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佯动引诱，首战告捷。自 1962 年 1

月 13 日起，国民党空军“黑猫”中队凭借

美制 U-2 高空侦察机优越的飞行高度

和侦察能力，频繁对我实施空中侦察。

我空军部队在歼击机多次拦截未果的

情况下，决定放弃以往地空导弹“守株

待兔”式的要地防空战法，转而采取沿

U-2 预定侦察航线机动设伏的战法打

击来犯之敌机。随后，地空导弹部队在

认真分析研究 U-2 侦察航线、侦察检查

点等特点规律的基础上，采取佯动引诱

的 方 式 在 南 昌 设 伏 ，相 继 以 轻 型 轰 炸

机、大型轰炸机为诱饵在江西南昌周边

空域机动。9 月 9 日，被引诱上当的国民

党空军 U-2，经福州直奔江西。狡猾的

敌机采取了先侧飞后突然进入、急速转

弯直逼南昌等欺骗手段，企图造成我军

的措手不及。然而，在我地空导弹 2 营

制导雷达的跟踪捕获下，8 时 32 分，营长

岳振华抓住敌机突然左转直逼南昌的有

利战机，果断下达了“发射”口令，瞬间，

敌军引以为傲的 U-2 当即被“萨姆-2”

地空导弹击落。

积极转变观念，将擅长要地防空的

“萨姆-2”用于机动设伏作战，采取“导

弹打游击”战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是

首战胜利的关键。未来作战，战场空间

更加多维、战场机动更为频繁，各军兵

种力量应借助快速投送工具，以多域广

泛的快速机动塑造有利态势，以灵活变

换的战法应对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以

灵巧多能的智能化、无人化武器装备对

敌实施快速精确打击，这样才能掌控战

场主动，赢得作战胜利。

近快战法，上饶歼敌。1963 年 3 月

至 9 月，国民党空军利用加装“电子预警

系统”的新式 U-2，先后多次直奔我西

北某尖端武器试验基地实施侦察。我

地空导弹部队每次刚打开导弹制导雷

达，U-2 便由直线飞行转变航线，迅速

逃脱至导弹的射程之外。为寻求对付

U-2 的新战法，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号召

全体官兵集智攻关，创新提出了“缩短

打开制导雷达天线距离”的歼敌思路。

随后，各地空导弹营展开了模拟演练和

开机试验，最终地空导弹 2 营大胆突破

苏军导弹操作条令规定限制，采取动作

前置等方法，熟练把制导、跟踪、发射等

系列动作操作时间压缩至 10 秒以内，将

打开导弹制导雷达天线的距离缩短至

38 千米以内。这种战法后来被命名为

“近快战法”，并在地空导弹部队推广。

1963 年 11 月 1 日，地空导弹 2 营依托上

饶设伏阵地，抓住敌 U-2 从西北侦察回

窜的有利战机，凭借娴熟的操作和密切

的配合，在敌机距离 2 营阵地 35 千米处，

果断向敌机发射导弹，第 2 枚导弹成功

击中敌机，敌机飞行员仓皇弃机跳伞，

落地后被我军俘虏。

“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敌变我变”创造出“近快战法”，不仅充

分挖掘武器装备的最大潜能，也全面激

发 部 队 谋 战 、练 战 、胜 战 的 顽 强 斗 志 。

制胜未来、打赢战争，必须不断深化作

战问题研究，积极创新作战概念和战法

训练。我们应以作战概念创新为牵引，

对未来战争形态、作战样式、作战场景、

战法行动和力量运用等进行前瞻性设

计 ，力 争 实 现 以 我 为 主 设 计 并 主 导 战

争；应以战法训法创新为基础，坚持以

战领训、训战一致，不断推进训练模式、

训练手段创新，以模拟推演、指挥对抗、

实兵演习等方式不断检验和完善训法

战法，力争以战法训法的创新为未来作

战锻造能战、善战、胜战之师。

真假联动，舍低打高。2架 U-2被击

落后，国民党空军将单批单机侦察战术

调整为多批单机战术。1964年 7月 7日，

敌军 2 架 U-2 高空侦察机、1 架 RF-101

低空高速侦察机，企图采取南北呼应、高

低衔接的方式对我重要目标实施侦察。

为应对敌机电子预警设备，地空导弹部

队针对性采取真假联动的方式，以假频

率跟踪敌机，以真频率制导导弹，不给敌

机反应时间。随后，地空导弹 2 营在导

弹数量不足、敌 U-2 和 RF-101 可能同

时到达的情况下，果断决定采取舍低打

高的方式专打 U-2。2 营在敌 U-2 距离

阵地 32 千米处发射导弹，敌机来不及逃

脱，被击落于漳州东南红板村。

我地空导弹部队以“虚”“实”结合

之法破解敌机先进的电子预警设备，其

实 质 是 假 频 率 跟 踪 敌 机 ，让 敌 无 法 察

觉、毫无防范，进而以真频率制导导弹，

让敌无暇反应、难以应对。“用兵能识虚

实之势，则无往而不胜。”未来作战，战

场情报信息更加繁杂，敌伪装、隐蔽、佯

动、欺骗的手段也更加多样，大量真假

混杂、虚实不清的情报信息充斥着整个

战场，要求指挥员要善知敌方“虚实”之

情、深谙对手“虚实”之策，指挥机关应

充分利用智能化情报信息处理手段对

海量的情报信息进行分析、研判、对比

和印证，快速甄别信息虚实，以驱散战

争迷雾，为指挥员果断决策提供准确、

可靠的情报支撑。

以新制新，干扰歼敌。为获取我原

子弹试验的相关情报信息，国民党空军

采取昼夜兼施的方式，频繁出动侦察机

赴我西北地区侦察，并凭借加装回答式

干扰系统的 U-2，屡次施放假目标信号

诱骗“萨姆-2”制导雷达，多次逃脱我地

空导弹部队的打击。1965 年 1 月 10 日，

地空导弹 1 营依托空军技术人员协作攻

关研制出的“反电子预警 2 号”，有效干

扰进犯之 U-2 的电子预警装备，进而掩

护 3 枚导弹击中敌机。1967 年 9 月 8 日，

敌 U-2 在窜入浙江嘉兴机场附近侦察

时 ，被 我 地 空 导 弹 14 营 新 列 装 的 国 产

“红旗 2 号”地空导弹击落。

技术创新才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制

胜关键。处于绝对技术代差劣势的一

方是很难赢得未来战争的。“科技是现

代战争的核心战斗力。”随着战争形态

由信息化向智能化加速迈进，我们必须

高度重视战略前沿科学技术的发展，坚

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以高度自主可

控的军事前沿技术和创新型军事人才

方阵，为科技强军、科技制胜提供有力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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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 9 月 8 日，德军占领苏联施

利谢尔堡，切断列宁格勒与外界联系的

最后一条陆路交通线 ，围城战就此开

始。当天，德军战机投掷了 6000 余枚

燃烧弹，摧毁了市内大量基础设施。苏

军经侦察发现 ，德军之所以轰炸精度

高，是因为市内一些高大的建筑物屋顶

在阳光下熠熠发光，成为德军轰炸的重

点目标和参照物，当务之急应尽快把它

们隐藏起来。这就要求执行任务者具

备攀登的技能和对抗极端环境的能力，

并且由于战事紧张，军人、警察等皆参

与前线战斗，因此这项艰巨的任务便落

到了 4 名登山运动员身上，他们分别是

奥尔佳·菲尔索娃、阿利娅·普里戈热

娃、阿洛伊兹·泽姆巴和米哈伊尔·博布

罗夫。

4 名登山运动员带领志愿者，用 10

天时间把伊萨基耶夫大教堂的圆屋顶

和钟塔涂成灰褐色，使其隐蔽在列宁格

勒的天空里。而伪装海军大厦的金色

尖顶就没那么容易了，为此这些攀高的

“蜘蛛人”缝制了重达半吨的帆布套。

由于固定帆布套时不能楔钉子，两名女

登山运动员负责在帆布套升起来后，登

上楼顶将所有布面缝在一起。工作刚

刚开始，德军一架歼击机突然从云层钻

出，对着尖顶扫射一番。子弹从菲尔索

娃身边飞过，穿透了帆布套，但她毫不

畏惧。她们在炮火中完成了缝制工作，

让大厦尖顶完美融入了列宁格勒的天

空中，德军又失去了一个攻击参照物。

10 月中旬前，列宁格勒另一个地标米哈

伊洛夫城堡也照此掩蔽起来。

伪 装 彼 得 保 罗 大 教 堂 时 ，已 是 滴

水成冰的冬天。博布罗夫费尽九牛二

虎之力，第 7 次才登上教堂尖顶。粉刷

涂漆工作持续了好几个月 ，因为油漆

在寒冬时节很难刷开，而且极易结冰，

经常一层层往下掉 ，每个区域都需要

粉刷好几次才能成功。直到次年 3 月，

教 堂 尖 顶 和 圆 屋 顶 才 粉 刷 完 毕 。 至

此 ，列宁格勒全城最主要的高大建筑

物“隐身”成功。德军轰炸开始减少，

精度也大大降低。

在连续的隐蔽建筑物作业中，几名

运动员的身体相继出现问题。至 1942

年夏天，经过调养后，只剩下博布罗夫

和菲尔索娃还能正常工作。之后，博布

罗夫被安排到工厂，维修舰炮瞄准具。

1942 年 8 月，工厂派博布罗夫前往

莫斯科装备部出差。其间 ，他与登山

教练叶甫根尼·别列茨基相遇。当时，

别列茨基正负责遴选经验丰富的登山

运动员去高加索参战。原来 ，德军精

锐山地步兵师已攻占高加索主峰厄尔

布鲁士山西边隘口 ，为进占格鲁吉亚

创造条件，如果得逞，德军就能进而夺

取苏联最重要的产油区巴库。为收复

隘口 ，苏联国防委员会从全国征召有

登山经验的人组建 12 支山地分队，每

支 300 人，沿着卡兹别克山谷向厄尔布

鲁士山反击。

在 别 列 茨 基 的 推 荐 下 ，博 布 罗 夫

被 任 命 为 其 中 一 支 分 队 的 教 官 。 9

月 ，博布罗夫率所属分队建立战斗警

戒 支 撑 点 ，阻 止德军山地步兵团穿插

苏军后方。之后 ，苏军山地步兵在因

古里河两岸占领了防御阵地 ，堵住了

德军的前进路线。在这些登山运动员

教官的帮助下 ，苏军很快掌握了山地

战 术 ，从 德 军 手 中 夺 回 战 斗 主 动 权 。

1943 年 1 月 初 ，德 军 山 地 步 兵 师 被 迫

从山隘撤军。

保卫城市的“蜘蛛人”
■牛 颖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全国各族人

民举国同心地参与到这场事关国家和

民族前途命运的伟大抗争中，掀起了轰

轰烈烈、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运动。中

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三次组织赴朝慰

问 团 前 往 朝 鲜 慰 问 志 愿 军 和 朝 鲜 军

民。遥远的大西北虽与朝鲜半岛相隔

万 里 ，但 西 北 人 民 始 终 心 系 志 愿 军 官

兵，积极参加慰问活动。1953 年 4 月，

西北文化局从西北 16 家单位抽调 150

余人，组成中国人民赴朝慰问文艺工作

团第五团（以下简称第五团），前往朝鲜

进行了为期 5 个月的慰问演出。

第五团虽然人数不多，但个个身手

不凡，特别是团领导钟纪明、常香玉、杨

公愚等，更为一时之选。第五团在团领

导的带领下，冒着炮火来到前沿阵地的

地堡坑道，用一场场精彩的演出为志愿

军官兵带去温暖与欢笑。

慰问活动受到志愿军官兵的热烈

欢迎和高度赞誉，他们将缴获的战利品

和自制的用具、纪念品赠送给慰问团，

并致信表达自己的诚挚谢意。其中，展

馆陈列的两封信格外引人注目。

第一封信，是志愿军第 46 军第 133

师 397 团团长唐元亨和战友写给慰问团

的。他们在信中写道：“在一个多月以

前，在报纸上和广播电台上得悉你们赴

朝的消息，我们全体同志都是天天在盼

望你们的来临。而今天真正到了我们

部队……全国闻名的爱国艺人常香玉

也来到了我们部队。她的名字、她伟大

的 爱 国 主 义 形 象 —— 捐 献‘ 香 玉 剧 社

号’战斗机一架，早就深刻地印在我们

全体指战员的心坎上……”

第二封信，来自志愿军政治部文工

团战士吕志一。信里有一段专门提到慰

问团演员小清：“你代表着祖国千千万万

的儿童，口口声声把志愿军叔叔叫，小清

同志，请你放心，请你将我们的决心带回

祖国！我们绝不能让祖国的儿童，也像

朝鲜的儿童一样，将防空洞当课堂，我们

有信心战斗到胜利……让你们安心的

（地）念书，愉快的（地）歌唱……”

这两封信谈及的就是第五团副团

长常香玉和她带领的豫剧队。1951 年，

著名豫剧艺术家常香玉带领香玉剧社，

在全国各大城市募捐义演 170 余场，将

所得收入 15.2 亿余元（旧币）用于为志

愿军购买 1 架战斗机，该机被命名为“香

玉剧社号”。担任第五团副团长后，常

香玉挑选了 19 名剧社学员加入慰问团

豫剧队。其中，范玉清、刘凤琴、谷玉

君、李玉春还都戴着红领巾，不过十二

三岁的年纪。信中的小清，即范玉清。

志愿军官兵见到这些小朋友跨越山海，

来 到 炮 火 连 天 的 前 线 ，感 动 异 常 。 当

时，范玉清和刘凤琴的演出曲目中有一

首叫《志愿军叔叔打胜仗》，每当她们唱

到“志愿军叔叔们打胜仗，我们慰问到

前方，千山万水虽然远，祖国的人民心

意长……”会场便会掌声雷动，很多人

流下激动的泪水。

豫剧队的演出基本与战火相伴，演

员们时刻面临着生命危险。一次，豫剧队

正在一个战地医院演出，敌机突然来袭，

投下多枚炮弹。尽管有防空坑道可以躲

避，但年仅 17 岁的演员赵玉环在这次空

袭中不幸遇难，用最宝贵的生命书写了

对祖国最炽热的爱。据统计，豫剧队在

朝鲜慰问的 5 个月时间里共演出 180 余

场，极大地鼓舞了志愿军官兵的斗志。

戏 曲 是 第 五 团 的 重 要 表 演 形 式 。

除豫剧队外，副团长杨公愚带领的易俗

社秦腔队也广受欢迎。1951 年，为支援

前 线 作 战 ，民 盟 西 北 总 支 部 提 议 举 办

“西安民主人士·文艺干部捐献武器联

合义演”，时任西安易俗社社长的杨公

愚主动要求参加，麾下易俗社一众名角

也纷纷登台。1953 年 3 月下旬，杨公愚

参与第五团筹备工作。在他的影响下，

易俗社肖若兰、孟遏云、杨天易、尹良俗

等名角踊跃报名。最后，杨公愚选调易

俗社骨干 45 人入朝慰问，占到慰问团总

人数的近三分之一。

在第五团中，除秦腔队、豫剧队和

歌舞队外，还有一支极具特色的演出小

分队——木偶队。全队由袁克勤、董孝

义、李俊义、瞿廷富等 17 人组成，演出内

容包括传统剧目《长坂坡》《打镇台》和

现代戏《扁担枪》等。因表演形式喜闻

乐见，深受广大官兵喜爱。

尽管面对的敌人异常强大、环境十

分艰苦，但志愿军依然凭借着顽强的意

志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取得了一个

又一个胜利。在难得的战斗间隙，他们

一 面 积 极 学 习 军 政 知 识 、钻 研 战 术 技

能，一面想方设法丰富文化生活。当得

知祖国亲人十分关心他们的战斗和生

活情况后，志愿军官兵便用书信、绘画、

墙报等不同方式来报告战斗成果、展现

战余生活。

参加马良山防御作战的战士徐天恩

在给慰问团的信中，讲述了自己在 1953

年 4月 18日的战斗中，用一排子弹歼灭 5

名敌人，并在右手负伤的情况下，接连投

出 50 余枚手榴弹，打退敌 4 次冲锋的经

历。在志愿军某部赠予慰问团的“战地

之家”宣传画上，作者展示了其引以为傲

的“地下长城”（坑道）。这里不仅是一个

坚固的军事工程：有指挥室、训练场、卫

生队、储存间；这里也是一个温暖的战士

之家，有图文并茂的墙报，还有心仪的图

书可选，图书角的标牌虽有些模糊，但那

行小字仍能辨认——“新华书店”。无

独 有 偶 ，在 另 一 封 写 给 祖 国 人 民 的 信

中，也提到了志愿军的战余生活：部队

组织晚会，战士们“有吹口琴的，吹笛子

的，拉胡琴的，打锣打鼓的，唱小调的，

唱各地方的戏曲的，说快板的，说相声

的……”大家还将亲手制作的乐器当作

礼物赠给慰问团。志愿军官兵的革命

乐观主义精神，进一步激发了第五团全

体人员为部队带来更丰富、更优秀演出

节目的决心。

1953 年 4 月 1 日至 8 月 24 日，第五

团在朝鲜共演出 651 场，行程上万里，走

遍了志愿军的阵地战位，观众达 36.65

万人次。当所有慰问演出结束即将返

回祖国西北的时候，慰问团的行囊里多

了一面这样的旗帜——上款题：献给祖

国文化艺术慰问团；下款落：中国人民

志愿军后勤三分部司令部政治部；正文

是：胜利的鼓舞者。

岁月如歌，时光荏苒，战场上的喊

杀声早已远去，但悬挂在陕西历史博物

馆展厅正中的这面“胜利的鼓舞者”锦

旗，仍然在向人们默默讲述着这段不能

忘却的红色记忆。

探寻抗美援朝文物背后的故事

胜 利 的 鼓 舞 者
■张述兵 蒲 元

空 袭 与 反 空 袭 作 战

战例回顾

战例评析

1962 年 至 1967 年 ，人 民 空 军 地 空

导 弹 部 队 坚 持 因 敌 施 策 ，积 极 创 新 战

法，努力寻求战术与技术的最佳结合，

相继采取佯动引诱、机动设伏、近快战

法 、真 假 联 动 、干 扰 压 制 等“ 导 弹 打 游

击”战术，先后击落国民党空军 5 架美

制 U-2 高 空 侦 察 机 ，创 造 了 地 空 导 弹

实战的辉煌战绩。

19651965年年 11月月 1010日日，，在内蒙古包头被我军击落的在内蒙古包头被我军击落的 U-U-22高空侦察机残骸高空侦察机残骸。。

在有着“古都明珠，华
夏宝库”美誉的陕西历史博
物馆，一场以“胜利的鼓舞
者”为主题的馆藏抗美援朝
文 物 展 自 2023 年 开 幕 以
来，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展期也多次延长。该展
览以中国人民赴朝慰问文
艺工作团第五团的视角展
开，用馆藏的珍贵文物诠释
西北人民在抗美援朝运动
中所作的贡献以及对前线
将士的全力支持。

登山运动员进行伪装建筑物屋顶作业登山运动员进行伪装建筑物屋顶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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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胜利的鼓舞者——陕西历史博物

馆藏抗美援朝文物展”序厅。

图②：志愿军官兵写给慰问团的信件。

图③：志愿军官兵赠送给慰问团的自制

坦克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