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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从晋陕两省湍流而过。在黄

河岸边的陕北佳县，坐落着十几孔依山

而建的窑洞，这里是晋绥抗日根据地八

路军 120 师修械厂的旧址，该厂曾在人

民军工史上书写了辉煌一页。

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军工业主要在八

路军 120 师修械所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1940 年 5 月，根据八路军 120 师师长贺龙

的命令，120 师修械所与决死二纵队、工

人武装自卫旅的修械力量合并，将人员

与 机 器 设 备 集 中 至 陕 西 省 葭 县（今 佳

县），扩建成八路军 120 师修械厂。这里

两山夹一沟，山高沟深，绵延几十里，便

于防空隐蔽。日寇飞机曾多次在葭县上

空盘旋，却始终未能找到目标。

建厂伊始，面对缺水、缺粮、缺房屋

等困难，全体职工发扬“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的精神。缺水，就自己打井，不仅

解决了厂里的生活用水和锅炉用水，同

时也解决了当地群众多年吃水难的问

题；缺粮，就自己开荒种地、种菜养猪；缺

房屋，就亲手改建、补修旧窑洞和房子。

1940 年至 1942 年，由于粮食供应紧张，

职工们的生活非常艰苦，每天只能靠配

给的黑豆充饥，但为了抗日和求生存，大

家同仇敌忾，生产热情高涨。

八路军 120 师修械厂职工克服重重

困难，制造了大批武器和弹药，为推动抗

日战争的胜利发挥重要作用。其中，一

些 武 器 在 人 民 军 工 历 史 上 可 圈 可 点 。

1940 年，该厂成功仿制 79 步枪，当时正

值贺龙 46 岁的生日，遂命名为 46 式 79

步枪。1941 年至 1942 年，该厂成功仿制

50 毫米掷弹筒和 60 毫米掷弹筒，又仿

制出 200 余支中正式步枪。1942 年，该

厂开始制造手榴弹、地雷、掷榴弹和复

装子弹。

1944 年 10 月，晋绥军区后勤部工业

部在葭县成立，负责领导全区的军工建

设和生产。工业部对军区兵工厂进行

调整：在八路军 120 师修械厂的基础上

组建一厂，生产步枪、机枪、掷弹筒、掷

榴弹等产品；李家坪厂为二厂，生产手

榴弹和掷榴弹，同时还加工掷榴弹壳、

引信、弹翅弹尾、掷弹筒筒身等毛坯铸

锻件；在临县招贤新设三厂，生产灰铸

铁；以工卫旅炸弹厂为基础，并入修械

厂 炸 弹 股 ，在 李 家 坪 建 成 四 厂（炸 弹

厂），并派人到晋察冀化学厂学习，制造

硝酸、硫酸、盐酸和炸药。

为向前线供应更多武器，工业部一

厂（原八路军 120 师修械厂）积极研制新

产品。1944年底，该厂技术人员温承鼎、

武元章、刘万祥等开始研究试制半自动

步枪。他们用废枪管制成采用导气式原

理的样枪，即在枪的右侧增加活塞杆、活

塞 筒 等 部 件 ，活 塞 杆 与 拉 机 柄 根 部 相

连。为防止发射时枪口跳动，他们又在

枪口增设了一个防跳器。经实弹射击验

证，该样枪达到实战要求。1946 年 7 月

21日，晋绥军区政委关向应在延安病逝，

工业部一厂职工为表达对他的悼念，决

定将该枪命名为“向应式”半自动步枪。

此外，工业部一厂技术人员还注重

改进原有的生产机器及工具。陕吉泰

和张学志研制的切爆发管机，使工作效

率提高了 13.5 倍；武斌创造的铣引信丝

扣机，使工作效率提高了 1.5 倍；田佩闵

创造的分盘机，可以铣任何齿轮，且又

好又快……这些发明创造充分显示了

工人们的聪明才智。

1944 年 ，美 国 记 者 团 来 到 工 业 部

一 厂 参 观 ，了 解 到 工 厂 在 如 此 艰 难 的

条 件 下 生 产 出 性 能 良 好 的 枪 支 ，无 不

感到惊讶。

1946 年 7 月，蒋介石调集兵力对陕

甘宁边区发动进攻，危及晋绥抗日根据

地安全。晋绥军区军工部为保存军工生

产能力，开始组织向山西转移。1947 年

3 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大举进攻陕甘

宁边区，晋绥军区工业部一厂、二厂、四

厂迁至黄河以东，在山西临县（今属山西

吕梁）张家沟、薛家屹台等地重新建厂。

到 1947 年 12 月，晋绥军区先后重建、新

建 9 个兵工厂。到 1948 年 6 月，又增加 5

个兵工厂，全军区的兵工厂增至 14 个。

1940 年至 1949 年 8 月，晋绥军区工业部

所属各兵工厂制造了一大批武器弹药，

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提供了重要的后

勤保障。

八路军 120 师修械厂在葭县驻扎的

7 年里，工人们和乡亲们一起生活、工作

和战斗，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厂里

的同志们给村里打井、修路、架桥；为村

民修理家具、农具；帮他们耕地、收割；

还 帮 助 贫 农 团 减 租 减 息 ，斗 地 主 分 田

地。当地人民群众更是勒紧裤带、吞糠

咽菜克服重重困难，支援建厂办厂。腾

窑洞、让园子地、捐灶具、砍木材、全村

男女老少齐上阵为建厂义务劳动，家家

户户忙支前，妇女们自觉地为娃娃兵拆

洗棉衣、缝补衣服。他们虽然没有上前

线杀敌，但积极献粮、献地、献房，不遗余

力地参与支前，谱写了一曲军民鱼水情

深的赞歌。

黄 河 岸 边 铸 戈 甲
—记 八 路 军 120 师 修 械 厂

■石留风

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敌后抗日

军民发挥群众集体智慧，创造出多种

克 敌 制 胜 的 巧 妙 战 法 。 其 中 ，“ 漫 画

战 ”作 为 一 种 极 为 特 殊 的 作 战 方 式 ，

对 揭 露 日 寇 阴 谋 、唤 起 民 众 抗 日 意

识、鼓舞抗日斗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

1937 年 晋 察 冀 抗 日 根 据 地 建 立

后，一群报纸美术编辑怀揣着救亡图

存的满腔热血和崇高的理想抱负，从

五湖四海涌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汇

聚成一支特殊的抗战队伍。他们投身

抗战一线，以画笔和刻刀为武器，在敌

后打响了没有硝烟的战争。

当时，我军的工作重点是广泛发

动群众性工作，尤其是要动员农村地

区的革命力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广

大 的 农 村 地 区 便 成 了“ 漫 画 战 ”的 主

战场。根据地漫画家利用白灰、黑锅

灰 、槐 树 籽 、红 胶 土 等 简 单 朴 素 的 原

料 ，创 造 出 感 染 力 强 、内 涵 丰 富 的 抗

战漫画。与此同时，侵华日军也企图

利用“宣抚班”“新民会”等反动组织，

对 我 人 民 群 众 进 行 反 动 宣 传 和 奴 化

教 育 。 于 是 ，为 开 展 政 治 攻 势 、争 取

群 众 支 持 ，敌 我 双 方 在 一 面 面 墙 壁 、

一张张报纸上展开激烈争夺。

1942 年前后，为消灭我敌后抗日

力量，日伪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

行疯狂大“扫荡”，每到一处村落就画

上反动漫画。待日军离开，晋察冀的

漫 画 家 就 用 白 灰 涂 掉 敌 人 的 反 动 标

语，画上大型抗战漫画，揭露敌人的残

暴本质，激发人民的抗战热情。

根 据 地 漫 画 家 还 为 漫 画 插 上 翅

膀 ，将 它 们 刊 登 在 报 刊 上 ，飞 往 全 国

各 地 。《抗 敌 报》《晋 察 冀 画 报》《战 线

画报》等报刊先后刊登了大量的抗战

漫画，一批优秀的漫画作品进入民众

视 野 。 曹 振 峰 在《战 线 画 报》上 刊 登

的连环画——《赵玉昆卖国投敌》，批

判投降行为，反对抗战逆流。孙逊发

表的连环画《李铁牛》，动员了大量农

民 百 姓 放 下 锄 头 ，踊 跃 参 军 入 伍 ，争

做“ 李 铁 牛 式 模 范 士 兵 ”…… 为 了 能

够 用 漫 画 准 确 深 刻 地 揭 露 日 军 的 阴

谋，军区政治部领导和报社领导经常

与漫画作者一起，研究新的创作内容

和表现手法。

此外，根据地漫画家还将一幅幅

反 战 漫 画 变 为 瓦 解 敌 人 心 理 防 线 的

“ 纸 弹 ”。 他 们 通 过 将 漫 画 制 作 成 传

单、明信片，装入“慰问袋”中，散发到

敌军据点和敌占区的大小城镇，对日

伪军开展“攻心战”。徐灵创作的传单

画《日兵之家》，描绘了一位侵华日军

士兵的母亲望着儿媳和孙儿默默祈祷

的画面。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

军士兵越发思乡厌战。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红色文艺骨

干，在敌后画漫画、编画刊、办画展，打

响了敌后“漫画战”。他们用广大人民

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对群众进

行政治动员与精神熏陶，使抗战漫画

超出一般意义上艺术品的作用，成为

救亡的工具、杀敌的刀枪，为抗战工作

注入精神力量，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图

谱上留下绚烂的一笔。

上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漫画家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漫画家

在墙壁上创作在墙壁上创作““反对鬼子抓壮丁反对鬼子抓壮丁””的的

漫画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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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99年，汉将李陵奉汉武帝之

命，率 5000余名步兵深入匈奴腹地，伺机

寻找单于主力决战。当汉军行至浚稽山

一带时，被匈奴数万骑兵包围。

在敌强我弱情况下，李陵一面集结

战车，以车为营，充当防御阵地；一面将

全军分为前后两部分，前方使用戟盾防

御，后方使用弓箭进攻。匈奴单于集中

力量，企图一举消灭汉军。汉军以坚固

的盾阵和灵活的箭阵予以反抗，使匈奴

伤亡数千人，逆转了战局。单于又召集

8 万余人再次围攻汉军。李陵在敌军突

增和己方伤亡较严重的情况下，当机立

断，变步战为车战，并根据负伤轻重对

士兵进行了细致调整，充分发挥各要素

的战斗力，逼迫匈奴撤退。

就在单于退兵之际，汉军军侯管敢

叛逃，泄露了“汉军无援，箭矢将尽”的

秘密。单于遂督众急攻。由于李陵部

未得到接应和支援，终因实力悬殊，大

部被歼，仅 400 余人成功突围。

虽然浚稽山之战以汉军失败告终，

但李陵作为统兵将领，在 10 余天的战

斗中始终临危不惧，通过灵活的处置多

次陷敌于被动。

发挥优势，变被动为主动。滴水石

穿，非一日之功。李陵率领的步兵部队

之所以在战场上有出色表现，与其兵员

构成和训练模式有很大的关系。汉武

帝南征荆楚之后，南越成为汉朝的藩属

国，大量荆楚青壮年北上中原谋生，其

中不乏奇才剑客、侠义肝胆之士。李陵

任骑都尉之后，在边塞酒泉、张掖一带

练兵备战，征召来自荆楚之地的勇士，

每天训练阵法、技能，并为他们配发了

更为厚重的盾牌和弓弩，大大增强了战

斗力，使内部关系更融洽。打仗亲兄

弟，上阵父子兵。李陵牢牢抓住了这支

部队特有的“乡愁”和装备优势，结合所

读兵书和掌握的制胜之道，从而在面对

强大的匈奴军队时，变被动为主动。

冷静思考，明辨对手劣势。“不 可

胜在己，可胜在敌。”想在战场上击败

对手，熟知敌之劣势与发挥己之优势

同 等 重 要 。 汉 军 千 人 对 阵 匈 奴 数 万

人，数量上处于下风；汉军步兵对阵匈

奴骑兵，作战也处于下风。另外，匈奴

部队在主场作战，附近有多支机动部

队待命支援。表面上看，匈奴占尽优

势，汉军几乎无匹敌之力。然而，李陵

认为，骑兵以冲击见长，只要降低其冲

锋 速 度 ，就 可 大 大 削 弱 骑 兵 的 战 斗

力。此外，从地形上看，浚稽山东南不

远处是密林峡谷，一旦诱敌至此，就可

慢慢蚕食敌军。因此，不管是盾阵御

敌、放箭击敌，还是战车为营、且战且

退，李陵都牢牢抓住了敌人的这两个

劣势，不断迟滞、消耗对手，造成匈奴

骑兵的大量伤亡。

坚决行动，把握战场胜势。知彼知

己，只是做到了分析判断情况的第一

步，一旦定下战斗决心，就要毫不犹豫

地实施作战行动，把战斗构想中的优势

转化为制胜战场的优势。此外，面对敌

强我弱的不利情况，指挥员能够率领部

队坚决执行作战计划，是增强士兵信

心、提振杀敌士气的重要保证。战前，

李陵就把孤军深入的实际情况向部队

全盘托出，并与主要指挥人员共同研

究、制订迎敌方案。在作战过程中，李

陵始终处于一线指挥位置，严密观察战

场变化，根据情况作出战术调整，并严

令部队“击鼓则进，鸣锣则退”。汉军因

此较好地落实了既定计划，不断发挥优

势，击敌劣势。由此可见，指挥员的决

心和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部队的

作战表现和效果，倘若踌躇不前，不仅

会错失战机，甚至可能造成覆水难收的

局面。

浚 稽 山 之 战
—汉将李陵果敢迎击匈奴大军

■崔晓凡

1942 年，英国乡村一处名为劳瑟堡

的地区戒备森严，当地居民感到非常纳

闷，这里既没有德军，也并非战略重镇，

为何大批英军待着不走。更奇怪的是，

每到深夜，劳瑟堡地区亮如白昼。为睡

个安稳觉，每家每户不得不装上厚厚的

窗帘以防强光照射。事实上，英军当时

就是在劳瑟堡测试 CDL 特种坦克。经

过测试，CDL 特种坦克打开大灯向火炮

阵地推进，并以之字形线路前进，使受到

强光照射的敌军看不清坦克的运动轨

迹，坦克很难被敌军炮手锁定，同时也为

友军提供了照明。

1945 年 3 月，盟军迅猛地攻占了莱

茵河上唯一一座完整的桥梁——鲁登道

夫大桥，守住大桥成为盟军顺利渡过莱

茵河的关键。希特勒下令动用一切可利

用的力量摧毁这座大桥。在盟军顽强防

守下，德军久攻不下，还损失了多架轰炸

机。不甘心的德军又发射 11 枚“超极大

杀器”V-2 导弹，依然未对大桥造成实质

性损伤。

德军意识到正面进攻无法摧毁大

桥 ，遂 试 图 通 过 偷 袭 炸 掉 大 桥 。 盟 军

CDL 特种坦克在夜间开启探照灯，持续

照射陆地和水面，以防德军偷袭大桥。

果然，德军派出一支 11 人组成的蛙人部

队，携带炸药从水底发起攻击。在他们

靠近目标时，被 CDL 特种坦克照射进而

暴 露 ，当 即 被 俘 ，德 军 偷 袭 以 失 败 告

终。德军曾尝试摧毁探照灯，但 CDL 特

种坦克的装甲较为坚固，在数日战斗中

仅损失了 1 辆。3 月 17 日，鲁登道夫大

桥突然坍塌，但盟军已有数万人渡过莱

茵河，巩固了滩头阵地，在德军莱茵河

防线上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德军反扑

失败，被迫向东撤退，整个莱茵河防线

顷刻崩溃。

CDL 特种坦克作为一种将坦克和

探照灯结合起来的武器，设计理念新颖，

也是最早用于实践的致盲武器之一，在

战斗中可协助防守或进攻。然而，它使

用的碳弧灯属于消耗品，作战时发动机

长时间运转也使油耗大幅增加。由于成

本过于高昂，CDL 特种坦克没有得到大

规模应用。

目 前 ，世 界 上 仅 存 两 辆 CDL 特 种

坦 克 ，其 中 一 辆“ 玛 蒂 尔 达 CDL”特 种

坦 克 保 存 在 英 国 博 文 顿 战 车 博 物 馆 ，

另 一 辆“M3 CDL”特 种 坦 克 保 存 在 印

度艾哈迈德讷格尔的骑兵与装甲兵博

物馆。

上图：藏于英国博文顿战车博物馆藏于英国博文顿战车博物馆

的的““玛蒂尔达玛蒂尔达 CDLCDL””特种坦克特种坦克。。

午夜“防御之光”
■王宏伟 高 凯 李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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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原 典典●
战例解析战例解析●

经典战例经典战例●

卒遇敌者，不可妄动；见异物

者，不可辄发。

卒遇敌而妄动则必败，见异物

而辄发则必危。

突 然 遇 到 敌 人 ，不 可 轻 举 妄

动，否则一定会失败；发现奇异的

东西，不要急于处理，否则极有可

能将部队置于危险之中。

1944 年，八路军 120 师修械厂

技术人员温承鼎和吴奎龙参照日制

50毫米掷弹筒样式，进行革新设计，

将拉发式击发机改为按式发火机

构，减少了射击时的摆动，同时还在

筒身侧面增加了一个简易圆盘式瞄

准器。

这两项改进提高了射击精度，

在 350 米 的 有 效 射 程 上 命 中 率 达

94％，比日制的提高了 9%。根据晋

绥军区司令员吕正操“谁发明，就用

谁的名字命名”指示，改造后的掷弹

筒以温承鼎、吴奎龙二人名字的最

后一个字，命名为“鼎龙式”掷弹筒。

“鼎龙式”掷弹筒

八路军八路军 120120师修械厂旧址师修械厂旧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鲁登
道夫大桥争夺战中，盟军使用
一款特种坦克发现并阻止德
军一波又一波偷袭。这种代
号为“运河防御探照灯”（简称
CDL）的特种坦克，被盟军用
来在夜间进攻时照亮敌军阵
地，或利用闪光和强光令敌人
目眩甚至致盲，使敌丧失作战
能力。为产生足够的强光，每
辆坦克都安装了一盏发光强
度 为 1300 万 坎 德 拉 的 碳 弧
灯。此外，安装在炮塔内的光
源，在电动遮光百叶窗的配合
下，每秒能闪动 6 次，还能使
用不同颜色的滤镜来改变灯
光颜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