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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说新语史说新语

链接历史链接历史

深入敌后，打开局面。1937 年 9 月，

日 军 侵 占 大 同 后 继 续 向 南 进 犯 太 原 。

根据八路军总部“配合国民党军在太原

忻口地区的防御作战，保卫太原”的命

令，第 120 师师长贺龙命令第 358 旅 716

团深入日军侧后，在代县广武、雁门关、

太和岭间活动，担负破击大同经代县、

忻口到太原公路的任务，以隐蔽突然的

游击战不断袭击日军汽车运输队，进而

截断日军忻口方向的战役补给线，以减

弱日军的战役攻势、减轻国民党军的防

御压力。

9 月 底 ，遵 照 八 路 军 总 部 命 令 ，第

120 师以第 716 团 2 营为基础组建雁北

支队，在支队司令员宋时轮的指挥下，

北越长城，挺进雁北地区，在半个多月

时间内先后收复井坪、鲁县等地，并对

同蒲铁路朔县至大同段展开铁路破袭

战，相继破坏重要桥梁数座，伏击日军

运输队两次。雁北支队的接连获胜，既

积累了敌后破击战经验，也通过广泛发

动和组织群众，初步打开雁北地区军民

同心协力抗战新局面。

周密侦察，精选战场。贺龙针对日

军气焰嚣张、戒备疏忽等特点，决定趁

敌不备、出其不意，对敌由大同经雁门

关至忻口这条战役补给大动脉实施伏

击 作 战 。 10 月 16 日 ，当 第 120 师 获 悉

日军将有一支汽车运输队经雁门关至

忻 口 的 情 报 时 ，贺 龙 随 即 将 伏 击 任 务

交 给“ 打 起 仗 来 不 要 命 ”的 猛 将 贺 炳

炎，并命令第 358 旅 716 团展开战前动

员 和 作 战 部 署 。 为 确 保 第 120 师 与 日

军首战的必胜，第 716 团多次派出侦察

员，对日军运输队的机动路线、机动范

围 、机 动 频 次 和 兵 力 部 署 等 情 况 进 行

详 细 侦 察 ，基 本 摸 清 日 军 汽 车 运 输 队

的 活 动 规 律 。 17 日 拂 晓 ，贺 炳 炎率领

营、连干部深入雁门关地区勘察地形，

精心选择了日军汽车运输队必经极险

之路——雁门关以南黑石头沟一带作

为伏击战场。

雁门关，位于山西省忻州市代县以

北约 20 公里处，为历史上著名的隘口，

也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雁门关以“险”

著称，被誉为“中华第一关”，有“天下九

塞，雁门为首”之说。雁门关公路在黑

石头沟处由西向东绕了一个大圈，公路

西临悬崖，北靠陡坡，南有石拱桥，黑石

头 沟 整 体 地 势 南 低 北 高 ，沟 底 遍 布 乱

石，是绝佳的伏击之地。

隐蔽设伏，初战告捷。 18 日凌晨，

第 358 旅 716 团主力在团长贺炳炎、政

治 委 员 廖 汉 生 率 领 下 ，经 一 名 老 乡 引

领，在暗夜中沿着偏僻山间崎岖小道隐

蔽机动，天亮前到达预定设伏地域。之

后，3 个营迅速占领雁门关以南黑石头

沟公路西侧高地有利地形，各 1 个连的

兵力分别担负阳明堡方向警戒阻援和

石拱桥以西断敌退路任务。各部队到

位 后 ，迅 速 构 建 简 易 防 御 工 事 和 伏 击

阵地，耐心隐蔽待机，悄然做好了战前

准备。

10 时许，当日军汽车运输队由北向

南驶来之际，第 716 团紧急得到南面阳

明堡方向又有 100 余辆日军汽车开来的

情报。面对日军数量的增加，贺炳炎果

断命令部队一并伏击两股敌人。当日

军南北两队汽车运输队全部开进狭窄

的黑石头沟、正值并排交错之时，贺炳

炎立即下达“打”的命令，第 716 团随即

居高临下、以逸待劳，采取堵头截尾的

方 式 ，以 炮 火 炸 毁 日 军 先 头 和 后 尾 车

辆，继而以密集猛烈的轻重机枪、步枪

和手榴弹等火力，将因嚣张而疏忽警戒

的日军压制在黑石头沟底。一时间，日

军无处藏身、人仰马翻，陷入混乱。第

716 团乘机发起冲锋，官兵勇猛冲下山

与日军展开白刃战。激战中，日军从阳

明堡方向驶来 200 余辆汽车企图增援，

第 716 团采取分段伏击、警戒阻援的战

法，主力仍坚持对敌汽车运输队实施分

割包围和逐段歼灭，另兵分一部阻击由

南向北增援之敌。激战至夜间，八路军

共毙伤日军 300 余人，击毁敌汽车 20 余

辆 。 随 后 ，在 敌 增 援 兵 力 源 源 不 断 涌

来，我作战部队极度疲劳、战斗力大为

减弱的不利情况下，为避敌锋芒、保存

自己，第 716 团指挥员命令其主力趁夜

色撤出战斗。

再次设伏，及时撤出。 20 日夜，第

716 团 一 改“ 用 兵 不 复 ”的 公 认 作 战 原

则，再次趁夜色潜入雁门关地区，决定

兵 分 三 路 实 施 设 伏 ，一 部 趁 夜 色 复 占

雁门关并再次隐蔽前往黑石头沟地域

设 伏 ，另 两 部 连 夜 出 击 破 坏 广 武 至 太

和岭间的公路及桥梁。21 日晨，第 716

团 再 次 占 领 黑 石 头 沟 地 区 有 利 地 形 ，

迅速构设伏击阵地。9 时许，日军由南

而 北 的 200 余 辆 汽 车 和 由 北 而 南 的 数

十辆汽车相向而来。当两股日军进入

伏 击 区 后 ，第 716 团 充 分 利 用 地 形 优

势 ，以 突 然 而 猛 烈 的 火 力 向 日 军 两 支

汽车运输队展开袭击。日军在短暂混

乱 后 急 忙 组 织 约 1 个 营 的 步 兵 下 车 反

击，并紧急召唤 8 架作战飞机实施空中

火力支援。面对日军空地密切协同的

顽 强 抵 抗 ，第 716 团 全 体 官 兵 英 勇 作

战，击退日军数次反扑，共击毁日军汽

车 10 余 辆 。 在 敌 我 兵 力 悬 殊 、战 场 态

势不利于我的情况下，第 716 团适时撤

出战斗。

18 日 至 21 日 ，第 716 团 在 雁 门 关

以 南 黑 石 头 沟 地 区 连 续 两 次 伏 击 作

战 ，共 毙 伤 日 军 500 余 人 ，击 毁 汽 车 数

十 辆 ，致 使 日 军 由 大 同 经 雁 门 关 至 忻

口 的 后 方 补 给 线 中 断 数 日 。 与 此 同

时，八路军第 115 师也切断蔚县至代县

的 日 军 交 通 线 ，使 忻 口 之 敌 陷 入 弹 药

补 给 濒 于 断 绝 、油 料 供 应 无 以 为 继 的

窘 迫 局 面 ，一 定 程 度 上 迟 滞 了 日 军 的

战役攻势。

雁门关伏击战是抗战初期我军具

有 代 表 性 的 一 次 战 斗 ，是 八 路 军 继 平

型 关 大 捷 后 取 得 的 又 一 次 较 大 胜 仗 ，

也是八路军抗战初期三个“首战告捷”

（平 型 关 大 捷 、雁 门 关 伏 击 战 、夜 袭 阳

明堡）之一。此次伏击战，充分体现了

游 击 战“ 打 得 赢 就 打 ，打 不 赢 就 走 ”的

战 术 思 想 ，进 一 步 扩 大 了 八 路 军 的 影

响 ，振 奋 了 军 民 士 气 。 毛 泽 东 同 志 在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

出 ：“ 太 原 北 部 忻 口 战 役 时 ，雁 门 关 南

北 的 游 击 战 争 破 坏 同 蒲 铁 路 、平 型 关

汽车路、阳方口汽车路，所起的战役配

合作用，是很大的。”

游击战争的典范：

雁门关伏击战
■薛闫兴 左晓云

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天福山起义纪

念馆，珍藏着一件珍贵的革命文物——

《给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这封信由中

共胶东临时特委于 1936 年撰写，封面有

“ 秘 密 ”二 字 ，蜡 版 油 印 ，毛 边 纸 内 页 。

这是胶东党组织的第一份正式文件，见

证了革命战争年代胶东地区艰苦卓绝

的革命斗争与纪律建设。

胶东，指胶莱河以东的山东半岛区

域，三面环海，是拱卫平津的门户。20

世纪 20 年代起，革命的浪潮唤醒了胶东

人民的民族觉悟和革命激情。许多外

出求学的胶东知识分子接触进步思想，

加入党组织。接着，他们又受党组织派

遣回到家乡，传播马克思主义，秘密发

展共产党员。

1933 年 3 月，在山东省委指示下，中

共 胶 东 特 别 委 员 会（以 下 简 称 胶 东 特

委）成立。这是胶东第一个党的统一领

导机构，对于宣传发动群众、进行武装

斗争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5 年春，国民党反动政府强征民

力，强占土地，修筑青威公路。由于工

程量大，迟迟未完工，耽误了农民耕作

时机，引起群众极大愤慨，加上长期的

阶级压迫和剥削，一场革命风暴在胶东

孕育着。是年冬，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

残暴统治和对日不抵抗政策，胶东特委

领 导 和 发 动 了“ 一 一·四 ”农 民 武 装 暴

动。暴动很快被镇压，胶东党组织遭到

严重破坏，党的上下级组织、党员与组

织之间失去联系，党的工作陷入极为艰

苦、困难的时期。

革 命 的 前 途 在 哪 里 ？ 今 后 怎 么

办？白色恐怖下的胶东亟需坚强有力

的党组织带领大家走出低谷，走向光明

的未来。1936 年初，中共党员理琪经中

共河南省委工作人员介绍来到胶东，着

手开展调查研究、恢复党的各级组织，

主持成立中共胶东临时特委，并被选为

书记。

经 过 大 量 深 入 调 研 后 ，理 琪 代 表

中 共 胶 东 临 时 特 委 撰 写《给 各 级 党 同

志的一封信》，全文 1 万余字。这封信

以 马 列 主 义 为 指 导 ，分 析 了 胶 东 地 区

所 面 临 的 斗 争 形 势 ，比 较 全 面 地 总 结

了 胶 东 党 在 前 一 个 时 期 的 工 作 ，并 提

出近阶段胶东党组织的任务以及完成

这 些 任 务 的 策 略 和 方 针 。 同 时 ，之 前

暴动失败的教训也让胶东党组织意识

到 ，革 命 的 成 功 必 须 靠 严 明 的 纪 律 。

对此，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先进

阶 级 的 分 子 决 不 能 和 一 般 群 众 相 同 ，

他必须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前提。信

中还提出了维持党的纪律的若干原则

办 法 ，指 出 暴 动 暴 露 出 的 党 员 行 动 散

漫、忽略保密工作等问题，前瞻性地预

见将来革命力量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

的组织不纯、思想混乱、管理困难等问

题，针对性地提出预防之策。

这封信作为胶东党组织的第一份

正式文件，在秘密下发后，对胶东党的

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政治建设和武装

斗争等方面起到重要指导作用，使当地

革命力量得以较快地恢复和发展。

由暴动幸存队员组成的昆嵛山红

军游击队，在深山秘密开展军事训练时

也 深 入 学 习 了《给 各 级 党 同 志 的 一 封

信》等文件，用于指导斗争实践。1937

年 12 月 24 日，中共胶东特委以昆嵛山红

军游击队为骨干组建“山东人民抗日救

国军第三军”，发动天福山抗日武装起

义，打响胶东抗战第一枪，开启了红色

胶东时代。

革命之光刺穿黑暗，驱散了笼罩在

胶东上空的阴云。第三军不断扩人扩

枪扩大宣传，富有家国情怀和革命斗争

精神的胶东人民纷纷加入抗日救亡行

列。胶东各地党组织在特委领导下，先

后 组 织 发 动 荣 成 埠 柳 乡 校 、黄 县 黄 格

庄、文登黄山、蓬莱西宋家村、莱阳等 10

余次武装起义，胶东人民抗日武装迅速

壮大。

1938 年 2 月，第三军在西进途中攻

克牟平城、血战雷神庙，凭借严密的作

战计划、严格的组织纪律，打退数倍于

己且武器装备精良的敌人，在胶东打破

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

胶东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

此 后 ，抗 日 烽 火 在 胶 东 土 地 上 熊

熊燃起。在坚强的组织保障和铁纪护

航下，第三军经过数次整编，队伍不断

扩 大 ，至 1938 年 12 月 发 展 到 7000 余

人 ，成 为 胶 东 抗 日 的 主 要 力 量 。 以 第

三军为火种发展起来的胶东人民抗日

武 装 ，他 们 听 党 指 挥 ，严 守 纪 律 ，南 征

北战，屡建奇功，为革命事业作出重要

贡献。

一 封 信 里 的 纪 律 力 量
■王荷云 张彤彤 管水锁

1932 年 5 月，湘鄂赣苏区深陷国民

党军“围剿”重压。红 16 军依托幕阜山

的复杂地形，运用游击战术与敌军周

旋。其间，红 16 军第 9 师突发奇兵，围

攻江西省铜鼓县丰田镇，全歼国民党

军第 77 师罗霖部 1 个整营，缴获“汉阳

造”新步枪 200 余支。

缴获的这批步枪因枪托涂红漆，

被红军战士称为“红杆子”。然而，战

士 们 翻 遍 敌 军 驻 地 ，也 没 找 到 子 弹 。

据国民党俘虏供述，原来，该营换装新

步枪后尚未补充弹药，原有子弹在先

前与红军的战斗中已经耗尽。

当 时 ，枪 支 弹 药 奇 缺 ，很 多 战 士

还使用马刀和红缨枪。之后几天，红

军千方百计寻找子弹来源，宣传科还

编 创 快 板 ：“ 红 杆 子 枪 ，真 真 好 ，可 惜

子弹少！有枪冇（即没有）子弹，你说

怎 么 办 ……”快 板 一 经 传 播 ，当 地 群

众知晓红军为弹药短缺所困扰，纷纷

帮助找寻。

一天，上高县地下党员老徐以杂

货店老板身份为掩护，来到红 16 军军

部驻地高村送货，同时送来一份情报：

国民党军计划经锦江水路运输 3 船弹

药至上高县，打算转陆运到铜鼓县丰

田镇。而且，上高县城防空虚，只有 1

个保安中队，很容易对付。

很显然，闭塞的山区导致信息滞

后，敌人尚不知丰田镇已经失守，还在

忙着运送弹药。良机不可失。红 16 军

军部立即研究决定由第 7 师一部昼夜

奔袭，劫取这批弹药。

第 7 师师长命部队伪装成国民党

军接应部队，分头行动。一方面，红军

便衣侦察队配合地下党老徐控制守军

通信总机台，迫使台长致电上高县政

府谎称“第 77 师部队即将接收弹药”。

另一方面，大部队继续向上高进发，化

装成国民党军进入徐家渡。当大部队

抵达上高城西门外时，国民党官员误

以为“友军”到来，竟鸣放鞭炮、列队欢

迎。第 7 师师长借机下令缴械，兵不血

刃控制全场。此役缴获子弹 3 船、银元

30 余担，成为红军“无弹药消耗作战”

的经典案例。

这两场战斗，是土地革命战争时

期“小规模歼灭战”的范本。其成功源

于三大要素：一是群众基础的深度激

活，从地下党员的信息传递到支前民

工的物资运输，凸显了开展人民战争

的独特优势；二是战术创新的灵活运

用，充分利用轻装部队机动敏捷的特

点，运用化装突袭的欺骗战术，顺利达

成战术目的；三是情报网络的多维渗

透，国民党军因山区通信滞后陷入信

息孤岛，而红军依托地下党组织构建

起“单向透明”情报网，从弹药运输路

线、守军布防到通信节点控制，各环节

都渗透着情报网络的精密运作。

空枪劫弹药
■张 苗 马忠达

锏 是 一 种 短 柄 打 击 类 兵 器 ，无

刃，上端略小、下端有柄，材质为铜或

铁 。 古 代 战 场 上 ，锏 无 利 刃 的 锋 芒 ，

但 凭 借 重 量 带 来 的 强 大 冲 击 力 和 使

用者灵活的技法，面对身着重甲的敌

人 时 ，也 能 造 成 致 命 打 击 ，其 厚 重 的

质地还能使敌刀剑卷刃破损。此外，

锏 在 中 国 古 代 文 化 中 被 视 为 刚 正 不

阿的象征，代表着权威与正义。演义

小说中，宋太宗赐予八贤王赵德芳的

金 锏 ，被 赋 予“ 上 打 昏 君 ，下 诛 佞 臣 ”

的权力。在多部小说戏曲中，用锏者

或 身 怀 绝 技 ，或 肃 穆 威 严 。 久 而 久

之，锏便在人们心中形成公正、威慑、

强大等正面形象。

锏和鞭形制相近，属同类兵器，古

代典籍常常将鞭锏并谈。二者不同之

处 ，主 要 在 于 锏 身 有 棱 无 节 ，顶 端 无

尖，外形似简，因此原名为“简”，锏体

横 截 面 多 为 方 形 ，而 鞭 多 为 六 角 形 。

锏主要由锏身与锏柄两部分组成。锏

柄与锏身连接处有护手。锏柄末端有

环，可穿丝弦或牛筋悬挂于手腕，在战

场厮杀时既方便拿取，也可防止冲锋

时脱落。

隋唐之后，因重装骑兵盛行，被视

为破甲利器的锏在战争中受到重视。

至宋朝，锏的使用更为广泛，如《武经总

要》有载：“铁鞭、铁简，两色。鞭其形，

大小长短，随人力所胜用之。人有作四

棱者，谓之铁简，言方棱似简形，皆鞭类

也。”明朝中期以后，火器的压倒性优势

使刀剑、重甲逐渐退出主战序列。作为

破甲利器的锏，实战效用减弱，开始向

礼仪用具过渡。至清朝，锏逐渐归于礼

仪类兵器，如《皇朝礼器图式》中记录有

“绿营双锏”，即“本朝定制，绿营双锏，

炼铁为之，左右双持。通长各二尺七寸

一 分 五 厘 ，锏 长 各 二 尺 一 寸 ，圭 首 方

棱。銎为铁盘，厚一分五厘，重各一觔

六两有奇。柄各长六寸，围三寸，木质

髤朱，末钻以铁。”该书为清代官方礼器

图谱，系统规范仪仗兵器形制，可见该

锏用于皇帝大阅、仪仗队列，象征威仪

而非实战。

锏 的 用 法 多 以 砸 、扫 、戳 为 主 。

由于其重量远超寻常刀剑，使用者需

要具备强大的臂力，方能运用得游刃

有余。实战中，战将通常双手各持一

支，配合运用，在紧急情况下，也可猛

力将锏投掷出去袭击敌人，这招又叫

“撒手锏”。在古代演义小说中，提到

了众多使锏名将。比如，《隋唐演义》

里 ，尉 迟 恭 和 秦 琼 是 使 鞭 用 锏 的 勇

将，其二人“三鞭换两锏”的故事家喻

户晓。由于两人勇猛无比，后世将他

俩 作 为 门 神 敬 奉 ，贴 在 门 上 以 保 平

安 。《说 岳 全 传》中 也 提 到 ，牛 皋 手 舞

双锏，拍马迎战，其锏法如风驰电掣，

杀得金兵溃散。

在锏的发展过程中，因其独特的魅

力和不同使用需求，逐渐演变出多种多

样的锏型。其中，八棱锏、凹面锏、狼牙

锏、平棱锏、四棱锏、少林方楞铜锏、混

元锏及亢龙锏等，均是比较有名的锏

型。锏从军事领域淡出后，除礼仪用锏

外，更多存在于民间武术套路中，以独

特的文化方式，继续传承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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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兵器面面观

北宋时期的铁锏北宋时期的铁锏。。

《《给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给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油印版油印版。。

1937 年 10月 18日
至 21 日，八路军第 120
师第 358 旅 716 团在山
西省代县雁门关以南
黑石头沟地区连续两
次设伏，沉重打击了日
军汽车运输队，一度切
断日军补给线，有力配
合了正面战场的忻口
防御作战。

八路军雁门关伏击战遗址八路军雁门关伏击战遗址。。 雁门关关城今貌雁门关关城今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