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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 2 月中旬，红四方面军由陕

南回师川北。这时，中革军委已决定暂

缓执行在泸州或宜宾上游北渡长江的原

计划，改在川黔滇边地区机动作战。3

月，红四方面军为了向四川、甘肃边界发

展，并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作战

行动，决定在四川省西北部强渡嘉陵江，

对国民党军展开进攻。

一

1934 年 9 月，红四方面军打破了国

民党军对川陕苏区的围攻。不甘失败的

蒋介石又制定了“川陕会剿”计划，一面

组织参谋团入川监督川军“剿共”；一面

调派嫡系军队开进四川，欲对我军东西

堵截、南北夹击。1935 年 1 月，胡宗南部

丁德隆旅接替广元、昭化地区的川军防

务，准备参加对我川陕根据地的围攻。

1 月下旬，中共中央电示红四方面

军全力向嘉陵江以西发展，配合中央红

军在泸州以西的渡江行动。根据指示，

红四方面军决定声东击西，以主力一部

出击陕南，调动沿江敌人向北，造成敌包

围圈的薄弱环节，为我军渡江实行战略

转移创造战机。至 2 月中旬，红四方面

军乘敌部署尚未就绪，先后发动了广昭、

陕南战役，共歼敌 7 个团，攻占了宁羌、

沔县和阳平关重镇。同时，胡宗南部北

上增援。

北调敌人的目的达成，嘉陵江守敌力

量减弱。红四方面军遂将主力回师川北，

于 3月初向据守仪陇、苍溪的国民党军发

起进攻，歼敌 4个多团，俘敌 3000余人，缴

枪 5000 余支。至此，嘉陵江东岸北起广

元、南至南部县一段，除阆中外，皆为我军

控制。此时，中央红军已转至川黔边地

区，红四方面军为继续贯彻向四川、甘肃

边界发展的计划，并配合中央红军行动，

决定在苍溪、阆中地区强渡嘉陵江。

二

嘉陵江自南部县以北的上游，湍急

难渡，国民党四川军阀邓锡侯第 28 军和

田颂尧第 29 军布防于广元至南部长约

300 公里的西岸。其中，第 28 军防守广

元以北陈家坝至昭化以北地段；第 29 军

防守江口（今平昌）以南至南部新政坝地

段。国民党军企图凭借嘉陵江及其西侧

后剑门关的险要地形，挡住红军西进。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等亲率参

谋人员，沿嘉陵江东岸翻山越岭长途跋

涉，了解敌情，察看地形。根据地形水文

情况和国民党军的布防态势，指挥部决

定集中主力，选择守军防御薄弱部位实

施多路且有重点的突破，然后向两翼及

纵深发展，进占嘉陵江、涪江间广大地

区，在运动中大量歼敌。其具体部署是：

以红 31、红 30、红 9 军为第一梯队，从苍

溪以北鸳溪口至阆中地段突破敌军江

防，并向剑阁、剑门关方向进攻；红 4 军

为第二梯队，相机支援第一梯队作战，待

第一梯队渡江成功后于苍溪渡江，并向

梓潼方向发展。

为了夺取渡江作战的胜利，我军深

入开展政治动员，周密组织渡江侦察，积

极开展临战训练，并开展军民协作，加紧

准备物资器材。强渡江河，船只保障是

重中之重。我军在距塔子山主渡口 15

公里的王渡场附近建立造船厂。当地群

众积极支前，群策群力建造出大批底窄

面宽、上大下小、形似蚌壳的“毛蚌壳”船

和木筏，还制作了 3 套浮桥构件，保证了

红军第一梯队和后续部队都能迅速投入

战斗。

三

3 月 28 日，嘉陵江战役打响，第一梯

队率先投入战斗。红 30军一部在苍溪城

南塔子山附近秘密渡江，迫近对岸时才被

敌察觉。趁敌火力尚未展开，我军设在塔

子山上的炮兵向敌前沿阵地进行猛烈轰

击。我突击部队在炮火支援下迅速登岸，

全歼守军 1个营，击溃思依场方向来援之

敌 1个旅，并控制战略要点，随后，击退南

北两翼之敌的反击，建立起登陆场。29日

拂晓，红 30军各部相继渡江投入战斗，敌

军仓促反击。我军占据有利地形，先以密

集火力杀伤敌人，随后集中主力猛烈突

击，敌军狼狈回窜。我军乘胜攻占飞虎

山、高城山、万年山等制高点。

右翼红 31 军于 29 日拂晓前在苍溪

以北的鸳溪口强渡成功，一举攻占敌险

要阵地火烧寺，击溃守敌 1 个旅，直插剑

门关。左翼红 9 军也于阆中城北涧溪口

一带渡过嘉陵江，并迅速向南迂回，于

31 日攻占阆中。

第一梯队三路红军采取强渡与偷渡

相结合的战法，全部渡江成功，以较小代

价完成了任务。敌军顾此失彼，陷入被

动。第二梯队红 4 军很快也从苍溪渡过

嘉陵江加入战斗，敌军苦心经营的江防

瞬间土崩瓦解。

四

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后，继续兵

分三路，以疾风扫落叶之势，席卷沿江敌

军。左翼红 9 军和红 4 军各一部配合作

战，于 4 月 2 日攻占南部县城。右翼红

31 军击溃敌刘汉雄部后，迅速向剑门关

推进。中路红 30 军及红 9 军一部于 3 月

31 日攻占剑阁后，以第 89 师控制县城，

以第 88 师向东北疾进，协同红 31 军进攻

剑门关。

剑门关是横亘在剑阁、昭化之间的

剑门山的隘口，扼川陕大道，地势险要，

两旁皆为数丈高的峭壁，仅有一条山间

小路可通过，极易实施火力封锁。国民

党军在此长期驻守，地堡、堑壕密布，是

敌江防纵深的重要支撑点。如果不能迅

速攻克剑门关、阻击嘉陵江上游国民党

军重兵的南返回援，红军将陷入骑虎难

下的险地。因此，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

渡江后奉命迅速北上，夺取剑门关。

4 月 2 日拂晓，红 30 军第 88 师、红 31

军第 93师和第 91师 1个团先后到达剑门

关附近，对敌军形成三面包围之势，并很

快肃清了外围之敌。敌被迫退守剑门关

主峰，凭借地形和火力优势负隅顽抗。

负责指挥战斗的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

树声仔细观察国民党军的阵势，重新调

整部署。方面军总部决定集中迫击炮和

机关枪，掩护突击队对国民党军实施攻

击。第 93 师第 274 团第 2 营在炮火支援

下向主峰发起冲击，主力随后跟进。战

至当日黄昏，我军全歼敌 3 个团，占领了

剑门关要隘。红 30 军和红 31 军各一部

于 3日乘胜攻克昭化，又歼敌 1个团。

国民党军遭此重大打击后调整计划

和部署，第 29 军退守射洪、盐亭、三台；

第 28 军主力退缩广元及其以北地区；另

以一部布防梓潼、江油、中坝等地；企图

将红四方面军消灭在嘉陵江和涪江之间

的三角地带。由此，四川北部通往甘南

或川西的重镇江油，成为敌我双方的必

争之地。

10 日，红 9 军渡过涪江，包围了江油

之敌 1 个旅；接着红 4 军攻占了梓潼。敌

第 28 军主力在飞机掩护下，慌忙增援江

油。我军随即以 1 个师继续围困江油，

并集中约 4 个师的兵力于江油以南打击

援敌。打援部队经 14 日、15 日战斗，将

援敌全部击溃，歼敌 4 个团，俘敌 3000 余

人，并乘胜攻占中坝、漳明等地。至 21

日，我军攻占了青川、平武、北川等城镇，

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迄北川、南起梓

潼、北抵川甘边界的广大地区，嘉陵江战

役以胜利结束。从强渡嘉陵江起，红四

方面军实际上开始了长征。

此役历时 24 天，红四方面军在战前

进行了充分准备，选择在敌人兵力薄弱、

便于我军火力掩护和渡江后合围歼敌的

地段，以重点突破和宽大正面多路突破

相结合的战术，一举突破敌人的江防，迅

速向敌深远后方发起进攻，并以围点打

援的战法，在运动中大量歼敌。此役后，

我军控制了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新区，

红四方面军发展到 5 个军 11 个师 33 个

团，为坚持与巩固川陕苏区和继续向甘

肃南部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从战略

上配合了中央红军北上的行动。

为粉碎“川陕会剿”图谋，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

强 渡 嘉 陵 江
■张征鸿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一

枚深绿色的臂章安静地陈列在展柜里。

臂章略有褪色，布料表面的纹理清晰可

见，缝线边缘轻微磨损。臂章上的英文

字母，在灯光映照下显得格外清晰——

ROYAL ULSTER RIFLES。这件展品就

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缴

获的英军第 29 旅皇家奥斯特来复枪团

臂章。

1950 年 12 月 31 日 ，志愿军发起第

三 次 战 役 。 在 西 起 临 津 江 口 ，东 至 麟

蹄 200 多公里的宽大正面上，志愿军向

“联合国军”的三八线防御阵地发起猛

烈进攻。

此 时 的“ 联 合 国 军 ”，在 遭 受 志 愿

军 两 次 战 役 打 击 后 ，已 经 从 最 初 的 嚣

张 气 焰 转 变 为 惊 弓 之 鸟 ，对 志 愿 军 闻

风 丧 胆 。 在 我 军 凌 厉 的 攻 势 面 前 ，敌

人 的 军 事 部 署 被 打 乱 ，指 挥 系 统 也 出

现混乱。

志愿军第 50 军第 149 师奉命突破敌

临津江防线后，于 1951 年 1 月 2 日转入

追击作战，向高阳、汉城方向推进。该师

第 445、第 446 团各 1 个加强营组成先头

追击分队，直插高阳。

高阳以北有一个名为碧蹄里的村

庄 ，由 美 军 第 25 师 第 34 团 的 1 个 营 据

守。他们妄图凭借军事装备上的优势，

阻挡志愿军的前进脚步。

第 446 团的先头追击分队挺进至碧

蹄里时，官兵利用地形作掩护，巧妙避

开了美军的火力封锁，并以迅猛的攻击

冲向美军阵地，成功击溃美军。随后，

志愿军继续追击，在高阳东南仙游里击

退英军第 29 旅掩护分队的阻击，占领位

于高阳以南的 195.3 高地，截断了由议

政府经高阳向汉城方向撤退的英军第

29 旅皇家奥斯特来复枪团第 1 营和第 8

骑兵（坦克）团直属中队的退路。

3 日晚，志愿军围歼英军的战斗打

响 。 面 对 装 备 精 良 的 英 军 ，志 愿 军 官

兵 没 有 先 进 的 反 坦 克 武 器 ，只 能 依 靠

爆破筒、炸药包、手榴弹等，采取“堵头

截尾拦腰斩”的打法，冲进坦克群与英

军作战。第 446 团第 4 连战士顾洪臣用

爆破筒接连炸毁敌两辆坦克。在爆破

筒用尽后，他毅然爬上又一辆敌坦克，

掀 开 炮 塔 舱 盖 ，用 手 榴 弹 迫 使 敌 人 投

降。第 446 团第 2 营第 5 连副班长李光

禄，迅速接近目标坦克，毫不犹豫地将

爆破筒插入坦克履带下面。随着一声

巨 响 ，敌 坦 克 被 炸 毁 。 凭 借 过 人 的 胆

识 和 敏 捷 的 身 手 ，他 连 续 炸 毁 3 辆 敌

坦克。

遭遇打击的英军坦克群，一时乱了

手脚，在狭窄的路上四处乱撞。经 3 小

时 激 战 ，志 愿 军 全 歼 英 军 第 29 旅 皇 家

奥斯特来复枪团第 1 营及第 8 骑兵（坦

克）团直属中队，共缴获和击毁坦克 31

辆 、装 甲 车 和 汽 车 24 辆 ，毙 伤 俘 英 军

700 余人。

战后，志愿军领导机关通令表扬第

149 师第 446 团，给顾洪臣、李光禄记特

等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览的

那枚英军第 29 旅皇家奥斯特来复枪团

臂章，就是这段战史的见证。

一枚缴获臂章背后的较量
■黄池敬 李连杰

1935年 3月 28日至 4月 21日，嘉陵江战役经过要图。 资料图片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缴获的英军第 29旅皇家奥斯特来复枪团臂章。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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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 萍 是 长 征 途 中 牺 牲 的 红 军 最

高级别指挥员，2009 年入选“100 位为

新 中 国 成 立 作 出 突 出 贡 献 的 英 雄 模

范人物”。

一

1935 年 2 月 24 日 ，彭 德 怀 、杨 尚

昆、邓萍等率部急行军，到达通往遵义

城的要隘——娄山关。

娄山关是遵义的大门，自古为兵家

必争之地。要取遵义城，必先攻克娄山

关。此时，国民党军已抢占了娄山关。

红 3 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命令所属部队：

“此次不仅要拿下娄山关，打通去遵义

的通道，还要将山上的敌人全部消灭，

避免其溃逃进入遵义，给我军下一步攻

城增加困难。”

为了打好这场战斗，红 3 军团参谋

长邓萍命令一个团从左翼迂回到山后

断敌退路，两个团分别从正面和右翼进

攻，并集中军团的迫击炮，向娄山关的

敌人阵地进行齐射。战斗从 25 日清晨

一直持续到下午。红军共歼灭和击溃

敌军 4 个团，顺利占领娄山关。

27 日，红军乘胜推进到遵义，敌军

残部退入城中固守。为迅速拿下遵义

城，邓萍主动要求随担任前卫任务的第

11 团 行 动 。 在 战 斗 中 ，邓 萍 高 呼 ：

“同志们冲呀！追呀！追到遵义去。”红

军一鼓作气攻占了遵义新城，直逼遵义

老城城下。

邓萍随即向第 11 团和第 12 团的营

以上干部传达了军团党委的作战决心，

“一定要在今晚拿下老城。”

当日黄昏，邓萍率第 11 团政治委

员张爱萍等人，隐蔽在遵义老城北门外

的草丛中，用望远镜观察地形和敌军的

守城布防情况。经过观察分析，邓萍决

定先派侦察排过河，在老城通向新城的

大桥边警戒。随后，侦察排迅速过河，

并到达指定位置，很快构筑起简易掩

体。不一会儿，第 11 团第 3 营也顺利过

河，来到城墙下面。

天快黑时，邓萍下达命令：“3 营和

侦察排都在原位置上不动，今晚发起总

攻时，再从那里登城。”

邓 萍 一 边 观 察 ，一 边 对 张 爱 萍

说：“你们先钳制住守城之敌，待军团

主 力 到 达 后 ，今 夜 发 起 总 攻 ，一 定 要

在明天拂晓前拿下遵义。情况紧急，

明 天 增 援 遵 义 的 敌 人 薛 岳 部 就 可 能

赶到……”

话音未落，敌人的一颗子弹飞来，

击中邓萍的头部。他当即壮烈牺牲，年

仅 27 岁。

二

邓 萍 ，原 名 邓 少 章 ，1908 年 出 生

于四川省富顺县。1926 年底，邓萍考

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期间，他

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入

中国共产党。1927 年秋，邓萍被派往

国 民 党 军 湖 南 独 立 第 5 师 第 1 团（团

长 彭 德 怀）从 事 兵 运 工 作 ，在 该 团 秘

密组织成立中共党支部和团委，并任

书记。

1928 年 7 月，邓萍参与组织领导平

江起义，任中国工农红军第 5军参谋长、

中共红 5 军军委书记。年仅 20 岁的他

肩负起协助彭德怀领导红 5军的重任。

12 月，彭德怀、滕代远等率领红 5

军主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

导的红 4 军会合，进一步加强了井冈山

地 区 工 农 武 装 的 力 量 。 1929 年 1 月 ，

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红 4 军主力出

击赣南后，彭德怀、滕代远等率领一部

分部队留守井冈山。红 4 军主力离开

后, 敌人重兵围攻井冈山。在敌众我

寡的情况下，彭德怀、滕代远等决定突

围。邓萍主动承担了打前锋的任务，迅

速指挥部队撕开敌军的包围圈，部队随

后冲出重围。

1930 年 6 月 ，邓 萍 任 红 3 军 团 参

谋 长 兼 红 5 军 军 长 ，协 助 彭 德 怀 指 挥

红 3 军团进行长沙战役和参加中央苏

区 的 反“ 围 剿 ”。 红 3 军 团 占 领 长 沙

后 ，召 开 了 前 委 会 议 ，决 定 成 立 长 沙

警备司令部，邓萍任司令。8 月，根据

中 共 中 央 的 指 示 ，红 3 军 团 南 下 浏 阳

与 红 1 军 团 会 合 ，组 建 成 红 军 第 一 方

面军。

随着革命队伍的扩大，亟需建立

正 规 的 红 军 学 校 以 培 养 军 政 人 才 。

1931 年，邓萍参与筹建中国工农红军

学校，并任副总队长兼教育长。学校

初创时期，邓萍把主要精力都用在教

育工作上，力争用较短时间全面培训

学员。他既当教育长，又当教员。凭

着丰富的军事经验，他讲课深入浅出，

学员都非常喜欢听他讲课。

1932 年 3 月上旬，邓萍奉命回到红

3 军团，担任红 3 军团参谋长兼红 5 军

军长。1933 年，邓萍任中国工农红军

东方军参谋长，参与指挥所部入闽作

战。1934 年 1 月，邓萍在中华苏维埃第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

执行委员。

三

听闻邓萍牺牲的噩耗，彭德怀悲愤

交加，心如刀绞，向部队下达了命令：

“各部队！总攻时间到！我命令发起进

攻！拿下遵义全城，为参谋长报仇！”

1935 年 2 月 28 日，红 3 军团占领遵义老

城，又乘胜追击，在遵义城南的忠庄铺

击败国民党军，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及其

他军用物资。

红军将士用胜利来告慰邓萍的英

魂。张爱萍写下一首挽诗，抒发对邓萍

的悼念之情：长夜沉沉何时旦？黄埔习

武求经典。北伐讨贼冒弹雨，平江起义

助烽焰。“围剿”粉碎苦运筹，长征转战

肩重担。遵义城下洒热血，三军征途哭

奇男。彭德怀曾深情地追忆：“从平江

起义到井冈山斗争，从江西苏区转战到

长征途中，直到他牺牲前，我们一直在

一起工作，互相配合得很好。邓萍对党

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作战指挥

沉着果断，英勇顽强，是一个很有才干

的优秀军事干部。”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找到邓萍

的遗骸，迁葬在碧水环绕的凤凰山上。

张爱萍亲笔为邓萍撰写墓志铭，以为永

久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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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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