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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跋涉来到陕北时，红军最初

携带和途中缴获的重型武器装备已所

剩无几。有一门山炮却被红军战士万

分珍视。一路马驮人扛，红军战士将

这门山炮带到了陕北。这门山炮编号

587，名为“七生五过”。生，是英文“厘

米”的音译，“七生五过”即口径 75 毫

米。该炮由上海兵工厂于 1927 年模仿

德国克虏伯 75 毫米口径山炮制造，炮

身长 1050 毫米，最大射程 4300 米。这

门 山 炮 从 武 器 装 备 的 角 度 看 并 不 稀

奇，它能让红军战士丢弃其他辎重装

备，用鲜血和生命为代价将它带到陕

北，这就和它不同寻常的经历有关。

1935 年 4 月，国民党鄂军纵队司令

兼第 58 师师长陈耀汉在得知红 2、红 6

军团决定开赴湖北、创建新的革命根

据地的消息后，急令所辖两个旅先行

出发，与自己和西面的张振汉部合力

截击，妄图歼灭红 2、红 6 军团。红军在

陈家河利用有利地形，率先歼灭敌军

两旅中的 172 旅。陈耀汉闻此消息慌

忙回窜。随后，红军冒雨急行军赶往

陈耀汉南窜的必经之路桃子溪，对敌

发起猛烈攻击。此战，红军歼敌一个

师部和近两个旅，缴获大量武器装备，

这门山炮便是其中之一。这对于缺少

重 武 器 的 红 军 来 说 ，可 谓 如 获 至 宝 。

红军立即用该炮装备自己的炮兵营，

投入反“围剿”作战。

同年 6 月，在忠堡战役中，红军炮

兵营用山炮配合步兵作战，一举炸毁

敌军碉堡，敌军司令张振汉被俘。经

过红军的思想教育，炮兵专业出身的

张振汉加入红军，成为红军学校的教

员。在随后的龙山围困战中，张振汉

还亲自上阵操作这门山炮，两发炮弹

就摧毁了敌军一座碉堡。

11 月，红 2、红 6 军团从湘鄂川黔革

命根据地出发开始长征，这门山炮也

随着红军指战员踏上漫漫征途。突破

乌江时，红军利用这门山炮协同其他

武器压制住对岸的国民党军火力，为

红军战士抢渡乌江争取了宝贵时间。

长征途中，为携带这门重达几百

公斤的山炮，红军战士们克服重重困

难，宁肯饿肚子、吃苦流汗、手抬肩扛

也不舍得丢掉。过草地，炮身太重无

法 拖 行 ，红 军 战 士 就 把 山 炮 拆 开 来 ，

分组携带行军。一路上，一名战士倒

下了，山炮部件又转到另一名战士肩

头。红军战士以顽强的信念、用鲜血

和 汗 水 ，硬 是 把 这 门 山 炮 抬 到 了 陕

北，成为红军长征带到陕北的唯一一

门山炮。

抗日战争中，这门山炮被编入八

路军第 120 师，在雁门关、齐会、陈庄等

战斗中大显神威。解放战争中，它作

为西北野战军炮兵队伍所装备的重武

器 ，随 军 南 征 北 战 ，在 保 卫 陕 甘 宁 边

区、解放大西北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新中国成立后，贺龙元帅专门

让人找到这门山炮，并将它交给中国

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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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使用的兵器，很多是由农业

生 产 工 具 演 化 而 来 ，铲 便 是 其 中 之

一。早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已用石

头制造出简单的铲。他们通过打磨大

石块，让石块形成一头略宽、一头略窄

的造型，略窄的那一头打磨次数更多，

因而更加锋利，可以用来挖土、铲泥。

商朝时期，出现了青铜铲。战国晚期，

古人开始使用铁铲。中国进入封建社

会后战争频发，古人在农民起义中将

类 似 于 铲 的 农 具 或 工 具 当 成 武 器 使

用。正规军队构筑营地或城墙时所用

的铲也常常被用作武器。铲开始向兵

器演化。

明朝时期的军事家开始重视铲等

长柄武器，他们认为铲“薄体阔刃”的

特点，在骑兵作战中可以起到辅助攻

击的作用。于是，具有鲜明时代特色

的月牙铲问世，也是我们现在熟悉的

铲的形制。月牙铲铲头一般为铁制，

刃部呈月牙弧形，采用銎装柄，柄为木

制或铁制。根据月牙朝向不同，可分

为牙向内的内月牙铲和牙向外的外月

牙铲两种。《三才图会》中的“天蓬铲”，

内外皆有锋刃，宽二尺左右，柄长八九

尺或一丈，是典型的内月牙铲。这种

铲直推可以削手，往上推则铲首，向下

推则铲足，还可扬沙扬尘，用法多样，

被明朝布衣军事家郑若曾誉为“兵马

步战第一利器”。《武备志》中记载的外

月牙铲，除铲头月牙朝外，与内月牙铲

形制无太大区别。无论是内月牙铲还

是外月牙铲，柄的尾部都装有尖刺，可

用于刺击。在月牙铲的基础上，又演

化出金钟铲、莲花铲等多种形制的铲。

与刀剑戈矛相比，作为兵器的铲

虽然处于次要地位，但在修行之人的

日 常 生 活 中 应 用 广 泛 ，成 为 随 行 器

具 ，即“ 方 便 铲 ”。 这 种 铲 为 双 头 铲 ，

一 头 为 外 月 牙 铲 ，一 头 为 斧 状 铲 ，有

的 铲 头 开 孔 而 穿 环 ，舞 动 时 声 声 作

响，以增势威。有些铲会在铲头和铲

柄连接处缀以红缨。对僧侣来说，这

种铲既可充当扁担，又可在遇到猛兽

或强盗时，充当驱逐防身之利器。明

朝 时 期 成 书 的《水 浒 传》中 的 鲁 智 深

和《西游记》中的沙僧，所持的兵器正

是 这 种“ 方 便 铲 ”。 铲 后 来 成 为 在 民

间 广 为 流 传 的 武 术 器 械 ，演 练 时 有

推、压、拍、支、滚、铲、戳、挑等击法。

形如月牙疾如风
—中国古代长兵器之铲

■曹 波

大青山位于山东省费县、沂南、蒙阴

三县交界处。当我们登上海拔 686.2 米

的大青山，除了看见那绵延不断的山峦、

一碧千里的树木，还可以看到一座庄严

肃穆的纪念碑——大青山胜利突围纪念

碑。它矗立在此，向人们诉说着 80 余年

前发生在这里的一场激烈的战斗。

1941 年 11 月 初 ，日 军 调 集 5 万 余

人，开始对沂蒙山抗日根据地进行近两

个月的“铁壁合围大扫荡”。山东党政军

领导机关立即带领广大沂蒙抗日军民开

始反“扫荡”斗争，先后组织留田突围、石

岚伏击战、绿云山战斗等。其中，规模最

大的一次便是大青山突围战。

11 月 30 日拂晓，来自八路军第 115

师后方机关、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等千余

名转移人员抵达大青山东北地带时，不

慎误入敌军伏击区。由于事发突然，来

不及统一指挥部署，加上机关非战斗人

员多数缺乏战斗经验，一时局面混乱，

各单位仓促突围。第 115 师机关人员由

师司令部教育科科长袁仲贤带领，向东

南方向突围。早已转移至该地区的抗

大一分校校部和第 2、第 5 大队及分校

警卫连等部迅速增援。抗大一分校校

长周纯全指挥第 5 大队等部扼守要点，

英勇阻击敌军进攻，同时令训练部副部

长阎捷三指挥校部警卫连和分局警卫

连 担 任 前 卫 ，为 机 关 人 员 突 围 开 辟 通

路。最终，突围取得成功，但也付出极

大代价。战斗中，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

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及其夫人

辛锐，第 115 师敌工部部长王立人，德国

友人、太平洋学会记者汉斯·希伯，抗大

一分校第 2 大队政治委员刘慧东等 200

余人英勇牺牲。

在这场惨烈与悲壮的突围战中，沂

蒙军民患难与共、水乳交融，铸成了军民

一心、兵民一家的铁壁铜墙。八路军将

士们毫不退缩，舍生忘死，用自己的身躯

筑成坚固防线，全力掩护群众转移。而

淳朴善良的沂蒙群众，同样怀着坚定的

信 念 和 无 畏 的 勇 气 ，冒 着 生 命 危 险 为

200 余名八路军伤员提供隐蔽之所和悉

心照料，使他们在敌军反复“清剿”中安

全生存，这是山东抗战史上的奇迹，也是

沂蒙军民鱼水情深的最好体现。

战斗中，抗大一分校第 5 大队 2 中队

9 班副班长杨雷奋勇抗敌，身负重伤后

与部队失联。突围后，他强忍伤痛，艰难

地躲避敌军的搜捕。当费县村民王立德

发现杨雷时，他已十分虚弱，身上的伤口

血流不止。王立德没有丝毫犹豫，立刻

将杨雷背到附近的青石山洞里养伤。随

着敌军加大对山区的搜查频率，杨雷又

被沙沟峪村村长孙兴林转移到南涝坑村

高义峰家中。然而，敌军的搜捕行动一

刻未停。高义峰和其他村民时刻保持警

惕，轮流在村子的各个路口放哨。每当

听到有敌军靠近的消息，他们就迅速把

杨雷转移到村子里更加隐蔽的位置，比

如地窖或柴房。有一次，敌军突然来村

子搜查，高义峰临危不乱，他让杨雷躲进

地窖，然后在上面盖上一些杂物，自己若

无其事地在院子里干活。敌人在村子里

转 了 一 圈 什 么 都 没 发 现 ，只 好 悻 悻 离

开。就这样，在当地群众掩护下，与敌军

周旋了 30 余个日日夜夜，杨雷顺利躲过

敌军数次“清剿”，最终成功脱险。

抗 大 一 分 校 第 2 大 队 政 治 教 员 周

抗，在突围中腿部负重伤。当地一个老

大 娘 发 现 了 他 ，并 将 他 藏 在 一 个 山 洞

里。老大娘和儿子冒着生命危险，在敌

军的“扫荡”中，为周抗送饭送水，直到

他伤愈归队。

大青山突围战结束后不久，山东纵

队第二医疗所医护人员忍受着饥饿和疲

劳，白天躲进山洞隐蔽，夜晚逐个山洞给

伤员换药。当地群众也冒着生命危险，

配合医疗所的同志一起救护伤病员，并

为伤员送粮送饭。在当地军民的共同努

力下，30 余名重伤员躲过敌军的日夜搜

索，安全转移至西蒙山。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小布袋峪村

党支部书记刘苦妮冒着生命危险，带领全

村先后掩护 20余名伤病员。刘苦妮的丈

夫马大爷因不肯供出伤员，被敌人绑在树

上烧死；儿子铁柱为引开敌人，主动暴露

身份，壮烈牺牲。费县李行沟村村民戚兰

陈，将亲人藏进地窖，让 4 名抗大学员躲

进院内并换上衣服伪装成家人，成功躲过

敌军追击和搜查。抗大一分校的卫生员

张敬林在突围中因失血过多，晕倒在崔家

峪西山梁，被村民崔大爷发现并偷偷背到

附近山洞中进行治疗。经过崔大爷夫妻

俩 5 天 5 夜细心照料，终于把张敬林从鬼

门关救了回来……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沂蒙人

民和我党领导的军队同生死、共患难，亲

如一家。沂蒙人民义无反顾参军参战，

舍生忘死抢救伤员，谱写了一曲曲水乳

交融的军民鱼水情。

大 青大 青 山 突 围 战山 突 围 战
■沐 宸 韩 伟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同志在天

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在这举国欢庆的伟大日子里，中

共中央华南分局发出《告广东人民书》，

号召广东省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全力支

援我军入粤作战，解放广东，解放全中

国。在广东各边纵队配合下，我军长驱

南下，于 10 月 14 日解放广州，接着直下

南粤，至 11 月 4 日，广东战役以我军胜

利宣告结束，为诞生不久的新中国献上

一份厚礼。

周密筹划充分准备。1949年 6月，第

四野战军主力自武汉及其东西地区分三

路渡江南进，遵照中央军委制定的大迂

回大包围作战方针，对国民党军白崇禧

集团、余汉谋集团展开战略追击。其中，

东路军由第四野战军第 15兵团和第二野

战军第 4 兵团（暂归第四野战军指挥）组

成，任务是从赣州经南雄、始兴南进，在

华南游击队的配合下，分三路合围广州。

广东省位于我国大陆最南部，其省

会广州市被称为我国的“南大门”，是华

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对外贸

易的重要商埠，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

此，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广东格外重视。

国民党反动政府从南京撤至广州后，代

总统李宗仁召集两广军政要人白崇禧、

余汉谋、薛岳等举行会议，商讨两广合力

固守广东问题，并要求余汉谋率部“巩固

粤北、确保广州”。此外，在 1949 年 7 月

至 9 月，蒋介石先后 3 次飞往广州，召集

国民党军政要员制订《扭转时局方案》，

企图“全力保卫广州”。

当时，广东境内的国民党军，除粤系

余汉谋部外，还有方天所部、胡琏残部及

第 21 兵团残部，连同其他地方武装共计

约 15 万人。余汉谋将其主力置于粤汉

铁路（今京广铁路南段）的广州至曲江

（今韶关市）一线，形成三道防线，控制湘

赣入粤的铁路、公路及水路咽喉，企图阻

止我军进军广东。一旦广东不保，余汉

谋拟率部逃往雷州半岛、海南岛或广西。

中共中央为加强对两广地区党政军

工作的统一领导，于 8 月 1 日任命叶剑

英、张云逸、方方分别为华南分局第一、

第二、第三书记，华南分局受华中局的领

导。9 月上旬，叶剑英抵达赣州，召集广

东战役参战部队负责人举行作战会议，

在分析形势的同时，进一步研究了解广

东的作战计划，并上报中央军委。根据

中央军委指示和赣州会议的决议，并针

对余汉谋部层层设防的特点，第四野战

军前委研究拟制了作战方案，上报中央

军委并得到批复同意。具体部署是：以

陈赓第 4 兵团为右路军，以邓华第 15 兵

团为左路军，以两广纵队、粤赣湘边纵

队、粤中纵队组成南路军分三路入粤，先

夺取曲江、翁源，而后攻占广州，力求在

广东境内歼灭余汉谋集团。参战部队统

一由陈赓指挥。

方案既定，华南分局各级党委、政

府和参战部队开展了紧张的作战准备

工作。在华南分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

确定了作战方针、作战计划、支前工作

和城市接管等问题。参战部队在进行

休整恢复期间，主要做好政治动员和政

策教育，针对广东地形特点进行山地、

河川战斗的战术训练和轻装战术训练，

并对伤病员进行及时治疗。广东境内

各游击纵队主要做好全力配合和支援

野战军行动工作，协助扫除野战军进军

广东的外围障碍，安排人员做好城市保

护工作，为战役行动提供准确的情报，

在 可 能 情 况 下 做 好 分 化 瓦 解 敌 军 工

作。地方政府主要做好筹粮、修路、救

治等支前工作，为野战军作战提供最大

后勤保障，并做好欢迎野战军入粤之准

备，保障野战军顺利通行。

急攻速占直取广州。10 月 2 日，进

军广东的我军按照预定部署，向余汉谋

部发起攻击。右路军第 4 兵团分三路进

击曲江。左路军第 15 兵团兵分两路直

指翁源、新丰。6 日至 7 日，翁源、曲江相

继被解放，使粤北门户洞开，各路军继续

奋勇向南推进。

余汉谋为迟滞我军向广州推进，急

忙研究部署广州前哨的防守力量，企图

在英德、佛冈、清远、从化、花县一带布置

一道“最后防线”作负隅顽抗。陈赓根据

敌情变化，令各路军乘敌军部署尚未就

绪之际，展开全线攻击。各部队接到命

令后，不顾疲劳，昼夜兼程，长途奔袭，先

后占领英德、清远、佛冈、花县、从化，基

本肃清广州外围的残敌，对广州形成合

围之势。

11 日，我军强势逼近广州。李宗仁

紧急召集阎锡山、顾祝同、余汉谋、薛岳

等人，作出将总统府、行政院撤至重庆

和广东省政府撤至海南岛的决定。次

日 晚 ，顾 祝 同 在 广 州 召 开 紧 急 军 事 会

议，决定把防守广州的余汉谋部撤至雷

州半岛和海南岛。会后，李宗仁、阎锡

山、顾祝同、余汉谋、薛岳等弃城而逃，

整个广州城陷入混乱。获悉守敌主力

自广州西逃，陈赓马上调整部署，令右

路军沿敌西逃之线追堵，南路军在敌南

逃之路上进行阻击，左路军则继续向广

州市区攻击。14 日 21 时许，左路军第

43 军 128 师 382 团率先从广州东北郊进

入市区，占领总统府、行政院、省政府、

警察局等机关，并在黄沙火车站歼灭未

来得及逃跑的敌军 1000 余人；379 团向

海珠桥进攻，堵截向南逃跑未来得及上

船 的 敌 军 一 部 ，并 将 其 歼 灭 。 与 此 同

时 ，第 44 军 132 师 从 东 郊 进 入 广 州 市

区。10 月 15 日凌晨在广州长堤大马路

的东亚大酒店，广州解放后的第一面五

星红旗冉冉升起。

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在掩护撤退时，

还蓄意破坏粤汉铁路、天河机场、白云机

场、军械军需仓库、海珠铁桥等重要基础

设施，试图搬运部分企业设施到海南或

香港，让我军得到一座“空城”。对此，中

共广州地下党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保护

广州城的斗争。他们通过报刊、广播、传

单等方式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

鱼死网破的阴谋，动员广大人民群起保

卫自己的财产，在有组织的护厂、护校斗

争下，广州城市公共设施和企业设施大

部分免遭破坏。同时，中共广州地下党

组织还发动和领导了国民党广州市保安

警察部队、市政府常备自卫队起义，担负

起警戒和保卫任务，为维护社会治安秩

序作出积极贡献。

风卷残云追歼逃敌。广州解放后，

余汉谋部第 21 兵团、第 4 兵团残部和第

39、第 62 军 由 陆 路 向 粤 西 溃 退 ，第 63、

第 109 军由水路向粤桂边境逃窜。得知

余 汉 谋 部 已 撤 逃 ，在 左 路 军 进 占 广 州

后，陈赓严令右路军不进城，直接向南

及西南猛追逃敌，各追击部队从近从快

展开平行追击、超越追击和尾后追击，

切断余汉谋部入桂、入海通道，最后实

现合围聚歼。

经过 8 天追击，右路军第 4 兵团在连

续多日急行军后，终于将余汉谋部包围

于 阳 江 西 南 白 沙 圩 至 平 冈 圩 东 西 5 公

里、南北 10 公里的地域内。26 日晨，第 4

兵团发起总攻，10 余支突击部队以锐不

可当之势向敌军冲去，共歼灭余部 4 万

余人，少数敌人逃跑或落海淹死。在围

歼敌人的同时，解放了云浮、罗定、茂名、

信宜、廉江、化县（今化州市）等县城。

鉴于华南地区的军事形势，中央军

委指示第四野战军前委和第 15 兵团稳

住脚跟，肃清广东境内残敌，进一步巩固

广东境内解放区，“在广西问题彻底解决

以前……不要进攻雷州半岛，更不要进

攻海南岛”。11 月 2 日至 4 日，第 15 兵团

根据这一指示，协同两广纵队、粤赣湘边

纵队在广东省境内共肃清余汉谋残部近

4000 人。

广东战役历时 34天，我军共歼敌 6.3

万余人，其中俘虏 4.2 万人，缴获各种火

炮 714 门，各种枪 3 万余支（挺），汽车 150

余辆，弹药 260万发，解放县城 38座。

1949 年 11 月 6 日，我党领导下的广

东省人民政府成立。广东这片红色热

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新生到强大，南

粤大地不仅是地理版图上的入海口，也

是有着光荣革命历史的中国民主革命滚

滚洪流的入海口，新生的民主政权和共

和国在这里面朝大海、奠基立业。新中

国成立后，广东成为改革开放的领头羊

和前沿阵地，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领跑全

国，发挥着示范引领作用。

用胜利为新中国诞生献礼——

战略追击抵南粤
■王凤春

中国古代兵器面面观

解放记忆

红军长征带到陕北的唯一一门山炮红军长征带到陕北的唯一一门山炮。。

位于山东位于山东

省临沂市费县省临沂市费县

薛庄镇李行沟薛庄镇李行沟

的大青山胜利的大青山胜利

突围纪念碑突围纪念碑。。

战国铁铲战国铁铲。。

《《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关于解放广州的报道关于解放广州的报道。。 解放军入城部队经过广州长堤解放军入城部队经过广州长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