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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为北京旧称，是一座有着 3000

余年建城史、800 余年建都史的著名古

都。在实施三大战略决战之一的平津

战役中，我党我军以卓绝的智慧创造了

瓦解敌军工作的崭新形式——“北平方

式”，利用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国民党

军迅速地彻底地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

实 现 了 收 复 平 津 、解 放 华 北 和 保 护 古

都、减少流血的双重目的。

平津战役前的胜战态势。 1948 年

11 月，东北野战军经过 50 余天鏖战，取

得 辽 沈 战 役 胜 利 ，歼 灭 国 民 党 军 东 北

“剿总”及所属部队 47 万余人，解放了东

北全境。此后，东北解放区成为支援全

国解放战争的大后方，东北野战军成为

人 民 解 放 军 一 支 强 大 的 战 略 机 动 部

队。南线的华东、中原野战军正在淮海

战场与国民党军刘峙、白崇禧两大战略

集团进行大规模决战。辽沈战役的重大

胜利和淮海战役的顺利进展，使蒋介石

的战略防御体系濒临瓦解。此时，华北

地区国民党军面临东北、华北人民解放

军的联合夹击，据守平津一带的华北“剿

总”傅作义集团顿成“惊弓之鸟”。在是

否坚持华北这个问题上，蒋介石与傅作

义各有盘算，蒋介石的意图是放弃华北、

巩固江南，主张将傅作义集团撤至江南；

傅作义担心南撤后，自己的嫡系部队被

蒋介石吞并，遂坚持固守张家口至平津

塘一线。蒋、傅二人在考虑共同利益和

各自利害关系基础上，最后决定暂时采

取固守平津地区、确保塘沽海口、以观时

局变化的方针，以蒋系部队部署于北平

以东，傅系部队部署于北平以西，确保在

战局不利时随时南撤或西退。

针对傅作义既想守又想撤的矛盾

心 理 ，中 央 军 委 决 定 提 前 发 起 平 津 战

役 ，以 实 现 将 傅 作 义 集 团 抑 留 并 歼 灭

于华北地区的目的。中央军委会同东

北野战军、华北军区指挥员研究筹划，

确 定 平 津 战 役 的 基 本 方 针 ：抑 留 傅 作

义 集 团 于 平 、津 、张 地 区 ，先 完 成 战 略

上 的 包 围 和 分 割 ，切 断 其 南 撤 和 西 退

通 路 ，而 后 先 打 两 头 ，后 取 中 间 ，以 军

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手段全歼

傅 作 义 集 团 。 无 疑 ，抑 留 傅 作 义 集 团

为 东 北 野 战 军 主 力 入 关 争 取 时 间 ，是

战 役 最 关 键 的 一 环 。 为 此 ，中 央 军 委

作 出 5 项 部 署 。 一 是 华 北 军 区 第 1 兵

团 暂 停 进 攻 太 原 。 二 是 华 北 军 区 第 3

兵团撤围归绥，包围张家口，切断傅作

义 集 团 向 绥 远 逃 跑 的 道 路 ，以 免 因 攻

下太原、绥远而迫使北平、天津之敌感

到 孤 立 ，进 而 撤 退 逃 跑 。 三 是 华 北 军

区 第 2 兵 团 和 东 北 野 战 军 先 遣 兵 团 出

击 北 平 至 张 家 口 一 线 ，隔 断 北 平 与 张

家 口 的 联 系 ，牢 牢 困 住 傅 作 义 集 团 。

四是东北野战军主力提前入关。五是

与 傅 作 义 保 持 接 触 谈 判 ，稳 住 傅 作 义

集团，解决蒋军。

掌握战与和的主动权。遵照中央军

委作战部署，“留傅”之后要“困傅”，东北

野战军、华北军区部队先从西线发起攻

击，引敌西援。秘密入关的东北野战军

在华北军区部队协同下，采取对西线之

敌围而不打、对东线之敌隔而不围的方

针，由西向东，巧妙实施战略包围和战役

分割，切断其南撤、西退之路，使傅作义

集团由“惊弓之鸟”变为“笼中之鸟”。

在东北野战军、华北军区部队的联

合行动下，傅作义集团被分割包围于张

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 5 个孤立

地区，我军处于“打”有把握、“谈”有条

件的有利地位。然而，掌握 50 余万兵力

的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仍以为有

力可恃、有路可走，对和谈、起义长时间

处于试探游移、犹豫拖延之中。

为使北平这座古城免遭战争破坏、

减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中央军委

巧妙地以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并举的

方法解决北平问题，即“以打促和”。军

事行动上按照“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

指导方针，先打新保安、塘沽，再打张家

口、天津，最后拿下北平。

1948 年 12 月 21 日，华北军区第 2 兵

团向被困于新保安的国民党军第 35 军

发起攻击，打响了平津战役的第一仗。

23 日，华北军区第 3 兵团和东北野战军

第 4 纵队对张家口守敌第 11 兵团发起猛

攻。战至 24 日，5 万余敌人基本被我军

歼灭。1949 年 1 月 14 日，在天津守军拒

绝和谈条件的情况下，我军以步兵、炮

兵、工兵、装甲兵协同作战，仅用 29 个小

时便攻占了这座设防坚固和守备森严

的大城市，全歼守军 13 万余人。连续的

军事打击，特别是天津解放意味着傅作

义集团由海上南逃之路被彻底切断，对

固守北平城的国民党军造成较大心理

震慑，使他们明白防御如此严密的天津

尚经不住解放军不到两天的攻击，北平

将更不堪一击。

傅作义意识到此时已没有讨价还

价的筹码，于是多次秘密派人与我方接

触。平津前线司令部根据中央军委确

定的方针，与傅作义集团先后进行 3 次

谈判。一方面，通过北平地下党组织和

民主人士积极争取傅作义接受和谈条

件，进行一系列上层统战工作。北平地

下党组织先后联系或接触多位与傅作

义有密切关系的人士，潜移默化地影响

傅作义，对促使傅作义转变立场发挥了

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在努力争取傅作

义的同时，北平地下党组织还充分利用

一切时机开展瓦解敌军的工作，策动傅

作义集团所属部队起义。此外，北平各

界有识之士挺身而出为和平奔走，保卫

古都、和平解放北平成为各界共识，渴

望和平解放的民意，对促使傅作义接受

我党的和谈条件、实现北平和平解放起

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1949

年 1 月 21 日，经过多次谈判与角力，国共

双方谈判代表在《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

题的协议书》上签字。同日，傅作义召

集所属高级军政人员宣读了协议条文，

宣布北平城内国民党军队将接受人民

解放军改编。22 日，傅作义在该协议书

上 签 字 ，并 以 公 开 发 布 方 式 告 知 国 内

外。27 日，中共中央发布庆祝平津解放

的统一口号，其中有：“庆祝北平解放！”

“庆祝天津解放！”“庆祝华北解放！”31

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北平和平解放，不仅宣告以平津为

核心的华北地区回到人民怀抱，还使北

平古城能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完整保

存 下 来 ，避 免 了 前 线 指 战 员 的 流 血 牺

牲，保存了北平人民的生命财产，为解

放全中国和建设新中国保存了大量的

有生力量，也为新中国定都北平奠定了

基础。

在北平解放过程中，中共中央、中

央军委运筹帷幄，决策领导和平解放北

平，创造了将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

一战线相结合，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

结合的典范。“北平方式”的出现，是中

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人民解放军官兵共

同奋斗的结果，是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

运动中重要的军事创举和政治创举，对

于人民解放军解决残余的国民党军产

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并为之后和平解

放湖南、云南等地提供经验，大大加速

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

“北平方式”：和平解放的伟大创举
■王凤春 王 刚

淮海战役中，许多被俘的国民党军

官兵都说最怕我军的 3 样东西：一是我

军的战场喊话，二是我军的近迫作业，

三是我军的“土特产”——飞雷炮。飞

雷炮由于威力巨大，碰上它非死即伤，

在敌军中“名声远扬”。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的武器装备与

国民党军相比，明显处于劣势。为弥补

火力不足，前线指战员创造性地利用火

药和炸药的威力，就地取材制作了大量

的土制武器，飞雷炮便是其中之一。飞

雷 炮（又 称“ 土 飞 机 ”），即 炸 药 包 发 射

筒。它的结构相对简单，但制作过程十

分讲究，先将汽油桶顶盖锯掉，再把桶

身呈 45 度角放置或部分掩埋在土中，在

桶的最底部装填黑火药或低威力炸药作

为发射药；依据射击距离和火药重量，把

捆扎成圆盘形的炸药包放进桶中，并加

入延期雷管。点燃导火索后，发射药的

推射力将炸药包抛入敌军阵地后落地起

爆，一次可发射 20 至 100 公斤炸药，射程

达 100至 200米，可炸毁落地点周围 10余

米的地堡、鹿砦等土木工事。

1948 年 11 月，淮海战役进入第二阶

段，国民党军第 12 兵团在双堆集和附近

村庄依托有利地形构筑大量地堡、交通

壕，还把数百辆汽车连成一圈，用沙土

装满，打造了一条核心防御圈，构成里

外三层的防御体系。战斗打响后，在飞

雷炮的助攻下，我军只用半小时就摧毁

了国民党军苦心经营、号称固若金汤的

工事群。同年 12 月，中原野战军第 1 纵

队第 1 旅第 7 团 1 营和旅特务连，配合第

58 团向敌小马庄和独立家屋阵地发起

攻击。此次战斗，我军集中了 30 余个飞

雷炮，在 10 分钟内发射 1000 余公斤炸

药 。 在 我 炮 火 压 制 下 ，敌 工 事 全 被 摧

毁，我军全歼守敌第 18 师工兵营，敌第

342 团 1 营大部被炸死和震昏。

这种凝结我军官兵智慧的自制炸

药发射武器，在淮海战役中发挥了巨大

威力，敌人闻之丧胆，畏惧地称它为“原

子炮”。毛泽东同志在《敦促杜聿明等

投降书》中风趣地说：“我们的飞机坦克

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叫

这些做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

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

淮海战役期间，前线指战员在实战

中不断总结经验，拓展运用方式，对武

器装备进行改良，并对战法进行创新，

使用迫击炮抛射炸药包，发挥了不小威

力。他们用一根木质较硬、直径与迫击

炮 口 径 相 仿 的 木 棍 ，在 一 端 捆 扎 炸 药

包，炸药包上安装导火索和雷管，引燃

后 可 将 5 至 8 公 斤 的 炸 药 包 发 射 出 去,

用于压制敌人炮火、摧毁地堡，威力大

大超过同口径的迫击炮弹。

为研发这些土制武器，我军指战员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有人为此献出宝

贵的生命。淮海战役打响后，华东野战

军特种兵纵队参谋长韩联生负责组织

研究和试验“飞行爆破”技术（即采用飞

雷炮的原理，运用各种就便器材把炸药

包发射出去）。在一次“飞行爆破”试验

时，意外发生。一个炸药包打出后没有

爆炸，韩联生奔向炸药包落点处检查原

因。当走近炸药包时，他发现导火索暗

暗作响，立即大喊身边人卧倒隐蔽。可

话音刚落，炸药包爆炸了，韩联生等 7 名

同志当场牺牲，他们用生命换来了克敌

利器的研制成功。

进 入 新 时 代 ，我 军 武 器 装 备 迭 代

升 级 、跨 越 发 展 ，新 型 武 器 不 断 涌 现 ，

装备性能不断提升。在淮海战役胜利

75 周 年 之 际 ，我 们 更 加 怀 念 那 些 为 战

斗胜利、全国解放献出生命的先烈们，

他 们 的 牺 牲 奉 献 和 勇 于 创 新 精 神 ，将

永远激励我们担当作为，勇毅前行，发

挥 聪 明 才 智 ，为 战 斗 力 提 升 作 出 应 有

贡献。

（本文图片由淮海战役纪念馆提供）

飞 雷 炮 ：土 制 武 器 显 神 威
■王少亭 汪志鹏

1933 年 9 月，红四方面军取得仪南

战役胜利后，根据地已发展到仪陇以南

地区。当时，国民党军第 20 军占据营

山、渠县、广安等地，由北向南实行纵深

梯次配置。其中，敌第 20 军第 2 混成旅

分布在营山以北巴中县的玉山场、鼎山

场等地，突出于仪陇和江口之间，成为

红军继续向南发展的严重障碍。

为解除这一威胁，红四方面军决心

进 行 营 渠 战 役 ，首 先 歼 灭 敌 第 2 混 成

旅，而后向南发展，突破敌第 20 军之纵

深防御，相机歼其主力。9 月 22 日夜，

红四方面军第 9 军第 73 团冒雨穿过荒

僻的山间小路，以隐蔽、突击行动迅猛

插入玉山场、鼎山场背后，一举攻占敌

之险要阵地龙背场，击溃守敌 1 个营。

第 9 军另一部占领马鞍场，将当地反动

武装大部歼灭。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

第 30 军由正面逼近玉山场，迫使敌守

军南逃，在追击过程中将敌全部击溃。

鼎山场之敌陷于孤立，迅即被红四方面

军第 4 军第 11 师击破。随后，第 4 军接

着向东南推进，配合第 30军发展攻势。

营渠战役打响后，敌军为确保营

山、渠县、蓬安防区的安全，命第 1 混成

旅 2 个团驻守佛楼寺，并以第 2 混成旅

残部及第 5 混成旅 1 个团在天池、通天

场、大庙场一线占领阵地，阻止红军前

进。同时，敌急调第 3 混成旅由南充增

援蓬安，第 5 混成旅 2 个团向营山集中，

加强防守。

9 月 29 日夜，第 30 军主力向敌第 1

混成旅发起突然攻击。指战员冒着敌

军火力封锁，攀登悬崖绝壁，一举攻下

佛楼寺、杨家寨，全歼敌第 1 团和第 3

团。30 日，第 4 军第 11 师攻占佛楼寺

以东之石桥河。第 30 军在佛楼寺战斗

后，又挥戈西进，协同第 9 军向营山进

攻；第 4 军第 11 师由石桥河南下，逼近

渠县近郊。10 月 3 日，第 9、第 30 军各

一部向大庙场、新店子一线敌军发起

猛攻。第 9 军第 73 团在大雨滂沱之中，

英勇冲入敌阵，展开肉搏，连破 7 道工

事。该线守敌和来援之第 3 混成旅及

第 5 混成旅一部，在红军猛烈打击下，

被 歼 2000 余 人 ，余 部 逃 向 嘉 陵 江 西

岸。当晚，第 9 军解放营山，并于 6 日占

领蓬安对岸之周口。第 30 军第 90 师一

部从营山西北之万家店出发，占领蓬

安的金甲地区。红军所到之处，纪律

严明，秋毫无犯。饱受军阀压榨的当

地群众，敲锣打鼓迎接红军，庆祝战斗

的胜利。

营渠战役历时 10 余天，共歼灭敌

第 20 军第 1 混成旅大部，第 2、第 3、第 5

混成旅各一部，毙俘敌团长以下官兵

3000 余人，缴获大量枪支。此战，红军

相继解放了营山县城及营山、渠县大

部和蓬安县嘉陵江以东之广大地区，

使川陕根据地向南扩展百余里。

营 渠 战 役
■刘其才 文 斌

东汉末年，袁绍凭借对兵种的灵活

运用大败公孙瓒，创造了历史上以少胜

多、以步兵战胜骑兵的经典战例——界

桥之战。其中，袁绍军中装备千余强弩

的先登营，在此次大战中起到至关重要

的作用。

弩又称“窝弓”“十字弓”，由弓演

变而来，出现不晚于商周。至春秋时

期，弩的制造技术已相当成熟，战国时

期各种弩广泛运用于军队。单人操作

的弩为单兵弩，根据上弦方式不同，又

可分为擘张弩、腰张弩、蹶张弩。根据

作战需要，在单兵弩的基础上，古人又

发明了装在车床之上、需多人配合使

用的大型弩，如春秋时期《墨子·备高

临》中记载的“连弩车”，特别是南北朝

时期开始，为应对骑兵的冲击力，弩进

一步向大型化发展，如巨型“神弩”以

及后来宋朝出现的“三弓床弩”、明朝

的“神臂床子连城弩”等。

无论是单兵弩还是车弩、床弩，其

设计及射击原理并无区别。以单兵弩

为例，《吴越春秋》有载：“横弓着臂，施

机设枢”，形象展示了以“臂、翼、机”为

主体构成的弩。臂又称身，是弩的托

柄，为木质长条状。翼是横置于弩臂

顶端的横弓，为弩的蓄力装置。机是

安装在弩臂后部用来控制挂弦释放的

装置，可以勾住弓弦，并控制回弹，多

为青铜打造，也是弩相比于弓最复杂、

最具创造性的部分。

相比于弓，单兵弩射程更远、穿透

力更强、更易于掌握，而且箭矢装填后

无需双臂张力，射手可以专心瞄准射

击，大大提升了射击效能。但由于需

要较长时间装填箭矢，导致发射间隔

时间较长。为此，古人从战术上采取

不同步骤梯次搭配或不同兵种搭配的

方式来解决问题。比如，宋军采取一

排射击、二排准备、三排张弦的轮射方

式，或者一排射击、二排递弩、三排搭

箭的专射方式，还有长枪居前、次最强

弓、次强弩、最后神臂弓的多兵种叠阵

方式，均能达到连续不断射击、高效杀

伤敌军的目的。在技术上，古人还设

计了连弩。例如，明代有一种连发弩，

称诸葛弩，其弩臂上设有可拆卸的内

装 10 支 箭 的“ 弹 仓 ”和 拉 弦 开 弓 的 手

柄，把手柄向下拉，弦即被拉开，箭同

时从“弹仓”落到箭槽内待发。只要操

作手柄，就可完成拉弓、装箭、发射一

系列动作，从而实现连续发射，并且为

解决威力不足的问题，箭矢多用毒箭。

除单兵弩外，大型床弩在军事上

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前文提到的

宋代“三弓床弩”，设计了可绞动的轮

轴机械用于上弦，这种强大的蓄力方

式使弩的威力近则百步，远则千米，具

有极强的远射击杀伤威力。《宋史》所

载澶州之战，辽军名将萧挞凛就是被

宋军床弩射杀。

元朝时期，骑兵极其强悍，弩的作

用明显降低。到了明清时期，弩同样

没有逃脱被火器替代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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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兵器面面观

收藏于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蜀汉铭文青铜弩机收藏于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蜀汉铭文青铜弩机。。

陈列于淮海战役纪念馆的陈列于淮海战役纪念馆的

我军自制炸药发射筒我军自制炸药发射筒（（仿制品仿制品）。）。

解放军用土布和电线捆扎解放军用土布和电线捆扎

飞雷炮的发射药飞雷炮的发射药。。

华章 75 年·解放记忆

北平市民在正阳门大街上夹道欢迎参加入城式的人民解放军北平市民在正阳门大街上夹道欢迎参加入城式的人民解放军。。

平津战役中平津战役中，，我军爆破组在炮火掩护下爆破天津城墙我军爆破组在炮火掩护下爆破天津城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