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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说新语史说新语

链接历史链接历史

说到广为人知的中国古代兵器，

剑 一 定 榜 上 有 名 。 吴 王 光 剑 、莫 邪

剑 、越 王 勾 践 剑 、倚 天 剑 、轩 辕 剑 、尚

方 宝 剑 …… 这 些 剑 不 一 定 都 真 实 存

在，却耳熟能详。尽管剑的实用价值

和显赫的军事地位，只存在于青铜时

代和铁器时代初期，但剑在中国传统

文化中的影响力和地位极高，被称为

“百兵之君”，乃至后来尚剑之风发展

为以“剑”代“武”，人们常常以“剑”作

为 习 武 的 象 征 。 伴 随 着 剑 与 侠 文 化

相结合，独特的剑文化应运而生。

剑的长度一般在三尺左右，因而

泛称为“三尺剑”，也有七尺左右的长

剑，被称为“七尺剑”。剑大体由剑身、

剑柄、护手三部分组成，如果细分又可

分为十几个部位。剑身修长而直，中

线厚而有脊，以脊为中线向两侧渐薄

而出刃，剑身顶端收聚成锋，有些剑在

剑身纵向上开有血槽，因此剑更适于

直刺，兼顾劈砍，被归类为“直兵”。剑

身后部设置短的剑柄，又称为剑茎、剑

把，是剑的手持部位，常见有圆柱形和

扁圆柱形两种，有的还会在剑首处装

上 皮 绳 ，用 于 悬 挂 在 手 腕 上 便 于 取

用。护手又称剑格或吞口，位于剑柄

和剑身之间，主要用途是作战中格挡

对方武器防止伤到持剑的手，同时兼

具美观装饰的作用。大多数剑还配有

鞘，又称剑匣，用于收纳，一般为铁和

木制，裹以鱼皮等物，涂以朱漆或连云

黑漆，有些还会镶珠嵌宝以彰显主人

的尊贵。

根据史料记载，我国制剑始于商

朝 ，初 为 青 铜 制 ，一 般 为 柳 叶 或 长 三

角形。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最早的

青 铜 剑 是 出 土 于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鄂 尔

多 斯 市 伊 金 霍 洛 旗 朱 开 沟 遗 址 的 鄂

尔多斯直柄匕首式青铜短剑，年代约

为商代早期。此剑长约 25.4 厘米，剑

身 近 似 柳 叶 形 ，厚 脊 ，双 面 刃 ，直 柄 ，

中 间 有 两 道 凹 槽 ，柄 首 略 呈 环 状 ，柄

与剑身衔接处的两侧有凸齿，剑身向

下斜凸成锋，柄部缠绕麻绳。中原地

区 发 现 的 最 早 的 青 铜 剑 属 于 西 周 时

期 。 当 时 ，车 战 盛 行 ，剑 通 常 作 为 长

兵器的辅助武器使用，作为近战防身

的剑并不多见。

春秋战国时期是青铜剑发展的高

峰 期 。 尤 其 南 方 吴 越 地 区 多 丘 陵 树

林，水网纵横，军队作战以配备剑、盾

等兵器的步兵为主。在水战中，士兵

更是将短剑作为主要兵器。因此，吴

越两地的铸剑技术远高于中原各诸侯

国，铸造出吴王夫差剑、越王勾践剑等

享 有 盛 名 的 精 品 名 剑 。 这 一 时 期 的

剑，剑身呈加长趋势，由西周时期的 30

厘米左右发展为 50 厘米以上。同时，

古人还采取了改进剑身剖面、用锡含

量不同的铜水浇铸剑刃和脊的方式，

提高剑身强度。这导致在春秋战国之

交，剑取代了青铜刀，确立了在短兵器

中的霸主地位。

春秋战国之际，已开始出现钢铁

剑，但还是以青铜剑为主。钢铁剑真

正盛行是在西汉初年，其实战效能日

益提高。比如，出土于河北满城汉墓

的钢剑，内含低碳钢，表面系高碳层，

刃部经淬火处理坚韧锋利。这一时期

剑的长度突破 1.1 米，钢铁剑的制造技

术已非常成熟。西汉中期，骑兵成为

主要作战兵种，他们迫切需要具有挥

砍杀伤效能的劈砍兵器。单刃厚背、

制造工艺更简单的环首刀满足了这一

需求，成为军队主要装备。至东汉末

年，铁刀完全取代铁剑。

实战作用降低的剑，逐渐退出军

事舞台，开始向礼器、佩饰方向发展。

比如，晋朝出现用于皇家仪仗的木质

“班剑”。唐朝时期，剑主要作为王公

贵族和文武官员彰显身份的佩饰品。

此外，文人墨客常在诗句中以剑抒发

凌云壮志或表现尚武英姿。“秦王扫六

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

西来。”李白在古诗《古风》中，写出秦

始皇统一六国的威猛气势。此外，王

维的“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

师”，贯休的“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

寒十四州”等，成为与剑有关的千古诗

句。从宋朝起，短剑成为上至皇帝下

至官员把玩的物件，这种做法一直延

续至明清。

在民间武术界，剑成为中国武术器

械中的代表。武术套路中的剑以撩刺

为主，风格轻灵潇洒。武当剑、达摩剑、

太极剑、青萍剑、龙行剑等都是我国比

较著名的剑术套路。直到现在，剑术在

中华武术中仍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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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兵器面面观

1948 年 6 月至 7 月，为保卫晋中麦

收，削弱国民党军阎锡山部实力，创造夺

取太原的有利条件，华北军区遵照中央

军委指示，以华北军区第 1 兵团等部发

起晋中战役。此役，我军以 6 万余人歼

灭阎锡山部 10 万余人，解放县城 14 座，

成为我军以少胜多、运动歼敌的光辉战

例。中共中央称赞此役“对于整个战局

帮助极大”。

宏微兼顾，以少战多。作战筹划必

须充分考虑整体与局部的辩证关系。战

前，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等指

战员对局部战场的敌情、我情、战场环境

进行了细致分析，并立足整体山西战局

情况对此次战役进行研判。从局部看，

此役面临众多现实困难：一是兵力少，阎

锡山部队共约 13 万人，而我军只有 6 万

余人，不及敌一半兵力；二是装备弱，我

军缺少大口径火炮和炸药，而阎锡山部

队整体装备数量、质量远超我军，且坐拥

太原兵工厂，装备补充有保障；三是消耗

大，部队历时两个多月刚刚攻克临汾，还

没来得及充分休息，有的部队重新进行

整编，各级干部较为短缺，且在平原地区

作战，收集做饭用的柴火比在山地难度

大，后勤保障压力陡增。

与此同时，我军也掌握一些有利条

件，处于紧要关头。一是整体山西战局

我军占优。临汾战役后，阎锡山部被孤

立在太原、榆次、太谷、介休等晋中平原

地区的数个城镇内，被我军四面包围，形

同孤岛。二是服务整体需要。徐向前认

为，从整体战局看，此役目的是为攻克太

原、彻底解放山西创造条件，应尽可能利

用野战歼敌，用局部战场的发展推动整

体战局的发展，当前敌粮食储备吃紧，部

队正四面出击到处抢粮，正是我野战歼

敌的大好战机。此役野战歼敌越多，将

来攻城损失就越小，攻克太原、解放山西

就越顺利。三是战机稍纵即逝。阎锡山

部 13 万人要抵抗我军的战略反攻，军粮

是关键问题。晋中，泛指山西中部地区，

土壤肥沃，是山西粮仓，也是阎锡山部赖

以生存的供应基地，若晋中失守，势必不

战自乱，麦收季节将近，阎锡山部必将出

动抢粮屯粮。徐向前认为，这正是我歼

敌于运动中的最佳时机，应抓住有利战

机，果断定下决心。

发挥优长，以动制静。战前，阎锡山

采取守点控线的防御部署，命部队在各

城镇要点和交通要道修筑大量碉堡群，

并封锁晋中四周山口，大部兵力分布于

榆次至灵石铁路和太原至孝义公路沿线

各城镇要点，同时模仿我军运动战战法，

以 13 个团组成“闪击兵团”，沿公路、铁

路线进行机动作战。其目的是以县城、

据点来阻挡我军北上，用交通线机动力

量与我周旋，达到“永保晋中，万无一失”

的目的。我军不为敌人眼花缭乱的部署

和华而不实的战法所动，扬长避短，你打

你的，我打我的，摸透敌人动向，抓住敌

人弱点打。战役中，我军首先切断敌人

的交通线，断其“双腿”，力求诱敌出城，

将敌引出据点后，利用敌不善运动战的

弱点，充分发挥我善打运动战的优长，实

现动中聚优，分割围歼。我军实施运动

战是快速机动创造战机、迅速集中优势

兵力、适时形成合围态势，达成歼敌目

的。阎锡山的“闪击兵团”在过度依赖的

交通线被我切断后，无法组织快速机动，

且其运动是被动的、消极的，为运动而运

动，作战中一直被我牵着鼻子走。

6 月 11 日，吕梁军区部队进至孝义、

汾阳间的高阳镇地区佯动，太岳军区部

队沿同蒲铁路北上，调动敌人。“闪击兵

团”中计后，部分兵力从汾阳向山庄头、

神堂地区出击，被吕梁军区部队歼灭一

部。阎锡山为迅速结束战斗，将其“亲训

师”“亲训炮兵团”5 个连调来参战。阎

锡山机动部队主力的西调，造成平遥、介

休铁路沿线及其以东地区相对空虚。18

日，隐蔽集结在平遥、介休东南山区的华

北野战军第 1 兵团第 8、第 13 纵队，乘机

向平遥、介休外围据点展开攻势，以诱其

“闪击兵团”回援，并在途中将其包围歼

灭。19 日，敌“闪击兵团”仓促回援。其

中由孝义经介休北返平遥的“亲训师”

“亲训炮兵团”于 21 日进至平遥以南的

张兰镇附近时，与我第 8 纵队遭遇。我

发挥机动优势，先行展开，将其压缩于汾

河东岸狭小地域内，快速穿插将其分割

为数段，使其兵力不能机动，火力不能发

扬，而后对其实施围歼。经 3 小时激战，

歼敌 5000 余人。24 日，第 13 纵队等部

又在平遥、祁县间歼灭敌第 19 军军部和

第 40 师大部。至此，晋中战役第一阶段

告捷，共歼敌 1 万余人。

审时度势，以变求胜。阎锡山见“亲

训师”等部被歼，恼羞成怒，急令其野战

军总司令赵承绶赶赴太谷坐镇指挥，欲

与我在祁县、平遥间展开决战。徐向前

充分分析战场形势变化，考虑到敌兵力

集中，决定避其锋芒，没有采取以强对强

策略，而是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巧妙用

计化解敌强大攻势，将其攻势转化为守

势、主动转化为被动。即利用阎锡山求

战心切的弱点，只留小股部队在祁县地

区与其周旋，主力则快速北上，乘虚直捣

晋中腹地，在宽阔平坦的榆次、太谷、徐

沟间开辟战场；同时，命令部队全力破击

榆次、太谷间铁路，攻克北阳、东阳车站，

断其后路。

赵承绶部后路被断，陷入被动局面，

求攻不成，求退不能，急命部队猛攻我阻

击阵地，企图打通北撤道路。为使敌顺

利进入我预设战场、陷入孤立无援境地，

徐向前灵活用兵，多线出击，采取封敌退

路、阻敌增援、逼其入瓮的战法。7 月 3

日，我太岳军区部队在太谷东北的董村

构筑工事，阻敌北撤。至 6 日，我军击退

敌 9 个团兵力的轮番攻击，迫使赵承绶

放弃北撤计划，改由榆次、徐沟间向北逃

窜，为我主力围歼该敌争取了时间。为

抓住战机，我第 13 纵队附第 8 纵队 22 旅

经东观镇插至徐沟以东地区，切断敌由

徐沟北撤的道路；太岳及北岳军区部队

自东阳地区进至车辋村东西一线，切断

敌撤向榆次的道路；吕梁军区主力独立

第 3、第 7 旅自汾河以西东进永康镇地区

阻击北面来援之敌；第 8 纵队于攻克祁

县后兼程北上，由南向西封闭包围圈，协

同友邻各部队歼灭敌军。至 7 日晚，我

军 各 部 均 到 达 预 定 战 场 ，完 成 对 敌 包

围。敌军进入我包围圈后，多次顽抗突

围无果。7 月 16 日，我军生俘赵承绶，歼

灭被围之敌。我军攻势迅猛，敌残部回

撤太原以求自保。为不给敌人喘息之

机，我军发扬连续作战精神，于 21 日兵

临太原城下，完成对太原的合围。至此，

晋中战役胜利结束。

民心所向，以多克寡。得道者多助，

失道者寡助。在阎锡山统治山西近 40

年时间里，特务、地主、恶霸横行霸道，欺

压群众。为巩固其反动统治，阎锡山在

政治上推行“兵农合一”“三自传训”等苛

政，使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

于民众之中。在山西解放区，中共中央

决策推行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

结 束 了 群 众 当 牛 做 马 、任 人 宰 割 的 局

面。群众有了土地和收入，政治热情和

生产积极性大大提升，蕴藏于群众中排

山倒海般的力量也得到极大解放，推动

着我军胜利的进程。晋中战役期间，我

军 1 个月需消耗粮食近 1000 万斤，烧柴

600 万斤，这都是由当地群众负责提供

保障。战役期间，太行、太岳、吕梁、北岳

40 余万群众加入支前行列。其中，太行

二专署支前民工达到 16.75 万余人，占全

区主要劳力的 50％以上；动用牲口 9.8

万余头，大车 1.44 万余辆，供应柴草 420

余万斤，木料 469 万斤。特别是和顺、左

权等县，支前民工最高时达全县劳力的

90%。军民团结如一人，是此战我军取

得最后胜利的坚强保障。

晋中战役：

以少胜多、运动歼敌的典范
■戚苏源 宋腾渊

山东博物馆里，收藏着一封泛黄的

战地信件。信件最后一句话是：“今晚要

坚决地打，一定要打下，打到最后一个人

还要打。”这饱含战斗激情的朴素语言，

出自八路军胶东军区第 14 团 3 营营长高

子亭之手。这也是他牺牲前写下的最后

一封信，见证了人民军队指战员不怕牺

牲、英勇无畏的作战勇气。

1945 年 8 月 9 日，毛泽东同志发表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随后，朱

德同志发布 7道全面反攻命令。15日，日

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侵华日军不甘心

缴械，甚至武力拒降。伪军虽失去日军

依靠，但又想等待国民党军收编，于是继

续抵抗。在此情况下，山东军区根据中

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向拒降的

日伪军发起声势浩大的战略大反攻。

在胶东半岛，我军接连攻克牟平、

威海、招远、莱阳、烟台、即墨等 10 余座

城镇。胶东腹地只剩下最后一个日伪

堡垒——平度城。

平度城北倚大泽山，南临平（度）南

平原，是胶东心脏地区的交通枢纽。自

1938 年起，平度城及其周围地区沦陷为

日占区，成为日军在胶东的重要屯兵场

和“蚕食”“扫荡”大泽山抗日根据地的重

要据点。日本宣布投降后，驻招远、莱

阳、掖县等地的伪华北绥靖军第 8 集团

军王铁相、伪山东国民自卫军第 12 师张

松山等部，先后窜集平度城内，共计有日

军 600 余人、伪军 6000 余人。为苟延残

局，日伪军在 2 公里长的城墙上筑有高

大碉堡 30 余座，并在东、西、南城关层层

设防，妄图负隅顽抗。

9 月 7 日，胶东军区主力部队发起平

度战役。经一夜激战，至 8 日拂晓，我军

肃清外围，占领东、西两关，歼伪军张松

山师大部。驻在城里的日军见城关已

破，夺路南逃。

为减轻当地群众生命财产损失，胶

东军区前线指挥部在攻城前接连向王铁

相发出两道通牒。王铁相一意孤行，公

然下令击杀我军信使，并趁我军白天暂

不攻城之机，将靠近城墙城门的民房全

部焚毁，在护城河岸布满鹿砦，在护城河

桥上增设菱形拒马和铁丝网，将城门全

用沙袋塞住，又把城墙垛口改造成枪眼，

企图孤注一掷。

9 月 9 日，在向平度城发起总攻前的

作战部署会上，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命

八路军组成东、西两个梯队，从东、西关对

攻，以西关为主，以钳形攻势打击敌人。

其中，胶东军区第 14 团 3 营营长高子亭

负责率队攻打南门，发展纵深战斗。接

到紧急作战命令的高子亭，立刻向营里

传达和落实具体作战指示。他在会议上

奋笔疾书，给教导员柳青写下了这封战

地信件。信件短短百余字，对战役的战

术安排、地形侦察、兵力部署、后勤安排、

总攻时间等问题进行了详细部署。

当天 20 时许，胶东军区部队在炮火

掩护下，正式对平度城发起总攻。经过

激 烈 战 斗 ，第 13 团 成 功 占 领 平 度 城 西

门。与此同时，高子亭率领 3 营官兵组

成突击组迅速配合，向敌军发起 3 次猛

烈攻击，并于 21 时许打进平度城南门。

随着突入城内的部队越来越多，巷

战进入高潮。敌军依托沿街的短墙、地

堡，组织 4 次反扑。高子亭与攻入西门、

东门的各路兄弟部队一起，如钢铁洪流

般涌向城内每个角落，与敌展开逐屋逐

巷争夺战。作战中，他不顾安危，冒着枪

林弹雨，勇猛地指挥着战斗。身边的战

士一个个倒下，身后的战士又一次次冲

锋，越过敌人设置的层层掩体，面对面和

敌人展开激烈的肉搏战。战斗中，高子

亭不幸中弹牺牲，用生命践行了自己“打

到最后一个人还要打”的铿锵誓言。

拉锯式战斗持续至天明。10 日 7 时

许，我军攻下敌军最后一个据点，将红旗

插到了平度城。我军取得了生俘伪军司

令、师长、旅长及以下官兵 5000 余人的

辉煌战绩。

战斗中，第 14 团 3 营教导员柳青身

负重伤昏迷。当他从长达半月的昏迷中

苏醒后，发现高子亭的信件依旧完好地

保存在自己紧贴胸口的地方，浸染了鲜

血。为怀念战友，柳青一直珍藏着这封

血染的信件。经过岁月侵蚀，书信已经

微微泛黄。1951 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30 周年前夕，柳青将这封珍贵的信

件捐赠给文物部门，后保存在山东博物

馆，成为革命历史的珍贵见证。

为 有 牺 牲 多 壮 志 ，敢 教 日 月 换 新

天。高子亭烈士 18 岁投笔从戎，是八路

军在山东招远发展起来的青年官兵骨

干。虽然参军只有 7 年时间，但他和人

民军队诸多英雄烈士一样，在大战恶战

的关键时刻，无惧生死考验，拿出战斗到

底的决心和勇气，以无畏冲锋的战斗姿

态，蹚出我军胜利前行的道路。我军指

战员坚强的战斗决心、战斗勇气、战斗

意志，是人民军队砥砺前行、百战不殆的

制胜密码。

一封抗日战场上的绝笔信
■尹 雄 何 锟

欧冶子为春秋时期越国的一名铸

剑大师。相传他所铸之剑十分精美，

锋利无比，历久不锈。据《吴越春秋》

《越绝书》记载，越王勾践曾请欧冶子

铸造了 5 把名贵的宝剑，分别为湛卢、

纯钧、胜邪、鱼肠、巨阙，皆为削铁如

泥的稀世宝剑。《史记·刺客列传》便

记载了鱼肠剑的故事。相传欧冶子铸

造的 5把宝剑中，有 3把作为宝物进献

给吴国，被公子光收入囊中。一天，公

子光邀请堂兄弟吴王僚到家中饮酒。

酒意正酣时，公子光派刺客专诸假扮

下人，为吴王僚呈上烤鱼。当吴王僚

正要食用时，专诸从鱼腹中抽出一把

短剑，刺进吴王僚胸膛，吴王倒地而

亡。这把短剑便是欧冶子所铸宝剑

中的一把，被后人称作“鱼肠剑”，也被

誉为“勇绝之剑”。

欧冶子与古代名剑

位于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的晋中战役博物馆位于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的晋中战役博物馆。。我军向太谷县大常镇敌军据点冲锋我军向太谷县大常镇敌军据点冲锋。。

平 度 战

役中，高子亭

写 给 教 导 员

柳青的信（右

图）和柳青捐

赠 时 写 的 说

明（左图）。

故事链接

浙 江

省 龙 泉 市

欧 冶 子 公

园 中 的 欧

冶子雕像。

越王勾践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