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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随一夜去，春逐五更来。”春节

近，乡情浓。在南征北战、戎马倥偬的革

命战争年代，为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

革命先辈们舍弃团圆，在战火硝烟中度

过了一个又一个“当年鏖战急”的春节。

1935 年，红 25 军在爆竹声中吹响前

进的号角，在陕西省柞水县、蓝田县连续

发起蔡玉窑、文公岭两次战斗，重创了国

民党陕军第 126 旅，为随后创建红 25 军

第二块革命根据地奠定基础。

1934 年 11 月 16 日，红 25 军在中共

鄂豫皖省委率领下，高举中国工农红军

北上抗日第 2 先遣队旗帜，由罗山何家

冲出发西进，开始了长征。

12 月 10 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陕西

省雒南县庾家河召开第十八次常委会。

根据花山寨会议关于红 25 军实行战略

转移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任

务，会议研究决定在鄂豫陕边创建新的

革命根据地，并确定在开辟新苏区的过

程中，首先要以武装斗争打开局面，同时

展开创建根据地的工作。为适应新的斗

争要求，会议还决定将中共鄂豫皖省委

改建为中共鄂豫陕省委，省委成员不变。

会 后 ，红 25 军 根 据 庾 家 河 会 议 精

神，主力部队展开大回旋的作战行动，南

下郧西，北返雒南，东入卢氏，西转蓝田，

扫除民团武装和反动政权，摧毁国民党

在广大乡村的统治基础。

1935 年 1 月初，红 25 军由雒南地区

再度南下。1月 9日，红 25军攻克镇安县

城，歼敌保安队一部，救出大批“抗捐犯”，

并缴获大量棉花和布匹。随后，红 25 军

乘胜在南部郧西、洵阳、镇安、山阳 4县边

界地区横扫民团，宣传“五抗”（即抗捐、抗

债、抗粮、抗夫、抗丁），发动群众，镇压豪

绅恶霸，铲除“地头蛇”，摧毁保甲组织，发

动和组织群众建立苏维埃基层政权。很

快，红 25 军就在镇安的白塔、茅坪、大小

米粮川，郧西的一、二、三天门和丁家坪等

地，成立第一批区、乡苏维埃政权。至 1

月底，红 25军已在郧西、洵阳、镇安、山阳

4县边界地区开辟第一块革命根据地。

红 25 军在鄂豫陕边地区生根立足，

引起国民党军的高度警惕。蒋介石命令

驻河南的第 40 军 115 旅 2 个团开入陕西

南部，驻湖北均县的第 44 师 130 旅 3 个

团 推 进 到 上 津 、白 河 ，配 合 陕 军 第 126

旅、警备第 2 旅、警卫团对红 25 军发动第

一次“围剿”。

1月下旬，陕军第 126旅、警备第 2旅

进至镇安县城以东、以南地区，向红军逼

近。红 25 军为争取主动，各个击破来犯

之敌，遂由山阳、郧西交界地区北上袁家

沟口，而后转到凤凰嘴，突然出现在敌人

后方。敌第 126 旅、警备第 2 旅急忙掉头

尾追。为调动敌人、创造战机，红 25军决

定以 223 团 3 营袭占柞水县城，吸引敌警

备第 2 旅西进，主力部队则向北经李家

砭、金米至蔡玉窑，相机诱歼敌第 126旅。

1 月 31 日，红 25 军第 223 团 3 营的官

兵化装成便衣队，进至柞水县王家河口、

石镇街，刷写了“打倒土豪劣绅、建立苏维

埃政权”等标语，将镇上富商大贾铺子的

货物和布匹分给当地的劳苦群众。国民

党柞水县政府职员闻讯后，全部潜逃。红

军部队攻进县城后，打开监狱，放出“抗捐

犯”。17时许，部队在县城东门内召开群

众大会，军首长在大会上讲话，宣传党的

政策，号召受剥削、受压迫的穷苦人民拿

起武器进行武装斗争，推翻国民党反动派

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随后，红军部

队撤离柞水县城，奔赴蔡玉窑。

当天，红 25 军获悉国民党“围剿”主

力陕军第 126 旅 252 团单独向蔡玉窑追

剿并途经马耳峡的情报后，及时研究作

战部署，令主力部队于 2 月 1 日清晨前埋

伏在马耳峡的秦家梁、银洞沟梁、鹰歌山

梁两面山上。2 月 1 日中午，当敌军追到

马耳峡秦家梁山下时，红军吹响了战斗

号角，以两面山坡有利地形向敌发起猛

烈进攻，敌军顿时乱作一团。

整个战斗持续约 3个小时，红军击溃

敌 2个营，歼敌 1个多营，缴获步枪 100余

支、机枪 3挺、手榴弹 200余枚。战斗结束

后，军部在蔡玉窑街庙前召开联欢会，会

上宣布成立蔡玉窑游击队。同时，把土豪

劣绅的财物、土地分给当地劳苦群众。

蔡玉窑战斗后，红 25 军向北转移至

蓝田县葛牌镇。当时已近年关，2 月 4 日

是农历春节，经过长期转战，红 25 军本

打算让官兵在葛牌镇稍作休整，过个好

年。然而大年初一刚过，国民党陕军第

126 旅 第 251、第 248 团 向 葛 牌 镇 进 攻 。

红 25 军事先得到情报，冒着大雪进行战

斗准备，先敌占领葛牌镇以南之文公岭

一带高地。

2 月 5 日 14 时许，敌第 251 团首先发

动 进 攻 ，被 红 25 军 阻 于 阵 地 前 沿 。 接

着，增援之敌第 248 团到达。红 25 军又

以猛烈的机枪火力压制了增援部队。与

此同时，红 25 军分别由正面和左翼发起

猛烈反击。此次战斗持续 4 个多小时，

歼 灭 敌 第 126 旅 2 个 多 营 ，俘 敌 150 余

人，其余敌人仓皇向南溃退，共缴获步枪

200 余支、机枪 6 挺、手榴弹 350 余枚、子

弹 1000 余发。

蔡玉窑、文公岭两次战斗，使敌第 126

旅受到重创，一时不敢继续进攻。红 25军

乘胜在陕东南的蓝田、商县、山阳、镇安、

柞水 5县边界地区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游

击队、抗捐军，扩大红军队伍。同时，红 25

军还以缴获的部分枪支武装群众，发展

地方武装，并派数名干部到地方工作，于

红岩寺、袁家沟口等地建立第 3、第 4路游

击师。在此期间，红 25军先后在蓝田葛牌

镇、柞水红岩寺、曹家坪、山阳小河口、袁

家沟口、牛耳川、杜家沟等地建立区、乡苏

维埃政权，创建了第二块革命根据地。

长征路上过春节
—红 25军在陕南的两次战斗

■胡遵远

斧、钺(yuè)均为中国古代劈砍类长

兵器，二者形制相似，经常被联称。区别

在于钺的刃部比斧更宽阔、弧度更大，更

多用作礼仪兵器。斧则是一种用途极广

的实用工具。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王”

字为一把宽刃巨斧的形象。《史记》中记

载商纣王“赐（周文王）弓矢斧钺，使得征

伐，为西伯”。可见，斧钺在上古时代不

仅是用于作战的兵器，还是军权和国家

统治权的象征。

斧的基本构造有斧头、柄、鐏三部

分。早在原始社会，人类就已使用石斧

作为劈器。这一时期的斧头多为椭圆

形、梯形等形状，石斧上凿有洞孔。据

文献记载，夏朝时期，战争以斧为要器，

不仅用于战斗，还用于披荆斩棘、开田

种地。商朝时期，青铜冶铸技术得到显

著发展，促使斧由石制改为铜制。随着

车战盛行，斧因其形体笨重，在军中很

少使用。

秦汉时期，由于骑战和步战成为主

要作战形式，加上冶铁技术的发展，铁斧

的质量明显提高，杀伤力增强，斧再次成

为军队作战兵器。晋、隋、唐时期，斧的

形制有了新的变化。斧刃进一步加宽，

斧柄减短，砍杀能力明显提高，成为军队

克敌制胜的装备之一。唐朝诗人李白在

《赠宣城赵太守悦》诗中有云，“持斧冠三

军，霜清天北门”，说明斧在当时军队不

仅普及，还在作战中发挥重要作用。唐

朝天宝年间，大将李嗣业与安禄山交战

于香积寺，李嗣业率步卒 3000 余人持长

柄斧、陌刀阻击敌军，打败了安禄山统率

的剽悍的北方骑兵。宋朝时期，斧的形

制进一步发展。北宋兵书《武经总要》中

记载了大斧、蛾眉斧、凤头斧、剉子斧四

种形制。其中，大斧长约 3 米，斧头宽约

60 厘米，重达 5 千克，双手持握方可使

用。在战场上，该斧用于砍马劈甲，锐不

可当。公元 1140 年，金朝将领兀术率领

精锐骑兵 1.5 万余人攻击郾城，南宋抗金

名将岳飞率将士持麻扎刀、大斧等，上砍

敌兵，下砍马腿，杀伤大量金兵，使其重

骑兵不能发挥所长。宋朝军队还使用凤

头斧挖掘地道，进行攻城战；用剉子斧作

为 守 城 兵 器 ，砍 杀 攀 登 城 墙 的 攻 城 之

敌。元军常使用锚斧、镰斧进行近战。

明 军 在 战 争 中 曾 使 用 无 敌 、长 柯 等 战

斧。清朝将士喜用双斧。其斧柄仅有一

尺左右，斧刃甚小，双斧均可插于腰间，

战场上使用灵活。在古代战场上，斧作

为一种实战工具，用于砍斫敌人的攻城

器具，斩截敌舰帆缆等，在城市防御战、

水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钺由石斧演化而来。在新石器时

代的文化遗址中，曾发现一种磨制精细

的石钺，钺体扁平，比普通石斧的刃阔

而弧度大，两角微上翘。从形体特征来

看，石钺不适于砍伐林木或耕作，应是

专门制造的原始兵器。商朝出现了青

铜铸造的钺。青铜钺仍保留石钺的形

制 。 这 一 时 期 的 钺 制 作 优 良 ，用 作 兵

器、仪仗用具和刑具等。商朝初期，钺

身多为素面，后来出现钺身带有圆孔、

雕有雷纹等图案的钺。商朝后期，开始

出现大型钺。比如，河南安阳殷墟出土

的青铜钺，刃部宽 38 厘米左右，重 9 千

克左右，铸有铭文“妇好”。妇好为殷王

武丁之妻，生前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女将

军，曾多次率兵出征。墓中的青铜钺正

是妇好权威的象征，属于仪仗用器。西

周时期，作为兵器的青铜钺在中原地区

使用减少。东周时期，钺主要作为象征

杀伐之权的仪仗用具使用。

在钢铁兵器中，钺并非装备军队的

主要兵器。然而，汉朝时期出现了一种

将 钺 与 铁 戟 相 结 合 的 兵 器 ，名 为“ 钺

戟”。这种兵器兼具斧钺的劈砍功能和

矛戟的刺杀功能，成为汉朝独具特色的

兵器。秦汉以后，钺主要用于仪仗。史

书上出现的“假黄钺”就是作为礼仪用具

的钺。在古代，帝王向大将“授钺”，象征

着授予其极高的统帅权力。三国时期，

吴国孙权曾向陆逊“授钺”命其统帅六师

迎敌。作为仪仗用器的钺，做工雕饰愈

发精美，一直沿用到清朝。

斧 钺 森 森 显 威 仪
—中国古代长兵器之斧钺

■曹 波 在精神高度紧张的战争状态下，

身处战场的人难免会将一些不利情况

无限放大，甚至将其作为战场决断的

唯一依据。在阳城之战中，天气情况

不利于晋军作战，也符合前人所总结

的“ 风 逆 ，坚 阵 以 待 之 ”的 作 战 原 则 。

这是杜威作出坚守决定的主要原因，

从表面上看，并没有太大过错。除杜

威 外 ，后 晋 将 领 中 不 乏 熟 读 兵 书 之

人，当他们面对极端天气时却有着不

同的认识，有人认为风沙太大导致不

能 知 彼 、不 可 逆 风 浪 战 ，也 有 人 认 为

要尽快出其不意。这种主观判断的差

别和指挥行动上的迟疑，源自对已有

军事理论和方法原则领会不足，造成

理论继承上的局限性，也就导致情况

判断和作战指挥上的局限性。战场局

势瞬息万变，必须力避这种局限性的

困扰，让“淫言”“谶纬”“风占”“物异”

不能左右指挥员对战场情况的判断，

从而进行科学的决策部署，合理用兵、

克敌制胜。

明确作战指导理论的前提条件。

世界上从来没有两场相同的战争，正如

世 界 上 从 来 没 有 两 片 相 同 的 叶 子 一

样。呆板地套用前人总结的成功经验，

把书本上的原句拿过来匹配现实，无异

于照搬上一场战争的制胜办法指导下

一场战争，几乎不可能取得胜利。在契

丹军借风势大举进攻之时，杜威依据

“风逆，坚阵以待之”的道理按兵不动，

却忽视了这一说法的前提条件是逆风

给部队体力造成的巨大损耗，所以才要

坚阵以待、保存实力。而后晋军在饥渴

交困之时，等待的时间越久，体能消耗

就越大，越难以发起有效进攻，取胜希

望也越来越渺茫。

分析客观战场环境的利弊态势。

当“淫言”“谶纬”蒙蔽了双眼，“风占”

“物异”扰乱了思绪，指挥员要能够坚

定地排除这些不利因素的干扰，冷静

客观地分析战场环境，这是拨开战争

迷雾的关键。一方面，要坚决扬弃前

人留下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要坚

信己方对战场实际情况的分析判断。

在与契丹军的多次交锋中，后晋军输

多胜少，尤其吃尽了契丹阵中铁鹞骑

兵的苦头，难免心生畏惧。但此战的

实际情况是，耶律德光自认胜券在握，

狂妄地命令骑兵下马作战，从而失去

这支精锐部队的巨大优势。以步兵为

主的后晋军，在单兵作战能力上相较

于对手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成

为后晋军部分将领要求主动出击的重

要条件。

坚决实施符合实际的决策部署。

正 确 的 情 况 判 断 结 论 和 科 学 的 兵 力

运 用 筹 划 ，是 构 成 战 争 准 备 的 上 半

篇。而坚决地执行计划、不受战场上

次要因素的影响，是实现作战目的重

要的下半篇。当决定出击之时，逆风

黄沙天气已不再是阻碍晋军的不利因

素 ，后 晋 军 恰 好 能 够 利 用 风 沙 掩 护 ，

变不利为有利，实现出其不意的攻击

效果。此外，经过一夜折磨的晋军官

兵 ，已 抱 定 必 死 的 决 心 ，无 不 披 坚 执

锐 、勇 往 直 前 。 难 知 如 阴 ，动 如 雷

震。在后晋军如此凌厉的攻势下，契

丹军根本没有抵抗的机会，只能大败

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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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原 典典●
不可听淫言，不可信谶纬，不可拘

风占，不可惑物异。

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受认知水

平 制 约 ，战 争 筹 划 和 决 策 都 与 天 相 、

神鬼、占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随

着 实 践 经 验 的 不 断 丰 富 和 科 技 水 平

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战争的认识也

更加客观和理性。运筹帷幄、战场决

断 ，要 立 足 于 对 实 际 情 况 的 充 分 掌

握 、全 面 分 析 和 科 学 判 断 ，而 不 能 被

“淫 言 ”“谶 纬 ”“风 占 ”“物 异 ”这 类 与

指挥决策关系不大的因素所困扰，否

则就会影响指挥员的判断、定下错误

的战斗决心。

经典战例经典战例●
后晋开运二年三月，契丹首领耶

律德光得知后晋军北上攻取泰州后，

立 刻 率 8 万 余 骑 兵 南 下 ，欲 仰 仗 兵 力

优 势 消 灭 后 晋 军 主 力 。 后 晋 军 将 领

杜 威 听 闻 契 丹 骑 兵 将 至 ，惊 恐 不 已 ，

一 路 向 南 退 守 至 阳 城 一 带 。 契 丹 军

紧 追 不 舍 ，与 后 晋 军 交 战 数 个 回 合 ，

互有胜负。

三月二十七日，晋军主力撤退至

阳城白团卫村，埋设木栅拒马，修筑营

垒。步步紧逼的契丹军迅速将白团卫

村团团包围，并断其粮道。

断粮事小，缺水事大。白团卫村

并无水源，后晋军只好掘井取水。当

天夜晚，突然刮起很强的东北风，村内

房倒屋塌、树木毁折，就连后晋军刚挖

好的水井也瞬间崩塌。饥渴难耐的士

兵只能用破布包裹着湿土，绞出一些

水来解渴。

次 日 清 晨 ，契 丹 军 队 借 着 风 势 ，

一边纵火烧营，一边向被围的晋军发

起 全 面 进 攻 。 在 耶 律 德 光 的 号 令 鼓

动下，其军中精锐骑兵铁鹞军下马作

战 ，拔 去 后 晋 军 的 层 层 拒 马 ，直 逼 中

军大帐。此时，不少后晋军将领想要

领 兵 出 战 ，却 被 杜 威 拦 下 。 兵 法 有

云：“风顺，致势而从之；风逆，坚阵以

待之。”此时风沙遮天蔽日，杜威遵从

兵法选择固守，等风小一点再考虑突

围进攻。

后晋将领李守贞、符彦卿等并不

认同杜威的看法，他们觉得恶劣的天

候 条 件 对 敌 我 双 方 都 会 产 生 不 利 影

响。所谓“风沙之内，莫测多少”，敌军

现在也无法准确判断后晋军的真实力

量，这就给了己方出其不意打击敌军

的机会。考虑到后晋军缺粮缺水，坚

守阳城是死路一条，只有杀出重围才

有一线生机。

在众多将领坚持下，杜威只好下

令出击。李守贞等人率领本部兵马，

从不同方向冲出营寨，迅速打乱敌军

进攻的阵脚。契丹军看到从漫天黄沙

里 突 然 冲 出 的 后 晋 军 ，不 禁 大 惊 失

色。几番冲杀过后，契丹军折损大半、

四散奔逃，就连耶律德光也慌忙跳下

马车，骑上一匹骆驼逃跑。阳城之战

后，耶律德光率残部返回幽州，不敢再

率领大军袭击晋国。

战例解析战例解析●

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代钦塔拉辽墓出土的云纹鎏金铜马具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代钦塔拉辽墓出土的云纹鎏金铜马具。。

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红 25 军

在庾家河会议同一天，以中国工农红

军北上抗日第 2先遣队政治部的名义，

编印了《什么是红军》的传单，就中国

工农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及有关政

策，作了通俗而有力的宣传。“红军是

工人农民的军队，红军是苏维埃政府

指挥的军队，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

队”“红军的基本主张是没收地主阶级

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几百字的一

页传单，在广大群众中产生重要作用，

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

1935 年正月十四日，红 25 军来到

郧西庙川虎头岩，组织发动群众第二

天到泗峡口开大会。会上，红军“打土

豪、分田产”的主张获得群众的支持，

许多人当场报名参加红军，其中就包

括村民李玉才。

5月，经组织批准，李玉才回家看望

病重的母亲。临行前，部队发给他一张

《什么是红军》传单，让他回去后继续宣

传红军，扩大红军力量。李玉才将传单

缝在衣服夹层里，秘密带回了家，并交

给妻子刘立英，反复叮嘱妻子无论如何

都要保护好这张传单。刘立英将传单

仔细叠好夹在族谱中，藏在一间漆黑屋

子的墙台上，再用木板严严实实盖好。

红军主力北上后，白色恐怖笼罩着

村落。在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地方反动

武装的反复搜查中，刘立英受尽折磨也

没有交出这张红军传单。这张传单被

她包了又包、藏了又藏，几经转移，终于

被保存下来。

1981 年，得知郧西县在当地收集、

核查史料，刘立英便上交了这张保存

了近半个世纪的传单。

红军家属珍藏《什么是红军》传单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的葛牌镇红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的葛牌镇红 2525军军部旧址军军部旧址。。

西汉雉饰铜斧西汉雉饰铜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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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亚醜钺商朝亚醜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