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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 5 月，徐州会战后，日军控

制了淮南铁路全线，接着以长江为中

轴线，以长江南北为两翼，多路向武汉

推进。驻合肥地区日军用 1 个师团兵

力直趋安庆，配合溯江而上的日军行

动；另遣一部兵力由合肥进攻六安，经

大别山北麓西犯武汉。安（庆）合（肥）

公路、合（肥）六（安）公路上，日军汽车

运输队昼夜不停地向武汉方向输送人

员和物资。为配合武汉会战，新四军

第 4 支队大部分主力推进到安合、合六

公路两侧，准备伏击、袭击日军汽车运

输队，破坏日军运输计划。

在安庆和桐城之间有处名叫棋盘

岭的地方，安合公路从此处穿过，公路

两边山地高出路面 10 余米，形成一个

卡 住 公 路 的 天 然 要 隘 。 在 棋 盘 岭 西

侧，有一树木茂密的小山坡，可以隐蔽

部队。经现场侦察，新四军第 4 支队决

定在棋盘岭地区设伏，打击日军汽车

运输队。

9 月 2 日后半夜，第 4 支队特务营、

第 7 团第 3 营统一编成 4 个连、两个便

衣班，经挂车河于 3 日拂晓前进入棋盘

岭伏击地区。设伏部队以两个排对南

面的新安渡、北面的范家岗进行警戒，

两个班在公路边设伏，主攻点配备两

个连和两个排，另派两个排占领制高

点作为预备队。

3 日 9 时，日军 80 余辆满载物资的

汽车，由新安渡方向开来，先头两辆汽

车驶抵棋盘岭隘口时，被埋伏在公路

边的便衣班击毁。第 3 辆汽车亦被集

束手榴弹炸翻，车上 10 名日军全被击

毙。这时，日军整个车队都已进入我

伏 击 圈 ，停 在 公 路 上 长 达 5 公 里 。 设

伏 部 队 迅 速 出 击 ，车 上 的 200 余 名 日

军利用汽车掩护组织顽抗。设伏部队

勇猛冲击，当即杀伤日军一部，烧毁、

炸毁汽车 40 余辆，余敌退至棠梨山继

续抵抗。敌我双方激战半小时后，300

余 名 日 军 乘 6 辆 汽 车 前 来 增 援 ，不 久

又 有 日 军 骑 兵 大 队 500 余 人 赶 来 救

援。此时，我伏击任务已胜利完成，在

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设伏部队留

少数兵力掩护，主力部队迅速转移至

安全地带。

此战，新四军共击毙日军 70 余人，

击毁日军汽车 50 余辆，缴获步枪 21 支、

子弹 700 余发以及防毒面具、指南针、

照相机等军用品。这是新四军进入华

中抗日以来战果最大的一次战斗，极

大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抗日信心，也让

日军心惊胆战。

在此次伏击后的两周内，日军凡

有运输车辆通过棋盘岭地区，都会事

先派出骑兵或兵车，对公路两侧进行

严密搜索。然而，日军的这些防范措

施在拥有丰富游击战争经验的新四军

面前，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据不完

全统计，仅 9 至 10 月，第 4 支队在安合

公路上伏击日军运输车队 18 次（棋盘

岭地区 3 次），击毁敌汽车 179 辆，毙伤

敌 560 余人，缴获各种枪支 250 余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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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在狩猎时

为避免与野兽正面作战，会使用矛这种

投射兵器。进入新石器时代，用于远程

投掷的矛出现两种发展方向。一种是

依然采用投掷的形式，但缩短矛杆以减

轻飞行重量，成为“标枪”“投枪”。另一

种则是把矛杆变得纤细轻盈，并在尾翼

插上用于增加飞行距离、稳定飞行方向

的动物羽毛，再用折弯的树枝做弓身，

用植物纤维或绳索等绷紧做弦，逐步演

化为以远射方式打击目标的弓箭。随

着人类不断进行生产实践活动，弓箭也

逐步由狩猎工具发展为冷兵器时代重

要的兵器。

进入奴隶制社会后，弓有了突飞猛

进的发展。在《周礼·考工记》中，弓已有

诸多分类。比如，“王弓”“弧弓”是军队

专用，“唐弓”“大弓”为练习用弓，只用于

日常狩猎。在春秋战国时期，弓被列为

兵器之首，贵族将门之子从小就学习射

箭。汉魏时期，出现了适用于步战、水

战、骑战的多种弓。唐朝的弓主要分为

长弓、角弓、稍弓和格弓。其中，长弓用

作步战，角弓用于骑战，稍弓和格弓则是

狩猎用弓和皇家禁卫军用弓。从北宋到

清初，弓一直是军队的主要作战兵器之

一，只是这一时期弓的形制日趋单一化，

大致分为常用弓和练习弓，前者注重射

击 的 准 确 度 ，后 者 用 于 练 习 张 弓 的 臂

力。火器问世后，弓仍以其轻便灵活、精

准率高的优势效力于军中，一直沿用至

清朝末年。

弓根据制作方法，可分为单体弓、

强化弓、合成弓 3 种。其中，单体弓是指

单纯把一种弓体材料弯曲安弦而制成

的弓。强化弓则用绳类将弓体缠绕加

固，增加弓的弹力。合成弓也就是复合

弓，是用动物角、骨或用竹子等合制而

成的，其弹力足，威力大，射程远，制作

工艺比较复杂。据《周礼·考工记》载，

制 造 一 把 最 简 单 的 复 合 弓 需 要 用 到

“干、角、筋、胶、丝、漆”6 种材料，且取料

制作都要注意气候条件。比如，构成弓

身的原材料“干”要在冬天砍伐，弓两头

使用的“角”，需要在春天进行浸泡牛角

使 其 具 有 一 定 柔 韧 度 ，而 绑 缚 弓 弦 的

“牛筋”需要在盛夏时节进行制作，到秋

天之后使用“胶”将这些材料粘在一起，

最后才上“漆”和“丝”（弓弦）。一张普

通的弓，工期需要 1 年，若要制作一张良

弓，就更加费时费力。

中国传统复合弓主要由木、角、腱 3

种材质组成。其中弓背为木制，大多采

用槭树、山茱萸或桑树材料，也有同时使

用多种木材的做法。

弓箭的弓面由角制作而成，可以加

强弓臂部分的力量。游牧民族常会选用

水牛角或野山羊角，因水牛的角相对于

其他动物的角比较有弹性，而且形态较

长，因此颇受游牧民族的欢迎。

由于动物的后腱像橡皮圈一样弹

力十足，经拉扯后能够迅速地回位，大

大加快发射箭的速度，因此古代先民还

会用鱼胶将牛、鹿的腿后腱粘在木制的

弓背部分。

由于复合弓所需要的拉力非常大，

要以单手大拇指进行拉弦，然后使用食

指和中指压住弓弦。所以，为保护大拇

指不会被回弹的弓弦拉伤，早在商代就

发明出保护大拇指所使用的扳指，这也

证明早期中国弓具有较大的威力。在

古代，挽弓强劲、左右开弓、骑马驰射的

勇士非常受人们推崇。据《后汉书》载，

东汉末年的董卓“膂力过人”，佩用两张

弓，左右手皆能开弓，可于马匹急驰中

左右连发，一时间名噪四方。西汉“飞

将军”李广，在一次射猎过程中甚至能

够将箭矢深深射入山石棱角之中，使得

“没入石棱”的故事成为赞美神射手的

经典案例。唐朝时期的薛仁贵更是在

天山之战中，仅凭三箭便平定了叛乱，

成就了“将军三箭定天山”的佳话。这

些故事都彰显了弓在冷兵器时代的重

要地位。

“挽弓当挽强”
—劲贯三军的中国古代弓

■曹 波

20 世纪 50 年代，作家冯志以其抗日

战争时期的战斗经历为素材创作的长篇

小说《敌后武工队》一经出版，便在全国

引起轰动。书中故事跌宕起伏，人物颇

具传奇色彩，生动再现了冀中地区武工

队的抗日英雄故事。

武工队，全称“武装工作队”，因其活

动区域主要在敌后，又称“敌后武工队”，

是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军民创造的一种

新的对敌斗争的组织形式。抗日战争时

期，敌后武工队犹如一支支利箭射向敌

占区，他们有的在根据地边缘进行反“扫

荡”、反“蚕食”斗争，有的钻进敌人心脏

收集情报、开展锄奸斗争，有力打击了日

寇和伪军的嚣张气焰，被称为打击日寇

的“怀中利剑，袖中匕首”，成为抗日战争

中一支传奇的队伍和鼓舞人心的力量。

在战争中应运而生

1941 年春，日军在华北地区集结重

兵，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在对我抗日根

据地不断发动大规模“扫荡”的同时,实

施了步步紧逼的“蚕食”进攻和“封锁”政

策。为扭转被动局面，华北八路军各部

队先后派出“武装工作团”“武装宣传队”

等成建制的小分队，奔赴敌占区后方，宣

传教育群众、瓦解争取伪军，有效配合了

主力部队的作战行动，发展了敌后游击

战争。

1942 年初，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

军总部肯定了这一斗争方式，并对其经

验进行总结，明确提出“敌后之敌后”的

游击战争指导方针，决定从各抗日根据

地抽调得力的部队基层干部和战士，与

地方党政干部统一编成武装工作队，每

队十几人、几十人不等，深入敌占区展开

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全面的斗争。

根据这一指示，敌后武工队很快从华北

普及到全国各个根据地。据不完全统

计，仅在 1942 年，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

四军建立的武工队数量就超过 80 支，其

中冀南一个军区就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集

结 近 500 人 组 成 21 支 武 工 队 。 进 入

1943 年后，敌后武工队的规模得到进一

步发展。

民谣唱道：“敌后武工队队员，个个

都不简单。”由于武工队隐蔽活动在敌统

治极端残酷的敌占区，队员各项素质必

须过硬，其选拔标准十分严格。首先，队

员必须坚定政治立场，能够准确掌握党

的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保证在特别

艰苦的环境面前不变节。其次，应满足

文武双全的要求，文指具备一定的文化

水平，要会演讲，会写标语，会做敌军工

作和群众工作；武指具有丰富的敌后游

击作战经验和过硬的单兵战斗技能。经

过选拔和集训的队员，既能掌握军事、政

治、文化等各种手段，又能凝聚党、政、

军、民整体力量，是集战斗员、宣传员、组

织员于一身的精干力量。

神出鬼没大显身手

敌后武工队有时集中，有时分散，广

泛开展游击战争。今天打埋伏、袭据点、

摸哨兵，明天撒传单、割电线、埋地雷；还

打击日伪征粮队、破坏敌掠夺资源计划、

解救被抓壮丁、摧毁或改造伪组织、对日

伪据点实行围困，有时甚至化装进城或

进敌人据点直接打击伪军和汉奸……神

出鬼没的敌后武工队以机动灵活的作战

方式，让敌人摸不透、打不着，搅得敌人

晕头转向、焦头烂额。

锄奸，是武工队的另一项重要工作。

为打击敌伪政权、警告那些为鬼子效劳的

汉奸，铲锄作恶多端的伪军伪政权头目，

就成为一个很有效的手段。当时，在河

北之光县，有一名叫丁化成的伪军中队

长，经常鱼肉百姓，抓捕和残害我军将

士 ，老 百 姓 给 他 起 了 个“ 活 阎 王 ”的 绰

号。为除掉这一汉奸，冀中九分区敌后

武工队周密侦察，摸准了他的行动规律，

制订了严密的刺杀计划。一天，丁化成

带着几名伪军逛集市，武工队得到消息

后化装成老百姓混在人群之中慢慢接近

他。当丁化成在水果摊前弯腰挑选时，

武工队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枪将其

击毙。这次行动虽然只消灭了一名伪军

官，却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此外，据《敌后武工队》中人物原型

贾正喜回忆，在与敌斗争的过程中，队员

们经常化装成日伪军潜入据点，给日寇

和伪军以狠狠打击。那时候，敌人在河

北保定城区外围挖了一道封锁沟，并修

建了很多岗楼，专门派伪警察驻守据点，

乌马庄岗楼就是其中地理位置极其重要

的一个。为端掉这个据点，武工队员化

装成日本宪兵特务，拿着事先准备的“假

护照”，轻而易举地进入据点。他们各自

进入战斗位置，一切准备就绪后，高声喝

令所有伪警察双手抱头靠墙站好，队员

们分工明确，集合俘虏训话、收缴枪支弹

药，而后将他们全部押解出岗楼，枪毙了

伪警长后对其余人进行教育后即释放。

武工队以假乱真混入岗楼，以少胜多战

果丰硕，为以后的化装袭击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

武工队在敌占区纵横出没、大显神

威，使得日军不得不抽出兵力加以对付，

由此减轻了抗日根据地的压力，有效支

援了反“扫荡”、反“蚕食”斗争。

政治攻势分化敌人

武工队的斗争形式多样，除军事斗

争外，采取有力的政治攻势，对敌人晓以

利害示以大义，争取伪军投诚反正，使敌

人内部分化瓦解，也是武工队的一项重

要任务。

队员们通过向碉堡和据点喊话唱

歌、撒传单、写标语等方式，向伪军宣传

抗战形势，晓以民族大义，唤醒他们的抗

战意识，宣传既往不咎的政策，鼓励他们

弃暗投明，让其身在曹营心在汉。此外，

武工队还制作“善恶簿”点名册，即做好

事就在其名字后面画红点，干坏事就画

黑点，对红点多的伪军宽大处理，黑点多

的会受到严厉惩罚。在武工队软硬兼施

的办法下，敌伪的行动有了很大收敛，还

有不少伪军警、伪政权开始主动和武工

队拉关系，愿做内线提供情报，利用自己

的“合法身份”去应付日军，暗中进行抗

日工作。

在争取和瓦解伪军、伪组织的同时，

对于日军的攻心战也取得了很好成效。

冀南军区选派专人训练武工队员讲日

语、教唱日本歌曲，在包围据点等时机用

日语向敌人喊话；利用日军对樱花节的

重视进行宣传，给他们写安慰信、送慰问

袋、撒传单，宣传我军官兵平等、优待俘

虏的政策和战争带来的苦难。在此基础

上，还成立了“在华日军士兵反战同盟”

组织，被俘虏或投诚的日军经教育认识

到侵华战争的错误，主动协助我军向据

点内的日军喊话，号召他们放下武器，不

要再为侵略者卖命。日军在我军政治攻

势下，厌战反战情绪日趋高涨，战斗意志

日渐削弱，逃跑自杀事件不断发生。

随着政治攻势的深入开展，既震慑

住了日伪军和伪政权的嚣张气焰，又鼓

舞了隐蔽战线的军政干部和人民群众的

抗日士气，被日伪军“蚕食”封锁的抗日

根据地也有了喘息之机。

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岁月里，党领

导的大批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展开全面斗

争，对击破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粉碎

日军的“蚕食”和“扫荡”、扭转严重的困

难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怀中利剑，袖中匕首”
——抗战时期的敌后武工队

■曹亚铂 贾 昊 董海峰

每一部文明史都伴随着一部战争史。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古代著名战争不计其数。中国古代兵器作为中国古代战争发展的产物，在经历了原始兵

器、青铜兵器、钢铁兵器、古代火器几个时期后，走出了一条自成体系的道路，从兵器制造技术、品种类别到形制，都有着鲜明的工艺特

色和民族风格。中国古代兵器有攻有防，使用灵活多变，方法多样从不死板。在实战过程中，中国古代兵器也兼容了其他地区和民族

兵器的特点，在增加杀伤力的同时保证兵器的实用性和灵活性。

从今日起，本版开设“中国古代兵器面面观”专栏，与读者一起研读、体会每件兵器的历史气息，了解中国古代兵器的发展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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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展出的汉晋时期木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展出的汉晋时期木弓。。

刻于纪念亭后方的棋盘岭抗日刻于纪念亭后方的棋盘岭抗日

伏击战纪念碑文伏击战纪念碑文。。

棋盘岭抗日伏击战纪念亭棋盘岭抗日伏击战纪念亭。。

中国古代兵器面面观
古人用弓箭狩猎古人用弓箭狩猎（（明代画家仇英所作的明代画家仇英所作的《《子虚上林图子虚上林图》》局部局部）。）。

敌后武工队员把争取伪军反正的传单散发在伪军炮楼附近敌后武工队员把争取伪军反正的传单散发在伪军炮楼附近。。敌后武工队拔除敌人据点敌后武工队拔除敌人据点。。

敌后武工队敌后武工队伏击敌人伏击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