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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说新语史说新语

链接历史链接历史

铠甲是一种防御类兵器，又称甲、介

或函。古代战争中，铠甲可有效防御和

减轻兵器对要害部位的伤害，因此历朝

历代都大量制作铠甲并装备军队。

历史上，“铠”与“甲”最早分指不同

材质的防护装具，皮革制成的称为甲，金

属制成的称为铠。随着金属甲片与皮甲

复合而成的各类甲出现，铠与甲不再作

区分，本文采用的为文献记载中的习惯

性称谓。

用皮革制甲的历史十分悠久。原始

社会，人类为抵挡木石兵器的伤害，便以

较 为 易 得 的 整 片 兽 皮 制 成 护 具 ，即 皮

甲。为不影响肢体活动，人们只将皮甲

披戴在前胸后背，四肢部分不着皮甲。

商 周 时 期 ，人 们 根 据 护 体 部 位 不

同，将整片兽皮裁剪为大小不同、形状

各异的皮革片。为增强甲片的牢固性，

人们还将双层或多层的皮革片缝在一

起，再用绳编联起来。这样的皮甲可部

分 活 动 ，灵 活 性 加 强 。 自 青 铜 器 出 现

后，人们用青铜片铸成兽面护饰装在皮

甲的胸背部。在西周时期的古墓中，人

们发现了钉缀在皮甲上的各式青铜甲

片。这种附着青铜片的甲，其防护效能

又进一步增加。

春秋战国之交，由于战事连年不断，

攻击性兵器不断改进，作为卫体兵器的

皮甲进一步坚固。这一时期，皮甲由甲

身、甲袖和甲裙组成，防护功能和护体面

积明显增大。在古代车战中，皮甲可与

盾配合使用，帮助将士有效防御青铜兵

器的攻击，因此成为当时各国军队的主

要装备。

随着冶金技术的发展，以金属打造

的护具——铠，也在这一时期出现。据

文献记载，战国晚期，秦军已大量装备坚

实精密的铠甲，这也是秦国军队战斗力

强的重要原因之一。从秦俑坑出土的兵

俑来看，秦国分兵种打造了不同形制的

铠甲，如步兵胸甲较长，下垂及膝；骑兵

甲因兼顾骑射，甲衣短小；臂、手、颈易受

攻击的驾车兵士，其铠甲不仅有前甲、后

甲，还有臂甲、手甲等。

从战国晚期到东汉时期，随着铁制

兵器的发展，铁制铠甲更加普及，逐渐成

为主要装备。西汉时期，人们称铁制铠

甲为“玄甲”，即“黑色的铠甲”。据《汉

纪》记载，汉武帝在大将霍去病去世后，

令玄甲军为其送葬，以表悼念之情。汉

朝铠的制作工艺经历了由粗重到精细的

发展过程，出现了采用小片甲以鱼鳞样

式编制的“鱼鳞甲”，并细化出保护肩臂

的披膊及保护腰胯的垂缘。河北满城西

汉刘胜墓曾出土一件带有垂缘和披膊的

鱼鳞甲,全甲由 2800 余片甲片编成，总重

16.85 公斤，做工十分精美。这一时期的

铠产量很大，能够达到军队将士一人一

件。据《东观汉记》记载，刘盆子率 20 万

人马向刘秀投降时，赤眉军的兵器和铠

甲堆积如熊耳山一样高。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随着重甲

骑兵的崛起，适用于骑兵作战的“两裆

铠 ”极 为 盛 行 。 在 古 代 ，两 裆 指 背 心 。

这种铠形制与两裆相似，因而得名。两

裆铠长至膝上，腰部以上是胸背甲，甲

身分前后两片。其色彩有朱、绿、黑等

多种漆，特别贵重精美的则采用金银装

饰。着两裆铠不仅限于骑兵，步兵乃至

将领都对其青睐有加。他们通常会将

其穿在里层，外罩袍服，成为一时流行

的服饰。唐朝时期的“临戎之服”就是

两档铠的别名，意思是临战之时将外面

的两侧袍服一脱，即可投入战斗，极其

便利。

唐朝时期，《唐六典》中记载的甲制

共 13 种 ，金 属 制 的 就 有 6 种 之 多 。 其

中，明光铠、细鳞铠和锁子铠乃是惊世

良作。明光铠的前胸和后背各有像镜

子一样的金属护镜，其甲片经过抛光处

理 ，太 阳 照 射 时 即 闪 闪 发 光 ，因 此 得

名。锁子铠是一种用铁链衔接，互相密

扣，缀合而成衣形的铠甲，穿戴起来十

分便利，且贴合身体。唐高宗、武则天

两朝，国力强盛，天下太平，大部分的戎

服和铠甲脱离实战功能，演变为美观奢

华、以装饰为主的礼仪服饰。用绢布一

类纺织品制成的绢布甲（又称皂衣），便

是武将仪仗检阅或平时穿用的铠甲形

制，轻巧精美但无实际的防御功能。唐

宣宗时期，一位官吏发明了纸甲。轻柔

的纸张在浸湿后被逐层叠合，晒干后便

可成为坚固异常的护具。成本低、重量

轻、不生锈、易收纳的纸甲，很快在军队

推广开来，甚至成为宋明军队的标准甲

式之一。唐朝的铠甲虽然种类繁多，却

主要供步骑兵穿着，战马一般不披甲，

这样可使 骑 兵 在 作 战 时 提 高 机 动 性 ，

以轻捷快速而取胜。

黄 沙 百 战 穿 金 甲
—中国古代卫体兵器之铠甲（上篇）

■曹 波

水丰发电站位于中国辽宁省宽甸

满族自治县长甸镇拉古哨村和朝鲜平

安北道朔州郡境内，是当时我国东北

地 区 和 朝 鲜 北 部 地 区 的 重 要 电 力 基

地，战略意义十分重要。正因如此，抗

美援朝战争期间，这里也成为美军飞

机重点轰炸的目标。

1952 年上半年，朝鲜停战谈判陷

入僵持状态。为迫使中朝谈判代表接

受美方提出的谈判条件，美军在地面

战场毫无进展的情况下，决定利用其

空中优势对中朝纵深内的机场、水电

设施等重要目标进行轰炸。水丰发电

站便是美军飞机重点轰炸目标之一。

担任水丰发电站防空任务的是志愿军

高射炮兵第 504 团，下辖 3 个营，1 营为

85 毫米高射炮营，2 营和 3 营为 37 毫米

高射炮营，共有高炮 36 门。

5 月，美空军加强对清川江一带交

通 咽 喉 和 工 厂 等 重 要 目 标 的 轰 炸 频

次。第 504 团根据地形特点和敌机活

动情况，制订作战方案，将主要兵力配

置于敌机来袭的主要方向，在发电站

主要设备前沿密集布置中、低高炮兵

连，严阵以待。

6 月 23 日上午，美军出动 180 余架

轰炸机，分别轰炸了清川江大桥、平壤

和沙里院等地，还以 3 批 16 架侦察机

对鸭绿江主要目标进行侦察。其中 1

批 4 架敌机于 10 时许，以 7000 米高度

通过水丰发电站上空，侦察气象和目

标情况。

14 时 48 分，第 504 团指挥所收到

东北防空司令部情报总分站情报：在

水丰东南方向，距离 70 公里，有 24 架

F-86 战斗轰炸机临近飞行。该团值班

指挥员根据敌机以往活动情况，判断

该批敌机可能寻机挑衅，与我空战。

14 时 56 分，第 504 团指挥所接到

位于东南 30 公里的监视哨通报：敌轰

炸 机 群 ，高 度 3000 米 ，航 向 西 北 ，94

架。由于敌机来袭突然，且我前方机

场在几分钟前被美空军以大批战斗机

封锁压制，飞机无法起飞支援，所以消

灭敌机、保卫发电站的重担落在第 504

团肩上。团指挥所接到空情报告后，

立即向各营连发出警报，并迅速做好

一等战斗准备。14 时 59 分，敌机临近

水丰发电站 9 至 11 公里时，第 1 营各连

按 指 挥 仪 诸 元 射 击 。 在 我 炮 火 攻 势

下，敌机群从东南绕至西南，顺着阳光

方向对发电站实施俯冲攻击。第 1 营

发现敌机即将俯冲时，迅速改变射击

方 式 ，对 敌 机 俯 冲 点 进 行 拦 阻 射 击 。

第 2、第 3 营自行选择目标，对俯冲攻击

发电设备的敌机射击。战斗持续约 7

分钟，敌机向东南方向逃去。团指挥

所指示各连擦拭武器，并复盘抗击敌

机先头梯队的成效。由于各连自行抗

击、火力分散，未能对敌机造成有效杀

伤和震慑，于是团指挥所决定再战时，

必须统一组织运用火力。

15 时 11 分，第 504 团于正南和东

南方向，发现 89 架敌机分两路临近飞

行。正南方向的敌机 2 批 48 架，批与

批间隔时间 2 分钟；东南方向的敌机 2

批 41 架，批与批间隔时间 1 分钟。据

此，团指挥员命令 1 营集中火力射击正

南一路敌机，第 2、第 3 营集中火力射

击东南一路敌机。第 1 营首先对敌机

进行拦阻射击，敌机遂改变方向，两路

各 批 以 4 机 编 队 ，交 错 向 发 电 设 备 俯

冲。各营根据指挥所指示，在敌机空

中俯冲点设置固定弹幕，并对敌机俯

冲阶段实施射击。敌机群队形很快被

打散，进入的俯冲点逐次北移，投弹高

度和投弹距离一再增加。志愿军根据

敌机进入俯冲点的变化，及时瞄准，进

行射击。激战 10 余分钟，敌机撤离。

对第二梯队敌机射击结束仅 2 分

钟，第 3 梯队 48 架敌机又向我进袭。遭

到 我 集 中 火 力 打 击 后 ，俯 冲 距 离 由

4000 米退至 5000 米，俯冲角逐渐减小，

所投炸弹均未命中我保卫目标。15 时

41 分，敌机由正东方向逃去。

紧接着，第 4 梯队 44 架敌机沿着

与第三梯队相同的进袭路径进袭。经

过 3 场艰苦战斗的志愿军战士，斗志愈

加昂扬。敌机一开始俯冲，第 504 团便

集中火力射击。敌机队形极为混乱，

投弹高度均在 2000 米以上，俯冲角很

小，不能准确瞄准投弹，有的稍一低头

就投弹而逃，绝大部分炸弹落在我保

卫目标区域以外。15 时 55 分，敌机从

正东方向逃去。17 时 26 分，敌派出 4

架侦察机侦察轰炸效果，遭到第 504 团

1 营各连的射击。此次战斗，第 504 团

取得击落敌机 8 架、击伤敌机 10 架的

辉煌战果，胜利保卫了水丰发电站的

安全。

水丰发电站防空保卫战是一场严

重 不 对 称 的 作 战 ，志 愿 军 能 取 得 胜

利，其原因除了第 504 团因地制宜、合

理 配 置 兵 力 和 针 对 敌 空 袭 情 况 采 取

机动灵活的战术手段外，还缘于官兵

“ 英 勇 顽 强 ，不 怕 牺 牲 ”的 战 斗 作 风 。

在战斗最激烈最紧张的时刻，全团上

下 团 结 一 致 ，从 指 挥 员 到 战 斗 员 ，从

战勤人员到勤杂人员，全部投入了战

斗 。 第 9 连 指 导 员 靳 太 志 腹 部 中 弹

后，仍顽强指挥战斗。炮手魏小雪左

臂 受 伤 ，就 用 一 只 手 连 续 装 填 100 余

发炮弹。第 7 连炮手李树堂腿部负重

伤，鲜血沾满炮盘还继续战斗，被班长

史奇发现后，强令卫生员把李树堂背下

阵地。李树堂苏醒后，又爬回阵地，一

条腿跪在地上，支撑着身体，为火炮压

弹。测远机手王长绪在为各连报读距

离时胸部受重伤，就在身子即将倒下

时，他想到肩上的精密光学仪器——

测远机。他吃力地抬起左手，把测远

机卸下来，轻轻放在地上。看到战友

李 正 锋 拿 起 测 远 机 大 声 报 读 敌 机 距

离时，王长绪才闭上了双眼……正是

靠着 这 种 顽 强 的 战 斗 精 神 ，第 504 团

在以 36 门高炮抗击美军 275 架飞机大

规 模 空 袭 的 不 利 局 面 下 ，仍 取 得 击

落 敌 机 8 架 、击 伤 敌 机 10 架 的 战 绩 ，

有 效 保 卫 了 水 丰 发 电 站 的 安 全 。 同

时 ，通 过 反 空 袭 作 战 的 胜 利 ，志 愿 军

将士更加坚定了我军必胜、正义必胜

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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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省六安市东南方向 30 多公

里处的张家店战斗烈士陵园内，高高地

耸立着“张家店战斗胜利及革命烈士纪

念碑”。纪念碑高 19.47 米，代表战斗发

生在 1947 年。碑身形状似 3 把大刀共同

托起 1 面鲜红的八一军旗，寓意晋冀鲁

豫野战军（即刘邓大军）第 3 纵队及其下

设的第 7、第 8、第 9 旅。碑身正面刻有

“革命烈士永垂不朽”，背面刻有“浩气

长存”。碑座正面刻有时任第 3 纵队司

令员陈锡联题写的“张家店战斗胜利及

革命烈士纪念碑”15 个大字，背面刻有

记述张家店战斗的碑文。

站 在 巍 峨 的 纪 念 碑 下 ，默 读 着 碑

文，70 余年前张家店战斗中解放军冲锋

陷阵、浴血奋战的画面历历在目，枪炮

声、喊杀声穿越时空，在耳边回响。

一

1947 年 8 月 20 日至 27 日，刘邓大军

击破国民党军 20 余个旅的围追堵截，先

后越过陇海路，涉过黄泛区，跨过沙河、

涡河、汝河、淮河等天然障碍，胜利到达

大别山地区。刘邓大军主力进入大别

山后，和长期坚持在大别山斗争、由刘

名榜领导的游击队胜利会师。刘邓指

挥部当即留下部分部队，在游击队配合

下开展地方工作。

刘邓大军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乘敌

追堵部队被甩在淮河以北、大别山区极

为 空 虚 的 有 利 时 机 ，迅 速 实 施 战 略 展

开。第 3 纵队在皖西，第 6 纵队的 2 个旅

在 鄂 东 ，迅 速 抢 占 中 心 地 区 的 数 十 个

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开创根据地；

第 1、第 2 纵队、中原独立旅和第 6 纵队

的 1 个旅在大别山北麓的商城、罗山地

区，一面牵制敌人，掩护展开，一面就地

铺开摊子，开展地方工作。

在刘邓大军主力实施战略展开时，

蒋介石慌忙令尾随刘邓大军南下的 23

个旅追过淮河，分路扑向大别山，企图

乘我军立足未稳，争夺大别山这一战略

要地。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刘邓大军

主动让出一些县城，集中各纵主力歼灭

敌有生力量，并遵照中央军委关于“集

中注意歼灭中央系及滇军”的指示，决

定先打战斗力较弱且比较孤立的滇军

整编第 58 师。

二

9月上旬，刘邓大军一部在商潢地区

歼灭敌第 58 师 1 个团，击退敌第 85 师。

国民党军急令桂系主力第 7 师和第 48 师

西援。此时，皖西仅留下敌第 88 师和第

46 师一部守备。刘伯承、邓小平鉴于敌

军主力西调，决定抓住战机，急令第 3 纵

队“趁敌西调，皖西空虚，迅急回师，放手

歼敌”。根据指示，因前期参与围歼敌第

58师而西调豫南的第 3纵队第 7、第 9旅，

自商城附近冒雨兼程回师皖西。

敌军察觉我军动向后，命第 7 师和

第 48 师跟进至六安以西地区，妄图联合

原部署在六安的第 46 师及刚由合肥进

入舒城、桐城地区的第 88 师，对第 3 纵队

发起合击。

10 月 3 日，回师途中的第 3 纵队与

地方武装配合，对进占霍山县城的敌第

46 师展开攻势，使其仓皇退缩六安。与

此同时，敌第 88 师师部及其第 62 旅选择

孤军深入，由舒城向西北进犯，企图重

占霍山。6 日，原留在皖西坚持斗争的

第 3 纵队第 8 旅 20 团在舒城以西南官亭

地区给敌第 88 师以杀伤后，即主动撤出

战斗。敌军不明我方意图，自恃装备精

良、弹药充足，仍无所顾忌地继续向西

进犯。第 3 纵队司令部当机立断，决定

乘敌合击尚未形成之时，集中主力歼灭

敌第 88 师，命第 8 旅在毛坦厂地区集结

待命，第 9 旅及第 7 旅大部向山王河东北

之山地集结迎击，第 7 旅一部部署在中

店一带打援。

10 月 7 日，敌第 88 师从南官亭进至

山王河以东地区时，遭我第 9 旅阻击，在

察觉我军作战意图后，于 8日拂晓掉头北

窜，企图与六安守敌第 46 师会合。第 3

纵队立即兵分两路，跟踪追击敌军。8日

傍晚，敌第 88 师全部收缩至距离六安东

南 30 余公里处的张家店。

张家店周围水塘和沟渠交织，稻田

与山岗相间，易守难攻。敌军凭借有利

地形，立即据房为营，赶筑工事，除利用

镇周围地形修筑外围工事外，还在各要

道处立桩布寨、挖掘堑壕，准备据险顽

抗，待机突围。

9 日拂晓，敌第 88 师先以少数兵力

分路进行试探性突围，接着以小部分兵

力向西南方向做牵制性出击，以大部分

兵力在炮火掩护下向我第 20 团阵地猛

扑 ，企 图 打 开 缺 口 ，但 均 被 我 军 击 退 。

战斗从黎明打到下午，我军全体指战员

沉着应战、顽强抗击，打退敌人一次次

进攻，未让其越过阵地半步。15 时许，

敌军全力突围，仍未得逞，只得固守待

援。此时，陆续赶到张家店的第 3 纵队

主力将敌军合围。

9 日 黄 昏 时 分 ，歼 灭 战 正 式 打 响 。

经 1 个多小时激战，我军扫清敌外围据

点。22 时许，总攻开始，我军集中炮火

向 镇 内 敌 军 猛 击 ，迅 速 摧 毁 其 防 御 工

事，纵队随即从四面发起冲锋。

10 日 凌 晨 ，敌 师 部 指 挥 所 中 弹 起

火，引燃附近草房，火势借着风势迅速

蔓延，整个张家店顿时变成火海，敌军

阵营大乱。我军乘势发起猛攻，第 9 旅

26 团首先从南面突破，第 7、第 8 旅同时

向镇内突入，各部一面奋勇歼敌，一面

协助群众救火。战至 10 日拂晓，我军毙

伤敌 500 余人，俘敌 4300 余人，缴获大量

物资，战斗胜利结束。

三

张家店战斗的胜利，与第 3 纵队第 7

旅 21 团对敌增援部队的勇猛阻击有很

大关系。在战斗打响前，为切断盘踞六

安的国民党军第 46 师对张家店之敌的

增援，确保我军主力顺利围歼张家店之

敌，第 7 旅 21 团提前赶至中店槐树岗一

带修筑防守工事，开展阻击。

槐树岗距六安仅 10 余公里，距张家

店约 20 公里，是六安通往张家店的必经

之地。在收到张家店敌人呼救后，敌第

46 师的 3 个团慌忙沿五里塘、十里岗前

往支援，行至槐树岗时，遭到我伏击部队

的猛烈阻击。敌军连续冲锋 5 次，均被

我军击退。眼看增援不成，张家店之敌

面临被全歼局面，气急败坏的敌第 46 师

呼叫飞机对我军阵地进行轰炸。面对敌

军狂轰滥炸和猖狂进攻，第 21 团的战士

们毫不畏惧，顽强阻击、坚守阵地。被围

困在张家店的敌第 88师副师长急得放弃

密电，直接用明语通过电台向第 46 师呼

救。增援张家店的敌军随即发起更猛烈

的进攻，一度突破我第 21团右翼阵地，威

胁到团指挥部。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

我军官兵毫不畏惧，与敌军展开殊死搏

斗，以血肉之躯阻挡敌军 3个昼夜。

10 日清晨，一道电波传来喜讯：“张

家店歼灭战已经结束，敌 88 师师部及 62

旅被全歼……”第 21 团的战士们闻讯一

片欢腾。3 天来，敌人前后也不过前进

了仅仅 5 公里，最后被阻于距张家店仅

15 公里的中店地区。

张家店战斗的胜利，也与大别山区

特别是中共皖西工委及皖西军民的支

援配合密不可分。为配合张家店战斗，

中共舒六县委组织 2000 余名民工开展

支前工作，组织担架 1000 余副，救护伤

员、搬运物资。皖西支队第 3 大队和区

游 击 队 也 参 加 了 战 斗 ，总 计 达 2000 余

人，极大地支援和鼓舞了第 3 纵队广大

指战员。战斗结束后，在部队转移至舒

城 附 近 休 整 时 ，当 地 群 众 自 发 带 着 大

米、军鞋等慰问品看望官兵。

张家店战斗是我军在无后方依托

条件下，第一次取得的消灭敌军 1 个正

规旅以上兵力的重大胜利，是刘邓大军

开展战略大反攻、进军大别山后的首次

大捷，增强了广大军民的胜利信心，也

打开了皖西斗争的新局面。

进军大别山后的首次大捷
—记解放战争时期的张家店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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