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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下旬，中央宣传部授予陆军某

合 成 旅“ 杨 根 思 连 ”“ 时 代 楷 模 ”称 号 。

“杨根思连”的先进事迹经宣传报道后，

在全社会引发热烈反响。

“杨根思连”是以志愿军特级英雄

杨根思命名的英雄连队。提起杨根思，

人们还会想起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

他们都是响当当的志愿军英雄人物，他

们的事迹影响和激励了几代人。可是

你知道吗，他们的荣誉称号是不同的：

杨根思、黄继光是特级英雄、特等功臣，

邱少云是一级英雄、特等功臣，罗盛教

是一级模范、特等功臣。那么，志愿军

的 立 功 等 级 和 英 雄 称 号 是 如 何 划 分

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全军涌现

多少名功臣？

志愿军政治部统一
立功标准

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至第

三次战役期间，志愿军内还没有统一的

立功标准。由于参战部队来自各大野

战军，各部队规定的记功等级和名称不

尽相同，有“小功”“大功”“特功”等；对

英雄称号的命名也不统一，如“战斗英

雄”“保国英雄”“远征英雄”等；批准颁

发的单位也不统一，兵团、各军、各师都

可以授予。

为更好适应抗美援朝的战争环境，

进一步推动广泛开展的立功运动，志愿

军政治部于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

结束后，根据军委总政治部拟定的《中

国人民解放军立功与奖励工作条例（草

案）》，迅速制定《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功

条例（草案）》并颁发执行。该条例统一

了志愿军各部队立功标准和评功方法，

并且规定了志愿军的军功分 2 种 4 等。

2 种 即 集 体 和 个 人 ，4 等 分 别 是“ 特 等

功”“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英雄

模 范 分 为 2 种 3 等（级），2 种 即 集 体 和

个 人 ，3 等 分 别 为“ 特 级 ”“ 一 级 ”“ 二

级”。其中，“英雄”授予在战斗方面有

突出功绩者；“模范”授予其他方面的，

如 工 作 、生 产 、遵 守 纪 律 等 方 面 的 先

进。英雄称号和模 范 称 号 享 有 同 等 的

功绩和荣誉。

立 功 和 英 雄 模 范 称 号 是 两 个 条

件 、标 准 不 同 的 奖 励 系 列 ，相 对 而 言 ，

获 得 英 雄 模 范 称 号 的 要 求 更 高 、难 度

更 大 。 比 如 ，条 例 中 规 定 二 级 英 雄 模

范 者 必 须 建 立 3 次 以 上 的 二 等 功 或 一

等 功 以 上 功 绩 ；一 级 英 雄 模 范 者 必 须

建立 2 次以上一等功或特等功；特级英

雄 模 范 者 必 须 建 立 特 等 功 一 次 以 上 ，

在全国、全军范围内有代表性、堪为旗

帜。而志愿军战功的批准权限为：团评

功委员会有权批准班以下人员、班以下

单位的三等功；师和相当于师的评功委

员会有权批准排以上干部及排以上单

位的三等功；军与相当于军的评功委员

会有权批准个人与单位的二等功；兵团

和相当于兵团的评功委员会有权批准

个人与单位的一等功与二级英雄模范，

及以下各等功；志愿军评功委员会或委

托的机关有权批准个人及单位的特等

功、一级英雄模范，及以下各等功和各

级英雄、模范。

志愿军的立功条例统一了志愿军

的立功等级、立功标准、批准权限，建立

了英雄模范的档案制度，使广泛开展的

立功运动更加适应抗美援朝战争的复

杂作战环境，见证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

雄人物、事迹的涌现。

各部队制定具体的
立功标准

由 于 抗 美 援 朝 战 争 的 特 殊 性 ，志

愿军的立功条例详细规定了战时和平

时 立 功 与 英 雄 模 范 称 号 的 授 予 标 准 。

比 如 ，荣 立 三 等 功 即 是 以 反 坦 克 武 器

击毁敌坦克 1 辆者、驱逐机驾驶员击毁

或重伤敌驱逐机 1 架或轰炸机 2 架者；

二等功即要求在一次战斗中以反坦克

武器击毁敌坦克 2 辆者，驱逐机驾驶员

击毁敌驱逐机 2 架或轰炸机 3 架者，在

战斗中夺取敌人军旗或拯救自己部队

军 旗 免 遭 敌 人 掠 夺 者 ，海 军 人 员 在 战

时 能 克 服 困 难 和 排 除 故 障 、保 证 准 确

顺利航行，对作战胜利有显著贡献者，

等等。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各部队

根 据《中 国 人 民 志 愿 军 立 功 条 例（草

案）》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功标准的意

见》开展了如火如荼的立功运动，并在

此基础上，制定了符合本部队和作战环

境的更为详细的立功标准。比如，在运

动战阶段，各部队及时提出“穿插立功”

“ 孤 胆 作 战 立 功 ”的 要 求 ；在 阵 地 战 阶

段，各部队提出“坚守阵地立功”“狙击

杀敌立功”“筑城找窍门立功”“小分队

活动立功”等标准；铁路运输部队开展

“百日千列无事故”立功运动，汽车运输

部队开展“万里安全行车”立功运动，等

等。这些都有力促进和保障了战斗、战

役的进行，极大提高了志愿军指战员的

杀敌立功决心和士气。

志愿军空军根据实际情况，开展了

“互助立功运动”，并制定了统一的《飞

行员战时立功标准》，明确凡击落敌机

1 架者为二等功，击落 2 架者为一等功，

击落 3 架者为特等功；凡击伤敌机 1 架

者为三等功，击伤 2 架者为二等功，击

伤 3 架者为一等功。立功运动的开展，

极大调动了志愿军空军指战员的积极

性 。 空 军 第 3 师 在 68 天 里 ，出 动 战 机

2391 架次，进行大小战斗 23 次，击落击

伤敌机 63 架。其中，飞行大队长、一级

战斗英雄王海击落敌机 4 架、击伤 5 架；

飞行大队长、一级战斗英雄刘玉堤击落

敌机 6 架、击伤 2 架；飞行大队长、一级

战斗英雄赵宝桐击落敌机 7 架、击伤 2

架。毛泽东同志看到空军的作战报告

后，亲笔批示：“向空军第三师致祝贺”。

志愿军共有 30 多万
人立功

1953 年 7 月 27 日，朝鲜停战协议签

字。10 月 29 日，志愿军总部发布通告

《中国人民志愿军全军涌现大批英雄、

模范和功臣》，并公布了特级、一级、二

级英雄模范和特等功臣名单（据从 1950

年 10 月 25 日到 1953 年 8 月止统计）。名

单 中 共 有 英 雄 、模 范 282 人 ，特 等 功 臣

（包 括 英 雄 、模 范 立 的 特 等 功）217 人 。

然而，这个名单是不完整的。因为名单

中没有包括立二等功（3 次）的二级英雄

模范，及 1953 年 9 月以后被授予的英雄、

模范和特等功臣。

抗 美 援 朝 战 争 期 间 ，志 愿 军 共 涌

现出 30 多万名英雄功臣。其中，“特级

英雄”称号获得者只有两人，即杨根思

和黄继光，他们同时也是特等功臣，获

此殊荣的志愿军仅有两人。一级英雄

中 有“ 烈 火 英 雄 ”邱 少 云 、“ 爆 破 英 雄 ”

武 先 华 、“ 登 高 英 雄 ”杨 连 弟 、“ 孤 胆 英

雄”胡修道等，有击落击伤多架敌机的

飞行员王海、刘玉堤、张积慧等 6 人；一

级模范中有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

教等；二级英雄中有“飞毛腿”易才学、

“ 神 枪 手 ”张 桃 芳 、第 一 个 击 落 美 机 的

飞行员李汉、击落美军“双料王牌飞行

员”的飞行员韩德彩等人；二级模范中

有“ 战 地 白 衣 天 使 ”刘 秀 珍 、安 全 行 车

的能手——尹继发等人。还有少数荣

誉称号不分等级，如“孤胆英雄”“英雄

炮手”“炮兵勇士”“反坦克英雄”“反战

车 英 雄 ”“ 青 年 班 长 ”“ 模 范 工 作 者 ”

等 。 根 据 志 愿 军 的 立 功 条 例 ，对 于 立

功 和 英 雄 、模 范 称 号 的 表 彰 、奖 励 ，均

是以政治荣誉为主。

时至今日，这些功臣和英雄模范的

勇敢、坚毅、顽强、无畏的精神，已深深

融入中华民族精神血脉，激励着我们奋

勇前行。

伟大的胜利，不朽的功勋
—志愿军功臣和英雄模范

■徐 平

志愿军立功证明书志愿军立功证明书。。志愿军立功喜报志愿军立功喜报。。

以攻辅守，夺取主动。单纯地被动

防御，很容易被敌人牵着鼻子走，进而

丧失主导战场的机会。所以夺取战场

主动权的关键，在于以攻辅守、攻势防

御。台州九捷前，戚继光当时面临的最

大 困 难 ，便 是 如 何 处 理 好 守 与 攻 的 关

系：在手头兵力有限的条件下，不主动

进 攻 消 灭 敌 人 ，便 会 在 防 守 中 陷 于 被

动，继而被敌人各个击破；而要想集中

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就一定要削

弱防守的兵力。换句话说，进攻需要集

中兵力，而集中兵力的风险在于需要削

弱防御的兵力。当时，台州府城是倭寇

主攻方向，也是明军必守之地。为此，

戚继光与台州知府谭纶合力重修台州

府城墙，发明出“空心敌台”——一种可

用于藏兵、储器、战斗的碉堡式建筑，增

强了城墙体系的防御能力。此外，他还

采取了一系列整饬海防的措施，包括整

顿 卫 所 、建 立 水 军 、增 配 火 器 、加 强 预

警、分区部署等，使台州形成了警戒严

密、海陆俱防、设施完备的防御体系，确

保在兵力有限的条件下依然能够顽强

固守。在防守无虞的基础上，戚继光带

兵 主 动 出 击 ，针 对 倭 寇 分 路 进 犯 的 特

点，采取夹击、伏击、袭击、追击等战法，

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化被动为主动，逐

渐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攻守兼备，确保不败。孙子曰：“昔

之 善 战 者 ，先 为 不 可 胜 ，以 待 敌 之 可

胜。”指出善战者，首先会确保不被敌人

打败，然后再等待机会打败敌人。而攻

守兼备的目的，就是通过建立有效的防

御 机 制 ，确 保 立 于 不 败 之 地 。 此 处 的

“防御机制”泛指所有作战行动中对自

身起到防护作用的机制。为了立于不

败之地，戚继光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所

招 募“ 戚 家 军 ”的 作 战 能 力 。 一 是 练

兵。可概括为“四练”：练耳目，使士兵

绝对听从指挥、令行禁止；练手足，使士

兵体格健壮、武艺精强；练协作，使士兵

协同作战、共同御敌；练心志，使士兵士

气高昂、不畏生死。二是严纪。戚继光

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如有违反就要受到

惩处，不仅本人受罚，同队甚至同哨的

人都要连坐。三是列阵。戚继光发明

了“鸳鸯阵”，十一人为一队，分别持长

盾牌、藤牌、狼筅、标枪、腰刀、镗钯等武

器，长短兼具、攻守兼备，地形开阔时还

可以从两路纵队展开变成“二伍阵”和

大小“三才阵”，专门克制武艺高强的倭

寇。上述举措中，练兵可增强单兵战斗

力，严纪可增强将帅领导力，列阵可增

强军队协同作战能力。这些能力的提

升，不一定能确保每一次战斗都胜利，

因为胜利需要很多其他因素的配合，但

可以保证的是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被倭

寇轻易击败，所以可视之为攻守兼备、

确保不败的自身“防御机制”。

知己知彼，以动制动。倭 寇 是 海

盗集聚而成的部队，飘忽不定，机动性

强 。 在 与 明 军 长 期 的 战 斗 实 践 中 ，他

们 总 结 出 了 一 套 十 分 实 用 的“ 声 东 击

西”战术。过去，明军几万人的大军往

往在此战术下疲于奔走，战果甚微，损

耗 甚 大 。 戚 继 光 针 对 倭 寇 特 点 ，采 取

了一系列克敌之策。一是通过思考总

结 ，摸 准 了 倭 寇 的 战 术 特 点 。“ 台 州 九

捷”中，倭寇“声东击西”的计谋总是被

戚 继 光 识 破 ，且 完 全 顺 着 戚 继 光 设 想

的 方 向 走 。 这 就 相 当 于 洞 察 了 敌 情 ，

掌握了敌人动向。二是将“戚家军”打

造 为 一 支 强 劲 的 野 战 力 量 ，擅 长 在 运

动中作战。这就确保了“戚家军”能够

与倭寇打运动战和遭遇战。如在花街

战斗中，“戚家军”空腹奔袭 70 里，在饥

饿 疲 劳 状 态 下 ，依 然 能 够 参 加 战 斗 并

歼灭敌人。三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

战 。 过 去 ，优 势 明 军 将 倭 寇 击 退 只 是

权宜之计，治标不治本，倭寇很快就会

卷 土 重 来 。 而 在“ 台 州 九 捷 ”中 ，一 方

面 ，戚 继 光 力 争 主 动 、先 机 制 敌 ，部 队

往往先敌到达战场、先敌占领要地、先

敌展开兵力、先敌开火射击、先敌近距

冲杀，迫敌于不利情况下决战；另一方

面 ，戚 继 光 务 求 每 场 战 斗 均 集 中 优 势

兵 力 ，最 大 限 度 歼 灭 敌 有 生 力 量 。 通

过逐次歼敌、层层消耗，使倭寇力量不

断被削弱，最终被全歼。

台 州 九 捷 背 后 的 攻 守 之 道
■毛炜豪 曹 爽

读兵书 研战策

原原 典典● 战例解析战例解析●经典战例经典战例●
守之顺者攻之逆，攻之易者

守之难，攻守之相乘，而胜负之

机不定也。故欲低昂之，不可不

如持衡然。

出 自《投 笔 肤 谈·持 衡》

篇。该观点认为，有利于防御

方的条件，往往对进攻方不利；

反之亦然。对攻守进行比较，

会发现胜负概率存在很多不确

定性。所以要想正确地运用攻

守条件，要深入理解攻守辩证

关系，充分权衡利弊条件，实现

作战效益最大化。

明朝东南沿海地区长期倭患横行。

直到 1555 年，戚继光奉调浙江任宁绍台

参 将 后 ，抗 倭 形 势 才 发 生 根 本 改 变 。

1561 年 4 月，倭寇驾驶着 16 艘船在奉化

登 陆 ，不 久 后 又 来 到 宁 海 北 部 烧 杀 抢

掠。接到军情后的戚继光并没有仓促出

击，而是在冷静分析后得出，倭寇此举目

的是吸引松门、海门等地的明军去救援，

然后调虎离山乘机进攻台州（今浙江临

海）。识破了倭寇的诡计之后，戚继光率

主力前往宁海，与宁海总兵一道夹击来

犯的倭寇。在宁海歼灭倭寇后，戚继光

又率领部队火速赶往台州，在途中与多

股来犯倭寇碰面，并将其歼灭。其余倭

寇闻讯后便想逃往处州，而这一切尽在

戚继光的掌控之中，逃亡的倭寇在上峰

岭遭遇到了戚家军的埋伏，被打得四处

逃窜。最后，戚家军又率领部队前往新

河，在长沙将来犯倭寇全部歼灭。至此

台州之战结束，以戚家军全胜告终。从

4 月至 5 月，戚继光以一个月的时间，在

台州及周边的新河、花街、上峰岭、长沙

等地连获九次战斗胜利，全歼侵犯台州

的倭寇，史称“台州九捷”。至此，浙东倭

寇遂告平定。

一颗红星头上戴，两面红旗领子

绣。在福建古田会议纪念馆，珍藏着

一套特殊的粗布军装：军帽为八角帽，

缀有布质红五角星帽徽；军装上衣为

中山装式样，正面共有 4 个口袋，衣领

上镶有两块红布做的红领章；裤子是

半长的阔腿样式，配有一副绑腿。这

是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第一套正规军

装，1929 年 3 月设计制作于福建长汀。

1927 年 8 月 1 日，南昌起义的枪声

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

队的诞生。然而，人民军队在成立之

初，并没有自己的军服。当时，起义部

队大多身着大革命时期原国民革命军

服装。为了在夜间区分敌我，起义部

队在脖子上系上红布条、在手臂上绑

扎白毛巾。

1928 年 4 月，朱毛红军在井冈山会

师 ，将 部 队 合 编 为 工 农 革 命 军 第 4 军

（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 4 军”，简称

“红 4 军”）。随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

发展壮大，从 1928 年 7 月开始，敌军一

次又一次向井冈山发动“会剿”。在敌

军长期封锁下，红军生活面临空前困

难，战士为了保暖，只能是有什么衣服

就穿什么衣服。

1929 年 1 月 14 日，为打破敌人封

锁、解决经济困难，毛泽东、朱德、陈毅

率 红 4 军 主 力 ，离 开 井 冈 山 向 赣 南 出

击。3 月中旬，红 4 军主力进至闽西长

汀，歼灭了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 2 混成

旅 2000 多人，击毙旅长郭凤鸣，解放了

长汀县城。随后，毛泽东将部队改编

为 3 个纵队，每个纵队 1200 多人，装备

500 多支枪。战功彪炳的红 4 军，服装

却五花八门：工人农民的粗布衣服、缴

获的军装长袍……毛泽东感慨道：“部

队是‘焕然’了，还没有‘一新’啊！”

当时的长汀物产丰富，富商云集，

手工作坊遍布城乡。红 4 军在攻打长

汀时，便缴获了郭凤鸣在该地的被服

厂。此外，解放长汀后，红 4 军发动群

众打土豪、分田地，没收了 10 多家反动

豪绅财产，并向商人筹借军饷，很快筹

得 5 万元。对于这笔资金的用途，大家

意见不一。时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提

出，拿出一部分钱来购买布料、制作军

装。于是，红 4 军前委决定，在当地赶

制 4000 套军装，以统一军装。

红 4 军经过反复研究论证，最终确

定了新军装的款式。之后，时任红 4 军

军 部 副 官 长 杨 至 成 积 极 招 收 缝 纫 工

人，为红 4 军赶制军装。经过工人们的

齐心努力，终于在最短时间内保质保

量完成了军装制作任务。

红 4 军战士穿上统一的军装后，军

容军貌焕然一新。部队在长汀县城南

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以整

齐威武的军容，接受了毛泽东、朱德、

陈毅等的检阅。

这套红军军装，不仅展示了红军

战士的军威、军容，而且满足了红军当

时的战斗需要，灰蓝色布质便于隐蔽

和自我保护，绑腿让红军战士机动灵

活，便于行军作战。自此，红 4 军战士

们穿着这套军装，开始了创建中央革

命根据地的光辉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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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红 44军在长汀首次统一的全套军装军在长汀首次统一的全套军装，，现收藏于古田会议纪念馆现收藏于古田会议纪念馆。。

位于浙江省台州市的戚继光纪念馆位于浙江省台州市的戚继光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