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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军在野狐岭之战中惨败的原因

是 多 方 面 的 ，比 如 国 力 不 支 、内 忧 外

患、士气低迷等等。若仅从战场上的

兵 力 运 用 看 ，金 军 处 处 设 防 、兵 力 分

散，而蒙军兵力集中、攻其一点，这一

正一反的对比使得金军在战场上毫无

优势，最终造成惨败。

察摆兵布阵而断虚实。在蒙金大

战之前，金军实力远在蒙军之上，不仅

拥有多达数十万的常备军，还有超出

蒙古数十倍的人口作为后备力量。从

总体上看，蒙古方面并不占优势。因

此，金军早期统帅独吉思忠才奉行“平

均主义”的防御策略，将数十万金军精

锐力量平均部署在长达 300 多公里的

战线上，平均 1 公里才有几千人。

成吉思汗在考虑作战方法时，没

被眼前绵延数百里的金军防线吓倒，

而是认真分析了地形和当面敌情，判

断出金军只是表面强大，处处设防其

实 处 处 孱 弱 。 他 随 即 命 令 部 队 在 乌

沙堡和乌月营两处要点，以几乎十倍

于敌的兵力实施突击，一举将金军的

防 御 体 系 击 溃 。 正 如 金 平 章 政 事 徒

单镒所说：“自国家与蒙古交兵以来，

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败

必然。”

识众寡之机而主强弱。在全局上

用众，如果不能在具体的作战行动中

发挥整体优势，反而容易被对手抓住

关键局部的劣势，以点带面、积小胜为

大 胜 ，逐 渐 实 现 总 体 上 的 强 弱 逆 转 。

不仅是独吉思忠，他的继任者完颜承

裕也犯下类似的错误。驻守野狐岭之

时，金军主力尚在，如果把兵力集中在

少数的几个关隘山口，完全可以抵挡

住以骑兵为主的蒙军进攻。然而，完

颜承裕几乎把所有兵力平均部署，甚

至 连 山 坡 上 都 有 部 队 驻 防 。 战 端 一

开，金军受制于地形而行动不便，不能

及时出击救援，基本无法发挥战斗力。

识众寡之用，得可胜之机。在对

敌军兵力部署相对明确的情况下，应

善于发现和利用敌军的弱点，并通过

一系列作战行动将其放大，最终让敌

军覆水难收、败势难逃。在 1931 年 4 月

的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国民党反

动 派 20 万 大 军 兵 分 多 路 进 攻 中 央 苏

区。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等带领下，

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先避敌锋

芒，再择弱而击，逐个消灭敌人，在 15

天内连打了 5 场胜仗，“横扫千军如卷

席”。不仅大量歼灭敌军有生力量，还

在军心士气上给敌以沉重打击，敌多

路进攻无果，只能狼狈而逃，最终彻底

粉碎了敌军的“围剿”企图。

求实用之法而聚能效。集 中 兵

力，并不是简单地把为数众多的兵员

集中在相对狭小的地域范围内。集中

兵力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合理运用各

种力量，造成己方在力量对比中的相

对优势，关键在于如何让集中的兵力

实现力量的聚合。从当时金朝所处的

地理位置上看，北边有蒙古，西边有西

夏，东边刚刚剿灭的契丹势力很可能

卷土重来，南边的南宋一直与其处于

交 战 状 态 。 在 这 种 外 患 频 发 的 情 况

下，将几乎全部的数十万兵力集中在

与蒙军战斗的前线，已经是在总体上

集中了兵力。然而，这种集中只存在

于形式上，由于前后两任主帅分兵御

敌的战术，使得相对集中的兵力并没

有实现力量上的凝聚，起不到真正的

聚能效果。

反观蒙军大将木华黎，在决心进行

山地作战时，考虑到山口狭窄，无法展

开过多兵力，就将前军分成数队，轮番

发起进攻。这种战法看似分散了兵力，

却通过进攻次数和时间的累积，在特定

时空里集中了力量，最终实现了聚力突

破。现代战争中，随着武器装备水平的

不断提升，给集中兵力赋予了新的内

涵。很多情况下，甚至没有必要在短暂

的时间和有限的空间内集中实体兵员

或武器，就可以通过定向释能的方式实

现力量上的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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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几乎所有抗战

题材的电影里，都出现了日本侵略军的

炮楼。比如，电影《鸡毛信》的故事就是

从 准 备 攻 打 日 军 炮 楼 展 开 ，民 兵 中 队

长 、海 娃 的 爸 爸 老 赵 让 海 娃 送 的 鸡 毛

信，就是攻打炮楼的路线图。

日军炮楼，通常有十几米高，一般

为 长 方 体 或 圆 形 结 构 ，墙 体 为 水 泥 砖

头，外墙粉刷着石灰。炮楼表面各个方

向的墙体设置了相当数量的射击观察

孔，供敌守军观察敌情并予以回击。一

座炮楼，日军一般会使用一个小队或一

个 班 的 兵 力 驻 守 ，也 就 是 十 几 至 数 十

人，有时也有伪军进行协防。

日军修建这种炮楼并非单独使用，

通常在炮楼旁会有日军的据点。每个

据点，都有 1 个或 2 个以上的炮楼。据点

里除炮楼外还设有宿舍、值班室、厨房

等。据点周围挖有一定深度的壕沟，如

果附近水源充足，会灌水注入壕沟形成

护城河，沟上架设有吊桥。内沟内沿一

般筑有胸墙，沟内有鹿砦，外沟外沿多

有铁丝网，不少外沟内还布有地雷。据

点四周几百米内不能建房，也不能种庄

稼，已有树木全被砍伐，形成一个大开

阔地，让攻击者没有任何掩体，完全置

于炮楼的射界内。在一些具有供电能

力的城市，日军为炮楼装备了探照灯，

用来为夜间巡逻提供照明。

日 军 炮 楼 ，实 则 是 为 抗 日 游 击 队

“量身定做”的一种独属于中国战场的

军事设施。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挺

进华北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广泛开

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歼灭了大量日本侵

略者。针对这种情况，侵华日军华北方

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提出“囚笼政策”，

即“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

在我国各地大量修建碉堡炮楼，意图分

割、封锁游击队的活动范围，企图将八

路军的敌后根据地分割，将八路军各部

逐个击破。

日军炮楼通常是砖石结构，防御力

不高，但对于缺少重武器的抗日游击队

来说仍很难攻破。因此，拔掉炮楼主要

靠正规部队。当时八路军的武器装备

落后，武器数量也严重不足，即便有重

武器也都是中小口径的山炮、野炮、迫

击炮等，所以为攻下炮楼，八路军通常

用轻武器掩护，使用炸药包或挖地道等

方式爆破。

在 1940 年 11 月的曹甸战役中，新四

军缴获国民党军一门晋造“一三式”75

毫米山炮。由于它体型大、威力强，被

老百姓称作新四军的“老黄牛”。1943

年初，“老黄牛”首次参加曹家埠战斗。

镇上驻有伪军一个营，经常配合日军下

乡扫荡、清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

们 在 据 点 凭 几 座 高 大 强 固 的 炮 楼 固

守。新四军如不把炮楼轰掉，步兵很难

接近。炮连动员了几十名民工，和战士

一起将“老黄牛”拉到曹家埠。驻守在

炮楼的伪军，对新四军叫嚣道：“你们有

本 事 把 我 们 炮 楼 炸 了 ，我 们 也 坐 坐 飞

机！”话音未落，几发炮弹飞向敌营，炮

楼塌了。新四军步兵随即发起冲锋，猛

扑敌营，以较少的伤亡攻下敌军据点，

缴获大量战利品。这一战，山炮“老黄

牛”的威名传遍苏北，日伪军闻风丧胆。

当 然 ，也 有 不 少 抗 日 军 民 因 地 制

宜 ，用 火 烧 、烟 熏 等 办 法 拿 下 炮 楼 的

故事。

1944 年 3 月，八路军冀中军区 7 分

区 36 区队准备端掉深泽县固现村的炮

楼。该炮楼驻扎着伪军 1 个小队，其小

队长是汉奸。一天，趁小队长外出，36

区 队 准 备 冲 过 吊 桥 ，发 动 奇 袭 战 。 不

料，吊桥突然倒塌，只有以 1 排长段廷美

为首的 4 个人冲过了吊桥，其他人被隔

绝在壕沟外。段廷美等人迅速抢占据

点内伪军的伙房，与炮楼里伪军对峙。

一名姓秦的战士是整个区队最有名的

投弹能手，他找准时机猛然向炮楼顶上

扔手榴弹，炸得伪军不敢露头。趁这个

工夫，壕沟外的 36 区队开始用火力封锁

炮楼射击孔。

借敌火力减弱之机，段廷美等人将

伙房里的柴草搬到炮楼下，准备实施火

攻。刚开始，由于柴草不足，又没有风

力相助，火一直没烧起来。在场的区队

长和县大队长商量后，决定派人到固现

村动员群众，运来更多的柴草，实施一

次总攻。

堆积在炮楼下的大堆柴草被点燃

后，火借风势，直向炮楼里冲。炮楼的

结构和烟囱类似，火在里面烧，烟从顶

上冒，龟缩在里面的伪军哀嚎连连。除

4 名伪军从炮楼顶上跳下来并摔伤外，

炮 楼 里 的 43 名 伪 军 悉 数 被 烧 死 。 此

战，36 区队未折损 1 人，就全歼伪军 1 个

小队。消息一经传开，45 区队派来 1 个

连 队 ，到 固 现 村 向 36 区 队 现 场 讨 教 经

验。两支部队合兵一处，力量更强，遂

决定趁热打铁，拔除规模更大的北白家

庄据点。

这 个 据 点 守 军 为 伪 军 1 个 中 队 。

36 区队会同 45 区队的 1 个连，趁夜合围

了炮楼。战士们紧贴在伪军射击死角

的外墙根，一个劲地将柴草往墙里扔。

刚开始，伪军中队长底气十足。当我军

开始将点着的柴草往墙里扔时，对方才

发现火焰和烟无处扩散，都冲着炮楼卷

上去了。

这下，炮塔里的伪军被熏得眼睛睁

不开，砖木结构的炮楼底部越来越烫，

过不久就要烧起来。于是，伪军中队长

喊道：“你们先把火灭了，我们就缴枪。”

火灭了，还能老老实实缴枪？敌军

摆明了是耍花招。区队长命令战士加

运 柴 草 ，加 大 火 势 。 眼 见 火 势 越 来 越

大，炮楼的木质大门都快被烧着了，黔

驴技穷的伪军按照我军的命令，将枪支

弹药从炮楼背风面扔出。这时，我军才

踹 开 围 墙 上 开 的 门 ，冲 进 去 灭 火 。 随

后，90 余名伪军高举双手依次从炮楼里

走出来。

1945 年 2 月 22 日，新四军苏中部队

收复沙沟的战斗打响。战斗的关键是

用多种方式端掉沙沟镇上几座日伪军

炮楼，其中，攻打王祥庙炮楼就采用火

攻。这座炮楼是四角方形，原是沙沟历

史上遗存下来的更楼，被敌伪改造后做

成碉堡，老百姓俗称“西炮台”。驻扎在

西炮台的是伪六纵部队，团长朱天锦是

个顽固不化的汉奸。新四军向他喊话，

要他投降。他自以为新四军拿他没办

法，拒不投降。我军指挥员当机立断，

派人找来土水龙，战士们朝水龙内装满

洋油朝碉堡顶上压喷，再把手榴弹扔上

去，霎时间，炮楼顶着了火，敌人连熏带

烧，吓得纷纷朝外扔枪，朱天锦和六七

十名伪军全被生擒。

到了抗日战争后期，根据地逐渐扩

大，日军已没有能力修建大量炮楼来封

锁根据地，炮楼逐渐退出战场。

端掉鬼子的“乌龟壳”
—话说侵华日军炮楼的覆灭

■徐 平

1951 年 7 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

军”利用朝鲜停战谈判获得喘息之机，令

美军骑兵第 1 师等部频繁换防，妄图为

再次北进做战前准备。志愿军第 47 军

第 140 师 抓 住 美 军 换 防 造 成 的 防 线 空

虚，积极组织突击，一举占据了临津江东

岸大马里、夜月山、天德山一线，将防线

向南推进约 40 公里。

夜月山位于朝鲜铁原通往涟川的交

通 线 旁 ，是 扼 制 敌 军 北 犯 的 一 个 制 高

点。第 140 师进占夜月山这块态势突出

的阵地后，就像一支长矛插在了“联合国

军”交通命脉上，将其第一、第二道防线

看得清清楚楚。第 140 师第 419 团 3 营 8

连奉命坚守夜月山阵地，其中 1 排部署

在主峰以南山头和 365.2 高地前沿，由排

长刘财率 3 班和 1 个机炮组共 11 人扼守

365.2 高地。

敌军为恢复防御态势并继续向北进

犯，就必须拿下夜月山。8 月 4 日 8 时，

美军骑兵第 1 师以 1 个加强步兵连的兵

力，在强大炮火和飞机的配合支援下，向

3 班 坚 守 的 夜 月 山 365.2 高 地 发 起 进

攻。3 班在排长刘财指挥下，每次都把

进攻之敌放到手榴弹的有效杀伤范围

内，才下令开火，每次都打得敌军狼狈溃

逃，连续打退敌 6 次冲锋。

在一次进攻中，敌军偷偷把 1挺重机

枪运到距我阵地 20 米处的一块巨石后

面，想凭此掩护后续部队的冲锋。在这

紧要关头，机枪射手苏迁祥跳出堑壕，对

准敌群扫射，冲在前面的几个敌人应声

倒下，其他敌人立即向他扫射。苏迁祥

中弹负伤，晕倒在机枪旁。班长朱树林

见状，冲上去接过机枪继续射击，左肩负

伤后仍不退出战斗；战士胡少成跳出堑

壕从侧面猛击敌人，高呼着“给班长报

仇”。5 名负了伤的同志，不顾伤痛向敌

投弹；战士龙正江抓起敌人未拉弦便投

来的手榴弹，拉了弦就甩过去，炸掉了敌

人的重机枪……为节省弹药，3班战士数

次冲出堑壕与敌军展开白刃格斗，一次

次粉碎敌人的进攻。经过艰苦战斗，敌

军丢下几十具尸体，逃离了阵地。

此后 2 天，阴雨绵绵。不甘心失败

的美军骑兵第 1 师，一方面组织炮兵不

分昼夜地轰击我方阵地，一方面积极调

整兵力，准备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3

班的战士们抓紧时间修筑被敌军炮火摧

毁的工事，在血与火、泥与水的阵地上坚

守着，没有一人退缩。

7 日拂晓，敌军出动 1 个加强营的兵

力，在飞机、坦克、火炮支援下向我阵地

发起攻击。8 时 30 分，敌军开始进行火

力准备，炸弹、炮弹及坦克直射火力发射

的炮弹，一起落在 3 班坚守的 365.2 高地

上，爆声轰鸣，火光闪闪，阵地上，硝烟、

弹片、碎石搅成一团，像开了锅的水般在

不停地翻腾。11 时左右，敌军约 2 个连

的兵力开始向我阵地前沿运动，其中一

部迂回到 8 连阵地侧后，使 1 排腹背受

敌 。 8 连 通 往 营 里 的 电 话 线 亦 被 敌 炸

断。12 时左右，敌军以约 2 个排的兵力，

连续向我阵地发起多次冲锋，均被 3 班

一一击退。

14 时左右，补充调整后的敌军再次

向我阵地发起冲击。经过短暂激战，3

班的弹药即将打光。眼看敌军就要冲上

阵地了，刘财高喊：“同志们！为了祖国

和人民，上好刺刀和敌人拼了！”他率先

跃出工事，直扑敌群，战士们也如猛虎般

与敌展开肉搏战。终因敌众我寡，刘财

及 9 名战士壮烈牺牲。仅存一名负伤的

战士杨南生，仍然在阵地上来回打冷枪

迷惑敌人，并随时准备用身上仅有的一

颗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

16 时左右，8 连 2 排受命增援 3 班。

然而，受地形限制和敌军炮火封锁，只有

赵绍福、罗士泰 2 人到达阵地与杨南生

会合。就这样，3 个人重新组成了 1 个战

斗集体，协力击退敌军进攻，夺回阵地。

天快黑时，三勇士为守住阵地，组织了一

次反击。杨南生冲出阵地 30 多米与敌

厮杀搏斗，不幸壮烈牺牲。

当晚阴雨不断，我军因兵力过于单

薄，无力坚守，被迫撤离阵地。危急时

刻 ，3 营 命 令 7 连 的 2、3 排 趁 敌 立 足 未

稳，从侧翼发起反击。战至 8 日凌晨 3

时 ，2、3 排 的 战 士 们 终 于 冲 上 365.2 高

地，消灭了残敌，阵地再次收复。

夜月山阻击战，我军以劣势兵力战

胜了具有优势装备的美军，共歼敌 213

人，缴获各种枪支 500 多支。坚守在夜

月 山 365.2 高 地 上 的 3 班 战 士 ，作 战 英

勇、打得顽强，以 11 人全部牺牲的代价，

用血肉之躯牢牢地守住了阵地。战后，

志愿军领导机关授予 3 班“夜月山英雄

班”荣誉称号，并授予“肉搏血战英雄坚

守夜月山”战旗。

70 多年的砥砺奋进，一茬茬“夜月

山英雄班”所在连队官兵赓续红色血脉，

传承发扬英勇顽强、敢打敢拼、不怕牺牲

的夜月山精神，不畏生死、敢于斗争、敢

于刺刀见红，在大项演训任务中打头阵、

争第一，使战旗永不褪色，永远鲜红。

“夜月山英雄班”战旗——

肉 搏 血 战 阻 强 敌
■陈善锋 胡富淋

抗美援朝战争荣誉战旗巡礼

读兵书 研战策

原原 典典●

战例解析战例解析●

经典战例经典战例●

夫兵不贵分，分则力寡；兵不

贵远，远则势疏。

将 之 用 兵 ，实 则 胜 ，虚 则 败 。

虚实之分，胜败之机也。

作战时，部署兵力最好不要分

散，分散了力量就薄弱；此外，也不

要相距过远，过远了态势上就会孤

立。不一样的摆兵布阵，形成的军

势也不尽相同。力量充实了就能够

取得胜利，力量空虚就会失败。虚

实的分别，就是胜败的关键。从这

点来看，兵力部署与军势虚实、战争

胜败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力量集

中则实而胜，力量分散则虚而败。

公元 1211 年 2月，成吉思汗率领大

军伐金，拉开蒙金大战的序幕。

面对长驱直入的蒙古骑兵，金军

统帅独吉思忠一改往日“骑兵驰突，四

通八达”的野战打法，反而在长达 300

公里的防线上修起了长城，企图通过

据城固守的方式与蒙军进行堡垒攻防

战，以阻挡其进攻势头。

然而，没等金军防御工事修建完，

蒙军就已拿下战线附近乌沙堡和乌月

营两处要地，使金朝的西北防线无法

完全相连，难以继续发挥其防御作用。

面对不利局势，金朝统治者完颜永

济马上改任完颜承裕担任统帅，重整兵

力继续与蒙军作战。完颜承裕没有去

固守长城要塞，甚至连屈指可数的几座

边塞小城也放弃了，直接率领大军撤到

距离中都更近的野狐岭一带，企图依托

险要的山势与蒙军决一死战。

担任蒙军前锋大将的是木华黎。

当他率军来到野狐岭北侧山地时，发

现金军布防主要在宽大的山地正面，

但在两山之间的山口处，只部署很少

兵力。由于山地起伏不平，木华黎干

脆命令所有骑兵下马步战，轮番向敌

军防线中间的山口一带进攻。很快，

蒙军就在敌军防线上撕开了口子。此

时，成吉思汗也率领主力大军赶到，挥

兵掩杀、金军大败。

野狐岭一战，金军主力损失惨重，

“金人精锐尽没于此”。这场战斗也成

为蒙金大战的转折点，此后金军面对蒙

军的进攻时，只能疲于应付、被动防御，

最终在蒙古和南宋的夹击之下灭亡。

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的野狐岭要塞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的野狐岭要塞。。

““夜月山英雄班夜月山英雄班””战旗战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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