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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出长征第一步

1934 年 11 月 16 日，红 25 军在中共

鄂豫皖省委的率领下，高举中国工农红

军北上抗日第 2 先遣队的旗帜，由罗山

何家冲出发进行战略转移。红 25 军的

长征由此开始。

11 月 17 日，红 25 军击退敌“追剿纵

队”第 5 支队的进攻，当晚越过平汉铁

路，进入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蒋介石

闻讯，急调“追剿纵队”5个支队和东北军

第 115 师跟踪追击；令驻南阳、泌阳、方

城一带的第 40 军和驻湖北老河口一带

的第 44师迎头堵截，企图围歼红 25军。

中共鄂豫皖省委经过实地考察并听

取中共鄂豫边工委情况介绍后，认为桐柏

山区难以立足发展，遂决定立即跨过豫西

平原、向伏牛山区挺进。为隐蔽向北挺进

伏牛山区的真实意图，红 25军继续西进，

并派少数部队佯攻湖北枣阳县城。

这一行动，果然使各路追堵之敌纷

纷向枣阳一带集中。正当敌人形成合

围之时，红 25 军突然于 22 日从枣阳县城

以北的韩庄掉头东进，在保安寨冲破敌

军一部堵截，然后转向东北。23 日，红

25 军又击退敌“追剿纵队”第 2 支队的进

攻。黄昏后，由中共鄂豫边工委书记带

路，绕道北上，到达驻马店西北地区，计

划 由 象 河 关 转 向 西 北 ，越 过 许（昌）南

（阳）公路，向伏牛山区前进。

从泌阳城东向北，沿途地势平坦、

村落稠密，许多盘踞在村寨里的地主豪

绅都拥有相当数量的武装。为减少前

进阻力、迅速北上，红 25 军沿途宣传党

的抗日救国主张，开展政治攻势。中共

鄂豫皖省委常委、秘书长郑位三每遇围

寨，都事先给寨主头目写信，晓以民族

大义，促其保持中立。红 25 军多在野外

吃饭住宿，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在红

军政策和实际行动的感召下，大多数围

寨的地主武装保持中立，为红 25 军赢得

了时间，摆脱了敌军的追堵。

雨雪交加遭堵击

红 25 军转向北上后，敌即判断红军

有“经象河关及独树镇、保安寨之间西窜

企图”，遂慌忙调整部署进行围追堵击。

11 月 25 日，红 25 军到达象河关西

北的王店、土风园、小张庄一带。当晚，

敌“追剿纵队”第 2 支队尾随而至，并向

土风园发动进攻。红 25 军直属队和第

225 团予敌以打击后，沿小道赶到王店，

与红 25 军主力会合。

26 日拂晓，敌军尾追而来。此时，

红 25 军距许（昌）南（阳）公路只有 20 余

公里，过了公路便是伏牛山东麓。为争

取 时 间 迅 速 穿 过 公 路 ，军 首 长 遂 以 第

224、第 225 团和军直属队为前梯队，先

行出发；以第 223 团为后梯队，掩护全军

行进。

这天，恰遇寒流，雨雪交加。红 25

军指战员衣服单薄，又被雨雪浸透，饥

寒交迫，十分疲惫。许多同志的草鞋被

烂泥粘掉，赤脚行军。然而，全军上下

不畏艰难困苦，奋勇前进。

当 日 13 时 ，红 25 军 前 梯 队 第 224

团 进 至 方 城 独 树 镇 附 近 ，准 备 由 七 里

岗通过公路。已于两小时前到达的敌

第 40 军 115 旅和骑兵团，突然向红军行

军 队 伍 进 行 猛 烈 攻 击 。 当 时 风 雪 交

加、能见度很低，许多红军战士手指被

冻僵，拉不开枪栓，被迫后撤。敌军趁

机猛攻，并从两翼包围上来，红军情况

十分险恶。

危急时刻，军政委吴焕先迅速赶到

第 224 团，立即指挥部队就地反击。他

的到来稳定了部队，鼓舞了士气，红军

战士利用地形顽强抗击敌人。敌人仍

气势汹汹地扑过来，吴焕先手持大刀率

先 从 阵 地 中 跃 出 ，带 领 红 军 战 士 冲 上

去，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

转危为安破重围

当战斗激烈进行时，副军长徐海东

带 领 第 223 团 跑 步 赶 到 ，立 即 投 入 战

斗。经过一番恶战，我军终于把正面进

攻的敌军压了下去，占领了公路两侧的

有利地形。

随后，敌军连续发起数次进攻，均

被红军击退。为打开一道缺口、冲过公

路 ，第 223 团 向 七 里 岗 之 敌 发 起 冲 锋 。

敌军凭借坚固的工事、猛烈的火力进行

顽固抵抗，红 25 军一连 3 次冲击均未成

功。于是，红 25 军转而固守七里岗、砚

山铺以南的赵庄、焦庄、袁五岗、上曹屯

等村庄，组织反击。

入 夜 后 ，红 25 军 转 向 杨 楼 一 带 集

结，进行紧急动员，准备连夜突围。天

黑夜暗，雨雪不止，全军指战员不顾极

度的饥饿劳累，由地下党的同志带领，

穿过敌人空隙，沿着弯弯曲曲的田埂小

道疾速行进，终于在叶县保安寨以北的

沈庄附近穿过许（昌）南（阳）公路。27

日拂晓，红 25 军进入伏牛山东麓，突破

了敌军的合围。

独树镇战斗，是红 25 军在入陕途中

进行的一次关系到战略转移成败的遭

遇战。这次战斗的胜利，是在全军指战

员不畏强敌、英勇拼搏和军首长奋勇当

先 、正 确 指 挥 下 取 得 的 。 此 战 充 分 表

明，我党领导的红军具有一往无前的革

命精神，在任何敌人面前，都打不倒、摧

不垮。

鏖战独树镇
■胡遵远 任少松 王之龙

红红 2525 军军

独树镇战斗独树镇战斗

纪念碑纪念碑。。

在河南省方城县独树镇七里岗，巍然耸立着一座红 25军独树镇战斗纪念碑。
纪念碑碑身以步枪刺刀为表现形式，寓“血战”之意，碑高 25.34米，蕴含着红 25军的
番号和1934年的时代背景。

90年前，也是一个初冬时节，红 25军在独树镇七里岗与敌人斗智斗勇、浴血鏖
战，最终突出重围、转危为安。这场战斗也成为与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
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齐名的红军长征中的著名战例。

20 世纪 60 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山

西朔州的峙峪遗址发现一批石镞和大

量野马化石，证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

人类已使用弓箭狩猎，同时表明箭与

弓是同时代的产物。弓箭被发明后，

就成为古代火器诞生前，古人乃至军

队中无出其右的远射兵器。箭是一种

靠机械力投射远处目标的兵器，根据

投射装置不同，可大致分为弓箭和弩

箭，其主要区别在于长度，构造及制造

原理并无区别。

箭又称“矢”，也称“箭矢”，起初人

们称木制杆的为箭，竹制杆的为矢，因

本就是同类，后来不再作区分。箭通

常由箭头、箭杆、箭羽和箭尾 4 部分组

成。箭头又叫“镞”，在原始社会就有

了石镞、骨镞和贝镞，直至箭头材质被

铜、铁 取 代 。 箭 头 平 均 长 度 5 厘 米 左

右，虽有不同形制，但设计均以射入物

体内难以拔出为原则。商朝时期的铜

箭头三角形扁翼有脊，箭头入体后两

翼的倒刺会牢牢钩住合拢的伤口难以

拔出。战国时期出现的新式三棱翼铜

镞 ，使 箭 即 使 拔 出 伤 口 也 难 以 愈 合 。

秦朝的箭头添加有毒金属“铅”以实现

“渗毒”功能，且在表面使用氧化铬技

术 令 箭 头 历 久 常 新 。 西 汉 冶 铁 业 发

达，全铁制镞问世。从魏晋至隋唐，箭

头逐渐向更硬更长发展，以便穿透日

益精良的铁甲。宋朝以后，箭镞种类

得到细化，出现了铁脊箭、锥箭等造型

多样的箭头。箭杆取材以质轻韧性强

为原则，质地好的竹、木为首选。南方

箭杆多为竹，北方则常用柳、桦等木料

制成。箭杆末端削槽为箭尾，用来挂

弦。箭羽安装在箭的末端确保箭稳定

飞行。箭羽的选材以鹫、鹰羽为上成，

雁、鹅羽次之。

“两军相遇，弓弩在先。”说的就是

箭的典型用法，即两军近战前以弓弩

群 射 箭 雨 ，大 面 积 压 制 和 消 耗 敌 军 。

这种用法最具代表性的战役，当属浚

稽山之战。天汉二年，5000 汉军在浚

稽 山 被 匈 奴 3 万 骑 兵 围 攻 ，李 陵 用 战

车围成营寨，率步兵在营外布阵，前排

手持戟、盾，后排手持弓、弩迎战。李

陵军靠着强弩箭雨，打得单于不得不

另召集 8 万援军围剿，形成 10 余万骑

兵 围 剿 不 到 5000 步 兵 而 久 攻 不 下 的

态势。

随着历史发展，古人对箭的开发

不断创新。比如，宋军两次北伐辽国，

在攻城时就使用了一种由三弓床弩发

射的类似于标枪的箭，名为“踏橛箭”，

其射出后成排钉在夯土城墙上，供士

兵踩踏攀爬。明朝时期箭的使用开发

更是到达巅峰。据《武备志》记载，明

朝的箭矢可配合火药桶，一次可发射

几十上百支箭，如“火龙箭”“一窝蜂”

“百虎齐奔箭”等兵器。此外，明军还

发 明 了 绑 缚 燃 烧 物 、爆 炸 物 的“ 石 榴

箭”“三飞箭”等箭矢。到了清朝，这些

配合火药使用的方法没有得到进一步

创新，随着近代枪械的大规模使用，弓

弩箭矢逐渐退出军事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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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三棱铜镞汉三棱铜镞（（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

中国古代兵器面面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