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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工作

人员在整理鲁迅遗物时，从一本书刊

中发现一张手绘的纸质形势图，上面

用铅笔画着一些简图，还标注了安徽、

河南、湖北交界处的一些地名。这些

地方正是当年鄂豫皖红军战斗过的地

方。后经陈赓鉴定，这张形势图正是

他在上海与鲁迅会面时，亲手绘制的

鄂豫皖根据地形势图。

鲁迅在 1932 年 11 月 10 日的日记

中写道：合义昌煤号经理王君来兜售

石炭。这是一句隐语，“王君”正是化

名“王庸”的陈赓。时任红四方面军参

谋长的陈赓在上海养病期间，与鲁迅

有过两次秘密会见。

1932 年，陈赓在新集西北的胡山

寨战斗中右腿负伤。因伤势严重、行

动困难，陈赓不得不离开主力部队，前

往上海就医治疗。养病期间，陈赓除

看报获取信息外，还经常与上海的地

下工作者们交谈。他们都十分关心苏

区的情况，陈赓就结合自身战斗经历

讲述鄂豫皖军民在反“围剿”作战中的

战斗故事。大家听完后，一致认为应

该将鄂豫皖军民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

战斗精神记录下来，如果能有一位知

名作家将其写成文学作品传播，其效

果不亚于一场大胜仗。陈赓也有同样

的想法，“我很希望人民能知道红军和

革命群众所经受过的这一切，即使将

来革命成功了，也永远不要忘记”。

在中央局宣传部工作的朱镜我了

解这一情况后，决定付诸行动。他首

先想到的就是心向革命的鲁迅。当时

在 上 海 工 作 的 鲁 迅 ，正 度 过 自 己“ 战

斗”生活中最光辉的 10 年。在白色恐

怖包围下，鲁迅没有屈服，始终坚持自

己的理想和信念，通过文学创作的方

式 ，与 国 民 党 反 动 派 进 行 激 烈 斗 争 。

因此，鲁迅也拥有了广泛的“红色朋友

圈”，很多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将其视

为志同道合的朋友。于是，朱镜我将

这些故事记录并油印成册，交给冯雪

峰，请他送给鲁迅看。

鲁 迅 看 完 这 些 材 料 后 ，深 受 触

动。他听说陈赓还在上海治病，便提

出想见见这位“讲故事”的红军将领。

在 组 织 的 安 排 下 ，陈 赓 欣 然 赴

约。在会见过程中，陈赓为鲁迅详细

讲述了红军的英勇作战经历、苏区人

民的生活，引起了鲁迅极大的兴趣，两

人交谈至深夜才离开。意犹未尽的二

人，很快有了第二次会面。陈赓更为

详细地为鲁迅介绍了红军作战情况与

根据地的建设情况。为更好地了解鄂

豫皖军事形势，鲁迅还特别请陈赓在

他的文稿纸背面画了这幅鄂豫皖根据

地形势图。

两次促膝长谈后，鲁迅便一直在

构 思 一 部 反 映 苏 区 红 军 题 材 的 小

说。遗憾的是，由于精力和创作环境

所 限 ，鲁 迅 最 终 未 能 完 成 这 部 作 品 ，

而 陈 赓 随 手 画 的 形 势 图 被 鲁 迅 珍 藏

起来，成为他与共产党人之间深情厚

谊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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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 5 月 27 日，冀中军民迎来一

个期待已久的日子——《冀中一日》写

作运动日。近 10 万人拿起笔，记录普通

人的一天，汇集起来恰恰是当时冀中军

民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

烽火中的精神高地

冀中地处日寇在华北占领的北平、

天 津 、保 定 、石 家 庄 等 城 市 和 平 汉 、平

津、津浦、石德 4 条铁路包围的平原地

区，在地理条件上直接扼制日寇在华北

的心脏和大动脉。此外，冀中有党的长

期地下工作的基础和博野、蠡县、高阳

农民起义的光荣传统，在党的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政策指导下，这里的抗日力量

迅速壮大，到处呈现出蓬勃的新气象。

为打击这块根据地，日寇从 1938 年起，

不 断 抽 集 重 兵 对 冀 中 进 行“ 扫 荡 ”、分

割、封锁、“蚕食”。

为抗击日寇，冀中除积极发展军事

实力外，还高度重视包括文艺在内的思

想文化建设，以鼓舞军民抗战热情。在

党的领导下，冀中的文化教育工作发展

迅速。在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创立后

的 3 年时间里，参与文化活动已经逐渐

成为广大群众的一项重要生活方式，这

为《冀中一日》写作运动的开展创造了

有利条件。

1941 年初，冀中文化界抗战建国联

合会副主任王林受到高尔基发起组织

《世界一日》和茅盾主编《中国一日》的

启 示 ，提 议 在 冀 中 发 动 一 次“ 一 日 ”写

作。这一建议立即得到冀中军区领导

程子华、黄敬、吕正操的支持，决定以冀

中文建会为骨干，联合各群众团体，开

展《冀中一日》写作运动。

近10万人书写抗战故事

1941 年 4 月 20 日，冀中区党委发布

了《关于〈冀中一日〉的通知》，规定以 5

月 27 日为《冀中一日》记载的日子。这

一天是“红五月”里的平常一天，并没有

特殊含义，反而更能代表冀中军民的日

常生活。

《冀中一日》写作运动的宣传动员

工作十分深入，各机关、团体通过自己

的组织系统，一直把任务布置到各村庄

和连队。当时，各村的街头识字牌上都

写着“冀中一日”4 个字。站岗放哨的妇

女儿童，在查完路人通行证后，都要问

“冀中一日”是哪天，并提醒大家在那天

参与写作。

走在抗日斗争最前列的冀中军民，

对于自己的革命事业是热爱的，对于战

胜日本侵略者是充满自信心的。他们

将《冀中一日》写作运动，当成对自己的

鼓舞、对敌人的示威。

5 月 27 日 当 天 ，近 10 万 军 民 拿 起

笔，记录自己的所为、所闻、所见。一些

不识字的大爷、大娘请人代笔，也参与

了写作运动。之后，稿件犹如雪花般飘

向《冀中一日》编委会。冀中各地甚至

出现用麻袋装、用马车拉的送稿景象。

《冀中一日》编委会先后收到 5 万多

篇来稿，40 多位编辑用了几个月时间筛

选出初稿，再经王林、孙犁、李英儒等主

编进行编选。同年 10 月上旬，由冀中军

民集体编写的《冀中一日》出版，采用稿

件 233 篇，共计 30 多万字，分为“罪与仇”

“铁的子弟兵”“独立、自由、幸福”“战斗

的人民”4 辑，从对敌斗争、政权建设、文

化教育与生产建设等方面，反映了敌后

群众的抗日生活。时任冀中军区政委

的程子华在《冀中一日》初版题词中写

道：“《冀中一日》是冀中党政军民各方

面组织的首次集体创作，是大众化文学

运动的伟大实践，是我们向新民主主义

文化战线上进军的一面胜利的战旗。”

失而复得的《冀中一日》

《冀中一日》初印仅为 200 部，为的

是更广泛征求意见后，再加工定稿与大

量出版。之后，编委会根据各方面的反

馈，进行了补选和校正。此时已是 1942

年春，修订版的《冀中一日》还没来得及

印刷，就迎来了日军空前残酷的五一大

“扫荡”。

王林担心遇到危险会使花费心血

编校的《冀中一日》的稿本和补选稿件

也 付 之 一 炬 ，于 是 写 下《冀 中 一 日》的

校正和补选过程以及对它今后处理的

希望。然后，王林将它们坚壁在堡垒户

家的夹壁墙里，即使自己牺牲了，发现

稿 本 的 人 也 能 知 道 如 何 处 理 这 部 书 。

后来，在反“扫荡”的空隙，王林绕道回

去 查 看 ，发 现 坚 壁 稿 本 的 堡 垒 户 受 到

敌 伪 的 洗 劫 ，藏 在 夹 壁 墙 里 的 稿 本 不

知所踪。

当时，为了轻装上阵，冀中军民不

得不把《冀中一日》及其他财物坚壁起

来。有的用油纸包好，装入瓷罐，埋进

土中；有的裹上衣物，置于箱内，藏进草

堆；还有的破墙为洞，安放其中，而后封

补如固。只有个别来不及妥善保藏的，

才顺手塞进炕洞。然而，大部分的《冀

中一日》初印本，在日寇烧杀抢掠中依

然难逃劫运。

《冀中一日》对于冀中军民，就像失

散的战友，无时无刻不想着将其寻回。

抗 战 胜 利 后 ，河 北 省 文 联 曾 发 出 寻 找

《冀 中 一 日》初 印 本 的 号 召 ，但 内 战 又

起，寻找工作暂时搁置。新中国成立以

后，寻找书稿的工作又重新发起。1951

年 ，河 北 省 文 联 找 到 了 第 一 辑 。 1958

年，王林找到了第二辑。1959 年，百花

文 艺 出 版 社 将 这 两 辑 合 在 一 起 ，作 为

《冀中一日》出版。曾参与《冀中一日》

印制工作的周岐，机缘巧合之下在书店

看到这部不完整的《冀中一日》后，把自

己珍藏的完整版《冀中一日》邮寄给百

花文艺出版社。1963 年 2 月，《冀中一

日》（下集）出版。至此，这部饱经战火

和岁月磨砺、命运多舛的特殊纪实文学

才重获新生。

抗战中的诗和远方
—记《冀中一日》写作运动

■朱洪海

1941 年 9 月，列宁格勒同外界联系

的陆上交通线被德军完全切断，驻守

的苏军地面部队和波罗的海舰队被围

困在城中。为寻求破局之机，舰队中

的“马拉”号战列舰和“十月革命”号战

列舰开始炮击城市南部的德军，虽未

取得较大战果，但提振了列宁格勒军

民的抵抗信心。

德军决定采取一次强有力的空中

打 击 行 动 ，摧 毁 这 两 艘 战 列 舰 。 9 月

16 日，“马拉”号向斯特雷纳东部皮什

马什工厂附近的德军地面部队开火。

德军轰炸机联队分成两组，分别攻击

“ 马 拉 ”号 的 舰 艏 和 舰 艉 。 由 于 受 到

“马拉”号舰艉防空火力的干扰，舰艉

组投弹未成功。而“马拉”号在舰体被

击 中 4 发 炮 弹 的 情 况 下 ，仍 使 用 主 炮

向德军阵地开火。之后，“马拉”号在

苏军战斗机的掩护下顺利返航进行舰

体修复。

9 月 23 日，德军俯冲轰炸机联队携

带从国内运来 10 枚炸弹再次出动，目

标直指喀琅施塔得港区的苏军船坞，

正在其中修复舰体的“马拉”号成为德

军主要攻击目标。到达目标空域后，

德军轰炸机联队俯冲直下，在不到 500

米的高度释放炸弹。一枚炸弹精准命

中“马拉”号的 1 号炮塔，巨大的爆炸炸

毁 1 号炮塔基座，还波及了 2 号炮塔，撕

碎了前部舰桥，直接将“马拉”号炸成

两截。“马拉”号身边的“十月革命”号

也在空袭中遭到两枚炸弹袭击，所幸

炸弹未穿透甲板。

10 月 31 日，德军在进攻列宁格勒

时，意外遭到强火力袭击。不明所以

的德军在进行战术侦察后，意外发现

竟是只剩半截的“马拉”号。原来，“马

拉”号虽被炸断，但舰体后侧动力舱段

尚且完好，它凭借自身动力冲滩后，搁

浅在港口浅水区。由于该区域海水深

度仅 11 米，“马拉”号舰体大部分结构

仍处于水面上，在维修人员的努力下，

不 仅 恢 复 了 舰 体 供 电 ，还 成 功 修 复 3

号 和 4 号 炮 塔 ，最 终 作 为 海 上 浮 动 炮

台继续在喀琅施塔得附近担任海防和

对地炮击任务，帮助列宁格勒阻止德

军进攻。

拒绝沉没的“马拉”号用轰鸣的炮

火宣告自己重回战场，德军多次组织

火炮进行打击，意图将“马拉”号彻底

击沉，可直到 1944 年德军从列宁格勒

撤兵都未能实现这一目标。1944 年 6

月，“马拉”号又参加了苏联红军针对

卡累利阿地峡的进攻，协助登陆部队

夺取由芬兰军队占领的部分岛屿。由

于受损严重已经没有修复价值，该舰

于 1950 年底被编入勤务舰队，成为无

动 力 的 火 炮 训 练 舰“ 沃 尔 霍 夫 ”号 。

1953 年 9 月 4 日，该舰退役并除籍，最

终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被拆解。至此，

虽然“马拉”号战列舰走完了自己的一

生，但它所立下的赫赫战功在战史上

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上图上图：：经过简单修理后失去舰艏经过简单修理后失去舰艏，，

只能作为浮动炮台使用的只能作为浮动炮台使用的““马拉马拉””号战号战

列舰列舰。。

拒绝沉没的“马拉”号
■黄 勇

19591959 年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的的《《冀中一日冀中一日》》封面封面。。

空 袭 与 反 空 袭 作 战

吸取教训，扬长避短。埃及、叙利

亚空军充分吸取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大

量飞机被以色列空军摧毁于地面的惨

痛教训，在己方空军力量较弱、难以通

过空战打败以色列空军的情况下，建立

了严密的对空防御体系，以掩护重要目

标的对空安全，保障地面进攻作战。埃

及、叙利亚按照大区域、宽正面、全覆盖

的 原 则 ，在 苏 伊 士 运 河 西 岸 正 面 90 千

米、纵深 30 千米的地域内，配置了 62 个

地空导弹营和 300 多门高炮，并首次使

用“萨姆-6”导弹和 ZSU-23-4 型自行

高炮两种新型防空武器，形成以地空导

弹为主，各型高炮密集部署、混合配置

的高中低空相衔接、远中近程相结合的

对空防御体系。这一体系在作战中发

挥 了 极 为 重 要 的 作 用 ，据 统 计 ，以 军

80%的战损飞机均是被埃叙联军地面防

空火力击落。

此战，埃及、叙利亚空军充分考虑到

空中力量对比悬殊的实际情况，没有与

以色列空军拼“矛”，而是重点发展“盾”，

在战争初期创造了局部优势窗口。信息

化战争中，劣势一方如果强行与强敌拼

装备、比技术，必将陷入被动不利局面。

未来防空作战必须树牢非对称作战思

想，跳出“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思维定

式，应着眼敌空袭体系的关键节点，重点

研究能有效削弱敌空袭兵力兵器效能的

方法和装备，扬长避短，以灵活的战役战

术集中作战效能对敌形成局部绝对优

势，坚决夺取非对称防空作战的主动权，

变被动为主动。

陆空联动，夺取制权。埃及、叙利

亚利用伊斯兰教斋月与犹太教赎罪日

的有利时机，抢占先机，夺取了战争初

期制空权。在西线，开战伊始，埃及即

出动作战飞机 200 多架，低空飞临西奈

半岛上空，对以色列军重要军事目标实

施突然空袭。作战过程中，埃及空军采

取主动升空、寻机歼敌、伴随掩护等方

式，积极以攻势作战行动寻歼敌机，有

力支援掩护地面力量同时对巴列夫防

线发起冲击。此外，为确保地面部队行

动的顺利，埃及军队高度重视地面部队

行动、防空作战行动和空袭作战行动的

紧密配合，将地面部队行动范围牢牢控

制在对空掩护区域内。因此，在开战初

期，埃及军队快速掌握了战场局部制空

权，并为地面部队的推进提供了可靠的

支援掩护。

在夺取制空权的条件下作战，埃及

地面部队损失较小，而当埃及地面部队

脱离对空掩护范围，被迫向西奈半岛继

续发展进攻时，很快遭到以色列空军的

致命打击，且损失较大。未来战场，随着

武器装备的发展和作战样式的变化，任

何单一军种都无法独立完成作战任务，

多军兵种联合作战成为必然。必须统一

筹划各军兵种力量的作战行动，根据作

战实际灵活采取按任务协同、按时间协

同、按空间协同、按电磁频谱协同等方式

严密组织诸军兵种力量的协同，使各参

战力量达成作战行动上的协调一致、作

战力量上的优势互补、战场空间上的相

互照应、作战样式及行动上的相互配合、

作战时间上的相互衔接和作战效果上的

相互利用，发挥整体作战效能，以适应复

杂多变的未来战场。

软硬兼施，制敌于盲。埃及军队在

发起进攻的半小时内，就利用电子对抗

部队对以色列军队展开了强有力的电

子干扰压制，几乎制盲了以色列军队在

西奈地区的全部雷达和陆空通信，以及

大部分远程地面通信，保证了突袭的成

功。由于埃及军队首次使用了制导雷

达频率迅速变化、不易干扰、难以躲避

的“ 萨 姆 -6”导 弹 ，导 致 战 争 初 期 以 色

列空军多架战机被摧毁。针对这一情

况，以色列空军采取了多项措施：一是

发射“百舌鸟”反雷达导弹摧毁埃叙地

空 导 弹 的 跟 踪 和 制 导 雷 达 ；二 是 利 用

“ 萨 姆 -6”导 弹 发 射 弹 道 角 低 伸 的 特

点，进行垂直俯冲投弹，摧毁导弹发射

车；三是投掷高热照明弹和高热气球，

干 扰“ 萨 姆 -6”导 弹 的 红 外 寻 热 系 统 ；

四是运用侦察直升机监视“萨姆-6”导

弹的发射，并及时告知战斗机驾驶员快

速作出规避动作，使其难于追踪飞机的

发热部位。

以色列空军的应对措施减少了自

身 损 失 ，取 得 了 一 定 的 效 果 。 信 息 化

战争，战场信息环境愈发复杂，制信息

权 的 争 夺 更 加 激 烈 ，必 须 要 联 合 各 军

兵 种 信 息 资 源 共 造 优 势 ，将 信 息 空 间

斗争转化为关乎各军兵种作战效能发

挥 、支 撑 联 合 作 战 整 体 能 力 形 成 的 关

键 作 战 域 ，统 一 筹 划 、统 一 部 署 、统 一

行 动 ，同 时 要 注 重 信 息 域 与 其 他 作 战

域之间的相互配合、优势互补，共同强

化作战整体优势。

争取主动，转败为胜。凡事预则立，

不预则废。埃军在此战中，缺乏对战场

态势发展变化的预测和作战进程的精准

把控。在西奈半岛上取得了巨大胜利

后，埃军将重点放在巩固战果上，忽视了

防空力量同步前移支援保障地面部队进

攻的问题，进而导致埃军地面部队在其

防空力量未及时跟进、制空权未有保障

的情况下进攻受挫、损失惨重。此外，埃

军在此战中未能与叙军建立可靠的协同

关系，也未能展开周密细致的协同行动，

使得以军有机可乘，能够集中兵力快速

反击戈兰高地的叙军，在叙军遭受重创

后，埃军又不得不改变以守为攻的策略，

再次被动发起进攻。

以军经历前期惨败后，快速总结经

验并调动后备力量，加强了西奈半岛和

戈兰高地的防御，迟滞了埃军的进攻步

伐，随后利用空中力量和装甲部队的高

机动性和灵活性，对埃军防空屏障进行

猛烈打击，取得了局部制空权，并采取空

地协同、精打要害的方式对埃军纵深目

标发起突袭，切断了埃军补给线和指挥

系统，进而借助美军侦察卫星获悉的情

报，充分利用埃军第二、第三集团军之间

接合部防御较为松散的缝隙，迅速、突然

地打入苏伊士运河，包围了埃军，逆转了

战局。

陆 空 协 同 ，抢 控 战 场 制 权
—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的空袭与反空袭作战

■陈 琪 戚苏源

1973 年 10 月 6 日，埃及、叙利亚等

阿拉伯国家经过长达 6 年的作战准备，

向以色列发动了第四次中东战争，以期

“抗战雪耻，收复失地”。双方展开了激

烈的空袭与反空袭作战，阿拉伯国家依

靠严密的防空火力取得战争初期的制

空权，给予以色列以沉重打击，但以色

列迅速调整战术，扭转战局。

战例回顾

战例评析

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及军队使用的埃及军队使用的““萨姆萨姆--66””防空导弹防空导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