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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说新语史说新语

链接历史链接历史

主食以杂粮为主

抗战初期，八路军的主食以黑豆、

小 米 、高 粱 米 、玉 米 为 主 ，副 食 或 有 或

无，有也是以野菜为主。据晋察冀军区

供给部部长赵镕回忆：“有一段时间部

队吃黑豆、吃野菜，连食盐都没有……

由于黑豆不好下咽、不好消化，部队后

勤工作人员就想方设法把黑豆做成豆

腐、生豆芽、煮豆粥，再配上野菜吃，并

设法到敌占区采购食盐，同时发动群众

制小盐。”

在黑豆都不能保障时，部队普遍以

菜代粮，再掺些谷糠、豆饼、玉米面等做

成饼子或团子，这就是当时八路军经常

吃到的主要食品。没有菜吃，就到山上

挖野菜、采树叶。如果打到野猪、野鸡，

就可以打一次丰盛的“牙祭”。

八路军第 115 师教导第 3 旅政委曾

思玉回忆道：“在抗日战争时期，部队的

生活的确艰苦。部队常常用咸菜甚至

盐水下饭，餐餐吃高粱面窝窝头，诨名

叫‘钢盔’，不仅黑，而且难以下咽，有时

煮黄豆和黑豆吃，弄得肚胀拉稀。至于

野菜树叶充饥那是常事。”

八 路 军 第 120 师 供 给 部 副 部 长 范

子 瑜 在《忆 八 路 军 第 一 二 〇 师 的 后 勤

工作》中提到：“部队的粮食定量是 1 斤

半，实际上吃不到 1 斤半。有的只有吃

黑豆，用黑豆磨面糊糊喝。黑豆本身营

养少，吃了消化不良。吃的菜也是黑豆

做 的 ，豆 芽 、豆 腐 ，油 水 很 少 。 那 时 人

的 面 目 ，二 三 十 岁 的 人 看 上 去 像 四 五

十岁。”

八路军伙食困难的情况，除有根据地

条件艰苦、日军“扫荡”“清乡”的原因外，

也与国民党军的反共政策有关。贺龙在

一次晋绥军区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一九四

七年九月）中提到：“一九三九年，阎锡山

公开提出‘饿死八路军，困死八路军，赶

走八路军’。”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941 年至 1942 年，由于日军的疯狂

“扫荡”和国民党军的包围封锁，抗日根

据地处于极端困难时期。毛泽东同志

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写道：“最

大的一次困难，是一九四〇年及一九四

一 年 ，两 次 反 共 摩 擦 ，都 在 这 一 时 期 。

我 们 曾 经 弄 到 几 乎 没 有 衣 穿 ，没 有 油

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

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窝。”部队生活极

其艰苦，许多部队断了粮饷供应，一天

两 餐 ，有 时 一 天 一 餐 ，有 时 靠 黑 豆 渣

子 、地 瓜 秧 充 饥 。 面 对 这 样 严 峻 的 形

势 ，党 中 央 号 召 边 区 军 民 更 加 努 力 地

开展生产运动。

据八路军第 115 师教导第 2 旅 4 团

政委吴岱回忆：“为了粉碎日军和国民

党顽固派军队扼杀抗日力量的罪恶企

图，减轻人民负担，坚持抗战，我们积极

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

大生产运动。为了提高生产效益，团里

还 专 门 成 立 了 150 多 人 的 生 产 队 ，仅

1942 年 春 秋 两 季 就 收 获 蔬 菜 2 万 多 公

斤、高粱 6539 公斤，收的大白菜够全团

吃 4 个月。生产队还自建了作坊，把花

生、黄豆榨成油，除用来改善部队生活

外，还支援地方政府。”

八路军总部炮兵团过节时，全团各

连把做好的饭菜都端到大操场上组织

评比，看谁做的饭最好、菜最香，是否达

到了要求。团首长一个连一个连地检

查，有夸奖，也有批评，促进了部队生活

的改善。

当时，作为大生产运动模范的八路

军第 359 旅，随着生产发展，生活不断得

到改善。1942 年前，部队每天只能吃两

餐，还是掺着南瓜、山药、蔬菜、小米的

杂粮饭；1943 年起改为 3 餐，副食由每人

每天 5 钱油、5 钱盐、1 碗菜都难以达到，

提高到 6 钱油、6 钱盐、2 菜 1 汤，每月猪

肉 4.5 斤，还有其他禽畜肉食，逢年过节

时饭菜更丰盛。

为保障抗日部队连续流动作战时

有干粮吃，八路军野战供给部粮秣处根

据彭德怀的指示，用半年时间在山西省

西崖底村附近的山沟里建成干粮厂，有

职 工 30 多 人 ，分 磨 面 、制 糖 、烤 饼 3 个

组。经过多次试验，成功用土法制成发

面 饼 ，烤 干 后 切 成 小 方 块 ，形 似 饼 干 。

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尝试生产军用

干粮。同年冬季的反“扫荡”斗争中，工

厂人员进行了疏散，并对设备进行了掩

蔽。至 1942 年 5 月，工厂恢复生产，每月

产饼干 1 万斤左右，供给部队和军工单

位。由于军用干粮食用方便，颇受部队

欢迎，供不应求。

鬼子最怕八路军会
餐吃肉

“练兵生产真紧张，下了课堂上操

场，马上马下人人忙；油房粉房豆腐房，

大肉块子白菜汤，稀饭米汤和豆浆；人

强马壮士气旺，誓把鬼子消灭光。”这是

当年八路军第 129 师骑兵团流传的一首

歌谣。八路军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为了

提高战士们训练的积极性，在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八路军还是可以吃到肉的。

据 曾 思 玉 回 忆 ，不 少 干 部 将 平 时

的伙食费节约下来，由司务长保管，到

过年过节或打仗前，买猪、买羊和战士

一 起 会 餐 。 尤 其 在 打 仗 前 ，有 条 件 的

部队都要组织会餐，几乎成为规律，这

使 得 日 伪 军 将 八 路 军 会 餐 视 作“ 不 祥

之兆”，甚至作为分析我军行动的主要

依 据 。 一 次 ，曾 思 玉 和 其 他 干 部 到 部

队去，战士们对他们说：“首长，什么时

候打仗，我们想吃肉了。”他们回答道：

“你们认真练好杀敌本领，仗有你们打

的，吃肉不成问题。”打了胜仗后，民主

政 府 、抗 日 群 众 团 体 就 发 动 群 众 慰 问

八 路 军 人 民 子 弟 兵 ，送 猪 、羊 、鸡 和 蔬

菜等给部队改善生活。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著名的《拥

军秧歌》唱道：“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

送给那英勇的八路军。”这就是当时人

民群众慰问八路军的真实写照。

整个抗战期间八路军的生活和装

备水平，用“小米加步枪”来形容再生动

形象不过了。然而，八路军就是靠着“小

米加步枪”，靠着坚强的意志与信念，与

日军顽强斗争，坚持到抗战胜利。

说说抗战时期八路军伙食
■徐 平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部队由

团机关到前沿阵地的火线运输，因受到

敌飞机、炮火和其他步兵火器的封锁，

被称为“咫尺天涯”的运输。在这最困

难、最关键的火线运输任务中，人力运

输为主要方式。志愿军官兵在作战中

用汗水与鲜血总结出许多有价值的经

验和办法。

注重教育训练。火线运输与汽车

和铁路运输相比，具有较强的任务紧张

性和连续性，且运输人员伤亡率更高。

根据战场实际情况，志愿军各后勤部门

和运输分队以多种多样的方式组织军

事技能训练，减少了运输人员伤亡，保

障了火线运输任务的顺利进行。通过

战术训练，运输人员可掌握基本的战术

动作，能利用地形防空袭防炮击；普及

伤员和物资的背负方法，以及识别弹药

包装、性能、附件和重量等方面的知识；

教授运输人员急救技术，使他们学会在

夜间寻找伤员并发现伤口的办法，以及

包扎、止血和固定等技能。此外，鉴于

运输途中部队高度分散，为提高对部队

的管理水平，保证部队在遇到特殊情况

时不出现混乱，有些运输分队还加强对

班、排干部的培养，比如组织班以上干

部 看 路 线 看 地 形 ，而 后 详 细 传 达 给 部

队，在遇紧急情况或生疏道路时，也由

班长走在前面以掌握情况。

除军事技能训练外，思想政治教育

也是各运输分队开展教育工作的重要方

面，根据不同情况，适时提出鼓动口号，

开展立功竞赛运动，使运输人员保持高

昂战斗情绪，提高了运输效率。比如，志

愿军第 31 师 91 团辎重连经常以本连的

立功事迹教育部队，使部队保持着强烈

的荣誉感。在支援上甘岭战役期间，该

连战士喊出“五圣山是锻炼炉！是英雄，

是好汉，五圣山上看”的口号。同时，在

战斗和生活中，运输分队还强调干部要

关心和爱护战士，要求每次运输任务都

要有干部参加，战士背几趟，干部就背几

趟，任何情况下，连排干部都要每天亲自

检查部队的吃饭喝水等事宜。

采取灵活方法。除受敌火力封锁

外，火线运输还受地形、道路和工事等

条件的影响。对此，志愿军各运输分队

因时因地采取了多种灵活的运输方法，

以提高运输效率，减少运输人员伤亡，

保障了前沿部队，特别是坑道内部队的

作战。

多路分段接力运输、定额包干运输

和伴随运输，是运输分队采取的主要运

输方法。多路，指多路行进，路少或无

路时开辟新路；分段，指以 2 至 3 公里为

一段，将路线分为若干段，越靠近前沿

则分段距离越短。多路分段接力运输

的方法可以减少体力消耗，也便于各段

的运输人员熟悉道路和地形，以及敌炮

火封锁规律。

再如伴随运输，主要是在作战部队

进 入 敌 纵 深 作 战 或 穿 插 作 战 时 采 用 。

作战前，运输分队要根据作战方案，了

解作战地域、位置、方向和任务等信息，

还要配备指北针、地图等，以便失联后

能够主动寻找联系上作战部队。作战

中，运输分队或在作战连后 80 至 100 米

处跟随，或在作战营指挥所后约 300 米

跟随。

在保障坑道内作战部队的运输任

务中，运输分队以班、组为单位，以党、

团员为骨干，以有经验的干部带领，组

成小型运输队，采取多路、多梯队的方

式将物资运入坑道。同时，运输分队利

用我反冲击给敌军造成的混乱之机，在

火力掩护下，组织突击运输。坑道作战

激烈，敌我态势天天变、时时变，导致运

输分队不易找到我军部队阵地。为此，

运输分队预先规定联络标记，如坑道作

战部队把白毛巾挂在坑道口，或是将电

话线沿通路布设，运输人员摸着电话线

前进，还有在通路上每隔 50 米用白灰撒

一圆圈作为路标。

有效应对封锁。敌火力封锁是对

我火线运输任务的最大威胁。为此，各

运输分队研敌情、想办法，战胜了敌火

力的封锁破坏。

首先，研究掌握敌炮火封锁规律。

经研究敌情，发现敌炮火封锁主要以固

定地段射击、拦阻射击和冷炮射击 3 种

方式实施，还发现敌拂晓、黄昏时炮击

较多，夜间炮击多于白天等规律。这些

为适时调整运输时间、路线和方法提供

了依据，争取了主动。

其次，预先做好防炮准备。执行任

务前，后勤部门组织运输分队干部分批

勘察地形，摸清地形、道路和敌炮火封

锁 等 情 况 ，利 用 有 利 地 形 划 分 运 输 道

路，修筑防炮洞、交通壕。同时，设立防

炮指挥所，掌握敌炮击前征候、炮击间

隔时间等信息和数据，计算炮击间隔时

间可通过人数等。此外，开辟 2 至 3 条道

路，并隐蔽开辟预备路，以执行紧急运

输 任 务 ，所 有 道 路 都 应 尽 可 能 挖 防 炮

洞，过河处修筑暗桥、便桥，并注意伪装

和及时变换位置。

再次，干部带队现场指挥。各运输

分队普遍实行了干部带队制度，一般 2

个小组执行任务由班长带队，2个班以上

由排干部带队，2 个排以上由连干部带

队。带队干部的主要任务是加强现场指

挥，及时处置各种情况，如遇敌炮击，及

时选择有利地形，指挥运输分队分散隐

蔽。各级带队干部在出发前指定代理

人，以免伤亡无人指挥，造成混乱。

最后，利用有利时机运输。除通常

利用夜间运输外，各运输分队也利用阴

雨雾雪等敌机空袭和敌炮击减少的有

利气候条件抓紧组织抢运。在紧急情

况下，有些部队还出其不意进行过白天

运输。白天运输必须要保证突然性和

间断性，妥善伪装并利用隐蔽小路或交

通壕，队形要更加分散，人与人的间隔

拉 大 到 20 至 30 米 ，负 荷 要 轻 、速 度 要

快。如金城战役期间，某团以 80 名运输

人员白天运输 4 次，仅 1 人受伤；第 119

师在马良山地区 6 天的战斗中，其临时

担架运输队在白天前运弹药 100 多吨，

主副食 60 多吨，后送伤员 286 人。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参加火线运输

的广大指战员，发扬了英勇顽强不怕牺

牲的精神，战胜了敌军的封锁破坏，克

服 了 重 重 困 难 ，实 现 了“ 粮 到 口 、弹 到

手、伤员要转走”的要求，有力保障了前

线部队的作战，为保证战争胜利作出重

要贡献。

“咫尺天涯”的火线运输
■黄晓军 李 享

蛙跳战术，实质上是主动绕过对

方 战 略 价 值 较 低 或 防 守 较 坚 固 的 地

域，凭借海空制权，夺取战略价值较高

地域的一种行动。此役，盟军没有采

用逐一突破的传统战术，而是通过蛙

跳战术将日军割裂，形成对驻守多个

岛屿日军的孤立封锁，切断日军后勤

补给链路，瓦解其心理防线，在避免强

攻造成大量伤亡的同时，缩短了战斗

时间。

夺取综合制权，形成对敌优势。

新几内亚战役中，蛙跳战术能够成功

实施，源于盟军拥有强大的海空力量，

通过夺取海空制权形成战局态势的以

强制弱。在战役发起之初，美军第五

航 空 队 大 规 模 空 袭 莱 城 附 近 日 军 机

场，击毁日机约 200 架，几乎摧毁日军

在新几内亚的全部航空力量，夺取了

制空权。而后的空降行动也在美海军

掩护下成功实施，形成东西夹击莱城

之势。此后，盟军依靠海空优势，利用

海军作为助跳器，实现了跳岛攻击。

《孙子兵法》中指出“凡用兵之法，

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莫难

于军争”。其中“军争”就是作战双方夺

取胜利的有利条件，即夺取综合制权。

未来战场，综合制权从陆海空等传统领

域向天、电磁、信息、心理等领域拓展，

作战体系化特征明显。无论采取何种

战法，夺取综合制权都尤为重要。指挥

员应当树立“无联不胜”的观念，充分发

挥各军兵种优势，夺取综合制权，赢得

主动。

隐蔽作战企图，达成行动突然

性。隐蔽作战企图、快速机动，从而达

成行动突然性，是蛙跳战术能够成功

实施的重要条件。此役中，日军在荷

兰迪亚建立供给和保养基地支援其主

力军作战，企图守住新几内亚岛西部

地区。盟军为迷惑日军，隐蔽其进攻

荷兰迪亚的企图，在进攻前组织了空

袭，有意加强对威瓦克和汉萨湾的轰

炸，同时马当东面的盟军发起攻势，迫

使日军从荷兰迪亚抽调力量支援，一

定程度上削弱了荷兰迪亚的防御。此

外，在机动过程中，为达成突然性，盟

军舰队先向西北方向前进，以迷惑敌

人。在行驶到目标以北海域后，突然

掉头向南，其触角伸向各自的目的地：

主力舰队一分为二，向荷兰迪亚东西

两 侧 进 发 ；其 余 兵 力 向 艾 塔 佩 挺 进 。

由于成功隐蔽企图，达成进攻的突然

性，盟军以仅亡 100 多人、伤 1000 多人

的代价攻下荷兰迪亚。

随着武器装备的发展，蛙跳战术的

运用不断得到延伸，助跳器也由水面舰

艇向机动能力更强的空中力量转变。

未来战场，实施蛙跳战术，必须周密侦

察、精选目标，把握时机、快速机动，猛

烈突击、协调配合，隐蔽行动、突然实

施，实现机动速度以快击慢，作战行动

猛烈突然，作战协同紧密配合。

创新运用战法，实现以强击弱。蛙

跳战术的要义，是跳过敌方防御强点，直

接打击防御薄弱点。新几内亚战役中，

盟军摒弃了以往逐一突破的战术，采取

蛙跳战术，跳跃攻击、多点割裂、重点封

锁。此役，当盟军部队占领马当后，按原

定计划，下一步目标是汉萨湾和威瓦

克。然而，这两处共有近 8万日军固守，

一时难以攻克，即使攻下，最远也只能跃

进300多千米。因此，盟军绕开汉萨湾和

威瓦克，采取蛙跳战术实施越岛进攻，直

接进攻800千米外的艾塔佩和荷兰迪亚，

取得了奇效。

1947年，国民党军集中兵力重点进

攻我陕北和山东根据地，毛泽东同志根

据全国战场形势，跳出思维定式，以少量

部队坚持内线作战，以刘邓大军挺进大

别山，直接威胁敌腹地，在敌薄弱要害出

奇兵，一举揭开战略反攻序幕。未来战

场，必须科学设计和灵活运用作战方法，

实施非对称、非线性自主作战，营造有利

态势，创造有利战机，以体系“长板”制敌

体系“短板”，减少与敌打堂堂之阵。坚

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始终瞄准敌人的

弱点打、盯住敌人的死穴打，方可实现以

强击弱、避实击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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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顺攻逆，则逆必败；攻易守

难，则难必亡。

出自《投笔肤谈·持衡》篇，防

御方面有利、进攻方面不利的，进

攻 一 方 必 然 失 败 ；进 攻 一 方 容 易

的，防御方面困难的，防御一方必

然失败。作战中，不能盲目地进攻

或消极地防御，以强对强，必然损

失 惨 重 ，应 充 分 了 解 掌 握 战 场 形

势，避强击弱，力求弱处开刀，灵活

运用战法创造有利条件，实现以强

击弱。

1943 年的太平洋战场上，盟军开

始反攻，日军严防死守，太平洋上岛屿

星罗棋布，双方逐岛争夺，战争异常艰

难。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和巴布亚

半岛受挫后，为保证南太平洋的基地

和战略要地不被盟军攻占，在新几内

亚东北部地区持续增加兵力。战役在

新几内亚岛东部打响，盟军从萨拉马

瓦东南约 30 公里处的拿骚湾登陆，向

萨拉马瓦发动进攻，交战过程中日军

疯狂抵抗。进攻受挫后，盟军从东西

两侧实施空降，形成夹击之势，顺利夺

取萨拉马瓦及其北部城市莱城，打开

进军新几内亚的门户。

为加快战争进程、减少伤亡，盟军

放弃一线平推战法，跳跃前进，跃岛攻

击，很快占领了新几内亚东部港口芬

什港。日军不得不将兵力向芬什港西

北方向的锡奥地区转移，这正中了盟

军的下怀。集结完毕的盟军在锡奥西

北部的赛多尔地区登陆，一举切断锡

奥 与 马 当 的 联 系 ，日 军 只 能 再 次 撤

退。1944 年 4 月 22 日，盟军在成功绕

过日军防线后，于当日凌晨在新几内

亚北部的荷兰迪亚成功登陆，随后便

对该城进行进攻，成功全歼日军。此

后，蛙跳战术在新几内亚岛各处频繁

使用，日军的势力范围逐步缩减，随着

盟军成功在新几内亚最西部的桑萨波

尔登陆，日军最后一处据点正式宣告

失守。

美军小分队在新几内亚热带雨林中搜索前进美军小分队在新几内亚热带雨林中搜索前进。。

志愿军运输分队向前沿阵地运送弹药志愿军运输分队向前沿阵地运送弹药。。

抗战时期，八路军总体
的伙食水平不高，多以杂粮
为主。当然，条件好时，八
路军的餐桌上也有肉菜。
然而，每当八路军吃肉时，
便是鬼子最恐慌的时刻，这
是怎么回事？

战斗间隙战斗间隙，，八路军官兵在战壕内用餐八路军官兵在战壕内用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