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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说新语史说新语

链接历史链接历史

上一篇，我们讲述了从商代构造简

单、材质单一的皮甲，到盛唐做工坚实、

材质多样、样式精美的各种铠甲的历史

演化。这个演变过程体现着古人在铠

甲制造技术和加工工艺方面的巨大进

步，也对后世铠甲的改进和创新有着深

远影响。

宋朝相比隋唐时期，铠甲的种类又

增加了许多，比如山字甲、细网甲、明举

甲、步人甲等。其中，步人甲是宋朝为

应对骑兵威胁而发展出的一种重甲，为

宋朝步兵的重要装备。步人甲由唐步

兵甲演变而来，其特点在于几乎可以护

住士兵全身，提供强大的防御力。步人

甲由 1825 枚铁质甲叶组成，总重量近

60 斤，可通过增加甲叶数量提高防护

力，但重量会相应增加。为此，宋朝明

确了步兵乃至各兵种的铠甲重量，比如

弩手甲重量稍轻，为 54 斤；弓箭手铠甲

为 66 斤；枪手甲为 70 斤，并且视战场情

况，可在短时间内将弓箭手铠甲增至 70

斤，枪手甲增至 88 斤。单以重量而言，

宋朝步兵铠甲是各朝代之最。坚硬的

铠甲也带来一定弊端，那就是贴附身体

的一面极易磨伤皮肤。于是，宋朝常以

绸、棉等织物为铠甲内里，使铠甲穿戴

起来更加舒适。

宋朝时期还有一种十分精坚的铠

甲——瘊子甲，为西北羌族所制。这种

甲采用冷锻法加工而成，把甲片冷锻到

原来厚度的三分之一，在其末端留下像

筷子头大小的一块不锻打，用来验证没

有锻打时铁片的厚度，隐约像皮肤上的

瘊子，故而得名。据《梦溪笔谈》记载，

瘊子甲甲片色泽青黑，透明亮丽，可以

照出毛发，且极为坚韧，相传在 50 步以

外用强弩射击而不透。由于当时的金

属材料和锻造工艺等问题，瘊子甲没有

大规模推广使用。

宋朝的铠甲对同期北方少数民族

的铠甲影响很大。如辽国的铠甲，上部

结构与宋代完全相同，只有腿裙明显比

宋朝的短，前后两块方形的鹘尾甲覆盖

于腿裙之上，保持了唐末五代的特点。

再如金朝，其早期铠甲只有上半身，下

面是护膝；中期前后，铠甲逐渐趋向完

备，铠甲皆有长而宽大的腿裙，其防护

面积已与宋朝的相差无几，形制明显受

到北宋影响。

元朝时期，铠甲形制与宋甲相似，

主要有柳叶甲、铁罗圈甲等铁甲。其

中，铁罗圈甲内层用牛皮制成，外层用

铜铁丝缀满铁网甲片，甲片相连如鱼

鳞，箭矢不能穿透，制作极为精巧。除

铁甲外，元朝时期还以轻量化甲装备军

队，比如毡甲、绢甲、绵纸甲等，其中又

以纸甲使用较多。纸甲诞生于唐代唐

宣宗时期，足见唐代铠甲对后世影响

之深。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造价高昂的

锦甲，即以多层丝绸制作成甲。丝绸虽

轻但坚韧无比，即使箭射进肉里也会裹

住箭头，防护效果极佳。

明朝铠甲形制大体与宋元时期相

同，只是质地上多采用钢铁，更加注意

轻便。当时还大量使用钢铁制作的网

甲，也叫锁子甲，其防护更为全面。有

护卫上身及两膀的钢网衣，护卫下体的

钢网裙、钢网裤，及护卫手腕和脚的钢

网腕、钢网靴等。

据《清会典》记载，清朝铠甲主要

有 明 甲 、暗 甲 、棉 甲 和 铁 甲 4 类 。 其

中，明甲和暗甲实际上皆为布面铁甲，

也叫布面甲，只是根据甲片坠于布面

内外而有“明”“暗”不同称谓。明甲以

棉胆为底，“将钣金铁片以札甲形式连

缀其上，或者直接将铁网包覆于棉胆

之外”。暗甲内衬则以泡钉固定铁片，

棉布只起连接作用，其内部甲片较大，

其防御力主要来自于内层的铁甲片。

布面甲是清军主要装备的铠甲，清朝

建立后逐渐确定布面甲的形制，分为

身甲、披膊、甲袖、前裆、左裆、甲裙、护

心 镜 7 部 分 ，并 按 八 旗 的 旗 帜 颜 色 分

为 8 种款式。

清朝后期，随着火器的普及，冷兵

器时代的铠甲退出历史舞台，但由其演

化而来的以防弹衣、坦克装甲为代表的

现代“铠甲”，仍在军事领域发挥着重要

作用。

金
鳞
曜
日
战
尘
扬

—

中
国
古
代
卫
体
兵
器
之
铠
甲
（
下
篇
）

■
曹

波

1928 年 8 月 30 日，留守在井冈山根

据 地 的 红 4 军 第 31 团 一 部 ，在 第 32 团

支援配合和广大群众支持下，采取虚实

相济、攻防结合的战术手段，凭险据守

黄洋界，对湘、赣国民党军 4 个团实施

痛击、狠击、巧击。黄洋界保卫战的胜

利，为红 4 军主力后续打破国民党军的

第二次“会剿”、恢复井冈山根据地创造

了条件。

坚定信心，全面准备。1928 年 8 月

中旬，第一次反“会剿”结束后，中共湘

赣边界特委考虑到敌人“会剿”军的主

要部队仍停留在井冈山根据地内或周

围地区，在近期发起新“会剿”的可能性

依然存在，为扭转根据地斗争局势，决

定由毛泽东同志带领红军第 31 团第 3

营前出桂东，接回第 28 团；由第 31 团一

部和第 32 团 1 营、2 营留守井冈山。

8 月下旬，国民党湘军第 8 军军长在

探知赴桂东的红军未归、井冈山防守兵

力薄弱的情报后，认为进犯的时机已经

成熟，随即与赣军第 3 军军长合谋“会

剿”。湘、赣国民党军出动 7 个团的兵

力，其中 4 个团兵锋直指黄洋界。

黄洋界位于井冈山主峰北面，扼山

险要道，为井冈山五大哨口之一，是国民

党军进犯井冈山的必经之路。

得 悉 敌 军 进 犯 的 消 息 后 ，第 31 团

团 长 朱 云 卿 、党 代 表 何 挺 颖 等 人 牢 记

毛泽东同志临行前关于坚守井冈山的

指示精神，在综合分析对比研判“敌兵

多装备好、来势凶猛，我人少武器差、防

守比较困难”等不利条件和“我占据地

利优势、群众基础好、人民支援力度大”

等有利条件的基础上，坚定了保卫井冈

山根据地的信心，提出“誓死坚守井冈

山，与‘大小五井共存亡’”的战斗口号，

以统一部队意志，并决心以主力凭借黄

洋界哨口天险阻敌、以部分兵力袭扰牵

制敌人。

随后，各部队紧前展开迎敌准备。

担负主要作战任务的第 31 团第 1 营连

夜进入黄洋界哨口阵地，构筑起以竹钉

阵、竹篱笆障碍和铁丝网、礌石滚木、壕

沟、堑壕和掩体等互为支撑、相互衔接

的 5 道防御工事。部队分头深入各村广

泛 发 动 群 众 ，动 员 军 民 合 力 展 开 插 竹

钉、抬石头、扛木头、挖壕沟等行动，组

织赤卫队、暴动队和革命群众紧急赶制

松树炮、土地雷等武器装备，并积极以

游击方式袭扰和牵制敌人。与此同时，

第 32 团迅速抢占其余 4 个哨口，做好痛

击入侵之敌、保卫井冈山的战斗准备。

以逸待劳，近战歼敌。 8 月 30 日

晨，国民党湘军 2 个团在浓雾掩护下抵

近黄洋界哨口。受山势险峻、山路狭窄

和障碍工事等影响，敌人在火力侦察后

只能采取鱼贯式散兵线匍匐方式缓慢

前进，待越过第一道竹钉，打开第二道

竹篱笆墙路障缺口后，进犯之敌已疲惫

不堪、筋疲力尽。朱云卿抓住敌缓慢越

障、小心翼翼向上攀爬的有利时机，急

令以逸待劳的第 1 营采取火力歼击、礌

石滚木冲击等方式，对接近阵地之敌实

施 突 然 而 猛 烈 的 打 击 ，待 敌 人 反 应 过

来，已来不及躲避，“从天而降”的木石

迅即突入敌阵。一时间，进犯之敌进攻

队形被冲乱，大量敌军被木石砸得头破

血流、折腿断臂。见势不妙的敌军四处

逃窜，慌忙中陷入竹钉阵，伤亡惨重，在

一片哀号中连续败退。

随后，湘军又以密集队形组织 2 次

冲击，第 31 团第 1 营在弹药缺少情况下，

充分依靠黄洋界天险和工事，居高临下，

以礌石滚木砸向冲击之敌，进犯之湘军

在丢下大批尸体后败退。

击其要害，巧退敌军。战 至 16 时

许，敌军决定孤注一掷，先是集中全部

火 力 轰 击 并 压 制 第 31 团 防 御 阵 地 工

事 ，而 后 便 以 蚁 群 般 的 密 集 队 形 向 黄

洋界哨口阵地蜂拥扑来。面对敌强大

的 攻 势 ，朱 云 卿 迅 即 将 担 负 总 预 备 队

的 特 务 连 调 入 阵 地 增 强 防 御 ，同 时 调

集了 1 门刚修好、且仅有 3 发炮弹的迫

击炮。虽然第 31 团的炮兵战士精心测

准射击距离、沉着发射，但前 2 发炮弹

落 入 敌 群 中 却 成 了 哑 弹 ，正 在 官 兵 万

分 焦 急 之 际 ，仅 剩 的 最 后 一 发 炮 弹 恰

好 精 准 击 中 敌 指 挥 所 。 霎 时 ，数 十 名

敌 军 被 炸 死 炸 伤 。 一 声 炮 响 ，端 掉 了

敌人指挥所，吓破了敌胆，导致敌军顿

时军心大乱。

第 31 团乘机开始全面反击。顷刻

间，黄洋界哨口防守官兵、暴动队员和

当地群众密切配合，阵地上木石齐发、

枪声齐鸣、红旗遍野，营造出红军主力

已返回井冈山的强大声势。礌石滚木

向着敌阵倾泻而下，一颗颗手榴弹在敌

群 中 爆 炸 ，不 明 真 相 的 敌 军 立 即 慌 了

神，随即慌忙逃窜。黄洋界哨口的红军

战士、暴动队员在响彻云霄的喊杀声和

响亮的军号声中趁势端起刺刀、挥舞梭

镖，如猛虎下山般向敌人直扑过去。本

就四散逃命的敌军见势更是草木皆兵、

毫无斗志，争先恐后扔掉武器装备仓皇

逃命。当夜，惊恐不安的进犯之敌趁着

山间云雾浓密弥漫之际，连夜撤出井冈

山根据地。

第 31 团在黄洋界哨口痛击进犯井

冈 山 根 据 地“ 会 剿 ”之 敌 的 同 时 ，第 32

团第 2 营、赤卫队等力量在严密监视各

路进犯之敌动向基础上，灵活采取“乘

虚 逼 近 遂 川 迫 敌 撤 兵 回 救 、沿 途 多 次

袭击扰乱迟滞”等攻势作战行动，积极

破 坏 敌 人 的 联 合“ 会 剿 ”图 谋 ，致 使 各

路 敌 军 疲 于 应 付 、惊 恐 不 安 。 在 得 知

湘 军 惨 败 的 消 息 后 ，赣 军 也 不 得 不 连

夜逃遁。

井冈山根据地留守兵力在 1 天时间

内连续击退数倍于己之敌的疯狂进攻，

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此战，顿

挫了国民党湘、赣两军联合“会剿”的强

劲势头，极大振奋了井冈山根据地军民

的士气。毛泽东同志在返回井冈山途

中，喜闻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的佳讯后欣

然挥毫，写下《西江月·井冈山》：“山下旌

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

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

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

军宵遁。”

坚守防御作战的典范—

黄洋界保卫战
■薛闫兴

1947 年 5 月，东北民主联军在取得

三 下 江 南 四 保 临 江 作 战 胜 利 后 ，迅 速

扩 大 对 敌 优 势 ，伴 随 着 强 大 的 夏 季 攻

势 ，吹 响 东 北 解 放 战 争 战 略 反 攻 的 号

角 。 经 过 夏 季 攻 势 第 一 阶 段 作 战 ，我

军歼灭当面防御薄弱分散孤立之国民

党军，胜利实现南、北满部队会师。遭

到 东 北 民 主 联 军 沉 重 打 击 的 国 民 党

军，收缩分散孤立的据点，集中兵力转

入 重 点 防 御 ，坚 守 中 长 路 之 长 春 、吉

林、四平、沈阳及北宁路沿线之锦州等

战略要点，以待援兵。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为扩大战果，继

续 歼 灭 国 民 党 军 有 生 力 量 ，进 一 步 孤

立长春、吉林，决心集中主力部队围攻

四平。

四平是中长路上的重要交通枢纽，

也是国民党军长期设防的重要据点。国

民党军第 71 军军长统一指挥第 71 军第

87 师、第 88 师和第 13 军第 54 师及特种

兵、保安团等共 3.5 万人据守于此。经过

近 1 年经营，敌军在四平建成永久与半

永久工事，在市内和市郊修筑大量碉堡，

设置各种复杂的障碍物，并由纵横交错

的交通壕连接。在这些工事之中，有一

种以钢筋混凝土框架为基础，外表使用

当地红砖砌筑的大红楼十分坚固，主要

用于指挥或防御。

我军在侦悉敌军部署和城内外工事

等情况后，制订相应作战计划，以第 1 纵

队、辽吉纵队和第 6 纵队第 17 师，东总直

属炮兵 5 个营，组成攻城集团。另 4 个纵

队（欠 2 个师）、5 个独立师和 2 个骑兵师

共计 17 个师的兵力，配置于四平以南、

东南及以北地区，准备阻击由沈阳北援

和由长春南援之敌军。

攻城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后，立即勘

察地形，进一步了解敌情，并进行攻坚

战技术与战术训练，抓紧器材和弹药的

准备。

6 月 14 日 20 时许，东北民主联军向

四平发起总攻。由于我攻城部队兵力

没有形成绝对优势，且敌军工事坚固，

攻击进展缓慢。17 日，攻城部队第 6 纵

队第 17 师第 47 团投入市区作战，进城

后采取 1 个营打 1 条街的办法，收到明

显效果。

同日，辽吉纵队独立第 1 师也成功

突破敌军外围防线，向既定目标推进。

独立第 1 师第 1 团率先进入城内，但敌军

依靠强大火力支援，多次对我军进行阻

击。第 1 团官兵奋勇突击，顽强防守，牢

牢巩固了突破口，为师主力顺利进入市

区提供保障。

当第 1 团冲入法院大街时，被一座

长 200 余米、3 层高的大红楼挡住了前进

道路。这座大红楼里盘踞着国民党军第

71 军第 263 团 1 个整团的兵力。楼前布

满碉堡、铁丝网、暗沟等障碍物。敌军凭

借这座坚固的大楼和居高临下的地形，

妄图阻止我军向纵深推进，固守待援。

在此形势下，上级命令第 1 团尽快攻克

这座大楼，扫清障碍。

18 日，第 1 团在切断大红楼守军退

路后，决定采取先包围、后进攻的策略，

歼敌于大楼之中。伴随着一轮又一轮

冲锋，大红楼前倒下了许多战士。关键

时刻，1 连 8 班副班长李广正主动请缨，

担负攻坚任务。在强大火力掩护下，他

带领爆破组，扛起炸药包，迅速向大红

楼逼近。在炸毁两道铁丝网和 1 座碉堡

后，李广正利用浓烟掩护向前跃进，冲

到暗沟前，掏出 1 枚手榴弹投了出去，又

迅速跑到大楼前放好炸药包，点燃导火

索。一声巨响后，大楼只被炸了一个小

窟窿。

面对不利局面，李广正和战友们没

有放弃。在敌人密集火力下，他又连续

实施爆破，但效果仍不明显。他意识到，

零敲碎打既炸不掉眼前的大楼，又会延

误大部队的进攻时间。李广正和战友们

总结了刚才爆破大红楼的经验教训，很

快想出新办法：集中兵力和大量炸药搞

大爆破，让敌军没办法迅速组织防御。

上级同意了这一方案。

李广正带领战士们，每人背负装满

炸 药 的 麻 袋 ，借 着 夜 幕 向 大 红 楼 冲

去 。 在 堆 好 炸 药 后 ，李 广 正 迅 速 点 燃

导 火 索 。 伴 随 着 震 耳 欲 聋 的 巨 响 ，团

团火焰直冲云霄，大红楼被炸塌一半，

守 敌 大 部 分 被 震 死 或 震 昏 ，完 全 丧 失

了抵抗能力。

嘹亮的冲锋号吹响了，部队如潮水

般对大红楼发起冲击。李广正率领班里

的战士，率先冲进大楼，生擒敌第 263 团

副团长。最终，我军全歼驻守大红楼的

敌军 1000 余人，为后续部队打通了前进

之路。

在攻克大红楼之战中，李广正带领

爆 破 组 在 敌 军 炮 火 封 锁 下 往 返 24 次 ，

运 送 并 使 用 2000 余 斤 炸 药 ，连 续 爆 破

12 次 。 战 后 ，第 1 团 1 连 获 得“ 战 斗 模

范连”光荣称号，李广正荣立特等功一

次 ，获 得 东 北 民 主 联 军 最 高 荣 誉 ——

毛泽东奖章，被纵队授予“特级爆破英

雄”称号。

四 平 攻 坚 战 中 的 爆 破 战
■郑大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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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兵器面面观

古代战争中，除士兵穿戴铠甲

外，战马也有专门的防护装备，称为

马铠。马铠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用

于保护驾战车的辕马，另一类是用

于保护骑兵的乘马。

商周时期，战车是军队的主要

装备，马铠为保护驾车的辕马，多采

用皮质，分为面帘（保护马头）及身

甲（保护躯干）两部分。秦汉以后，

骑兵成为军队重要兵种，乘马用铠

甲成为马铠的主要类型，此时的马

铠材质，开始时还有皮质的，主要是

用皮革制成的“当胸”，东汉末年已

出现了全副铁质的马铠。东晋十六

国至南北朝时期，马铠结构日趋完

备，有面帘、鸡颈（保护马颈）、当胸

（保护马胸）、身甲、搭后（保护马臀）

和寄生（保护马尾）6 个组成部分，使

战马除耳、目、口、鼻及四肢以外，全

身都有铠甲保护。在北魏破柔然之

战中，装备马铠的北魏骑兵手持长

槊，突破柔然轻骑包围，使其“人马

俱碎”，斩敌数万，大获全胜，从而迫

使柔然西迁。

隋朝以后，重甲骑兵虽仍有使

用，但军队越来越注重机动性，大规

模装备并使用具装骑兵的战法逐渐

被摒弃，但马铠仍是军队使用的一

种防护装具。比如，在宋、辽、金之

间的战争中，交战各方都使用过装

备马铠的骑兵。

明清时期，随着火器的进步，马

铠失去了实战防护价值，逐渐退出

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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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时期的镶黄旗盔甲清朝时期的镶黄旗盔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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