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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流不息的大江大河，是中国古代

军队作战时必须跨越的天然阻碍。敌

前渡河，由此成为古代将帅面临的战场

难题之一。围绕渡河与反渡河，古代军

队展开了一系列的战场博弈。

踏冰渡河是北方军队利用天寒时节

渡河的最便捷战术。黄河水波涛汹涌，

流淌在山陕两省之间，由北至南蜿蜒 800

多公里。夏季时，黄河就是一道天堑，一

旦冰封，黄河立刻变为坦途，千军万马能

在瞬间呼啸而过。南北朝时期，北魏分

裂为东魏和西魏，后来分别发展成北齐

和北周。每到冬季黄河封冻后，为防止

敌方踏冰过河，弱势的西魏都要组织人

力去黄河凿冰，这场凿冰行动在东西魏

间持续数十年。后来，双方实力对比发

生逆转，北齐大将斛律光也不得不下令

每年冬季沿黄河凿冰，以防北周军队踏

冰来袭。隋朝末年，李世民久攻蒲津渡

不下，干脆率军绕道禹门口，踏冰过河，

直抵长安。南宋时期，公元 1127 年，金

军攻占河南、山西后，也曾从禹门口踏冰

过河，进兵陕西。明末，陕西清涧县一带

成为农民起义军的活动中心，高迎祥、张

献忠等趁着黄河结冰，率军踏冰过河杀

往山西。正是因为黄河冰封期长，无法

成为长江那样的天堑。

架桥和造船，是古代军队横渡大江

大河的常见工具。春秋战国时期，吴、

楚、越在南方崛起，出现了水军和水战，

舟船开始成为军队行军渡河的重要工

具。西汉时期，汉武帝曾任杨仆为楼船

将军，建造楼船、训练水军。在灭南越

之战中，楼船发挥出可以运兵也可以近

战的长处，杨仆从而迅速拿下南越。然

而，楼船重心不稳，不宜远航，多在内河

及沿海的水战中使用。东汉光武帝建

武十一年（公元 35 年），地方势力公孙述

在今湖北宜都、宜昌间架设长江浮桥，

引发了东汉军队与公孙述军的激烈战

斗。到了东汉末年爆发的赤壁之战中，

曹操为对抗东吴、横渡长江，更是建造

了 连 环 船 阵 。 在 西 晋 灭 吴 、隋 军 灭 南

陈、宋军灭南唐等战争中，舟船都是横

渡长江天堑、一统天下的重要工具。当

然，无论造船还是架桥，都要选择合适

的渡口、付出较长的准备时间成本，稍

有不慎，就可能被对手半渡而击。

就地取材制造渡河工具，是中国古

代军队快速渡河的战术优解。公元前

205 年农历八月，汉将韩信率军从关中

出发，兵临黄河岸边渡口临晋，准备进

攻 河 对 岸 依 附 楚 霸 王 项 羽 的 魏 王 豹 。

由于临晋对面的安邑已被魏军围成铁

板一块，韩信先是命人在临晋征集大量

船只、加紧操练，摆出一副汉军要在此

强渡过河的架势。自己则率军悄然北

上 ，秘 密 来 到 临 晋 百 里 之 外 的 夏 阳 渡

口。在夏阳，韩信别出心裁地用绳索将

一个个木罂捆在一起，制成简易的渡河

工具。于是，数千汉军驾着木罂制成的

筏子渡过了黄河，很快就击败驻守于东

张的魏军，随后又进攻战略要地安邑。

魏军难以抵挡汉军攻势，弃城而逃。韩

信乘胜追击，活捉了魏王，仅用 1 个月

时间就平定了河东 52 县。韩信夏阳渡

河之战，成为古代军队渡河作战的经典

战例。

到 了 宋 代 ，快 速 制 作 渡 河 简 易 工

具，已经有了更多方案。《武经总要》就

记 载 有 蒲 筏 、飞 絙 、浮 囊 、皮 船 、械 筏

等。其中，蒲筏是用一束束蒲草扎成的

简易小筏子；飞絙，是连接河两岸的粗

大 绳 索 ；浮 囊 是 用 整 片 牛 羊 皮 缝 合 起

来，吹满气后扎紧的气囊，类似于今天

的救生圈；皮船是用牛马皮做成箱子形

状，其边缘用竹子或者木头固定成形，

用火烘干之后，就可以当小船用；械筏，

是用多捆枪棒横竖捆扎制成的筏子，有

时两边还系有浮囊增加浮力。这些简

易渡河工具的出现，见证了古代军队渡

河技术的发展。

巧越天堑开通路
—中国古代渡河战术

■何 锟 尹 雄

革命战争年代，少年儿童在党的领

导下经受烽火历练；新中国成立后，少

年儿童在党的领导下“学习做新中国的

新主人”。1949 年 11 月，国际民主妇女

联合会在莫斯科举行理事会议，决定将

每年的 6 月 1 日确定为国际儿童节，以此

推动全世界关注保障儿童的合法权益，

改善儿童的生活。1950 年 10 月上旬，应

朝鲜党和政府请求，中共中央作出抗美

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随着中国

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全国掀起大规模

的抗美援朝运动。作为革命事业的后

备力量，我国少年儿童以高涨的爱国热

情积极投入到抗美援朝运动中，度过了

3 个难忘的“六一”。

投身抗美援朝运动

1951 年 6 月 1 日，是抗美援朝战争

开 始 后 ，我 国 少 年 儿 童 迎 来 的 第 一 个

“六一”国际儿童节。恰好在同一天，中

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推行爱

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

的号召》，即“六一号召”。号召发出后，

全国各地人民群众在各级党委、政府的

组织领导下，广泛订立爱国公约，并将

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作为此

类公约中的重点内容，通过财物捐献、

献工支前、代耕慰问等措施，支援志愿

军在前线的战斗，将全国范围的抗美援

朝运动推向高潮。

此时，我国已建立了较为广泛的儿

童组织——中国少年儿童队（中国少年

先锋队的前身）。在各级党组织的教育

引导下，全国各地的中小学对少年儿童

队员，深入开展了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使孩

子们清醒认识到这场战争的重要意义，

并自觉投身到抗美援朝运动当中。

少年儿童走街串巷当宣传员，把美

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讲给大家听，帮助

人们认清侵略者的真面目；他们拉着自

己的爸爸妈妈共同签署和平签名，加入

到各地浩浩荡荡的反帝反侵略游行队

伍 当 中 ；更 有 不 少 人 砸 碎 了 自 己 零 钱

罐，把积攒的零花钱捐出来给志愿军购

买飞机、大炮，以实际行动贡献着祖国

儿童纯真而又宏伟的力量。北京市育

英中学的少年儿童队员，用自己的零食

钱集资购买了一把“育英少年队抗美冲

锋枪”，赠给战场上的勇士。南京市的

少年儿童队员发动身边的小朋友们收

集废铁，上交市政府支援抗美援朝，一

共捐献了 4.7 万多斤废铁。通过这些教

育和实践活动，增强了少年儿童热爱祖

国、热爱志愿军的意识，进一步筑牢了

抗美援朝的精神根基。

当好国内支前“小水滴”

1952 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被赋

予了一种不平常的意义。1952 年 4 月 12

日，国际保卫儿童会议在奥地利维也纳

举行。大会通过了《告全世界男女书》

等文件，号召全世界各国成立保卫儿童

委员会，为保卫儿童权利而斗争。此次

会议对推动全世界保卫儿童、保卫和平

的 运 动 有 着 极 其 重 要 的 意 义 。 5 月 30

日，北京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六一”国际

儿童节、欢迎出席国际保卫儿童大会代

表团大会。大会由中国人民保卫儿童

全 国 委 员 会 副 主 席 邓 颖 超 致 开 会 词 。

她在致词中指出“国际保卫儿童的胜利

就是保卫和平的胜利。所有关心儿童

的人们及母亲们都要把今年的‘六一’

作为和平示威运动的日子，以表示亚洲

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力量”。为能给少

年儿童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党和

政府在前线战事紧张、经济持续吃紧的

情况下，部署建设了众多保育院、托儿

所等机构，并积极推进青少年教育事业

的发展。

此时，抗美援朝战争进入第二年，

也是前线部队进行艰苦卓绝阵地战的

一年。感受到社会各界关爱的少年儿

童，在欢度自己节日的同时，没有忘记

依 然 在 前 线 浴 血 奋 战 的 志 愿 军 叔 叔

们。他们写慰问信、做慰问袋，还自发

前 往 各 地 的 战 勤 医 院 去 照 顾 、慰 问 志

愿军伤病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打扫、

洗衣和帮厨的工作。东北的“红领巾”

积极响应抗美援朝总会和共青团中央

的号召，在各地学校的组织下，纷纷成

立“ 优 抚 队 ”，在 重 大 节 日 期 间 前 往 烈

属军属家中进行打扫庭院、抬水洗衣、

悬 挂 光 荣 证 的 工 作 ，既 让 这 些 家 庭 感

受 到 社 会 的 关 怀 ，也 在 这 一 过 程 中 培

养 了 孩 子 们 热 爱 祖 国 、拥 护 志 愿 军 的

意 识 。 安 东 市 一 名 小 学 生 专 门 在《东

北 日 报》上 发 表 了 一 篇 给 志 愿 军 伤 病

员 的 公 开 信 ，信 中 写 道 ：“ 感 谢 在 前 线

英 勇 作 战 、打 败 凶 恶 的 美 国 侵 略 者 的

志愿军叔叔们……我们一定要好好发

挥 我 们 的 智 慧 和 能 力 ，在 新 民 主 主 义

的 教 育 培 养 下 ，把 自 己 锻 炼 成 有 用 的

人才，建设伟大的祖国！”

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少年儿童，承

担起了更多的社会责任，也完成了诸多

具有重要意义的支前行动。不管在精

神上还是物质上，他们都是在祖国后方

支援战争的重要力量，为志愿军克服战

场上的各种困难、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

作出不小贡献。

勇做强国建设后备军

志愿军和停战谈判小组在中共中

央“边打边谈”方针的指导下，在战场和

谈判桌上与敌人展开了斗智斗勇的持

久战。到 1953 年中期，朝鲜战局已趋于

稳定，中央也将工作重心逐步转移到国

内的社会经济建设上。培养储备社会

建设的后备军、接班人，成为具有战略

意义的重大任务。

1953 年 5 月 30 日，新华社播发了中

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宋庆

龄发表《致全体儿童保育工作和儿童教

育工作的同志们》的讲话，指出“你们培

育和教导的儿童，不久就将贡献出他们

的劳动和创造”。在这个过程中，保护

好少年儿童的身体健康，培养他们学知

识、爱知识、勇于创新的意识，都是必不

可少的工作。号召全社会关注少年儿

童 的 保 育 、教 育 问 题 ，成 为 这 一 年“ 六

一”的重要主题。

就这样，在“六一”当天，全国各地

围绕这个主题，组织少年儿童们进行了

各式各样的联欢活动。西安、重庆、上

海、武汉、南京等地的学校邀请了当地

的志愿军回国休养战士、人民解放军战

斗英雄，以及劳动模范、科学家、作家和

少年儿童们联欢或座谈。孩子们听着

激动人心的战斗故事和充满知识的科

学讲座，深受鼓舞、倍感骄傲。在硬件

建设方面，各地区也都积极行动，大量

筹建幼儿园、托儿所，并组织婴幼儿保

育人员和中小学教育工作者进行座谈、

研究、交流，增强保育教育能力，确保少

年儿童在健康的状态下，取得“体、智、

德、美”的全面发展。在全社会的共同

努力下，我国的少年儿童体质、素质有

了显著增强，逐渐成为建设新中国的强

大后备力量。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就是

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是人民打败了

侵略者。少年儿童作为人民中的一分

子，更是充满着活力和担当的一分子。

更重要的是，战争的威胁近在咫尺，少年

儿童在祖国的庇护之下没有受到严重伤

害，并且越来越好、越来越强。战火里的

“六一”，可能没有过多欢乐，也可能留下

一些伤痛，但在这个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少年儿童，也因此拥有了强烈的爱国热

情和顽强不屈的拼搏意志，增强了学习

知识和社会实践的能力。

“红领巾”争当后备军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3个“六一”国际儿童节的故事

■周 一 张宏伟

二战爆发后，美国根据租借法案

向苏联提供了大量作战飞机。为将飞

机转场至苏联，美苏合作开辟了阿拉

斯加——西伯利亚航线（又称阿尔西

布航线）。

苏联记者米哈伊尔·杰尼斯金多年

来一直研究阿尔西布航线飞机转场这一

段历史。他走访了很多苏军老战士，并

根据已解密的档案资料，撰写了《追寻失

踪“波斯顿”号飞机的足迹》一书。书中

讲述了飞行中队领航员康斯坦丁·杰米

扬年科不慎从飞机跌落，在阿拉斯加的

密林里饮血茹毛 1个月的历险故事。

1937年，杰米扬年科从奇卡洛夫领

航员学校毕业。因参加过苏芬战争，有

一定作战经验，于是他顺利调入驻扎阿

拉斯加的苏军第一转场航空兵团，多次

乘机完成飞越白令海峡的任务。

1943 年 6 月 27 日这天，能见度极

低，杰米扬年科乘坐美制道格拉斯 A－

20“波斯顿”号轻型轰炸机，从莱德菲尔

德空军基地转飞诺姆机场。途中为目

视地形情况，他打开了所在的枪弹手

舱门盖。飞行员为躲避雷雨云，驾驶

飞机突然转弯，一下子将作为领航员

的 杰 米 扬 年 科 从 打 开 的 舱 门 甩 出 机

舱。所幸，他及时打开了降落伞。

着陆后，杰米扬年科的靴子和信

号弹全部丢失。环视四周，他发现自

己身处荒无人烟的原始密林里。在接

下来的 1 个月里，杰米扬年科渴了饮河

水，饿了吃浆果、青草和树根，用有限

的子弹打野鸟充饥，或驱赶四处可见

的灰熊。他还就地取材造了 1 艘小木

筏，在扩大寻找食物途径的同时，不放

过任何一个求救的机会。

飞行团长米哈伊尔·马钦发现杰米

扬年科失踪后，立即组织展开搜救工

作 。 1 个 月 过 去 ，搜 寻 工 作 仍 毫 无 进

展。一天，马钦驾机时发现陆地上有道

微弱的烟柱，他降低高度盘旋，发现杰

米扬年科正站在河边朝飞机挥舞着衣

服。原来，杰米扬年科奇迹般地划着了

本已受潮的火柴，点燃了干草。马钦立

刻为他投送了食物、手枪等物品及一张

嘱咐他原地等待的字条，随即在附近找

到了适合的降落地点并向美军请求支

援。很快，一架水上飞机将浑身伤痕的

杰米扬年科营救至安全地点。

杰米扬年科归队后，继续战斗并

在战后退役。他很少谈及这段令人惊

奇 的 故 事 ，但 红 星 勋 章 、“ 安 全 飞 行

5000 小时”“安全飞行 100 万公里”等奖

章，无声述说着他的特殊经历。

苏军领航员野外自救
■牛 颖

在 山 东 省 乳 山 市 白 沙 滩 镇 宫 家

村，有一座展现抗战时期革命学校风

貌的四合院。这座四合院曾是山东抗

日根据地创办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培

养学生最多的一所红色学校——胶东

公学的办学场所。如今，这里改建为

胶东公学历史陈列馆。馆内张贴在墙

壁上的胶东公学校歌歌谱、展室内陈

列的上课时被翻阅过的课本、仓储室

内师生们使用过的劳作工具，带领参

观者重回火线办学的传奇岁月。

1938 年春，在中国共产党胶东特

委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首先在蓬

莱、黄县、掖县宣告成立。8 月下旬，以

培养抗战干部为宗旨的胶东公学，在

黄县县城原黄县中学旧址成立，以“实

施抗战教育，培养抗战建国人才”为办

学 宗 旨 。 课 程 设 置 以 政 治 教 育 为 中

心，开设国文、数学、历史等文化课程，

同时开设军事体育、抗战歌曲等必修

课。为适应战争和根据地建设需要，

学制实行长短结合，分为 4 个月、半年、

1 年不等。

创办初期，面对日军频繁“扫荡”

和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挑衅侵扰，胶东

公学开启了在烽火硝烟中辗转迁徙的

艰难之旅。学校时常在一个地点待 3

至 5 天就立即转移，前后辗转迁徙过 8

县近 20 次。其中，在乳山境内活动的

时 间 最 长 ，先 后 在 20 多 个 村 庄 驻 扎

过。大部分时候，转移有惊无险，但胶

东公学依然在日军“扫荡”中受过 3 次

重创。其中，损失最惨重的一次为“七

八血案”。1942 年 7 月 7 日，胶东公学

师生在马石店村和当地群众联合举行

“七一”和“七七”纪念大会。演出即将

结束时，接到上级通知，日伪军正向此

地奔袭而来。学校立即紧急集合，组

成两支队伍，向东北方向的垛山一带

转移。大队师生取小路从两股日军空

隙中穿过，次日清晨抵达垛山以西的

山区，成功冲出围堵。另一支由病号

及护理人员组成的 24 人小队，由于转

移速度较慢，次日黎明时分与敌人遭

遇，17 人被杀害，1 人重伤。

在频繁更换校址的过程中，没有教

室、没有宿舍，一块木头黑板和几支粉

笔就是学校全部的教学设备。夏天，学

生在树荫下上课，冬天在草铺上听讲，

以背包当坐凳，用膝盖做课桌。即便是

如此艰难和简陋的教学环境，依然有大

批来自敌占区、边沿区和抗日民主根据

地的青少年，不顾个人安危，冲破层层

障碍，毅然奔涌到这里，接受中国共产

党革命教育，走上革命的道路。

1943 年，随着根据地不断扩大，局

势相对稳定，胶东公学有了很大发展，师

生员工达到 600 多人，设有 10 多个班

级。1947年，胶东公学总校转移至乳山

草埠村一带，组建临时烟台联合中学。

1948 年春，根据国内形势变化，山东省

胶东公学总校和分校奉命停办。至此，

胶东公学完成了历史使命。从 1938 年

夏至 1948年春，胶东公学共为革命和建

设事业输送了 6200 多名优秀人才。他

们的足迹遍及山东、华东、华北、东北、华

南地区，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贡献

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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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大战赤壁大战》。》。 叶叶 雄雄绘绘

1951 年 6 月 1 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

向全国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

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时任苏北泰县姜

堰小学校长周立人、副校长李平子组织全校师

生开展讨论，决定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6 月

3 日，该校向全国少年儿童发起“节省糖果钱，

用来购买飞机”的倡议，并建议飞机命名为“中

国儿童号”。随后，各大报纸、电台陆续刊登、

播送姜堰小学全体儿童致全国小朋友的倡议

书。“糖果换飞机”的声势，快速在各地儿童中

扩大。截至当年 7 月底，姜堰小学陆续收到各

地来信 121 封、捐款 100 万元（旧币）。姜堰小

学将这些捐款当即送到县抗美援朝分会，作为

购买“中国儿童号”飞机的捐款专款。在飞机

交付时，“中国少年儿童队”已改名为“中国少

年先锋队”，这架飞机的名字也从“中国儿童

号”改为“少年先锋号”。

图①：少年儿童捐款购买飞机。

图②：陈列在中国航空博物馆的“少年先

锋号”飞机。

永远的“少年先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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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东公学历史陈列馆胶东公学历史陈列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