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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计划，以逸待劳。1943 年 4 月，

德军为夺回苏德战场的战略主动权，发

布了代号为“堡垒”的作战计划，决定以

2 个航空队 17 个大队支援地面部队对

库尔斯克突出部实施向心突击，以歼灭

苏军主力。苏军针对德军的进攻方向，

改变原定的作战计划，按照先以防御消

耗德军、再以战略反攻击退德军的作战

步骤，以空军力量夺取战略制空权，力

争歼敌于空、制敌于地。为此，苏联空

军采取紧急调集兵力、紧前修建真假机

场、快速组建预备机场勤务营、足量储

备物资器材、突击加改装等方式，抓紧

进行空战准备，为后续苏联空军夺取战

略制空权奠定基础。

“困敌之势，不以战；损刚益柔。”苏

军面对德军的对进攻势，选择先“避其锐

气”“以逸待劳”耗敌、弱敌，再“审时度

势”“因势利导”攻势歼敌，体现出“积极

防御”的作战思想。未来作战，面对不利

的战场局面，指挥员应有避敌锐气、击敌

惰归的勇气，具备以治待乱、以静待哗的

耐心，善于养精蓄锐、以静制动，勇于以

己之利调动敌人、疲劳敌人，敢于捕捉战

机、以守助攻、克敌制胜，这样才能“致人

而不致于人”。

先敌而动，占据主动。为扭转苏德

战争爆发以来空中作战的被动不利局

面，并为库尔斯克地面作战扫清障碍，

1943 年 5 月 6 日起，苏军率先出动 1400

余架次战机对德军前线 22 个空军机场

实施 4 个波次的猛烈突击，致使德军在

库尔斯克方向损失了约四分之一的空军

力量。6 月初，苏军采取傍晚突击的方

式，重点对德军轰炸航空兵集群集结机

场进行强力突击，击毁德军飞机近 170

架。与此同时，苏联空军同步对德军公

路交通线、重兵集团、司令部、通信枢纽、

仓库等目标实施了重点攻击。苏军连续

的空中攻势行动重创了德国空军，有力

改变了战场的空中格局。

“先兵以急击之，则胜。”苏军以“迅

雷不及掩耳”的猛烈空袭作战行动先敌

而动，抢占先机，积极谋求优势、创造优

势，并发展了新的胜势，重创了德国空

军，改变了战场不利局面。未来作战，

必须先机料敌，先敌而动，以出敌不意

的攻势作战行动，攻敌不备，打乱敌人

的战略意图和军事部署，营造有利于我

而不利于敌的战场态势，进而占据战场

主动权，把控战争节奏，确保最终赢得

战争的胜利。

总结经验，夺取制权。 7 月 5 日 凌

晨，苏德两国空军在不足 100 千米的狭

窄战场上展开激烈的空中角逐。苏军

由 于 情 报 信 息 缺 乏 、歼 击 机 梯 次 配 置

不合理、压制德军高射炮兵不利、雷达

引 导 经 验 不 足 、空 中 力 量 较 为 分 散 等

原 因 ，致 使 德 军 先 期 一 直 掌 控 着 战 场

制 空 权 。 为 此 ，苏 联 空 军 及 时 总 结 经

验 ，采 取 改 变 作 战 规 律 、加 强 一 线 指

挥 、前 移 巡 逻 空 域 、无 线 电 引 导 拦 截 、

密 集 突 击 轰 炸 等 方 式 ，迅 速 扭 转 战 场

局 面 ，夺 取 了 库 尔 斯 克 地 区 局 部 战 役

制空权。

未来作战，战场态势更为复杂多变，

战前，我们不可能算无遗策，战中也无法

做到万无一失，这就需要指挥员必须时

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做到胜不骄、败

不馁，在胜战时搞好经验总结，发扬推

广，在败仗后要敢于面对失败、善于剖析

自我、实时吸取教训，这样才能有的放

矢，立足不败之地。

增调兵力，全力反攻。为持续掌握

战 场 制 空 权 、确 保 反 攻 作 战 的 最 终 胜

利，苏联空军向库尔斯克地区增调了 3

个空军集团军，形成了对德军战机 3∶1

的绝对优势。在随后的作战中，苏联空

军在与德国空军高频次空战的同时，以

轰炸机和强击机重点对德军指挥机构、

支撑点、炮兵阵地、工事障碍等防御体

系实施破击，对德军后方铁路、公路枢

纽展开持续性破袭，有力支援苏联地面

部队全面对德军发起反攻作战，切断了

德军预备队机动前出支援的路线，德军

地面部队在无空军支援、损失惨重的情

况下被迫撤退。

“优胜劣汰”是自然生存法则，“以

优胜劣”是战争的常态。然而，占据优

势 并 不 等 于 赢 得 胜 利 ，必 须 通 过 指 挥

员“主观能力的竞赛”，通过前瞻性、预

测 性 思 维“ 先 胜 而 后 求 战 ”，通 过 精 细

化 、高 效 率 调 配 优 质 资 源 形 成 对 敌 绝

对优势，通过创新战法、活用战术形成

非对称作战优势，才能控制战局、打赢

战争。

苏德争夺战略制空权的关键一役

库 尔 斯 克 空 战
■薛闫兴 段伟华

一提起“三八大盖”，人们很容易联

想到抗日战争。“三八大盖”即三八式步

枪，曾是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的标志

性武器之一，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然而，“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抗战中我国军民也缴获了大量的三八式

步枪，并使其成为打击侵略者、保家卫国

的武器，书写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数不

尽的传奇，成为我国军民同仇敌忾、不畏

强暴的一个符号。音乐工作者将其写入

歌中，充满战斗精神的歌曲至今激励着

人们奋勇向前。

“三八大盖”

1905 年，三八式步枪在东京小石川

炮兵工厂定型生产，当时正值日本明治

天皇的年号明治三十八年，因此被命名

为“三八年式步兵铳（步枪）”，简称“三八

式步枪”或“三八步枪”。后来，三八式步

枪就成为日本步兵的制式步枪。三八式

步枪结构简单，配装 6.5 毫米口径枪弹，

射击时后坐力小、易控制，可靠性和准确

度较高。因其枪机上有一个拱形防尘

盖，在中国俗称“三八大盖”。

抗日战争时期，三八式步枪被大量

缴获，并成为抗日军民向侵略者复仇的

利器。1938 年 10 月下旬，八路军 359 旅

在山西广灵县伏击日军北线指挥官独立

混成第 2 旅团旅团长常冈宽治的车队。

开国少将彭清云当时是 359 旅 719 团教

导员，也是出了名的神枪手。战斗打响

后，彭清云发现几个日本兵退缩到汽车

旁，其中一个胖军官躲在汽车后，挥着战

刀叫嚷。彭清云要过一支“三八大盖”开

了一枪，胖军官当即倒地毙命。打扫战

场时确认，这个胖军官就是常冈宽治。

1945 年 7 月，在攻打高密县墩上日军据

点时，八路军 115 师神枪手张兴来使用

三八式步枪击毙日军指挥官和机枪手

20 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三八式步枪继续

被我军用于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

再次立下赫赫战功。在新中国成立的阅

兵仪式上，不少解放军战士也是背着三

八式步枪走过天安门接受检阅的。

《战斗进行曲》

我擦好了三八枪，我子弹上了膛；我

背上了子弹带呀，心眼里直发痒。

——《战斗进行曲》

这首《战斗进行曲》诞生于 1946 年

10 月，即我军战略防御阶段。在张家口

的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文艺工作者韩塞

和王佩之，看到战士们擦好三八枪英勇

上战场、缴获大批美式装备的场景后，激

发了创作灵感，迅速写出《战斗进行曲》。

与 抗 战 时 期 大 多 数 军 歌 的 凝 重 、

威 武 不 同 ，《战 斗 进 行 曲》轻 快 、活 泼 ，

以战士的口吻唱出了我军的高昂士气

与 必 胜 信 念 ，受 到 我 军 广 大 指 战 员 的

喜爱。它与同时期另一首充满战斗精

神 的 歌 曲《说 打 就 打》，成 为 解 放 战 争

期 间 流 传 最 广 的 军 歌 ，也 是 我 军 保 留

的队列歌曲。

新中国成立后，《战斗进行曲》作为弘

扬战斗精神的歌曲，仍继续传唱，曾出现

在许多音乐出版物中，并被改编成手风琴

曲、木琴曲、钢琴曲等多种器乐曲。1959

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

《战火中的青春》，将《战斗进行曲》作为

插曲。影片中，在一次战斗胜利之后，青

年英雄排排长雷振林和全排战士高唱

《战斗进行曲》，伴随着激昂、奔放、充满

战斗精神的旋律，战士们的脸上洋溢着

革命必胜的光芒……

在同年 10 月出版的《解放战争时期

歌曲选集》中，《战斗进行曲》的曲谱又作

了一些改动。改动后的《战斗进行曲》更

加活泼跳跃，也更具有战斗性。

《说打就打》

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大盖

枪，刺刀手榴弹。

——《说打就打》

这首诞生于解放战争初期的歌曲

《说打就打》，表现了我军武装自卫、坚决

粉碎国民党军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的决

心和勇气。

1946 年 的 东 北 战 场 ，东 北 民 主 联

军加紧练兵、准备应战，呈现出热火朝

天的训练场面。东北民主联军第 10 纵

队文工团的创作员庄映和第 10 纵队 28

师 政 治 部 宣 传 科 的 谢 明 ，被 这 样 的 场

景 深 深 感 染 ，产 生 了 强 烈 的 创 作 热

情。两人决定联手创作一首能反映部

队 高 昂 士 气 、激 发 官 兵 战 斗 意 志 且 通

俗易唱的歌曲。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修改，由谢明

作词、庄映谱曲的《说打就打》在辽沈战

役打响前夕诞生。

歌曲创作出来后，纵队文工团员分

头下部队教唱。时任第 10 纵队 28 师 84

团 2 营副教导员的王子健回忆起那时的

场景：“部队开饭和集会前唱，走向训练

场和结束训练时唱，甚至一些老乡的小

孩也跟着会唱了。士气高昂的部队驻地

到处飞扬着‘说打就打，说干就干……不

打垮反动派不是好汉，打他个样儿叫他

看一看！’的歌声，有力地激发了官兵打

下开原、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勇气。”

《说打就打》一诞生就受到部队官兵

的喜爱，先是在纵队传唱，很快就在东北

野战军传开了。后来第 47 军在湘西剿

匪时，各部队在被上级询问有没有决心

打胜仗时，他们经常回复说：“打他个样

儿叫他看一看！”

歌曲表现出我军官兵豪爽的性格和

敢打必胜的信心，歌词中的“说打就打”

“说干就干”，正是我军召之即来、来之能

战、战之必胜的军事作风的写照。《说打

就打》作为一首充满战斗精神的歌曲，是

解放战争时期最优秀的军旅歌曲之一，

也是我军一首保留的队列歌曲。

这首歌曲在传唱期间，根据形势发

展和部队实际需要，对个别词句作出修

改，将“练一练大盖枪”改为“练一练手

中枪”。

新中国成立后，在部队集合、列队行

进、放映电影前和准备开饭前的时间，

《说打就打》是唱得较多的一首歌曲。《说

打就打》先后被录入 1951 年出版的《解

放战争时期歌曲选集》、1983 年发行的

中 国 唱 片 盒 带《中 国 革 命 历 史 歌 曲》、

1991 年出版的《军营歌曲精选》和 2010

年出版的《军歌嘹亮》等丛书、唱片、新媒

体音乐库。

《战斗进行曲》和《说打就打》是充满

战斗精神的歌曲，体现了战士们战无不

胜、攻无不克的胜利信念。战斗精神是

部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军

队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无论何时，《战

斗进行曲》和《说打就打》所弘扬的战斗

精神都将在我们这支人民军队中代代传

承，生生不息！

“三八大盖”与我军两首著名歌曲
■徐 平

在淮海战役纪念馆二楼展厅的一

个玻璃柜旁，不少参观者在一只瓷碗

前驻足观看。

这只瓷碗的内壁上布满了划痕，碗

沿上还有好多豁口。这样一只朴实又不

起眼的碗，却是非常珍贵的馆藏文物。

它在馆里已经将近 60 年了。它的主人

是河南省商水县胡吉村村民徐乃祯。

淮海战役打响后，党号召广大人

民支援前线，解放区老百姓纷纷加入

支前大军，徐乃祯也踊跃报名。此时，

徐乃祯已经 56 岁。考虑到他的年纪不

适宜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乡亲们劝

他在家生产，但他态度坚决。

1948 年 12 月 5 日，徐乃祯如愿参

加 了 商 水 县 第 一 批 担 架 队 。 临 出 发

时，除了他那身平时穿的破棉袄以外，

他只带了吃饭喝水用的一只瓷碗。

徐乃祯所在的担架队，主要任务

是把伤员从火线上抢救下来，再送到

后 方 医 院 治 疗 。 转 送 的 任 务 非 常 艰

巨，条件也非常艰苦。正值严冬，大雪

纷飞、天寒地冻、寒冷彻骨。白天敌机

不停地在天上袭扰，转送只能在夜间

进行。穿着单薄的徐乃祯从来不叫苦

不叫累。为快速转送伤员，他和其他

担架队员一晚上转送往返路程 120 华

里，饿了就啃口干粮，渴了就拿这个碗

舀点水喝，几乎不停歇。

徐乃祯视伤员如亲人。伤员出血

过多，特别怕冷，他就把自己身上的棉

袄脱下来给伤员盖上；遇到重伤员行

动不便，他就用这个碗给伤员接大小

便 。 一 切 为 了 前 线 ，一 切 为 了 伤 员 。

淮海战役期间，担架队员经常用自己

的帽子、吃饭的碗、喝水的瓢给伤员接

大小便。即便如此，徐乃祯也没有嫌

弃这只碗，而是愈加珍惜，始终把它留

在身边。

天气过于寒冷，御寒的手段又很

有限，徐乃祯的双腿冻伤了。可为了

及时把伤员送到后方，他忍着伤痛继

续抬送。直到有一天，医护人员发现

他的双脚已经无法支撑行走，徐乃祯

这才停下来接受治疗。

1949 年 1 月 10 日，淮海战役胜利

了，担架队的使命也结束了。领导要

求徐乃祯留在医院休养，病好后再返

乡，他婉言谢绝。

回家的路并不顺利。由于长途颠

簸，再加上伤势严重，徐乃祯回到家的

第 5 天，也就是淮海战役胜利的第 10

天，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徐乃祯虽然离开了这片他热爱的

土地，但是这只陪伴他支前的碗，永远

地保留了下来，成为那段朴实而又光

辉岁月的见证。

上图上图：：徐乃祯支前时使用徐乃祯支前时使用的瓷的瓷碗碗。。

朴实小碗，军民鱼水情谊重

在淮海战役纪念馆支前展厅里，有

一个简陋的木臼和一根普通的木棒。这

组文物是支前民工用来舂米的工具。深

刻的裂纹、清晰的磨痕，默默诉说着它背

后一个庞大支前群体的光辉业绩。

淮海战役粮食消耗巨大。战役发

起时每天需要原粮 300 万斤，随着战事

发展，粮食消耗逐日增加，最多时前方

吃粮人数多达 150 万人，每天就需供应

粮食 500 万斤。华东、中原、华北三大

解放区亿万人民，提出“要人有人，要

粮有粮，要物有物，全力支援前线”的

口号，解放区人民节衣缩食，踊跃缴粮

献粮，保证了淮海前线的粮食供应。

筹集来的粮食需要加工。那时，

仅有一些陆续解放的大中城市有粮食

加工厂，加工能力非常有限。广大解

放区的人民群众毅然扛起繁重紧迫的

粮食加工任务。他们用碾、磨等简陋

的工具，夜以继日地加工军粮。

1948 年 11 月中旬，山东省单县曹

马集接受了 10 天时间内加工 33 万斤军

粮的任务。然而，凭借各村有限的碾

和磨，要按时完成任务仍存在困难。

起初，有人提出可以挖土窑、用木

棒舂米。随着时间推移，土窑舂米的

弊端逐渐显现出来：把谷子倒进土窑，

舂好之后还要用手掏出来，一次次地

放、一次次地掏，土窑增加了粮食里的

杂质，加工速度慢，很难弄干净。

曹马集农民曹道先、曹道德兄弟

俩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一天，哥哥曹

道先在吃饭时看到用蒜臼子搓蒜，搓

好之后一下就把蒜倒出来了。于是，

他就联想到如果舂米也用“臼子”，就

不用手从土窑里往外掏了，粮食还不

沾土，这样速度更快、效率更高些。

随后，兄弟俩做了个木臼子用来舂

米。他们 10 天舂米 700 余斤，提前超额

完成 450 斤舂米任务，受到区和村里的

表扬。木臼舂米的办法很快在当地普

及开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舂米高潮。

如今，曹氏兄弟用过的木臼作为

文物呈现在人们眼前，参观者在敬佩

劳动人民智慧的同时，也为他们不畏

艰辛、勇于创造的精神所感动。

百 衲 衣 、担 架 车 、弯 扁 担 、蓑 衣 、

葫芦瓢……淮海战役期间，广大支前

民工采取背扛、肩挑、车推、马驮的方

式 ，跟 随 我 军 冲 锋 的 号 角 ，冒 着 枪 林

弹 雨 运 送 物 资 、抢 救 伤 员 ，创 造 了 人

类 战 争 动 员 史 上 一 个 又 一 个 奇 迹 。

如今，这些支前民工用过的物品作为

历史文物，静静地陈列在纪念馆的展

柜中，向参观者讲述那段峥嵘岁月的

故事。

简陋木臼，筹粮舂米为前线

淮海战役期间淮海战役期间，，支前民工用来加工军粮的木臼和木棒支前民工用来加工军粮的木臼和木棒。。

苏北初冬，寒风料
峭。淮海战役纪念馆
里 ，来 自 各 地 的 参 观
者络绎不绝，一件件馆
藏文物、一幅幅历史照
片、一个个动人故事，
引领参观者回望 75 年
前那段战火纷飞的岁
月，感悟今天来之不易
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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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袭与反空袭作战

战例回顾

战例评析

1943 年 5 月至 8 月，苏德两军为夺

取战略制空权，累计投入 1 万余架作

战飞机，在库尔斯克地区展开大规模

空中交战，苏联空军以击毁德军 3700

余架战机的战绩夺取了苏德战场的战

略制空权，有力支援了地面部队的作

战行动，保障了库尔斯克会战的胜利，

也为苏军最终取得苏德战争胜利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电影电影《《战火中的青春战火中的青春》》里青年英雄排高唱里青年英雄排高唱《《战斗进行曲战斗进行曲》。》。

三八式步枪三八式步枪。。

库尔斯克会战中的苏军空地协同作战库尔斯克会战中的苏军空地协同作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