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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茅坪村

谢氏慎公祠后面，有座砖土结构的两

层建筑。它就是毛泽东同志居住过的

地方——八角楼。1927 年，毛泽东同

志来到茅坪后，八角楼主人谢氏一家

将八角楼楼上的房间腾给毛泽东同志

居住。因房屋顶部的天窗为八角形，

得名“八角楼”。

1927 年 10 月，毛泽东同 志 率领湘

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翻山越岭到达

井冈山地区，开始创建第一个农村革

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此

后，工农革命军积极开展游击战，进行

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井冈山革命

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次年 4 月下旬，

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

部 队 和 参 加 湘 南 起 义 农 军 到 达 井 冈

山，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部队会师，成

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中国工

农红军第四军”）。12 月上旬，彭德怀、

滕代远率领的红五军主力到达宁冈新

城，与红四军会师，增强了井冈山根据

地红军的力量。

我党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令国民

党反动势力心生恐惧，因而对根据地

进行频繁的军事进攻和严密的经济封

锁，使根据地军民生活条件愈发艰苦，

一些日常生活所需极度匮乏。为此，

毛泽东同志号召根据地全体军民厉行

勤俭节约，甚至对点灯用油作出详细

规定，其中团、营、连部每个办公室晚

上办公时，每盏灯可以点 3 根灯芯，办

公完要及时熄灭。根据规定，毛泽东

同志晚上办公可以点 3 根灯芯，但他

为 了 节 省 用 油 ，每 次 只 点 1 根 灯 芯 。

一天深夜，八角楼的警卫员发现楼上

的房间十分昏暗，于是往油灯里添了

1 根灯芯。毛泽东同志回到房间后发

现油灯变亮，便将新添的灯芯拨开，继

续在昏暗的油灯下奋笔疾书。

除油盐短缺外，粮食、棉花、布匹、药

品等物资也很稀缺。冬天的井冈山上非

常寒冷，战士们没有棉衣和棉被，只有两

件单衣和薄薄的粗线毯。毛泽东同 志

和战士们一样，深夜办公时也穿着单

衣、身披线毯。后来，毛泽东同志指示

工 农 革 命 军 在 桃 寮 和 茨 坪 办 起 被 服

厂，解决官兵保暖问题。部队配发新

棉衣当天，毛泽东同 志 拿着棉衣回到

八角楼，送给房东谢槐福：“你一家五口

人，没有一件棉衣，你就把这件棉衣穿

上吧！”谢槐福见毛泽东同志身上也只

穿着单衣不肯收下棉衣，后经毛泽东同

志反复做工作才穿上了新棉衣。

井冈山上的困难，不只在生活方

面。由于敌强我弱，一些人滋生出悲

观情绪，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

疑问。夜色深沉的山沟里，亮起了一

盏 灯 ，一 灯 如 豆 ，群 山 静 默 。 中 国 革

命往何处去，毛泽东同志拿起马克思

主义理论武器，深入分析中国革命实

际 ，在 八 角 楼 微 弱 的 灯 光 下 写 下《中

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

冈 山 的 斗 争》《星 星 之 火 ，可 以 燎 原》

等著作，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

的 疑 问 ，总 结 了 井 冈 山 斗 争 的 经 验 ，

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

破解了中国革命发展的难题。此外，

毛 泽 东 同 志 还 指 明 了 一 条 符 合 中 国

实际的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

武 装 夺 取 政 权 ”，为 中 国 革 命 走 向 胜

利 指 明 方 向 。 他 满 怀 热 情 地 描 述 中

国 革 命 的 曙 光 ，“ 它 是 站 在 海 岸 遥 望

海 中 已 经 看 得 见 桅 杆 尖 头 了 的 一 只

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

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

是 躁 动 于 母 腹 中 的 快 要 成 熟 了 的 一

个婴儿”。

“天上的北斗星最明亮，茅坪河的

水啊闪银光，井冈山的人哎抬头望哎，

八角楼的灯光哎照四方。”井冈山革命

根 据 地 的 历 史 虽 然 只 有 两 年 零 四 个

月，却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彪炳史册的

贡献，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茅坪

八角楼那微弱的油灯之光，点燃了中

国革命的星星之火，也点燃了中国共

产党艰苦奋斗的精神之光。在星星之

火成燎原之势的过程中，艰苦奋斗精

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和行

动自觉，成为革命烈火的助燃剂，也成

为中国共产党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

胜利的传家宝。

八角楼的灯光照四方
■王德凯 林业茂

此战，虞诩将攻心运用于作战全过

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羌军深陷战

场“迷雾”，最终大败。

在掌握“三情”的基础上，精细谋划

心理战。正确的决策来源于对敌情、我

情、战场环境的准确判断。作为指挥

员，必须根据敌人的优势和劣势、我方

的作战力量优长、战场环境的利弊进行

精细谋划，尤其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

下，更需要大胆运用心理战为己方赢得

先机。虞诩带精兵赶赴武都过程中，牢

牢把握住敌强我弱这一基本情况，深入

分析地形，正确判断陈仓崤谷必有重兵

把守，综合散布假消息、增灶和急行军

的方法，化险为夷，为己方谋得时间，顺

利赶到武都。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指挥员在运

用心理战时，必须更加有针对性地分析

敌方指挥员的指挥特点、性格和心理，

才能靶向发力，因敌施策。诸葛亮的

“空城计”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诸葛

亮 对 司 马 懿 的 心 理 有 准 确 的 分 析 判

断。司马懿天性多疑，诸葛亮料到他见

城门大开，必不敢轻举妄动，且诸葛亮

判定司马懿认为自己用兵一贯谨慎持

重，大开城门必有埋伏。

审时度势，灵活运用，创造有利条

件。孙子强调“胜可为也”，认为胜利是

可以争取到的。作战结果不仅取决于

作战双方的力量对比，更在于争取作战

主动权。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情况

下，指挥员可根据战场形势运用不同的

心理战法，为己方创造有利条件。武都

之战，虞诩带精锐赶赴武都的过程中，

面对大量羌军的追击，没有机械照搬孙

膑减灶的计谋，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增

灶有意示强，形成心理威慑，并命令快

速行军，让羌军摸不清虚实，产生迷惑，

行动迟疑，从而为己方创造时间。到达

郡府后，面对羌军持续围攻，虞诩采取

实而虚之、隐真示假的策略，先使小弩

诱敌，后用强弩杀敌，给羌军心理上造

成较强的震慑。

1949 年 5 月 ，国 民 党 西 北 反 动 军

阀 马 步 芳 的 儿 子 马 继 援 率 领 11 个 师

的兵力，直逼西安。此时，西安我主力

军不多，难以抵御众多敌军，形势万分

危急。在此情况下，彭德怀灵活运用

心理战手段迷惑敌人，迟滞其进攻，不

费一兵一卒扭转了局势。彭德怀先是

在采访中和记者谈起《三国演义》里诸

葛亮妙施“空城计”的故事，继而说起

马继援率兵攻打西安的话题，说：“我

们欢迎这个花花公子来西安，西安的

羊羔美酒多得很！大道如青天，欢迎

他们来！”之后，他要求记者依此主题，

写一篇谈话记录，刊登在报纸头条位

置，广播电台也陆续作了报道。而后，

彭德怀导演了一幕组织欢迎“华北兵

团”进城活动，一支上千人的小分队，

夜间从西郊绕行到城东，白天由东而

西 ，在 锣 鼓 喧 天 、人 山 人 海 的 欢 呼 声

中，穿过大街小巷。如此反复几天，敌

特也摸不清我军来了多少人。马继援

闻此，不敢再轻举妄动。相持几天后，

第 一 野 战 军 第 18、第 19 兵 团 ，渡 过 黄

河来到西安，不仅解了西安之围，又乘

胜 追 击 ，一 举 歼 灭 马 继 援 的 骑 兵 6 万

余人。

贯穿全程，多法并举，持续向敌施

压。心理战的目的是对敌方的心理施

加刺激和影响，控制和征服敌精神意

志，贯穿于作战活动的全过程、各个方

面。在心理战运用过程中，可综合采

取心理威慑、伪装欺骗、渗透分化、暗

示诱导等手段，对敌心理施压，从而影

响其作战决策和行动。武都之战中，

虞诩综合运用多种心战方法，将攻心

运用于作战全过程，真真假假、虚虚实

实，让羌军心理上产生恐惧和疑惑，最

终大败。

在 作 战 过 程 中 ，心 理 战 行 动 不 是

孤立的，需要与武力打击相配合。在

虞诩用计用强弩攻击羌军后，羌军心

理产生恐慌，虞诩立刻组织精兵出城

奋 战 ，杀 伤 众 多 敌 人 ，有 效 震 慑 了 羌

军。而后命令城中守军改换服装多次

出入城门，羌军更加惊恐，虞诩乘机秘

密设伏，大获全胜。海湾战争爆发前，

美军先期到达的第 82 空降师与伊拉克

军队相比力量薄弱。为掩盖真相，美

军心理战部队在海湾通过新闻媒介大

肆宣传美军部队和大批新式武器装备

正源源不断运抵海湾，营造大军压境

之 势 ，对 伊 军 形 成 较 大 的 心 理 威 慑 。

战争爆发后，美军综合利用“软”“硬”

结合的手段达成作战目的。美军采取

建立“海湾之声”广播电台、抛撒传单、

前线喊话等多手段瓦解伊军斗志，同

时利用其火力优势，对伊军实施致命

性的精确打击，并不断宣传打击效果，

达成对伊军的心理震慑。

虚虚 而 实 之而 实 之 攻 心 为 上攻 心 为 上
——虞诩连环攻心破羌的武都之战虞诩连环攻心破羌的武都之战

■戚苏源 宋腾渊

军 犬 是 人 类 在 战 场 上 的 好 帮 手

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大批

军犬走上战场，在对抗德国入侵者的战

斗中表现英勇。

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军对苏联发起

突袭。战争初期，在德军以装甲部队为

先导的闪电战打击下，缺少战争准备的

苏军节节败退，丢城失地的同时损失了

大量技术装备，如何抵御德军坦克的进

攻成为首要问题。

在这紧要关头，苏军想出一个克制

德军坦克的办法，即训练一批“反坦克

犬 ”。 苏 联 拥 有 许 多 优 良 犬 种 ，早 在

1924 年，苏军就成立了培育训练各种用

途的军犬学校。之后，有人提出用军犬

来 破 坏 敌 人 坦 克 ，即 在 遇 到 敌 军 坦 克

时，让携带炸弹的军犬迅速跑到敌军坦

克下引爆。

随即，苏联中央军犬学校和莫斯科

民警学校提供了上百只军犬，并将它们

紧急训练成能够携带炸药、钻入德军坦

克底部，与敌同归于尽的反坦克犬，希

望借此缓解前方的压力。

1942 年 7 月 ，德军 850 余辆坦克向

斯大林格勒发起总攻。苏联元帅朱可

夫 下 令 将 受 过 特 殊 训 练 的 反 坦 克 犬 ，

组 成 4 个 反 坦 克 军 犬 连 。 在 德 军 坦 克

梯 队 推 进 时 ，只 见 苏 军 阵 地 风 驰 电 掣

般冲出大量军犬，身背炸药包，毫无畏

惧地冲向德军坦克。反坦克犬的存在

给 德 军 造 成 较 大 威 胁 ，具 有 超 出 预 期

的杀伤力和心理影响力。根据苏方统

计，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反坦克犬共炸

毁德军坦克 300 余辆，对战役的胜利起

到重要作用。

反 坦 克 犬 之 所 以 取 得 丰 厚 战 果 ，

其 秘 密 在 于 身 上 背 负 的 一 套 称 为“ 犬

雷 ”的 爆 炸 装 置 。 该 装 置 由 固 定 背 套

和主装药体两部分组成。当反坦克犬

引导员拔出主装药体引信盒的保险销

后 ，整 个 爆 炸 装 置 就 处 于 待 发 状 态 。

只 要 反 坦 克 犬 钻 进 装 甲 车 底 部 ，触 发

杆 挑 出 引 信 上 的 击 针 销 ，雷 管 发 火 引

爆 主 装 药 体 的 同 时 ，顺 利 引 爆 反 坦 克

犬 身 体 两 侧 的 附 加 药 块 ，此 时 爆 炸 的

全部力量都将作用于装甲车辆最薄弱

的腹部。

反 坦 克 犬 取 得 了 一 定 的 成 绩 ，但

也存在明显缺点。由于当时苏联无法

搞 到 足 够 的 德 国 坦 克 作 为 目 标 ，训 练

时主要使用自己的坦克。苏式坦克基

本 使 用 柴 油 机 ，发 动 机 的 噪 声 和 废 气

的 味 道 与 德 国 的 汽 油 机 坦 克 完 全 不

同 ，这 样 训 练 出 来 的 反 坦 克 犬 很 容 易

将同时出现的友军坦克当成目标。另

外 ，战 场 上 的 枪 炮 声 和 其 他 噪 声 对 反

坦 克 犬 刺 激 很 大 ，有 些 反 坦 克 犬 被 引

导员施放后，不是奔向目标，而是逃之

夭 夭 ，有 的 甚 至 被 吓 得 不 敢 离 开 自 己

的阵地。

1942 年 后 ，苏 联 的 军 工 生 产 基 本

恢 复 ，来 自 盟 国 的 援 助 也 陆 续 抵 达 ，

先前极端缺乏反坦克武器的情况不复

存 在 。 反 坦 克 犬 不 再 有 用 武 之 地 ，开

始 从 前 线 撤 回 ，逐 渐 消 失 在 人 们 的 视

野中。

走上战场的反坦克犬
■黄 勇

抗战时期的淮海区（今宿迁市、淮安

市、连云港市、徐州市的部分地区）地处

苏北腹地，陇海铁路横亘其北，京杭大运

河纵贯其间，又扼徐州、蚌埠、南京之侧

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940 年 8 月至 9

月，在主力部队的支持下，在区党委和各

县县委的领导下，淮海区各县迅速建立

抗日民主政权，并成立了淮海区专员公

署（1942 年 3 月 改 称 为 淮 海 区 行 政 公

署），地方武装也发展到 4000 余人，初步

开辟了淮海抗日民主根据地。

当时，淮海区各抗日民主政府不仅

要频繁应对日伪军的“扫荡”“清乡”“蚕

食”，还要花费大量精力回击国民党顽固

派的“摩擦”战。这些斗争很多都是围绕

争夺粮食进行。此外，由于战争频发，各

地逃难灾民较多，土匪武装祸害横行，抢

粮骚乱时有发生。因此，保卫粮食安全，

尤其是保证军粮供应，成为一段时期各

地民主政府的重要工作。

1940 年底，淮海区专员公署开始征

收公粮。当时所定征收办法在田亩丈

量、土地等级划分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

致 使 公 粮 征 收 困 难 重 重 、入 不 敷 出 。

1942 年，李一氓调任淮海区行政公署主

任后，发现原有征收条例中有不少地方

需要完善。通过李一氓等人的大量走访

调查，淮海区行政公署于 6 月颁发《淮海

区救国公粮公草征集条例》《淮海区 31

年田赋征收粮食暂行条例》，确定了人民

的合理负担，保证了抗日军队及民主政

府的粮草供应。同时，淮海区行政公署

在全区夏收工作中全面贯彻减租减息政

策，培养劳动模范积极开展劳动竞赛，令

全区粮食生产有了很大起色。

动员群众搞好粮食生产，只是做好

军粮保障的第一步。如何让地里的庄稼

安全收到群众手中，到手的公粮安全储

存并方便子弟兵取用，成为各级领导认

真思考的问题。淮海区行政公署领导经

过调查，发现全区武装部队为保障战场

供给，都建有自己的粮站。对于以游击

战为主的新四军来说，不仅重复浪费，也

给队伍轻装行动带来不便。淮海区行政

公署经研究决定：在全区按相隔不超过

40 里的距离，多点设置粮食供应站，严

格实行分散管理。所属各部队后勤部门

需向淮海区行政公署领取粮食代金券。

各部队可在行动区域方圆 40 里内，凭代

金券在全区境内向就近军粮点买进粮

食。为保证这一制度顺利落实，新四军

第 3 师第 10 旅兼淮海军分区指战员结合

麦收保卫战，以六塘河两岸和沭淮路为

重点，发动“夏季攻势”，累计拔除日伪抢

粮转运据点 40 余处，配合地方代收队帮

助群众“快收、快打、快分、快藏”，确保军

需民食安全收藏，不让敌人抢走粮食。

淮海区行政公署还及时向各县派出粮食

监理员，全权协调办理军粮收供事宜。

这样一来，前方部队不用带着大批粮食

与敌人周旋，保证了部队轻装快速行动，

有效支援了反“扫荡”斗争。据 1943 年

11 月淮海军分区司令部战绩公报，淮海

军分区仅 1 年时间便完成反“扫荡”大小

战斗 812 次，毙、伤、俘日伪军 5290 余人，

还缴获了一批轻重武器。我主力部队及

各县大队始终保持轻装快速移动，再未

出现军粮保障不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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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众者，解其心。

出自《投笔肤谈·达权》篇。面

对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情况，指挥

员需审时度势，虚而实之、攻心为

上，采取心理威慑、伪装欺骗、渗透

分化等手段，摆脱被动、争取主动，

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公元 115 年，羌人入侵武都郡，当权

的邓太后任命虞诩为武都太守。羌军

派重兵在陈仓崤谷拦截虞诩。陈仓崤

谷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虞诩判定敌军

必在此处设伏，遂令部队停止前进，并

扬言已上书请求援兵。羌军信以为真，

便分头前往邻县劫掠，只留少量羌军驻

守崤谷。虞诩乘机带兵日夜兼程奔向

赤亭。行军途中，他令士卒逐日加倍垒

灶。羌军见炉灶增多，误以为汉军援军

已到，不敢逼近。

虞 诩 到 达 郡 府 后 ，兵 员 不 足 3000

人，而羌军有万余人，围攻赤亭达数十

日。虞诩向部队下令不使用强弩，只许

暗中使用小弩。羌军误认为汉军弓弩

力 量 微 弱 ，便 集 中 兵 力 猛 烈 进 攻 。 而

后，虞诩命令每 20 把强弩集中射 1 名敌

人，射无不中。羌军大为震恐，纷纷退

下。虞诩乘胜率精兵出城奋战，杀伤众

多敌人。次日，虞诩令城中所有守军排

成长队先从东门出城，再从北门入城，

然后改换服装，往返多次。羌人见状，

不知城中有多少守军，于是更加惊恐不

安。虞诩料到羌军将要撤退，秘密派遣

500 余人在河道的浅水处设伏，守住羌

军 退 路 。 羌 军 大 举 奔 逃 ，汉 军 乘 机 突

袭，大败羌军。

毛泽东同志旧居内陈列的油灯和著作单行本毛泽东同志旧居内陈列的油灯和著作单行本。。井冈山茅坪八角楼毛泽东同志旧居井冈山茅坪八角楼毛泽东同志旧居。。

苏联士兵手牵反坦克犬苏联士兵手牵反坦克犬。。

连环画连环画《《东汉演义东汉演义》》中的虞诩破羌图中的虞诩破羌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