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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在共产党

人影响和帮助下，1926 年 9 月，冯玉祥

率 部 在 绥 远 五 原 誓 师 ，响 应 北 伐 战

争 。 11 月 ，冯 率 部 南 下 入 陕 ，解 围 西

安。西安解围后，国民军联军驻陕总

司令部成立，一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

员参加该部工作，有些还担任重要职

务。在共产党支持和帮助下，国民军

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摧毁了北洋政府在

陕西的政权及其体系，统一了全省行

政，在思想教育、奖励惩戒、行政立法

等方面进行大量工作。这些革命措施

受到陕西人民的拥护，也使陕西的政

治和社会风气出现新的变化。

与此同时，陕西地区出现有利于

共 产 党 组 织 活 动 和 革 命 发 展 的 新 形

势。1927 年 2 月，中共陕甘区委、共青

团陕甘区委相继成立，推动国民革命

运动在陕西的蓬勃发展。西安成为北

方 革 命 运 动 的 中 心 ，一 时 间 有“ 南 广

州，北西安”之美誉。

随着西北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国民

军联军部队规模不断扩大，人才缺乏问

题日益凸显。在此情况下，为加强共产

党在部队中的力量和影响，时任国民军

联军政治部副部长的刘伯坚不失时机

地提出，创办一所以孙中山先生名字

命名的军事学校，为军队培养军政干

部。这一提议很快得到批准。

1927 年 3 月，中山军事学校筹备处

在西安城内的北院门开始办公。为扩

大中山军事学校的影响，吸引更多优

秀青年入校学习，国民军联军驻陕总

司令部在《陕西国民日报》上刊登中山

军事学校的招生公告。招生公告见报

后 引 发 强 烈 反 响 ，报 名 青 年 络 绎 不

绝。经过严格选拔，第一期录取学员

700 余人。

5 月 12 日，中山军事学校举行了隆

重的开学典礼。这所军校名义上归国

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管辖，实际上

由中共陕西组织直接领导和掌握。学

校主要领导职务均由共产党员担任：

史可轩任校长，李林任副校长兼教务

主任，邓小平为政治部主任，许权中为

学员总队总队长，高致凯、张汉俊、杨

浪 波 分 别 担 任 3 个 学 员 大 队 的 大 队

长。此外，各大队下辖的中队、分队领

导和绝大多数军事政治教官都是共产

党员或共青团员。学校还设有中共特

别支部，以保证党的领导，高克林任特

别支部书记。

中山军事学校规定每期学习时间

为 6 个 月 ，采 用 政 治 与 军 事 并 重 的 教

育训练模式。军事教学方面，学校注

重基础训练，旨在使学员快速掌握基

本 军 事 技 能 和 相 关 理 论 知 识 。 主 要

课 程 包 括 ：军 事 术 课（单 兵 徒 手 教 练

至班排连合练）、军事理论课（射击原

理 、地 形 学 、条 令 操 典 、步 兵 战 术）及

野外作业课等。政治教育方面，学校

将革命教育作为重要教学内容之一，

意 在 夯 实 学 员 的 政 治 基 础 。 主 要 课

程 有 中 国 革 命 史 、形 势 任 务 教 育 和

《资本论》简介等。学校经常举行阅兵

式、实弹射击、野外操练等，剧团也不

时上演自编剧目，学习生活丰富多彩，

洋溢着浓烈的革命氛围。邓小平、许

权 中 等 校 领 导 也 参 与 到 教 育 训 练 工

作 ，开 展 政 治 讲 座 和 军 事 教 学 ，广 受

学员欢迎。

此外，中山军事学校还组织学员

积极参加社会革命活动，让学员在革

命的大环境中接受熏陶和洗礼，如召

开“四·二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组织

师生参加西安市 5 月游行活动，与陕西

省立第一中学联欢并进行军事表演，

派学员出席陕西青年社第一届代表大

会等。陕西省农民协会成立时，协会

代表 80 余人来校参观，学校特地举行

阅兵式，以示隆重欢迎。当学校向协

会代表赠送印有“要想得着你们自身

的解放，只有团结起来，在工农兵联合

形式之下努力前进”内容的锦旗时，全

场掌声雷动。锦旗上的内容充分展示

中山军事学校的政治倾向，体现了我

党的领导地位。

正 当 学 校 各 项 事 业 蒸 蒸 日 上 之

际，冯玉祥于 1927 年 6 月公开反共。他

先将中山军事学校副校长兼教务主任

李林、政治部主任邓小平等调离，而后

将学校与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

治保卫部合编为 1 个旅，并命史可轩率

领该旅开赴河南。当时，该部有兵力

1000 余人，步枪 700 余支、机枪 4 挺、迫

击炮 5 门。

为 保 存 这 支 实 力 较 强 的 革 命 队

伍，中共陕西省委决定不去河南，改为

北上独立发展，继续革命斗争。7 月，

史可轩奉命率部离开西安，但在转移

途中不幸被军阀田生春杀害。为保存

实力，根据党的指示，由许权中领导部

队暂时栖身于国民军冯子明处，驻临

潼关山镇。中山军事学校番号取消，

改编为教导营。同年底，中共陕西省

委派刘志丹、谢子长、唐澍等人到该部

队工作。

1928 年 5 月，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

下，西北地区最大的军民联合武装暴

动——渭华起义爆发。以中山军事学

校师生为主体的许权中旅不仅作为中

坚力量参与起义，与来犯之敌进行殊

死搏斗，还在起义前为渭华地区培训

了一批军事骨干。当时，这批人员在

受训结束后，携带枪支弹药，由原中山

军事学校学员大队长张汉俊率领返回

渭华，编为陕东赤卫队，成为起义的主

要参与者之一。可以说，渭华起义的

历史功绩中包含着中山军事学校广大

师生的重要贡献。尽管起义军终因寡

不敌众惨遭失败，但沉重打击了西北

反动统治阶级的嚣张气焰，鼓舞了西

北人民的革命斗志。起义军中保留下

来的一批骨干，成为之后创建西北革

命根据地的“火种”。

中山军事学校存在的时间不长，

只培训了一期学生，但它培养的一批

军事人才和军队中的政治骨干，对当

时国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和之后我

党在西北地区开展武装斗争起到重要

作用。

西
北
星
火
：
西
安
中
山
军
事
学
校

■
乔

阳

蒲

元

在 中 国 古 代 ，城 池 不 仅 是 军 事 要

塞 ，有 些 还 是 政 治 、经 济 和 文 化 中 心 。

古代统治者在城池建设上，十分注重防

御功能的完善。正因如此，古代战争中

攻 城 战 是 十 分 艰 难 的 。《孙 子 兵 法》有

云：“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

其下攻城。”将攻城列为最下之策，因其

必然造成巨大的人力物力损耗。然而，

一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城池，往往能

够影响整个战局的走向，也成为兵家必

争之地。正是这种重要性，促使攻守双

方为夺取城池而持续创新战法，并研制

出大量攻守城器械，推动着古代军事技

术的不断发展。

攻守战中，对进攻方而言，攻破城墙

与城门的难度较大，因此，能为士兵登城

提供辅助器械成为顺利攻城的重要保

障，云梯便应运而生。云梯作为攻城器

械历史悠久，最早关于云梯的记载可追

溯至春秋时期。《墨子》中记载了楚惠王

为达到称雄目的，命鲁国巧匠鲁班制造

云梯。

早期云梯结构简单，多为单梯结构，

使用时由士兵扛到城下，而后搭到城墙

上供士兵攀爬攻城。后来，为了便于机

动，云梯底部被装上轮子，使用时可推动

前行，因此也被称为云梯车。至战国时

期，云梯在诸国战争中得到升级。彼时

的云梯由 3 部分组成：底部装有车轮，方

便移动；梯身可配合轮子上下仰俯调整

角度，倚架于城墙壁上；云梯顶端装有钩

状物，以钩挂城缘。此后很长一段时间

里，云梯虽有局部调整，但其形制结构并

未发生重大改变，这种现象可能与汉朝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以骑兵奔袭作战为

主、较少进行大规模攻城战的历史背景

有关。

唐朝时期，云梯在形制上实现重大突

破，出现名为“飞云梯”的新型云梯。该梯

最显著特点是采用可伸缩结构。具体构

造上，飞云梯主梯以一定角度固定安装在

六轮车架上，同时增设一具可活动的副梯

（即上城梯）。副梯顶端装有一对可沿城

墙滑动的轮子，末端配有绳索装置，士兵

可通过拉拽绳索调节梯子长度，大大提升

攻城时的适应性和作战效率。

宋朝时期，云梯结构进一步改进，把

原来的整体云梯的中间改造成以转轴连

接的折叠式结构，配备防盾、绞车、抓钩，

并在梯底部增添类似小型掩体的防护设

施，防护设施内还可配备弓弩手。士兵

将云梯推进至城墙下之后，可以方便地

展开使用，不仅降低攻城士兵操作云梯

的难度，也避免因目标过大而过早受到

攻击。防护设施内的弓弩手，可通过向

城上敌军发射箭矢的方式，为登城士兵

提供掩护，这种协同作战，极大地提高了

实战效能。

明朝以后，随着火器发展，传统的大

型云梯因无法抵御火器的攻击，逐渐退

出战场。但在现代生活中，云梯的设计

思路仍在被广泛使用。比如消防用伸缩

梯，其可调节长度的机械结构与唐朝飞

云梯如出一辙。这种跨越千年的技术传

承，充分展现出古代军事器械所蕴含的

较强实用性和顽强生命力。

攀梯先登破敌关
——中国古代攻守城器械之云梯

■曹 波

1937 年 9 月 ，八路军第 120 师按照

党 中 央 指 示 ，挺 进 山 西 省 西 北 部 的 神

池、八角堡一带，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

地。与同期建立的其他敌后抗日根据

地相比，晋西北在地形、敌情和友邻方

面有许多独特之处，这也从客观上塑造

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特殊的军情民情，

是第 120 师在这一带开展工作、组织战

斗的重要依据。首先，从地形上看，晋

西北地区被境内的管涔山、吕梁山横穿

而过，导致这一地区沟壑纵横、地形复

杂，也直接造成这里的土地比较贫瘠、

物资匮乏。其次，在第 120 师到达这里

之前，华北重镇如石家庄、宣化、大同等

地均已被侵华日军占领，整个晋西北地

区陷入敌人南、北、东的三面包围之中，

西 面 又 是 黄 河 天 堑 ，极 不 利 于 部 队 机

动。最后，山西军阀阎锡山在此地经营

多年，虽然当时处于国共合作时期，八

路军也纳入了由阎锡山担任司令长官

的国民党第 2 战区序列，但阎锡山等众

多国民党军将领对八路军采取了诸多

防范措施。

基于以上这些情况，在第 120 师着

手建立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健

全抗日民主政权、发动群众、争取友军

成为至关重要的工作。

深入城乡基层，广泛
发动群众

第 120 师进入晋西北后不久，政治

委员关向应就率领师政治部机关和教

导团 700 余名干部组成工作团，深入岢

岚 、宁 武 、朔 县 、神 池 、河 曲 等 14 个 县

城，开始根据地创建的各项工作。

此时，国民党晋绥军已经南撤，晋

西北一带的众多县城缺少政府部门和

维 持 基 本 稳 定 秩 序 的 武 装 力 量 ，土 匪

猖 獗 、民 不 聊 生 。 有 鉴 于 此 ，第 120 师

工 作 团 马 上 进 入 县 城 周 边 的 广 大 农

村 ，向 当 地 群 众 宣 传 我 党 我 军 的 抗 日

主张。在由党领导和实际控制的山西

牺牲救国同盟会（即牺盟会）和第 2 战

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即战动总会）配

合 下 ，工 作 团 组 织 部 分 力 量 收 拢 国 民

党军的散兵游勇，严厉打击土匪武装，

使 这 一 地 区 的 治 安 环 境 有 了 较 大 改

善 。 在 政 权 建 设 方 面 ，先 在 各 地 建 立

相 应 的 基 层 党 组 织 ，再 由 村 民 共 同 参

与、选举产生农村行政领导，形成一大

批由党领导的农村基层政权。

至 1937 年 底 ，晋 西 北 地 区 的 兵 痞

匪患大幅减少，保德、岢岚、五寨、神池、

崞 县 、忻 县 等 地 相 继 成 立 抗 日 民 主 政

府 ，当 地 群 众 的 生 活 环 境 有 了 较 大 改

善。为进一步发动群众、巩固初具雏形

的 抗 日 根 据 地 ，晋 西 北 地 区 成 立 了 兴

岚保、临县、静乐 3 个中心县委，并由牺

盟 会 和 战 动 总 会 出 面 ，组 织 成 立 大 量

县以下群众团体，基本形成上下衔接、

内外配合的牢固组织结构。至 1938 年

春 ，北 至 雁 北 、察 哈 尔 以 南 ，南 至 汾 阳

以北，西接黄河，东临同蒲路的晋西北

抗 日 根 据 地 基 本 形 成 ，为 即 将 开 展 的

作战行动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物

质基础。

化解矛盾分歧，巩固
统一战线

1938 年 1 月，蒋介石在洛阳召开第

二战区将领会议。贺龙在与蒋介石谈

话时，没有纠缠于历史恩怨，而是抓住

机会向其陈述八路军部队装备差、子弹

少、缺吃少穿的实际困难，表达急需补

充物资的愿望。其实不仅是贺龙，大部

分八路军官兵都与国民党反动派有血

海深仇，但大家都能从抗战全局的角度

出发，摒弃前嫌，争取国民党政府和军

队的配合、支持。

此外，为维护抗日统一战线，晋西北

抗日根据地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尽量

执行第 2 战区下达的各项命令。1938 年

2 月 16 日，阎锡山召开军政民抗战工作

检讨会，名为“检讨”，实为着手削弱由我

党领导的游击武装力量。会上，他不仅

要求各游击支队统归山西保安第 2 区指

挥管辖，还将部队活动范围限定在晋西

北少数几个县域之内。为不使统一战

线破裂，我军在不拆散建制、不调动干

部等条件下，同意进行调整。

虽然我党我军在巩固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方面作出诸多努力，但是国民党

政 府 一 再 对 共 产 党 、八 路 军 进 行 压 制

和打击，不仅承诺的物资、武器、经费等

经常出现拖延、克扣的情况，甚至在作

战过程中也时常违背协同计划、隔岸观

火。即便如此，八路军第 120 师各部依

然紧密团结群众，在晋西北根据地开展

广泛的抗日斗争。

军民齐心协力，智破
五路敌军

随着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

壮大，第 120 师和地方武装力量也加强

了对附近同蒲路的破袭，给华北地区侵

华 日 军 的 兵 力 输 送 、后 勤 补 给 等 带 来

沉重打击。1938 年 2 月下旬，日军集中

1 万余人，兵分五路，或西渡黄河进入陕

西 境 内 ，或 占 据 黄 河 东 岸 部 分 重 要 渡

口，摆出一副进击陕甘宁边区的姿态。

第 120 师首长经研究发现，这五路敌军

已从南、北两个方向将我晋西北抗日根

据地的中心地带包围，其真实企图是消

灭我根据地，并将我主力部队驱赶到黄

河以西地区。

1938 年 3 月 7 日，按照毛泽东同志

“第一二〇师应集中主力打击日军一路

为宜”的指示，第 120 师第 359 旅在地方

游击队配合下，率先将岢岚守敌包围、断

水断粮，迫其退出岢岚县城，并由第 358旅

在敌人撤退过程中实施伏击，歼敌 300余

人。紧接着，第 120 师主力乘胜追击、连

克 5 城，并在根据地群众配合下，将撤退

之敌最终围困在宁武县城。就在我军

主力准备进攻宁武的时候，县城内十几

名群众冒着生命危险跑出城，向我军指

战员详细讲述城内守军数量和具体位

置。他们还利用夜色掩护，带领部分八

路军侦察员从敌人不知道的一些点位入

城，成为我军夺取县城的重要内应。3 月

31 日，我军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一方

面切断宁武守敌退路，一方面挡住外围

敌军接应，在石湖河、骆驼咀、上阳武等

地重创敌人，并最终夺取宁武县城，彻

底粉碎了此次日军对晋西北抗日根据

地的围攻。

晋 西 北 抗 日 根 据 地 ，是 最 靠 近 陕

甘 宁 边 区 的 根 据 地 ，它 既 是 保 卫 中 共

中 央 的 重 要 屏 障 ，也 是 我 军 前 出 华 北

地 区 执 行 抗 战 任 务 的 重 要 前 进 基 地 ，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晋西北抗日根据

地 的 巩 固 和 发 展 ，沉 重 打 击 了 盘 踞 在

附 近 的 日 伪 军 力 量 ，有 力 团 结 了 本 地

区的抗日武装，并为八路军继续向东、

向 北 发 展 ，建 立 新 的 抗 日 根 据 地 创 造

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938 年 5 月，在中

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下，第 120 师抽调部

队 先 后 前 出 恒 山 、平 西 、大 青 山 等 地 ，

建 立 敌 后 抗 日 根 据 地 ，为 之 后 建 立 晋

绥军区奠定了基础。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我军执行抗战任务的重要前进基地
■李梦蝶 谢圣妤 周 一

中国古代兵器面面观

链接历史链接历史

伟大胜利的战略基地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旧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旧址。。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在中国古代攻守城作战中，守城

方通常会构筑双重防御工事：外层以羊

马墙和护城河为依托，组成首道防线；

内层则以高大坚固的主城墙为依托，构

成防御核心。面对这样的防御体系，攻

城方通常会先在城池外围相对安全的

距离处围城建营，借助楼车、巢车等指

挥作战，同时使用抛石机等远程武器，

对守城方人马、器械及城池工事进行打

击。守城方则依托羊马墙和护城河的

掩护，用弓弩、抛石机等兵器实施反击，

消耗攻城方实力。当首道防线将要被

突破时，守城方的守卫士兵会迅速撤回

城内并升起吊桥。此时，攻城方会架设

壕桥通过护城河，向主城墙推进。在接

近城墙后，攻城方会展开立体攻势：一

部分士兵借助云梯、吕公车等器械直接

攀登城墙；另一部分则在盾牌、轒輼车

等掩护下破坏城墙，伺机登城；同时还

会部署兵力挖掘地道进行突袭。对此，

守城方构筑起严密的立体防御体系：城

上守军依托城墙居高临下，用箭矢、滚

木等进行反击，并利用守城器械阻止攻

城器械靠近；城内守军则向敌军挖掘的

地道内灌入烟雾，同时备好塞门刀车严

防城门被破。这种多层次的立体攻防

对抗，展现出攻守城作战的激烈，也反

映出古代军事智慧的精华。

中国古代攻守城基本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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