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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省井冈山市茨坪镇西北 6 公

里处，有一个小井村，是井冈山大小五井

（即大井、小井、中井、上井与下井）中较

小的村庄。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的

第一所正规医院——小井红四军医院便

诞生于此。

1928 年 4 月底朱毛会师后，红军的

队伍逐渐壮大，井冈山根据地也得到蓬

勃发展。为浇灭这团革命之火，国民党

军对根据地的“围剿”更加频繁，敌我斗

争日益激烈，红军伤病员随之增多，原有

的茅坪、大井两个规模较小的医务所已

无法满足需求。考虑到伤病员住在群众

家中、给群众生活带来不便，不利于伤病

员集中救治，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

大会通过一项重要决议：“建设较好的红

军医院”。

这项工作具体由红军后方留守处

负责，地址就选在小井。为赶建这所医

院，边界政府和红军从宁冈、永新、酃县

等地请来许多木工、石匠和铁匠，并从

红军部队抽调人员参与建设。由于缺

少经费，很多红军官兵和当地群众纷纷

捐出自己平时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零用

钱 和 伙 食 费 ，最 后 凑 出 了 1000 余 元 大

洋。然而，建设一所医院，这笔钱还远

远不够。为此，红军战士自己动手、就

地取材，上山采集木料、搬运石料。根

据地的老人、孩子、妇女和伤病员也自

发参与医院建设。

在根据地军民的齐心协力下，仅用

两个月左右时间，一幢杉木皮盖的屋面、

上下两层、有 32 间病房的木质结构房屋

在小井街边拔地而起，当时取名为红光

医院，因为地址在小井，又被称为小井红

四军医院。医院设有院部，院部设立了

医务室、看护排、担架排、事务排，后来还

成立了党总支。

小井红四军医院的诞生，让红军的

医疗卫生事业迈入新的发展阶段。然

而，由于敌军的严密封锁，井冈山革命

根据地的物资极为匮乏，红军医院严重

缺乏医生、药品和医疗器械。当时，医

院所需药品主要有 3 个来源：一是从敌

军那里缴获而来。每次打了胜仗，红军

都能从敌军卫生队缴获不少药品，以缓

解药品紧张。二是白区的党组织通过

各种关系收集根据地急需药品和器材，

再通过地下交通线送到根据地。然而，

这些途径获取的药品远远不能满足医

院的需求，于是医院医务人员发扬艰苦

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一方面亲自上

山采集各种草药，另一方面想办法用其

他物资替代药品。比如，缺少酒精，就

用食盐水消毒；食盐紧张，就改用金银

花，或者轻轻刮下外面青的一层竹灰研

成粉末作为消炎的代用品。同时，他们

还向当地的草医和土郎中请教，从群众

中总结出许多治疗伤病的药方，并编写

了药书。

在医疗器械方面，医务人员也想出

很多“土办法”，比如利用当地生长的竹

子和杉木，做成消毒盆、镊子等医疗器

具。没有骨锯，医务人员就拿木匠的细

齿小锯子，经消毒处理后，用来做外科

手术。物资的匮乏让医务人员十分注

意节约，一块普通的纱布，一条普通的

绷带，都是洗了用，用了洗，直到完全不

能用为止。

医院条件虽然艰苦，红军战士的精

神却很饱满、革命热情高涨。伤病员养

病期间仍关心前方战斗形势，伤没好就

争着要出院上前线。一些轻伤员每天坚

持为前方削制竹钉。病房里经常可以听

到他们相互鼓舞的嘹亮歌声。有时他们

还会开展多种文娱活动，自编自演一些

节目。当有伤病员出院时，大家还会唱

自编的歌曲来欢送。

毛泽东、朱德等十分关心伤病员们

的生活，每次路过小井都要去医院探望

伤病员，询问医务人员缺不缺药品；每

次打完仗、打完土豪，都会派人将部分

战利品和没收的物品送至医院。当地

群众也时常把自家产的红薯、板栗等农

产品送给医院，帮助医院解决生活上的

困难。

1929 年 1 月，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

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为摆脱

敌军包围，红四军前委决定实施“围魏

救赵”策略，只留一小部分部队守山，主

力向赣南、闽西进军，红军医院属于留

守 之 列 。 一 天 夜 里 ，国 民 党 军 窜 入 小

井，医院的 130 余名重伤病员和部分医

务人员来不及转移，不幸被俘。敌人对

我军伤病员严刑拷打，威逼伤病员说出

红军主力的去向。伤病员们忠贞不屈，

最后全部英勇就义，医院也被烧毁。英

雄们倒下后，隐蔽在深山密林里的群众

冒着生命危险，将他们的遗体掩埋在附

近的稻田中。

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政府按历史原

貌修复了小井红四军医院，还将烈士们

的部分遗骨从小井迁到茨坪重新墓葬，

并建造革命先烈纪念塔。

如今，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展厅

内，还陈列着当年建造医院时工人们用

过的刨子和墨斗，以及红军医务人员用

过的医书、碾药轮和药臼等。这些文物

历经岁月沧桑，是我军医院早期艰苦卓

绝发展历史的重要见证，也激励着一代

代军队医务工作者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用辛勤的劳动护佑军民的健康。

小井红四军医院—

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所正规医院
■鄢城名

南京，这座既古老又蓬勃的城市，拥

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是近代中国

风云激荡的重要历史舞台之一。中华民

族反帝反封建的近代史在这里开启，深

远的民族觉醒历程在这里演变，伟大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里升华。1949 年 4

月 23 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不仅标

志着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终结，也标志着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屈辱历史命运的

结束。

钟山风雨起苍黄。蒋介石在 1949

年 1 月，第三次宣布下野并离开南京。

代总统李宗仁上台后，一面通过民主人

士与共产党“和谈”，一面寻求美援企图

划江而治。

在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饮马长江

的同时，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进

一步激化。一些地方实力派开始与中央

派分道扬镳。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下

简称民革）内部也加紧了反蒋政治宣传，

提出“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拥护共产党，欢迎人民解放军，中国共产

党万岁”等口号，并号召公职人员各安职

守，一不跟国民党逃跑，二不破坏公物档

案，迎接解放。大批传单被连夜包扎成

卷，投进邮筒，分发到各机关团体。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长江中下游

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国民党军主

力部队几乎丧失殆尽，内部动摇情绪与

日俱增，军官满腹牢骚，逃兵现象增多。

许多有远识的国民党将领纷纷与共产党

方面取得联系，约定适当时机把部队带

到解放区。在南京警界，还发生了大规

模的警察罢岗事件，使摇摇欲坠的国民

党反动政权愈加不堪一击。彼时的南京

百姓人心惶惶，社会秩序十分混乱，逃兵

伤兵四处闹事，地痞流氓趁机扰民，商业

惨淡物价飞涨。

1949 年 4 月 1 日，在国民党和谈代

表飞赴北平之时，南京各大院校学生和

职工举行万人游行示威，掀起“反征兵、

反征粮、反征实、反美援、反假和平”运动

的浪潮。

百万雄师过大江。 1949 年 2 月 11

日，为加强对渡江作战的统一领导，中央

军委决定由淮海战役总前委原班人马组

成渡江战役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

及作战的职权”。3 月下旬，总前委根据

中央军委意图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

纲要》，决定组成东、中、西 3 个突击集

团，在江阴至湖口间 500 余公里的地段

上，有重点地分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江

防。4 月 20 日，国民党主张的假意和谈

破裂。当日 20 时，人民解放军中突击集

团开始渡江。21 日，毛泽东、朱德发布

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

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

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

立和完整”。当日夜，人民解放军东集

团、西集团同时强渡长江，全线突破敌军

江防。

国民党军 70 万重兵部署于长江防

线的同时，为保障南京的安全，以李延年

兵团及“首都卫戍总司令部”指挥第 28

军、第 45 军、第 99 军防守南京及东西地

区 。 蒋 介 石 命 嫡 系 部 队 第 28 军 在“ 三

浦”（即南京市下属的江浦、浦镇、浦口）

布防，利用江北的丘陵地形构筑明碉暗

堡，在沿江、公路一线及北面的大小山头

上筑起防线，准备死守江北桥头堡，确保

南京北大门的安全。为迅速扫清南京外

围障碍，渡江战役总前委要求在前哨阵

地牵制南京的第三野战军第 35 军发起

三浦战役，肃清江北的国民党军，占领北

桥头堡。第 35 军接到命令后，立即对江

浦、浦镇之敌发起强大攻击，至 22 日凌

晨，浦口被解放军攻占，南京的国民党守

军残余弃城而逃。23 日清晨，代总统李

宗仁及各院部官员乘飞机撤离南京，当

日夜，第三野战军第 35 军第 104 师先头

部队已经进入南京城。24 日凌晨，英勇

的解放军官兵将革命的红旗插在南京总

统府的墙头，作为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南

京宣告解放。

三大战略决战后，人民解放军胜利

渡江并直插国民党政权心脏，这一伟大

的历史之变成为解放战争中重要的历

史节点。它标志着人民解放军有足够

信心和能力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国

民党军队，也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实践中探索

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

唯一正确的道路，同时也宣告我党的工

作重心自此由乡村转向城市，实现并开

启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由城市领导

乡村”的时期。

天翻地覆慨而慷。南京解放后，渡

江战役总前委、华东局的主要领导先后

会聚南京，共同商讨接管并建设南京的

具体部署，共产党人开始了建设新南京

的新征程。

5 月上旬，南京市委、市政府先后成

立，市委从成立起就号召“全体干部执行

党的政策，坚定自己的立场，保持艰苦朴

素的作风，反对堕落腐化的倾向”，强调

首要任务就是进行思想整顿、学习城市

政策和“入城守则”。南京是国民党的政

治中心，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统治机器，

需要接管的中央和南京市两级政府等单

位有 700 余个，国民党政府留下的公务

人员、警察、工勤人员等有 7 万余人。在

接管城市过程中，来自 9 个解放区的随

军南下干部和南京地下党干部勠力同

心、团结奋斗，仅用 1 个多月时间便完成

复杂的接管工作。

6 月 10 日，《新华日报》发表了在南

京 创 刊 后 的 第 一 篇 社 论《为 建 设 新 南

京而奋斗——南京人民当前的任务和

努力方向》。该社论提出改造旧南京、

建 设 新 南 京 的 四 大 任 务 ：全 力 恢 复 生

产，逐步发展生产；彻底摧毁国民党反

动 派 的 残 余 力 量 ，使 潜 伏 特 务 匪 徒 无

活 动 可 能 ，建 立 安 定 的 社 会 秩 序 ；扶

助、劝导失业半失业人员参加生产，营

造 生 产 建 设 的 良 好 环 境 ；肃 清 帝 国 主

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法西斯

文 化 余 毒 ，建 设 民 族 的 、科 学 的 、大 众

的文化。南京解放不仅使人民获得新

生 ，也 使 这 座 饱 经 风 霜 的 历 史 名 城 进

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人间正道是沧桑。75 年前，毛泽东

在北平香山得知南京解放的消息，挥笔

写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

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

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

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

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渡江战役胜利和南京解放，标志着

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有力推动解

放战争战略追击的进程。在南京解放后

不到半年时间里，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

迅速解放了全国大部分地区，为新中国

诞生奠定了坚实基础。南京这座城市，

曾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和终点，但远不

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点，人民解放军

占领南京的伟大壮举就是向全世界宣

告，革命决不止于南京。

南京的解放，是历史前进的必然，

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变化规律的生动体

现。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等卓越的中

国共产党人领导下，坚持将革命进行到

底，誓将穷途末路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彻

底消灭，这是顺应时代发展趋势之举，

是顺应人民呼声并按照自然客观规律

改造一切的具体实践，也是中国共产党

和人民解放军的革命豪情与革命胆识

的生动体现。

南京解放：天翻地覆慨而慷
■王凤春

戈、戟、钩镰枪、狼筅，均是古代长

兵器，除戈外，均具有刺击功能，它们

在古代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除明

代出现的狼筅形制特殊外，前三者形

制上多有相似之处。

戈诞生于新石器晚期，由类似镰

刀类的劳动工具演化而来，盛行于商

周至战国时期。戈由戈头、柄和鐏（柄

下端的饰件）构成，是一种以勾、啄方

式 打 击 敌 人 的 曲 头 长 兵 器 。 戈 头 由

援、内、胡 3 部分组成。援是横出的杀

伤部位，由上下两刃向前弧收成尖锋，

用以钩啄敌人。内位于援的后尾，用

来穿入戈柄，其上有穿绳绑缚戈柄用

的孔，称作“穿”。胡是援下刃延伸的

部分，其上也有穿，胡越长穿越多，用

绳绑缚戈柄时会更加牢固。《周礼·考

工记》中记录了当时戈的各部构造数

据，“戈广二寸，内倍之，胡三之，援四

之”。意思是，戈的援上下的刃之间两

寸 宽 ，内 四 寸 长 ，胡 六 寸 长 ，援 八 寸

长。由于春秋时期度量衡不统一，各

地制造的兵器大小有差异。通常长戈

用于车战，短戈用于步兵。戈在商周

至战国时期十分盛行，被广泛用于车

战。作战时，车上持戈的战士横向挥

戈扫劈敌人，在战车高速冲击下，其攻

击威力远大于直刺兵器。随着骑兵出

现和兵器发展，戈在东汉时期逐渐销

声匿迹。

戟是矛和戈的结合，将戈的前端

装以矛尖就是戟。目前，我国发现最

早的戟出现于商代晚期，秦汉时期逐

渐流行。戟可分为车戟、骑兵戟、步兵

戟。戟头在戈头援、内、胡、穿 4 部分

的基础上，多出了矛锋，使戟具有刺杀

功 能 。 战 国 之 前 ，戟 多 为“ 十 字 铜

戟”。战国晚期，随着铸铁技术出现，

戟 逐 渐 进 化 为“ 卜 字 铁 戟 ”。 西 汉 时

期 ，随 着 骑 兵 作 战 盛 行 ，戟 进 一 步 演

化，援上翘成刺，不再注重钩啄功能。

东汉末年，戟极为盛行，还演化出短柄

“手戟”，可两戟并用称为“双戟”。南

北朝时期，随着重骑兵出现，戟逐渐被

枪、马槊等兵器取代，隋唐以后，逐渐

成为礼仪用具。

钩镰枪从造型上看，将戟横向的

锋 刃 内 弯 就 是 钩 镰 枪 。 钩 镰 枪 的 使

用最早出现于唐，宋时达到巅峰。钩

镰枪前端为锋利的枪锋，侧有锋尖向

后的曲刃，呈镰刀状。枪锋主要用于

直 刺 ，而 侧 缝 不 仅 可 以 勾 刺 ，也 可 用

于钩住敌方铠甲将其拉倒。宋时，宋

军常与金的骑兵作战，钩镰枪可用于

钩 砍 马 腿 ，是 对 付 骑 兵 的 利 器 ，其 因

此而盛行。《武经总要》中记载的钩枪

类 兵 器 不 下 8 种 ，其 中 就 包 含 单 钩 镰

枪和双钩镰枪。

狼筅是一种形制非常特别的长兵

器，由明代将士自创，后改进成为明军

制式装备。狼筅是由坚韧的毛竹为主

体，布有 9 至 11 层节叉，用火烫熨得有

直 有 钩 ，灌 以 桐 油 并 缚 毒 ，柄 长 一 丈

半，顶端装枪头。狼筅在戚家军与倭

寇对战中大显身手，攻击和防守性能

俱佳，倭刀虽锋利却砍不断软枝，竹节

层层深，可阻挡长枪刺入。作战时，狼

筅兵在前冲，长枪兵紧随左右，大刀兵

接应于后，杀得倭寇死伤无数。狼筅

是戚家军“鸳鸯阵”的必备武器，被称

为“破阵第一利器”。

戈、戟、钩镰枪、狼筅，有的由劳动

工具演化而来，有的是不同兵器的结

合，有的是结合战争特殊需要独创，充

分凝结和体现了古人的智慧。它们虽

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在中国冷兵器史

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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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兵器面面观

华章 75 年·解放记忆

19491949年年 44月月 2323日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总统府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总统府。。

位于江西省井冈山市的中国红军第四军医院旧址位于江西省井冈山市的中国红军第四军医院旧址。。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展出的战国铜戈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展出的战国铜戈。。

在近期几部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

影视作品里，经常有这样一个镜头：一

个志愿军战士，从怀里掏出一个又黑

又圆的“地蛋”（即土豆），艰难地咬下

一口，又赶紧放回衣服里暖着。这种

艰苦的伙食保障条件，给众多观众留

下深刻印象，人们不禁要问，参加东线

作战的志愿军第 9 兵团官兵为什么大

多以土豆为口粮呢？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时，我国的粮

食总产量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从总

体上看，供给出国部队的军粮应该问

题不大。尤其是作为“总后方基地”的

东北地区，大米年产量一直居于全国

首 位 ，而 且 最 靠 近 抗 美 援 朝 战 场 前

线。按照常理，第 9 兵团入朝就算条件

再艰苦，也不至于只能吃土豆。

然而，供给前线部队的军粮存在

着不容忽视的客观困难。首先，就是

运输问题。在组建东北边防军之初，

中央的计划是筹集 1000 辆汽车保障运

输，尤其是粮秣的输送。当时，我国没

有独立生产汽车的能力，原总后勤部

只能通过清理库存、收集缴获、地方征

调、削减公车等方法，勉强凑足了这个

数量的汽车。但是，这批汽车几乎全

部用于保障西线志愿军主力作战，东

线的第 9 兵团能够使用的汽车基本上

只有兵团本级和所属各军自带的少量

运输车，相对于庞大的粮秣运输需求

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其次，就是东

线的长津湖一带的极寒天气。第 9 兵

团入朝时，朝鲜北部已经进入最为寒冷

的冬天，部分炊事班把大米饭做好之

后，还没等送到战士们手里就已冻成

“大米疙瘩”。最后，是部队的作战任务

发生变化。第 9 兵团的主要作战区域

在长津湖一带，这里是朝鲜半岛北部最

大的高原——盖马高原，山峰林立、道

路蜿蜒。为实现分割包围敌军的目的，

不少连队按照命令要执行向敌侧后穿

插迂回的行动，运动距离较远，并且敌

机空袭威胁较大，生明火做饭极易暴露

目标。在这种条件下，部队急需一种

便于携带、方便速食的随身口粮，以便

及时补充能量。

这样看来，土豆成为第 9 兵团官兵

的应急口粮，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它既

能够为官兵提供充足的热量，又方便携

带、不易变质。更为有利的是，朝鲜北

部山区的农村种植大面积的土豆，志愿

军到达此地之后也方便就地补给，在较

大程度上缓解了部队的“粮荒”。

土豆虽好，但也不能长期食用，而

且冻土豆加上冰雪水，容易造成官兵腹

泻，影响战斗力。随后，原总后勤部根

据部队需求研发一款新式军粮——炒

面，逐渐成为抗美援朝战争初期部队

的制式军粮，为保障部队作战立下汗

马功劳。

土豆：志愿军的应急口粮
■周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