 员 在 炮 战 前 线 的 支 前 故 事 。 9 月 10

日，共青团厦门市委授予禾山第四中心

小学 13 名少先队员一面绣有“英雄的小

八路”的锦旗。“英雄小八路”的事迹随即

被拍成电影《英雄小八路》。

随着电影《英雄小八路》的公映，旋

律高亢、充满革命激情的主题曲《我们是

共产主义接班人》唱响祖国大地，深受广

大少年儿童的喜爱。1978 年被确定为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鬼不灵”的机灵鬼成长记——

《小兵张嘎》

《小兵张嘎》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

摄，于 1963 年上映。该片改编自徐光耀

的小说《小兵张嘎》，讲述了抗日战争时

期的河北白洋淀，“鬼不灵”村调皮、机灵

的小男孩嘎子，在老钟叔、老罗叔、区队

长、奶奶的引导下，成长为一名名副其实

的八路军战士的故事。

电影《小兵张嘎》是一部很有特色的

军事题材儿童影片，真实自然地塑造了

一个性格鲜明的少年英雄形象。可以

说，电影《小兵张嘎》是新中国儿童片的

一座丰碑，其主题思想贯穿始终，就是反

映在抗日战争烽火中成长起来的一个儿

童形象。作者没有一开始就把张嘎写成

一个高大全式的人物，而是通过历练才

成为一名革命战士。之后，小兵张嘎的

故事又被改编成了电视剧。

红军战士潘冬子——

《闪闪的红星》

电影《闪闪的红星》是由八一电影制

片厂摄制，于 1974 年 10 月 1 日上映。《闪

闪的红星》是一部家喻户晓的优秀儿童

片，讲述的是 20 世纪 30 年代江西苏区柳

溪村，年仅 8 岁的潘冬子在党和革命前

辈的教育下，通过与大土豪胡汉三的生

死斗争逐渐成长起来，最终参加红军、戴

上红五星的故事。

影 片 中 的 小 主 人 公 潘 冬 子 ，是 从

100 多位候选人中选出的三年级小学生

祝新运。祝新运出色地刻画了潘冬子机

智勇敢、疾恶如仇的性格特色，成功地表

现了一个山娃子成长为一名红军战士的

经历。祝新运因该片一举成名，影片拍

完后便进入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剧

团，成为团里最小的演员。

该片虽然拍摄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

期，但其中 3 首歌曲《红星歌》《映山红》

和《红星照我去战斗》均传唱至今，足见

这部电影影响力之大。

这些经典的军事题材儿童影片，以

中国少年儿童的形象告诉世人：无论什

么时候，中国少年儿童都是先锋力量；无

论受到怎样的挫折，中国少年儿童都是

源源不断的新生血液，红孩子、潘冬子、

海娃、嘎子、英雄小八路……他们朝气蓬

勃，敢于担当，奋勇向前！

回望银幕上的少年英雄
—新中国经典军事题材儿童影片

■徐 平

在华川一带进行防御的志愿军在华川一带进行防御的志愿军。。

电影电影《《红孩子红孩子》》剧照剧照。。 电影电影《《英雄小八路英雄小八路》》剧照剧照。。 电影电影《《闪闪的红星闪闪的红星》》剧照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