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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和镋同属带有叉状锋刃的刺击

类 长 兵 器 。 虽 然 它 们 没 有 像 矛 、枪 、

戟、槊等成为中国古代军队大量装备

的主战兵器，但在兵器史上仍占有一

席之地，名列“十八般兵器”。

叉最早是狩猎和劳动工具，逐渐

演化为兵器。叉主要由叉柄和叉头组

成。叉柄一般为木质或铁制，按部位

可分为上把段、中段、下把段和把尖。

叉头多为钢制，其锋刃数量没有统一，

比较常见的为三股叉，这样的叉被称为

“三头叉”或“三叉戟”。三头叉的叉头

中锋稍长，刃锋面宽，“上可叉人，下可

叉马”，多为骑兵所用，因此又名马叉。

自宋以来，叉发展出很多形制，如长叉、

托天叉、飞叉、龙须叉等。其中，飞叉作

为投掷类兵器，相传是宋朝宗泽手下偏

将张纯发明的。张纯力猛如虎，善使飞

叉，能于二十步外取人性命。明朝《三

才图会》对三头叉又有细分，两旁侧刃

均向前的为“文叉”，一刃向前一刃向后

的为“武叉”。这样的设计使武叉不仅

具备刺、挡、拍、扫的用法，还具备兵器

钩的功能。叉的用法源于枪法，重在中

平一势，也可锁拿对方兵器。后来，练

叉之人多在叉身上套若干铁环，演练时

哗哗作响。也有人能使叉在全身上下

滚动，俗称滚叉。

镋是一种具有刺、砍、格挡功能的

长兵器，始于明朝。镋形制如叉，镋首

正中有尖头，尖锐如枪，称为正锋。正

锋两侧装有弯翘的侧锋，弯曲向上呈

月牙形。与叉类似，镋也有三齿、五齿

等不同形制，根据侧锋形状的不同，取

名为凤翅镋、雁翅镋等。在明朝成书

的演义小说《说唐》《兴唐传》中，隋朝

名将宇文成都，使用的就是凤翅鎏金

镋。镋柄一般为木质或铁制，长度在

2.5 米左右，尾部装有棱形铁钻，称为

鐏，可将柄端插于地上。实战中，镋的

主要用法为刺、架、拍、挑、横等。不仅

如此，明朝军队还将镋与火器结合使

用。戚家军中的镋手，每人配有火箭

30 支，他们利用镋的特殊形制，将镋充

当火箭发射架。为更好地对付倭寇锋

利的倭刀，明军对镋进行改进，通过镋

与耙的结合发明了镋钯，即两翼侧锋

上有如耙的齿。由于镋这种兵器“非

力大身高者”不能使用，所以镋始终是

一种小众武器，至清末镋最终回归到

仪仗兵器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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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岗，它坐落在路西东大山旁，

皖东第一次反扫荡，我们夺回了这个地

方，于是这一带的人民把新四军和徐副

指挥的名字记心上……”这首由新四军

的文艺工作者章洛和洛辛完成的《周家

岗上》，曾是让皖东根据地军民激动的

旋律。85 年前，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

挥兼第 4 支队司令员徐海东，指挥第 4

支队 7 团、9 团在皖东周家岗地区，利用

有利地形抗击日伪军，粉碎了敌军“扫

平”皖东的迷梦，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

治影响。

1939 年 12 月中旬，日军从南京、明

光、蚌埠等地抽调日伪军 2000 余人，并

配备步兵炮、山炮 10 余门及部分骑兵，

集结于滁县、沙河集、全椒等地，分东、

南、北 3 路向新四军第 4 支队驻地全椒西

北部的周家岗地区“扫荡”。

周家岗是津浦路西抗日游击根据

地中心藕塘的南部屏障，战略地位十分

重要，不容有失。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决

定以全力争取反“扫荡”的胜利。

针对日军部署，江北指挥部依据周

家岗地区的地形，决定避敌锋芒，击其

弱翼，出其不意在运动中打击敌军，以

缩小“扫荡”范围，缩短“扫荡”时间，减

少群众损失。这次反“扫荡”任务由新

四军第 4 支队承担。徐海东根据江北指

挥部的部署，从第 4 支队司令部驻地滁

县太平集赶到第 7 团团部，进行作战部

署，决定由第 7 团、第 9 团这两个主力团

打好这一仗。经实地勘察和认真研究，

徐海东决定以第 7 团 7 连和 8 连，在周家

岗西北之常山岭一线占领阵地，防备施

家集之敌向西进犯位于太平集的支队

司令部；以第 7 团 1 营、2 营和 3 营 9 连，

在 周 家 岗 西 南 山 地 设 伏 ，占 据 有 利 地

形，对从周家岗南下之敌实行侧击、追

击和伏击；以第 9 团主力在周家岗以南

的复兴集、玉屏山一带构筑阵地，阻击

大马厂之敌北进。

12 月 19 日，日伪军开始出动。21 日

拂 晓 ，由 全 椒 进 至 大 马 厂 的 日 伪 军 北

窜，企图进攻周家岗，遭到埋伏在玉屏

山的第 9 团阻击。日伪军因前进受阻，

退回复兴集，随即集中炮火轰击第 9 团

阵地，掩护大队继续深入。第 9 团 1 个连

适时对退守复兴集的日伪军进行攻击，

迫使其退守大马厂一带。

21 日上午，由滁县、全椒出动的日

伪军 合 并 后 占 领 了 周 家 岗 。 16 时 许 ，

占 领 周 家 岗 的 日 伪军 向 复 兴 集 前 进 ，

企 图 与 被 阻 于 大 马 厂 的 日 伪军 会 合 。

我第 7 团 2 营两个连尾追敌人，边走边

打 。 当 敌 先 头 部 队 到 达 山 根 曹 、后 续

部 队 离 开 西 魏 村 时 ，便 进 入 我 预 设 伏

击圈。在这里设伏的我第 7 团 1 营，它

的前身正是当年徐海东率领的鄂豫皖

红 25 军 第 74 师 下 辖 的 一 支 以 打 硬 仗

著 称 的 英 雄 部 队 ，战 斗 骨 干 多 是 红 军

老战士。当大队敌人沿山路缓缓而来

时 ，设 伏 在 陈 郢 山 头 上 的 我 第 7 团 1

营，放过敌前卫部队，待后边随行的骡

马 辎 重 和 伪 军 刚 一 露 头 ，即 以 猛 烈 火

力 给 以 突 然 打 击 ，随 即 发 起 冲 锋 。 将

士们如虎下山，冲入敌阵，顿时将敌截

为 数 段 ，首 尾 不 能 相 顾 。 已 经 通 过 的

敌 人 不 敢 回 援 ，急 忙 占 领 两 座 小 山 头

盲 目 开 炮 。 被 我 截 断 的 多 数 是 伪 军 ，

战斗力不强，有的被打死，有的夺路逃

窜，有的举枪投降，辎重弹药等物资四

处丢弃，骡马东冲西突，四处逃散。

敌遭我伏击，伤亡惨重，前不敢进，

后不敢退，龟缩于山根曹、西何家庄等

山村，据险固守，不敢妄动。入夜，第 7

团 1 营又对该地之敌进行攻击，1 连反复

冲锋 10 余次，敌损失惨重。22 日，当这

股敌人由西河家南逃复兴集时，又遭我

第 7 团部队伏击，被消灭一部，其余溃逃

至复兴集。同日夜，我第 9 团又袭击了

复兴集之敌。

为配合全椒、滁县日伪军对周家岗

地区的“扫荡”，21 日，驻巢县的日伪军

出动近 1000 人，经含山侵入全椒西南的

古河镇。驻守该镇的国民党军第 138 师

一部和第 10 游击纵队没能挡住敌军进

攻，撤往和县的善厚集。古河镇被日军

占领。

“扫荡”周家岗地区的日伪军，虽然

人数众多、装备精良、有恃无恐，但在遭

到 新 四 军 连 续 打 击 后 ，不 得 不 于 23 日

上午开始撤退。在敌军撤退过程中，我

第 7、第 9 团又跟踪追击。其中，回窜巢

县 的 一 路 敌 人 被 第 9 团 沿 途 追 击 予 以

杀伤，新四军乘势收复了古河镇。回窜

全椒的一路敌人，在途经小尚村和东刘

村 时 ，遭 预 伏 的 我 第 7 团 部 队 猛 烈 阻

击。敌且战且退，途中又遭到新四军突

袭，惊魂未定的日伪军溃不成军、夺路

而 逃 。 我 第 7 团 追 击 敌 军 至 谭 墩 才 胜

利收兵。

经过 3 昼夜激烈战斗，新四军第 4 支

队粉碎了敌对周家岗的三路“扫荡”，共

毙伤俘敌 160 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和军用物资，收复周家岗、复兴集、大马

厂 、古 河 镇 等 地 ，打 开 了 抗 战 的 新 局

面。自此，新四军不仅在津浦路西站稳

脚跟，也为创建淮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

坚实基础。

反“ 扫 荡 ”结 束 后 ，群 众 纷 纷 返 回

家 园 。 大 小 村 镇 一 片 欢 腾 ，人 们 奔 走

相告，纷纷称赞新四军为国为民“打了

大 胜 仗 ”“ 立 了 大 功 劳 ”。 皖 东 军 民 在

欢庆胜利的气氛中迎来新的一年。新

四军部队所到的每个村子里，锣鼓声、

鞭 炮 声 响 成 一 片 ，群 众 从 四 面 八 方 涌

来 ，欢 迎 人 民 自 己 的 队 伍 。 孩 子 们 排

着队，手执小红旗，唱着临时编好的歌

曲 ：“ 欢 迎 新 四 军 ，欢 迎 新 四 军 ，打 鬼

子 ，呱 呱 叫 ，呱 呱 叫 ……”慰 劳 部 队 的

群众络绎不绝，有的挑着大米，有的赶

着肥猪，还有的送来布鞋，比赶集还要

热闹。

1940 年元旦当天，新四军第 4 支队

各团驻地都召开军民联欢大会，演出文

艺节目，部队领导在会上介绍全国抗战

的形势，宣传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

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主张，

并号召青年参加新四军及其领导的抗

日武装，打鬼子保家乡。会后，许多青

年报名参加新四军，仅大沙、石溪、管坝

等乡参军的就有 120 余人。

新四军激战周家岗
■胡遵远

中国古代兵器面面观

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全椒县的周家岗烈士陵园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全椒县的周家岗烈士陵园。。

清代铁马叉清代铁马叉。。 清代雁翅镋清代雁翅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