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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10 月 23 日 ，聂荣臻率领八

路军第 115 师一部、第 120 师一部及八

路军总部的部分人员，进入晋察冀边界

地区，开展宣传发动群众、创建敌后抗

日根据地的工作。11 月 7 日，中共中央

指示成立晋察冀军区，由聂荣臻任司令

员兼政治委员，以五台山为中心开展游

击战争。11 月 18 日，为使指挥机关处

于适中位置，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由五台

迁驻河北阜平县城。不久，晋察冀省委

在阜平正式成立。各地区党的特委和

县以下组织也先后建立起来。晋察冀

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改善

了华北抗日战场的局势，并逐渐成为我

党、我军在华北地区坚持抗战的重要战

略基地。同时，这支以第 115 师留在五

台地区部队为主组建的抗日武装，也逐

渐发展成为一支英勇善战、功勋卓著的

雄师劲旅。

率先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立不久，华北

重镇太原沦陷。作为正面战场主力的国

民党军迅速南撤，侵华日军则乘势进攻，

占据黄河以北的大片领土。随后，毛泽

东同志在《关于坚持华北游击战争的指

示》中明确提出：“山西各军大溃，除刘

湘、汤恩伯外，暂时均不能作战。正规战

争结束，剩下的只是红军为主的游击战

争了。”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军的仓皇

撤逃，引起当地国民政府各级机关人员

的恐慌，他们也纷纷逃离华北，一度造成

该地区的权力真空。一时间，土匪、流

氓、会道门等趁机蜂起，人民群众的生活

苦不堪言。

聂荣臻率晋察冀军区到阜平前就考

虑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除发展武装力

量外，还应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

取有效措施。国民党的旧政权垮了，只

有建立起新的抗日民主政权，才能安定

人心，如同竖起一面大旗，使人民群众和

各种抗日力量聚集在这面大旗之下。经

请示中央批准，他一到阜平就与五台县

县长宋劭文、盂县县长胡仁奎以及冀察

两省的有关人员座谈，商量成立全区政

权机构问题。12 月 5 日，晋察冀边区临

时行政委员会筹备处在河北阜平成立，

迈 出 了 建 立 抗 日 民 主 政 权 的 第 一 步 。

1938 年 1 月，在经过 1 个多月筹备后，晋

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隆重召

开。这次会议，共有 140 余名参会代表，

其中不仅有共产党、国民党、各抗日武

装、各抗日阶层的代表，也有少数民族代

表、国民党旧政府的代表，甚至有五台山

的和尚、喇嘛等宗教界代表。会议期间，

代表们本着团结一心、共同抗日的原则，

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并最终通过涉及晋

察冀边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财政等

各项议案，并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晋察冀

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

临时行政委员会的产生，标志着晋

察冀边区有了统一的政府机关，人民群

众有了可以依靠的政权保障。更为重要

的是，这次选举活动是由我党发起、边区

各界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它极大提振

了边区军民团结一致、抵抗侵略的信心

和斗志。1 月底，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批

准，行政委员会取消“临时”的名称，开始

正式全面地行使政权职能。有了这次成

功尝试，边区的基层群众也受到教育和

鼓舞，在随后的基层政权建设过程中，晋

察冀边区先后有 8000 余个村根据行政

委员会的命令举行了民主选举，把民主

政权建设落实到了末端。

大力建设抗日武装力量

1937 年 10 月，由于第 115 师主力奉

命南下，由聂荣臻率领、继续在晋察冀边

区 坚 持 斗 争 的 剩 余 力 量 只 有 2000 余

人。之后，通过两年多动员人民群众参

军和收编各种武装，到 1939 年底，晋察

冀军区编制的主力部队就有 9.4 万余人，

是成立之初的数十倍之多，战斗力大为

增强。

除了主力部队外，晋察冀军区在地

方武装的建设方面也卓有成效。当时，

在军区的统一部署下，根据地各村年满

16 岁、不足 55 岁的男女村民都被纳入抗

日自卫队当中。起初，抗日自卫队的队

员并不完全脱离生产，只执行传递情报、

站岗放哨、打扫战场等任务，使用的武器

装备也主要是一些就便器材，如长矛、锄

头、大刀等。随着战事发展，在自卫队当

中逐渐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战斗队员、积

极分子，各地遂依托他们组建起由党员

领导的基干自卫队和青年抗日先锋队，

统称民兵，成为晋察冀边区精干强悍的

游击组织。

1939 年 9 月，为进一步增强抗日武

装力量，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颁布《边

区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暂行组织条例》，

正式提出建设“百万民兵”的号召。与此

同时，根据地人民群众也积极参加八路

军，各地广泛出现“母亲送儿上战场，妻

子送郎打东洋”的动人场景，并涌现出如

平山团、阜平营等以新兵入伍地命名的

作战单位。聂荣臻司令员大为感动，给

他们起名“子弟兵”，这一称谓很快家喻

户晓，也在无形中密切了军民关系，增进

了根据地的军政军民团结。

敌进我进，到敌后之
敌后去

从地形上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与

晋冀豫、晋西北、山东抗日根据地等有很

大不同，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是这

里以平原为主，这也是开展敌后游击战

争的一个劣势。因为在平原地区，敌军

容易发挥机动性强、火力强的优势，不利

于 我 军 分 割 包 围 敌 人 、打 运 动 战 歼 灭

战。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

敌军在晋察冀一带逐步展开“扫荡”和

“蚕食”，破坏我根据地建设、残害我根据

地军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入一个比

较困难的时期。1942 年 9 月 11 日，晋察

冀分局和军区在平山县寨北村召开党政

军高级干部会议，学习贯彻党中央关于

开展“敌进我进”斗争的指示，并明确提

出了要“到敌后之敌后去”的口号，把武

装斗争作为对敌斗争的核心内容。这次

重要的会议被称为北寨会议，其所确定

的对敌武装斗争方针，成为晋察冀抗日

根据地军民开展平原游击战的重要指导

原则。

“到敌后之敌后去”，关键有两点：一

是怎么突破敌人的封锁线，二是突破之

后如何在敌后站稳脚跟。在前一阶段的

斗争当中，根据地也曾有部分武装力量

做过这方面尝试，但大都以失败告终。

北寨会议之后，各部队针对各自情况，精

心准备并展开实际工作。首先，组建坚

强的武装工作队，即武工队。深入敌后

的作战行动，是对战斗人员军事素质与

心理素质的双重考验。根据地在组建武

工队的过程中，将主力部队中的优秀指

战员和地方干部结合起来，组成坚强的

党 支 部 ，同 时 兼 顾 战 斗 任 务 和 地 方 工

作。随后，在群众的帮助下通过敌人的

封锁沟。敌人为了加强“蚕食”，在根据

地周边地区挖掘了纵横密布的封锁沟，

通常宽 4 至 9 米、深 5 米，并布设大量的

地雷、铁丝网等障碍物，妄图通过这种方

式将军民困死在根据地里面。在得知武

工队要过封锁沟时，大量曾经被迫参与

过“挖沟”的群众主动联系部队，不仅把

地雷埋设的具体位置全部标出，还冒着

生命危险帮武工队架梯子、捆绳索，帮助

他们通过封锁沟。

在越过封锁沟之后，武工队充分发

挥群众工作的优势，与敌占区的群众建

立了密切的关系。在被敌人“蚕食”不久

的村庄里，党的地下组织和民主政权并

未被完全破坏，武工队遂依托这些组织

重建秩序、开展工作。在一些被敌人破

坏比较严重的地区，地主、汉奸势力活动

猖獗。武工队一面向群众宣传我党的抗

日主张，一面严惩欺压群众、助日作恶的

反动分子，增强群众坚持抗战的信心。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不仅普通群众大

力支持武工队，就连那些被日军蛊惑收

买、答应为日军传递情报的“联络员”也

主动向我军示好，帮助我军向敌人传递

假情报，从敌人的耳目变成了我军的耳

目。在群众的拥护和配合下，武工队和

其他武装力量不仅在敌后站稳了脚跟，

还积极作战、打击敌军，消灭了敌人大量

有生力量，并在敌后建立起众多小块的

游击根据地，成为我军积蓄力量、准备反

攻的重要基础。

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指

出：“人民是最好的鉴定人，他们知道八

路军新四军这时数量虽小，质量却很高，

只有它才能进行真正的人民战争，它一

旦开到抗日的前线，和那里的广大人民

相结合，其前途是无限的。”晋察冀抗日

根据地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从创建之初

的 2000 余 人 ，经 过 坚 持 斗 争 和 不 断 发

展，不仅在抗战期间累计向其他根据地

输送了 33 个整建制团和 25 个团架子，而

且在抗战结束时建成一支拥有 32 万主

力部队和地方部队、90 余万基干民兵的

强大武装力量，创造了许多如地雷战、地

道战、麻雀战等精彩的游击战法，是屹立

于华北敌后的坚强抗战堡垒。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发动群众打好平原游击战
■贾卢彬 李梦蝶 周 一

在攻守城作战中，守城方可以凭

借高大坚固的城墙，居高临下、以逸待

劳地进行防守，攻城方从下往上进攻，

往往处于劣势。为扭转这种不利局面

并提升攻城效率，古人研制出多种高

层塔楼类攻城器械。这些器械大致可

分以下两类：一类主要用于侦察瞭望

敌情，如巢车、望楼车、望杆车等；另一

类则主要用于攻城，其利用自身高度，

能够帮助士兵登顶城墙或直接作为攻

击平台对城墙发动攻击，如临车、吕公

车等。本文简要介绍几种典型的高层

塔楼类攻城器械。

巢 车 是 中 国 古 代 一 种 设 有 望 楼

（即可悬于高处的小型木质板屋，四面

设有望孔可供观察），用以登高观察敌

情的车辆，因车上高悬的望楼如鸟之

巢，因此得名。据唐朝杜佑《通典》记

载，巢车底座安装 8 个车轮，车上竖立

2 根木柱。木柱上端设有类似滑轮装

置的辘轳，可以很方便地用绳子把板

屋系在辘轳上进行升降。板屋一般宽

4 尺、高 5 尺，可容纳 1 至 2 人。板屋四

面设有瞭望孔，外覆生牛皮以抵御敌

人矢石的攻击。最早使用巢车的记载

见 于《左 传》。 公 元 前 575 年 ，晋 楚 两

军战于鄢陵。决战前，楚共王曾在太

宰伯州犁陪同下，登上巢车观察晋军

虚实。

望楼车和巢车同属侦察瞭望攻城

器械，成熟于宋朝。望楼车车体也为

木质，底座装有 4 个车轮，车上的竖杆

上端固定一间边长 5 尺左右的方形板

屋 ，其 内 部 可 容 纳 1 名 士 兵 。 竖 杆 下

端配备转轴装置，使板屋可四面旋转

观 察 。 为 增 强 稳 定 性 ，车 体 通 过 6 条

绳索斜拉固定。竖杆表面设有供攀爬

的 脚 踏 橛 ，士 兵 可 借 此 攀 登 至 板 屋 。

望楼车比巢车高大，观察视野更加开

阔，其功能相当于后来用来观察敌情

的瞭望塔。

明朝时期出现了一种新型随军瞭

望车——望杆车。这种车底座较大，

车上竖立 1 根大木柱，木柱上设皮制望

斗，士兵可在里面瞭望敌情。相比宋

朝望楼车只用于观察瞭望，该车底座

的前侧还设有挡板和外伸枪，不仅防

护性能更好，还具备一定的对敌冲击

功能。

临车和吕公车皆为以攻击功能为

主的攻城器械，且二者形制结构均是

下以车为底、上筑高层木质塔楼。其

中，临车出现时间较早。《诗经·大雅·

皇 矣》有 云 ：“ 与 尔 临 冲 ，以 伐 崇 墉 ”，

临 即 临 车 。 临 车 为 高 层 可 移 动 塔 楼

式 结 构 ，在 车 座 上 以 木 建 高 台 ，士 兵

可 登 上 高 台 ，对 城 上 敌 军 发 动 攻 击 ，

也 可 通 过 高 台 直 接 登 城 。 春 秋 战 国

时 期 ，临 车 常 与 冲 车 配 合 使 用 ，形 成

“临冲”战术组合，极大提升了攻城作

战效能。

吕公车是宋朝出现的一种巨型攻

城战车。据《武经总要》记载，吕公车

高数丈，长数十丈，车内分上下 5 层，

每层有梯子可供上下，车中可载几百

名士兵，配有机弩毒矢、枪戟刀矛等兵

器和破坏城墙设施的器械。攻城时，

士兵将车推到城墙脚，车顶可与城墙

平齐，士兵可冲到城上与守敌拼杀，车

下 面 的 士 兵 可 用 撞 木 等 工 具 破 坏 城

墙。吕公车在明朝时期有较多应用。

公元 1621 年，明熹宗派朱燮元守备成

都，平息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的叛

乱。叛军围困成都期间，不仅架设云

梯试图攀爬城墙，还在城外修筑土山、

构筑工事，利用居高临下的优势以强

弩攻击城上守军。守军依托城墙顽强

抵抗，战局陷入僵持。一天，城外突然

喊声震天。守军发现远处有数十头牛

牵引着一座庞然大物般的战车缓缓逼

近，车体内暗藏数百名弓弩手蓄势待

发。当战车靠近城墙时，突然箭矢齐

发 ，再 往 前 抵 近 城 墙 时 ，叛 军 开 始 登

城，守军一时惊慌失措。朱燮元当即

识破这是传说中的吕公车，沉着指挥

守军进行反击，用石弹轰击车体，同时

以火攻惊散拉车的牛群。牛群受惊奔

逃导致战车失控，车中叛军纷纷坠地，

溃不成军。巨大的吕公车虽然威力惊

人，但受限于笨重的体形和复杂的地

形，更适合用于攻打防御薄弱的小型

城池。当面对防御坚固的城池时，只

要守军沉着应战，灵活运用守城器械，

并配合火攻等手段，就能克制这种攻

城器械。

明朝以后，随着火器普及，各类木

质攻城器械因无法抵御火炮攻击，逐

渐退出历史舞台。

倚
木
登
高
破
敌
营

—
—

中
国
古
代
高
层
塔
楼
类
攻
城
器
械

■
曹

波

1938 年 4 月上旬，遵照党中央关于

“沿皖山山脉 进 至 蚌 埠 、徐 州 、合 肥 三

点 之 间 作 战 ”的 指 示 和 新 四 军 军 部

关 于 东 进 皖 中 、皖 东 的 命 令 ，新 四 军

第 4 支队开始向皖中挺进。4 月中旬，

第 4 支队抵达皖中敌后 ，展 开 于 庐 江 、

无为、舒城、桐城和巢县（今巢湖市）地

区 ，和 中 共 皖 中 地 方 组 织 一 起 发 动 群

众，积极开展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

作战。

皖中的舒城、桐城等地，是日军西

犯武汉的必经之路。6 月，日军先后攻

占舒城、桐城、潜山、怀宁、安庆等地，并

继续向六安、霍山等地进攻。为钳制西

犯之敌，配合武汉会战，第 4 支队主力

大 部 推 进 至 安（庆）合（肥）、合（肥）六

（安）公路两侧，伏击、袭击日军汽车运

输队，破坏日军补给线。其中，第 4 支

队第 7 团 1 营负责在安合公路舒城地段

偷袭日军。

10 月 9 日，第 4 支队第 7 团 1 营奉命

从舒城西南部的中梅河出发，向舒（城）

六（安）公路上的椿树岗一带运动，伺机

伏击日军。经过几小时急行军，部队抵

达椿树岗后迅速侦察地形，发现公路东

侧有一条 250 米左右长、1 米多深的干

沟，非常便于我军设伏，并且干沟东面一

路慢坡上去有一块高地，是一个很好的

制高点。营首长立即令 2 连迅速占领高

地，向北警戒，隐蔽在公路东侧；1连、3连

埋伏在椿树岗集上几堵断墙残垣下面，

准备伏击日军汽车。

部队刚刚布置就绪，东南方向就隐

隐约约传来汽车的马达声。营首长派

人登上高地瞭望，经观察判断，确定是

日军的汽车运输队，正缓慢地向伏击地

域驶来。

营首长当机立断，决心伏击敌军车

队尾部。官兵迅速按照命令依托公路东

侧的干沟、山坡等有利地形和夜暗条件

各就各位，做好战斗准备。

夜 幕 降 临 ，开 着 车 灯 的 敌 军 车 队

驶入我军伏击圈。当敌军车队尾部进

入伏击圈后，负责发出战斗信号的 2 连

指 导 员 张 本 科 将 驳 壳 枪 对 准 敌 车 ，

“啪！啪！”连发两枪。霎时间，全营火

力 集 中 射 向 敌 人 ，手 榴 弹 一 颗 接 一 颗

地 飞 向 敌 军 车 辆 ，爆 炸 燃 起 的 熊 熊 烈

火照亮了夜空。

先头过去的几辆敌军汽车妄图掉头

增援，被早已占领公路东侧制高点的 2连

官兵以密集火力阻击。由于不明我军虚

实，加之道路狭窄，敌军车辆无法掉头，

不得不仓皇逃窜。

被 击 毁 车 辆 上 的 日 军 下 车 后 ，爬

到 公 路 边 ，用 机 枪 向 我 军 疯 狂 扫 射 。

战士们冲上公路，发起冲锋，与日军展

开 白 刃 战 ，歼 灭 了 部 分 日 军 。 残 余 的

日 军 溃 散 逃 窜 ，有 的 藏 到 田 坎 下 ，有

的钻进涵洞里，均被我军消灭。

在打扫战场时，2 连副连长吴高升

突然被 1 名装死的日军紧紧抱住，在地

上翻滚起来。吴高升在红军时期作战时

失去左臂，此时被日军压在身下、动弹不

得。所幸张本科听见喊声后及时赶到，

他举起枪托朝日军头上狠狠砸去，将其

打倒在地。吴高升翻身跃起，和战士们

一起活捉了这名日军。经审问，他还是

日军汽车队的小队长。

经过 2 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新四

军第 4支队第 7团共击毁日军车辆 65辆，

击毙日军 46 人，击伤日军百余人，并缴

获大量军用物资。椿树岗伏击战是新四

军第 4 支队东进抗日初期取得的影响较

大的几场胜仗之一，极大提振了我军士

气，沉重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有力鼓舞

了皖西人民的抗日信心，在皖西抗战史

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椿树岗伏击战
■胡遵远 郑贤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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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武经总

要》中的巢车。

资料照片

图②：巢车（模

型）。 资料照片

图③：《武经总

要》中的吕公车。

资料照片

③③

①① ②②

新四军第 4 支队旧址纪念馆坐落在安徽省六安市舒城高峰乡东港村韦

家大屋。韦家大屋曾是舒城大族韦氏的老宅，当年新四军第 4 支队来到舒

城，韦氏家族把这座老宅腾出给第 4支队作为司令部办公地点。

资料照片

晋察冀八路军粉碎日军围攻之后晋察冀八路军粉碎日军围攻之后，，以铁骑突破平型关以铁骑突破平型关，，长驱出击长驱出击。。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