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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

行。”军人的字典里没有节假日，只有枕

戈 待 旦 ，只 有 备 战 打 仗 ，只 有 保 家 卫

国。革命战争年代，战地年味总是弥

漫着浓浓的硝烟味。党领导的人民军

队为了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义无反顾

地投身于战斗之中。值此新春佳节之

际，让我们重温那些在春节期间打响的

战斗，用心感受那段峥嵘岁月。

1932年大年初三：

红四方面军血战杜甫店

1932 年 1 月 19 日，红四方面军在总

指挥徐向前的率领下发起商潢战役。2

月初发生的杜甫店阻击战，成为这次商

潢战役的关键一战。

杜甫店，又称豆腐店，是河南潢川

江家集镇的一个村庄，村庄周围道路曲

折，冲洼起伏，是红军聚歼援敌的理想

战场。红四方面军总部令第 12 师在杜

甫店地区抢构阵地，负责正面阻击；调

围城的红 73 师于第 12 师右侧，置第 10、

第 11 师于第 12 师左侧，伺机从两翼对敌

实施迂回包抄。第 12 师接到命令后，由

双椿树赶往杜甫店。抵达后，师长陈赓

立即组织各团勘察地形，决定集中主力

于杜甫店西北一线防守，第 34、第 36 团

分别置于商潢公路左右两侧，并以第 35

团为预备队。与此同时，红军诱敌部队

抵近潢川，引诱潢川敌人出援。

2 月 8 日大年初三，潢川援敌右路军

与第 12 师在杜甫店地区接触，左路敌军

亦向杜甫店以东进逼。徐向前在回忆

录中提到了杜甫店阻击战：“二月八日

上午，战斗打响。作战对手是蒋介石嫡

系部队第 2 师等部，装备好，战斗力不

弱。我们硬着头皮，以正面部队死死顶

住敌人的疯狂进攻……”第 12 师据守阵

地顽强阻击，数次与敌肉搏，给敌以很

大杀伤。第 73 师由东面向敌迂回，歼敌

1 个团。激战至下午，第 10、第 11 师从左

翼迂回成功，包围了敌指挥部，并抢占

传流店渡口。敌右路军见后路被切断，

纷纷后退，左路敌军亦动摇。红军乘势

全线展开猛烈反击，锐不可当。数万敌

军人慌马乱，争相向北溃逃。

2 月 9 日 大 年 初 四 ，红 军 冒 着 大 雪

乘胜追击，直抵潢川城郊。此次战斗，

红军发扬英勇顽强、机动灵活、猛打猛

追 的 战 斗 作 风 ，以 10 个 团 的 兵 力 击 败

优势装备的敌军 19 个团，共毙伤、俘敌

4000 余 人 ，缴 枪 2000 余 支 。 商 城 守 敌

见 援 军 溃 败 ，连 夜 弃 城 经 商 南 反 动 亲

区 逃 往 麻 城 。 红 军 不 战 而 克 商 城 ，缴

野炮 2 门。

1940年大年初二：

八路军反击顽军石
友三部

1940 年 2 月 9 日大年初二，八路军

第 129 师在冀南等部队配合下发起反击

顽军石友三部的战役，也称“冀南第一

次反击石友三部战役”。

石 友 三 ，善 于 投 机 ，人 称“ 倒 戈 将

军”。抗战初期，石友三为保存实力，曾

与我军合作抗日。1939 年 4 月，蒋介石

以主政华北为条件，密令第 39 集团军总

司令石友三反共，石友三的立场立刻转

为 彻 底 反 共 ，公 开 狂 妄 宣 称 要 先 发 制

人，消灭八路军。1940 年 1 月，石友三部

先后将八路军第 129 师东进纵队 2 个连、

青年纵队 1 个排包围缴械，并围攻东进

纵队第 3 团及清江、清河 2 个县大队。

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同志于 2 月 3 日

致电八路军总部和第 129 师，指出对石

友三部采取争取的方针已不适用，应在

其向我出击时坚决彻底予以消灭。根

据这一指示及八路军总部部署，第 129

师决定集中冀南、冀鲁豫、冀中军区部

队，歼灭顽军石友三部及孙良诚部于卫

河以西地区。

战役原定 2 月 11 日进行。熟料，石

友 三 发 觉 并 率 部 于 2 月 9 日 南 逃 。 第

129 师立即命令参战部队展开猛烈追击

与堵截。

战役打响后，青年纵队第 771 团、冀

南军区特务团等部在清河以西之狼窝

消灭孙良诚部 1 个团。东进纵队第 2、

第 3 团及冀中军区第 23 团于威县东北

之史家庄、枣科一带，与石友三部暂编

第 3 师激战，歼其 2 个营。东进纵队、青

年纵队、先遣纵队、筑先纵队各 1 个团及

第 386 旅 4 团在清河西南中兴集一带，

与石友三部第 181 师激战整日，阻滞顽

军逃窜。

随后，八路军将石友三部包围在威

县东南下保寺、马呜堂、窑安镇地区，并

发起猛烈围攻。石友三部伤亡惨重，于

15 日夜突围西逃。东进纵队主力、青年

纵 队 第 771 团 与 冀 中 军 区 赵 谭 支 队 等

部 ，立 即 沿 石 友 三 部 左 右 两 侧 平 行 追

击。此时，日军为掩护石友三部，出动

日 伪 军 3000 余 人 进 至 广 平 、丘 县 间 地

区，向八路军发起进攻。石友三部趁机

从大名、临漳间渡过漳河，向清丰东南

地 区 撤 逃 。 战 至 18 日 ，八 路 军 停 止 追

击，结束了战役。同年，八路军部队协

同作战，先后进行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击

石友三部战役。石友三部在沉重打击

下全线南窜。

1948年大年初一：

东北野战军下达攻
取鞍山命令

1948 年初，东北战场的局势发生根

本性变化。在我军战略反攻之下，国民

党军被迫集中兵力，固守长春、沈阳、锦

州 等 24 个 大 中 城 市 。 鞍 山 、辽 阳 等 城

市 ，本 来 是“ 沈 阳 防 守 体 系 ”的 南 部 要

点。当时，为负隅顽抗，驻鞍山守敌修

建多个防御工事，组成强大火力网，使

鞍山成为易守难攻之地。然而，国民党

东北“剿总”惧怕兵力分散被歼，命令两

城守军向沈阳收缩。

根据形势变化，2月 7日，毛泽东同志

在致 罗 荣 桓 、刘 亚 楼 等 人 的 电 报 中 明

确 指 出 ：“ 你 们 现 在 打 辽 、鞍 、本 、营 区

域 之 敌 很 有 必 要 。 这 个 战 役 完 成 后 ，

你们就可解放辽南。”东北野战军总部

根 据 中 央 指 示 ，决 定 迅 速 包 围 歼 灭 沈

阳 以 南 的 辽 阳 、鞍 山 、营 口 之 敌 ，防 止

敌兵力收缩固守。2 月 10 日正值大年

初 一 ，东 北 野 战 军 总 指 挥 部 向 作 战 部

队发出攻取鞍山的指示。东北野战军

第 4、第 6 纵队等部顾不上过年，迅速向

鞍山挺进。

2 月 12 日，第 4 纵队 12 师率先赶到

鞍 山 东 郊 ，其 余 部 队 也 陆 续 到 达 指 定

地点，完成对鞍山的包围。此役，由第

4 纵队司令员吴克华统一指挥，共集结

第 4 纵队、第 6 纵队、辽南独立第 1 师、

总 部 炮 兵 师 及 部 分 地 方 武 装 近 8 万

人 。 国 民 党 鞍 山 守 军 为 第 52 军 25 师

以 及 保 安 团 和 地 方 武 装 等 部 约 1.3 万

余人。

我军第 4、第 6 纵队等部经 5 天外围

战斗，至 18 日，占领外围据点，进抵鞍山

城 下 。 2 月 19 日 ，我 军 对 鞍 山 发 起 总

攻。东西两路攻击部队在炮火支援下，

迅速突破城垣。西路第 6 纵队主力进入

纵深后，将铁路以西守军分割成数块，

随即向市区猛烈进击；东路第 4 纵队插

入市中心，占领神社山、制钢所等要点；

独立第 1 师攻占鞍山车站。各攻城部队

由火力组、爆破组、突击组、支援组等组

成的攻坚小分队，在纵深战斗中发挥独

立作战能力，逐一攻占守军的火力点、

集团地堡和核心工事。至 20 日凌晨结

束战斗，全歼守军。从此，鞍山回到人

民手中。

那些在春节期间打响的战斗
■徐 平

“你要打倒他们，（拾起鞭子）你应

该 用 你 这 个 武 器 ，我 们 是 有 我 们 的 武

器的，就是空着两只手，拳头也是我们

的 武 器 呀 ！”1936 年 初 ，永 清 县 的 街 头

出现一群学生，为群众表演活报剧《放

下你的鞭子》，凛冽的空气中回响着热

情 激 昂 的 呼 喊 。 这 支 由 党 领 导 组 织 、

平 津 进 步 青 年 学 生 组 成 的“ 平 津 学 生

南 下 扩 大 宣 传 团 ”，面 对 国 土 沦 丧 、民

族 危 机 四 伏 的 严 峻 形 势 ，突 破 反 动 势

力 的 重 重 阻 挠 ，走 进 平 津 地 区 的 乡 间

村落，传播抗日救亡思想，唤起群众的

救 国 觉 悟 ，在 抗 战 烽 火 中 贡 献 自 己 年

轻的力量。

1936 年前后，随着日寇侵略步伐的

加紧及国民党当局的妥协退让，整个华

北危在旦夕。平津地区的青年学生们

义 愤 填 膺 ，于 1935 年 先 后 发 起“ 一 二·

九”运动及“一二·一八”抗日救国示威

游行。面对学生们的爱国诉求，国民党

当局妄图采用种种手段分化、破坏学生

运动。1935 年 12 月底，为使爱国学生运

动更有序有组织地开展，在中共中央北

方局指示下，平津学生联合会成立。随

后，为响应共青团“到工人中去，到农民

中 去 ，到 商 民 中 去 ，到 军 队 中 去 ”的 号

召，平津学联中约 500 名学子在党的领

导下组成“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

（以下简称宣传团），决定到更广大的河

北农村和城市宣传抗日，唤起底层群众

的爱国热情。宣传团成立后，宣传团总

指挥部制订了行动计划、工作方式，规

定了 4 个分团出发时间、集合地点和行

动路线。

宣传团在南下宣讲途中遭遇重重困

难。在得知学生南下消息后，国民党当

局立即派出大量军警包围学校和主干

道路。为摆脱军警的封锁，宣传团成员

们决定分散成若干小组向外渗透，沿着

平汉铁路南下。彼时，华北地区正处于

冰天雪地之中，学生们除了要经受住恶

劣天气的严峻考验外，还要一路上应对

国 民 党 军 警 和 各 地 政 府 的 重 重 阻 挠 。

学生们饿了就吃大饼咸菜，累了就用刺

骨的河水洗脸保持清醒，白天脚上走出

了 水 泡 ，晚 上 住 在 四 面 漏 风 的 茅 草 房

里，背靠背相互取暖。他们一路上讨论

救亡活动，唱救亡歌曲，彼此鼓励、振奋

精神。

严 寒 里 ，这 把 革 命 之 火 燃 烧 得 更

旺。宣传团历时 3 周，徒步 700 余里，先

后经过河北安次（今廊坊）、永清、固安、

雄县、高阳、容城、高碑店等地，最终到达

保定。他们沿途给群众宣讲日寇的暴

行、国民党当局的姑息纵容以及华北地

区的民族危急情况，并在大城市开展抗

日宣传和示威活动。为更好团结农民加

入到抗战救亡活动中，他们还深入了解

农民生活的疾苦，帮助当地农民建立抗

日救亡组织，并在街头演出通俗易懂的

抗战活报剧和振奋人心的抗日歌曲，唤

起抗日意识、鼓舞抗日斗志，一路上洒下

了抗日的火种。

当时，宣传团中只有一部分青年学

生是党员骨干力量，其他学生并未加入

共产党。为更好团结先进青年，宣传团

中的党员们为学生们讲述了党的思想、

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红军北上

抗日的英勇事迹。在亲身经历了国民党

当局对抗日救国运动的镇压，并亲眼目

睹了底层人民被压迫被剥削的惨状后，

很多学生毅然走上革命道路。后来，这

些学生有的几经周折参加八路军，有的

选择回到家乡开展抗日斗争，有的成为

战地医生，还有的用生命为封锁区送去

关键情报。当年的青涩学子，纷纷从学

堂与书桌走向抗日救亡一线。

斗争的实践也进一步推动了青年

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不久，在南

下宣讲的途中，学生们成立了“中国青

年救亡先锋团”。之后，中国青年救亡

先锋团的 3 个宣传团在党的领导下成立

“民族解放先锋队”，并在 1937 年 2 月 6

日在北平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 上 正 式 更 名 为“ 中 华 民 族 解 放 先 锋

队”（以下简称民先队）。卢沟桥事变爆

发后，民先队总部先后撤至太原、临汾、

西安，并于 1938 年 5 月最终到达武汉。

伴随日军侵华脚步进一步加快，各地群

众的抗日热情逐渐高涨，在此后持续开

展的抗日斗争中，民先队广泛开展统战

工作，吸纳学生、教员、工人农民、军人

等社会各界进步人士加入其中。1941

年 4 月，考虑到民先队已不能广泛组织

群众，且容易遭到国民党当局破坏，民

先队被取消，至此，这一先进青年的群

众组织停止了工作。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抗日战争

形势下充分发挥党领导的青年群众组织

的作用，为我党领导抗日战争初期的青

年运动提供了成功范例。在那个特殊的

历史时期，这群来自各大高校的青年学

生挺身而出，怀揣着青春热血积极投身

到波澜壮阔的抗日报国浪潮之中，成为

抗战烽火中的青年先锋，为抗战胜利作

出重要贡献。

抗 日 烽 火 中 的 青 年 先 锋
■于开一 杨润鑫

在中国，刀自鸿蒙之初的石器时

代就已经存在。古人云，“治大国若烹

小鲜”。刀是小到“烹小鲜”、大到“治

大国”，方方面面都离不开的利器，是

人类文明进程的生动注脚。

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用石头、蚌

壳、兽骨打制成刀，用来砍削器物、宰

牛羊或防身自卫。这一时期的刀和青

铜时代早期的青铜小刀，可看作是刀

的雏形。成熟形制的刀，主要由刀身

和刀柄构成。刀身狭长，薄刃厚脊，刀

柄有短柄和长柄之分。

短柄刀是一种用于近战的劈砍类

短兵器。西汉时期，骑兵驰骋战场，以

劈砍的方式更能有效杀敌。此前，军

中大量使用的剑难以满足这种需要，

于是适宜劈砍的短柄刀流行起来。此

时 军 中 主 要 用 刀 为 钢 铁 锻 造 的 环 首

刀，形制为薄刃厚背，身形平直，刀身

下装有短柄，柄首加有扁圆状的环，故

称为环首刀。在河北省满城县西汉刘

胜墓中出土的环首刀，环首以金片包

缠，套有髹漆木鞘，颇为华美。至东汉

末年，环首刀彻底取代长剑。魏晋时

期 ，人 们 对 环 首 刀 的 形 制 进 行 了 改

进。部分环首刀取消了柄首的环，增

加了护手，这种变化始于魏晋、成熟于

唐。至唐朝，改进后的刀分为 3 种，即

横刀、陌刀和仪刀。其中，横刀又称佩

刀，属于短柄刀，是每名士兵的必备兵

器；陌刀属于长柄刀，为盛唐以后流行

的兵器；仪刀属于仪仗类用刀，仍保留

环首，是威仪大唐的体现。北宋时期

出 现 了 单 手 握 执 的 短 柄 刀 ——“ 手

刀”，其刀身较宽，刀头微上翘，前锐后

斜，刀柄有护手，去掉了柄首大环。在

制作工艺上，宋朝开始使用“夹钢”工

艺，使刀身具备极强的应力承受能力，

可斩甲断骨。手刀弧曲形的刀刃，既

有欧洲刀的硬度，又具备阿拉伯刀的

锋利，成为中国刀的定型之作。明朝

短柄刀的形制受到日本太刀的影响，

和宋刀有了明显区别，其刃狭长而弯，

极锋利。清朝时期，短柄刀是军中主

要格斗兵器，其形制和明朝基本相似，

区别是清朝短柄刀刃形较直，刀上有

两条血槽，护手为扁椭圆形。

长 柄 刀 又 称“ 大 刀 ”“ 长 刀 ”，是

一 种 砍 杀 类 长 兵 器 ，由 短 柄 刀 演 化

而 来 。 长 柄 刀 刀 身 由 金 属 制 成 ，刀

柄 为 硬 木 ，其 后 端 装 有 铁 制 的 鐏 。

西 汉 时 期 ，由 于 骑 兵 的 地 位 日 益 凸

显 ，步 兵 为 抵 御 骑 兵 ，将 常 用 的“ 刀 ”

“ 剑 ”等 短 兵 器 安 以 长 柄 ，用 于 斩 马 ，

这 些 兵 器 被 看 作 是 长 柄 刀 的 初 始 形

态 。 不 过 ，这 些 安 以 长 柄 的 短 兵 器

只 能 算 是 一 种 偶 然 的 创 新 ，还 不 能

算 作 正 式 兵 器 。 魏 晋 南 北 朝 时 期 ，

长 柄 刀 才 得 以 流 行 ，成 为 骑 兵 的 重

要 兵 器 之 一 。 此 时 的 长 柄 刀 ，不 仅

制 作 工 艺 精 细 ，而 且 装 饰 考 究 。 刀

上 饰 有 各 种 鸟 兽 形 象 ，整 体 制 作 工

艺 日 渐 精 美 。 唐 朝 时 期 ，长 柄 刀 进

一 步 演 化 ，出 现 了 一 种 可 安 装 长 柄

的 大 刀 ，即“ 陌 刀 ”，又 称“ 三 尖 两 刃

刀 ”，主 要 供 步 兵 使 用 。 一 般 长 柄 刀

为 2 至 3 米，而陌刀长达 3 米以上，重

15 斤 左 右 。 陌 刀 曾 在 唐 军 中 叱 咤 一

时 ，当 时 军 中 专 门 组 建 有 陌 刀 队 。

通 常 陌 刀 队 列 阵 于 前 端 呈 横 向 排

列 ，进 攻 时 采 用 密 集 冲 锋 阵 形 ，大 刀

纷 落 敌 阵 ，每 一 击 都 能 毙 伤 数 人 ，故

而 所 向 无 前 。 宋 朝 是 各 种 冷 兵 器 发

展的鼎盛时期，长柄刀在此时也进一

步发展。此时的长柄刀，由长条方刀

头逐渐变为前锐后斜的刀头，柄为木

制 ，是 军 队 的 常 用 兵 器 之 一 ，其 中 专

供步兵使用的叫“朴刀”。《武经总要》

中 记 载 的 宋 朝 长 柄 刀 有 掉 刀 、屈 刀 、

偃月刀、戟刀、眉尖刀、凤嘴刀和笔刀

等 ，加 上 短 柄 刀“ 手 刀 ”被 称 为“ 刀 八

色”。明朝的长柄刀对宋朝形制进行

了简化，主要有偃月刀、钩镰刀、夹刀

棍等。明军在抗倭斗争的同时，吸收

了日本太刀的优点，改历代长柄短刃

刀为短柄长刃。这种特殊形制的刀，

因 刃 长 也 被 称 为“ 长 刀 ”。 该 刀 杀 伤

力极强，士兵双手握柄，猛力劈砍，可

砍断敌长兵器的木柄，甚至拦腰截断

敌 人 身 躯 。 清 朝 的 长 柄 刀 并 未 创

新 ，以 至 于 绿 营 里 虽 保 留 有 长 柄 刀 ，

但已不是主要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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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兵器面面观

南下扩大宣传团第南下扩大宣传团第 44分团在河北固安县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分团在河北固安县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甘 肃 临甘 肃 临

夏 林 家 遗 址夏 林 家 遗 址

出土的出土的““中华中华

第一刀第一刀””是我是我

国 最 早 的 青国 最 早 的 青

铜刀铜刀，，距今约距今约

50005000 年年。。

清朝御用腰刀清朝御用腰刀。。

汉朝铁质环首刀汉朝铁质环首刀。。

太平天国时期的各型朴刀太平天国时期的各型朴刀。。

进行抗日宣传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进行抗日宣传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八路军部队进行讨伐石友三战前动员八路军部队进行讨伐石友三战前动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