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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2月初，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

应钦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

代行总司令职权，开始组织对红一方面军

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

鉴于第一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蒋

介石将“围剿”兵力增加了一倍，共 20

万人，并确定“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

取缓进为要旨”，首先在根据地周围集

结兵力，并实行经济封锁，断绝一切物

资输入根据地，然后采取“稳扎稳打、步

步为营”的作战方针，以主力分进合击，

相互策应，以期“消灭”红一方面军，“摧

毁”中央革命根据地。

何应钦雄心勃勃地宣称：此次“剿

共”，我们已有完整精密的计划，无论在

物质上精神上，都有着绝对的优势，一

定有“剿灭”的可能。

20 万 敌 军 压 境 ，形 势 十 分 危 急 。

这时，红一方面军只有 3 万多人，在敌

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以少胜

多，以弱胜强，打破第二次“围剿”？针

对敌人的战略意图，毛泽东、朱德决定

仍采取第一次反“围剿”的方针：“诱敌

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寻找敌在行进中

暴露出来的弱点打，各个击破。

4 月初，正当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

反“围剿”准备时，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

央派出的中央代表团到达江西省宁都

县青塘。中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青塘

开 会 讨 论 第 二 次 反“ 围 剿 ”的 方 针 策

略。会议一开始便出现了“打不打”的

激烈争论。有的震惊于国民党军重兵

压境、严密包围，认为双方力量悬殊，红

军无法打破“围剿”，主张撤离根据地，

另谋发展；有的提出“分兵退敌”的策

略，企图“把兵力分散，使敌人包围落

空”；还有的拿斯大林曾说四川是中国

最理想的根据地当“尚方宝剑”，主张放

弃中央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既不同意红军撤离根据地，

也不同意“分兵退敌”策略。他坚持主张

采取“诱敌深入”方针，把敌人引到根据

地内，利用根据地的条件，寻找先机，集

中兵力各个击破。会议上，出现意见分

歧，各方相持不下。怎么办？毛泽东提

议把会议扩大到各军军长、政委、参谋长

及政治部主任，并说：还是让亲临前线指

挥战役战斗的同志们多多发表意见吧。

在这个关键时刻，许多红军高级干

部用战场上铁的事实和血的教训慷慨

陈词，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坚决主张在

根据地内打破第二次“围剿”。赣南、闽

西特委负责人也坚决不同意主力红军

退出根据地。这样，毛泽东的意见由少

数变成了多数。

“打不打”的问题解决了，怎样打、先

打哪一路敌人等作战方针和战术问题，

又成了会议讨论的焦点。有的主张先打

国民党军第 19 路军，然后由南向北打，

理由是第 19路军只有两个师，孤立地驻

在兴国，与其他各路军相距很远，而且是

这次“围剿”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有的

主张先打国民党军第 6路军，理由是第 6

路军是蒋介石在杂牌军中的亲信。

这一回，毛泽东的意见又成了少

数。他认为在参与“围剿”的敌军中，

国民党军第 19 路军比较强，打他们没

有 必 然 胜 利 的 把 握 ，而 国 民 党 军 第 5

路军虽说是这次“围剿”的主力，但来

自北方，不习南方作战；更重要的是，

打垮国民党军第 5 路军后，向东横扫，

可 在 闽 赣 交 界 的 建 宁 一 带 扩 大 根 据

地，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红军要尽

可能打有把握获胜的仗，不能打没有

把 握 之 仗 ；应 该 选 敌 人 的 弱 点 ，打 破

“围剿”。毛泽东认为先打弱敌，后打

强敌，是在长期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必

须把握的一条基本原则。经过讨论，

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关于“先打弱敌”的

作战方针，决定先打富田地区的国民

党军第 5 路军第 47、第 28 师。

19 日，中共苏区中央局讨论反“围

剿”的会议一结束，毛泽东、朱德立刻发

布红一方面军《战前部队集中命令》，要

求各军、师向根据地中部集中，待机歼

敌。23 日，各军在吉安东南的龙冈、上

固地区集中完毕。随后，部队从龙冈向

西推进 20 公里，在东固地区隐蔽集结。

东固位于赣中南，地处吉安、吉水、

永丰、泰和、兴国 5 县交界地区，别名

“东井冈”。东固被崇山峻岭环抱，只有

5 条蜿蜒羊肠小路可以通往山外。国

民党军第 5 路军自到江西后，气候、语

言、生活习惯等都很不适应，尤其是在

深入根据地后，经常遭到红军和地方游

击队的袭扰，恐惧异常，士气沮丧。该

军到达富田地区后据守不出。

必须把敌人引出来在运动中予以歼

灭，这是毛泽东消灭国民党军第5路军的

坚定方针。为选定和布置歼敌战场，

毛泽东和彭德怀一同到东固与富田之间

的白云山考察地形。毛泽东对彭德怀说：

红 1军团的第 4军、第 3军打正面，你的红

3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来。

3 万多红军在东固山林中隐蔽了

20 多天，仍不见敌人东进的迹象。这

时，不少红军指战员因求战心切而产

生急躁情绪。为慎重待机，确保打好

第一仗，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

军领导干部会议，进一步分析了敌我

双方的形势。他说：包围我们的兵力

虽然多，但有许多弱点，如包围的军阀

与军阀不一致，指挥不统一，官兵不一

致 ，士 兵 不 愿 意 打 红 军 ，没 有 群 众 条

件，地势不熟，给养运输非常困难；我

们虽人少，但有许多优点：第一，红军

好，此时士兵群众斗争情绪非常之高，

干部非常热烈，红军上下一致的团结

非常坚强，大家都是摩拳擦掌地要打；

第二，群众好，群众得到土地革命的利

益，又被敌人摧残，斗争情绪当然好，

对红军是极端地拥护；第三，地势好，

我们对这一带地势非常熟悉，我们可

以占领优越地势以进攻敌人。

深入的思想工作，解开了那些有急

躁情绪的同志的思想疙瘩。3万多红军

云集在东固的深山野谷中，构筑了坚固工

事，决计打好第二次反“围剿”的头一仗。

5 月 13 日，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

国民党军第 28 师、第 47 师的一个旅，终

于离开富田，分两路向东固地区进犯。

当晚 10 时 15 分，毛泽东、朱德下达消灭

进攻东固之敌的命令。

14日黄昏，红一方面军总部无线电

台截获驻在富田国民党军第 28 师师部

电台与该师驻吉安留守处电台的通报。

师部电台：“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

吉安台问：“到哪里去？”师部电台答：

“东固。”国民党军第 28师以为红军和过

去一样没有无线电台，所以明目张胆地

用明码发报。同时，毛泽东、朱德还获

悉：国民党军第 28 师、第 47 师正分两路

东进，第 47 师沿观音崖、九寸岭向东固

前进，第 28 师沿中洞向东固攻击前进。

富田与东固相隔 20公里，只有两条大道

相通，都有一段险峻的山岭间隘路。

毛泽东、朱德在获取情报后，决定

采取一个大胆的行动：红军主力立刻从

国民党军第 43 师、第 60 师之间的 25 公

里空隙中隐蔽西进，突然以两翼包抄的

方式攻击敌后背，消灭国民党军第 47

师和第 28 师。各路红军奉命于清晨出

发，快速行进。当晚，毛泽东到红 3 军

军部，同军长黄公略一起，找向导调查

路线。他们在东固通向中洞大道的南

侧，找到一条小路；红 3 军主力改由这

条小路前进，包围敌军的右翼。这个发

现与改变对整个战役起到重要作用。

16日午时，由这条小路秘密前进的

中路红 3 军主力已进到中洞南侧，占领

有利地形，待国民党军第 28师后尾离开

中洞时，突然从山上向山下发起猛攻。

第 28 师遭到突然攻击，顿时陷入混乱。

红 3 军主力乘势勇猛冲杀，分割包围敌

军，激战到 17 时许，将第 28 师大部歼

灭。同时，右路红 4 军和红 12 军在追击

中 将 国 民 党 军 第 47 师 一 个 旅 大 部 歼

灭。担任迂回任务的左路红 3 军团、红

35 军攻占东固，歼灭第 28 师兵站，当夜

进占富田。17日，各路红军在富田胜利

会合。第二次反“围剿”首战告捷，给以

后的连续作战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19 日，红军乘胜向东横扫，在吉水

县白沙歼灭国民党军第 43 师一个旅和

第 47 师一个旅残部，取得第二次反“围

剿”中第 2 个胜仗。22 日，红军又在中

村歼灭了前来增援的国民党军第 27 师

先头部队一个旅大部。这是第二次反

“围剿”中第 3 个胜仗。

23 日，红军进驻宁都县东韶的南

团后，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重新组成

毛泽东任书记的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

临时总前委。26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

临时总前委会议，研究作战计划。会议

据国民党军第 6 路军三个师已全部集

中广昌的情况，决定改变原有部署，先

集中主力进攻广昌。27 日，经过一天

的激烈战斗，红军夺取广昌县城，歼灭

国民党军第 5 师一部。这是第二次反

“围剿”中的第 4 个胜仗。

28日，鉴于国民党军第6路军三个师

已向南丰退却的情况，毛泽东主持召开了

临时总前委会议。会议决定集中兵力攻

打国民党军第 56师，夺取建宁县城，以便

胜利后进行筹款。31日，红3军团在红12

军主力配合下，出敌不意突然袭击建宁

城，歼灭国民党军第 56师三个多团，夺取

建宁城，缴获大批西药和其他军用物资。

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5个胜仗。

15 天内，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

德的指挥下，由西至东横扫 7 百余里，

连打 5 个胜仗，共歼国民党军 3 万余人，

缴获各种武器 2 万余件和大量军用物

资，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

二次“围剿”。

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彭德怀作

了这样的评价：第二次反“围剿”是“以

弱胜强，各个击破敌人之典范，内线和

外线相结合之典范，创造了红军战争之

军事辩证法”。

毛泽东、朱德指挥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

“创造了红军战争之军事辩证法”
■褚 银

军号是部队特殊的武器，号兵在

行 军 作 战 中 起 着 重 要 作 用 。 在 革 命

战争年代，位于山西省东南部的陵川

县，走出了很多号兵。为什么陵川县

成为了我军当时重要的“号兵培训基

地 ”，这 其 中 又 有 着 怎 样 鲜 为 人 知 的

历史？

1937 年 7 月 7 日，以日军炮轰宛平

县城、进攻卢沟桥为标志，日本发动了

全面侵华战争。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到处燃起抗日烽火。八路军主力义无

反顾地挺进抗日前线，积极开展对日

作战。8 月下旬，第 115 师主力作为八

路军先遣队，从陕西三原地区出发，于

31 日 东 渡 黄 河 。 9 月 ，八 路 军 第 120

师、第 129 师主力由陕西富平出发，挺

进华北抗日前线。后来，为统一太南

豫 北 的 作 战 指 挥 ，成 立 了 八 路 军 第 2

纵队，指挥部设在山西省陵川县平城

镇义汉村。随着抗战工作的展开，无

论是八路军的部队还是地方武装，都

缺少司号员。为应对这一问题，太行

第 8 地委和太行第 8 军分区发出指示，

在陵川县开办号兵训练班，补足号兵

力量。陵川位于太行山南麓峰巅，山

高沟深、地理位置隐蔽，群众基础好，

是号兵训练的合适之处。根据指示，

陵川县武委会着手筹备号兵训练班，

并招收学员。

在 陵 川 县 档 案 馆 中 珍 藏 着 一 份

1947 年陵川县号兵训练班的统计表，

详细记录着当时号兵训练班学员的姓

名、村庄、年龄、学习年限、政治面貌等

信息。号兵招收学员的条件要求：一是

年龄要小，一般在 15 岁到 18 岁之间；二

是身体素质要好，能打能跑；三是人要

机灵，能够随机应变。

号兵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技术兵

种，其训练也很辛苦。训练班学员，夏

练三伏，冬练三九。首先是练习拔音，

只有把一个个单音吹好了，吹得音色

饱满，才算过关。其次是练习联音，把

两个单音组合起来，由低到高，由高到

低，吹得熟练、饱满，这叫练双音。练

双 音 时 ，必 须 把 两 个 单 音 吹 奏 清 楚 。

双音练好后，接着练习组合联音。三

是 在 练 好 联 音 之 后 ，开 始 学 习 号 谱 。

号谱分为勤务号谱、名目号谱、战斗号

谱。其中，勤务号谱用于指挥部队起

居作息等；名目号谱用以表示单位、职

务等；战斗号谱用于指挥战斗行动、报

告情况等。

当时，陵川号兵训练班的学习内容

不仅有吹号技术，还有其他课目。首先

是文化课，主要学习识文写字、认识号

谱。其次是接受政治教育，包括阶级教

育、立场教育，形势教育等。第三是学

习军事，内容包括战术动作、战地防护

以及如何保护首长等。

经过号兵训练班严格规范训练的

学员，有很多加入了人民军队，走上抗

敌战场，吹奏起令敌人胆寒的军号。革

命战争年代牺牲的陵川籍烈士，有不少

是号兵。

号
兵
出
陵
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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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 9 月 12 日 辽 沈 战 役 开 始 。

东北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首先在北宁

线锦州至昌黎段发起攻势。北宁线纵

贯辽西走廊，是连接关内外的重要陆路

通道。

兴城位于辽东湾西岸，居辽西走廊

中段，东距锦州 70 余公里、西离山海关

不足 120 公里。9 月 14 日、15 日，国民党

军第 54 军两次派出部队向兴城增援，当

进至砬子山时，被我军击退。当晚，我军

南下，计划攻占绥中。此时，必须先解放

一个较大的交通据点——沙后所乡。

为了切断绥中、兴城国民党军向锦

州 增 援 ，我 军 首 先 插 向 沙 后 所 。 经 激

战，沙后所于 18 日宣告解放。

20 日，我军绕过锦州以南，直插锦

西、兴城地区，准备攻占砬子山、解放兴

城，阻止国民党军向南增援。22 日，我

军攻占 105 高地、滕家岭南附近 128 高

地，向兴城进发。

24 日凌晨 4 时，我军占领东窑西南

至月亮山一线；7 时，向月亮山及以北高

地的国民党军守军发起猛烈攻击，歼敌

一部。17 时，我军迅速占领砬子山北高

地，将敌残部追赶至老和台和锦西县团

山子一线。19 时，我军攻下韩家沟火车

站。至此，我军完成穿插，切断了兴城、

锦西国民党军的联系。

25 日，我军主力包围兴城。26 日 12

时，敌先头部队在炮兵和军舰火力支援

下，分两路向 105 高地反扑。经过 2 个小

时激战，我军击退敌多次冲锋。随后，

我军扫清兴城外围敌人。

28 日，我军支援部队进至锦西、兴

城之间阻敌。同日，我军根据地形和城

防情况，制订了攻打兴城作战方案：以

大部兵力和炮兵火力在东城门实施主

要 攻 击 ，在 北 城 门 佯 攻 吸 引 敌 火 力 兵

力，在南城门以魁星楼为突破口。部队

针对攻城作战任务，进行了演练。

29 日拂晓，我军一个侦察小组掩护

爆破组，炸开铁丝网，打通进攻道路。6

时 30 分，我军火力猛烈轰击，敌防御工

事大部分被摧毁。7 时，我军爆破组炸

开东城门，突击组首先发起冲锋，一举

占领了东城门楼。

随后，我军突入城内，并占领敌指

挥所。攻打南城门的我军部队，在打下

魁星楼后，继续向西南方向进攻。突破

城墙的我军部队，沿大街两侧继续向城

内推进，并与敌展开激烈巷战，全歼敌

守军，攻占兴城。

兴城战斗的胜利，切断了锦西、锦州

的国民党军沿北宁线南下的退路。此战

与东北野战军在北宁线上发起的系列战

斗，为辽沈战役攻锦打援创造了条件。

断敌交通干线的兴城战斗
■袁长立

记 史

军史撷珍

1948年 9月 29日，东北野战军攻占兴城。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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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陵川县部分号兵与民兵合影。 作者供图

战 例

第二次反“围剿”反攻经过要图（1931年 5月 16日－31日）。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