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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 3 月底，在晋西北抗日根据

地逐步建成后，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军委

多次致电贺龙、关向应等，询问、探讨在

大同以北地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

可能性。经过反复研究，毛泽东同志在

5 月 14 日作出《关于沿大青山脉建立游

击根据地的指示》，提出八路军“在平绥

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甚

关重要”，并请朱德、彭德怀、贺龙等人

“迅即考虑此事”。

大青山位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境

内的阴山山脉中段，东西长约 350 公里，

南北宽约 50 公里，是一条纵贯东西的庞

大山脉，在抗战时期这一地区主要归属

绥远省。从地理位置上看，大青山具有

极高的战略价值。一方面，它位于陕甘

宁边区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北面，是

当时党中央所在地的重要门户；另一方

面，大青山东连集宁、西抵包头，是连接

国内与蒙古、苏联的重要陆上通道。因

此，控制住大青山，既可以保卫党中央

和陕甘宁边区，又可以通过此地与苏联

进行联系，对开展华北地区乃至全国的

抗战行动都大有裨益。

日 军 在 发 动 全 面 侵 华 战 争 后 ，觊

觎 大 青 山 一 带 的 特 殊 地 位 ，并 企 图 利

用此地蒙汉民族杂居等民情特点建立

亲日的傀儡政权，奴役当地群众、掠夺

资 源 ，把 这 里 变 成 他 们“ 以 战 养 战 ”的

前 方 基 地 。 有 鉴 于 此 ，八 路 军 总 部 经

请示中共中央，决定由第 120 师率先派

出部分力量，挺进大青山，建立抗日游

击根据地。

顽强北进，两出杀虎口

1938 年 6 月下旬 ，第 120 师抽调第

358 旅第 715 团为主组成大青山支队，作

为挺进大青山的主要力量，由该旅政治

委员李井泉任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7 月中旬，为充实北上兵力，战动总会抗

日游击第 4 支队在军事上划归大青山支

队指挥。第 4 支队的前身，是由山西太

原成成中学师生组成的抗日游击队。虽

然他们没有经过长期、系统的军事训练，

但是这支队伍成员的文化水平普遍较

高、可塑性强，师生的爱国热情高涨、作

战 勇 敢 ，是 敌 后 不 可 多 得 的 抗 战 生 力

军。除这两支战斗力量外，战动总会在

山西岢岚组建了战动总会晋察绥边区工

作委员会，还抽调人员组成干部队，随时

准备同部队一起出征大青山。

7 月 29 日，大青山支队誓师出征，正

式踏上北进征途。出发当日，大青山支

队 3 营作为先遣分队，快速从杀虎口突

破敌人在长城南北地区的防线，直入绥

远凉城境内。八路军的突然出现，让盘

踞在当地的日伪武装大为惊恐，他们马

上调集数千兵力，企图把大青山支队消

灭在长城脚下。由于敌人严密控制着

多条交通要道，且此次北上的官兵大多

是南方人，对北方的气候、水土不适应，

战斗力有所削弱，支队领导决定分路突

围，先保存有生力量，再择机向大青山

进发。

8 月中旬，大青山支队再次从杀虎

口北上。这一回，部队吸取上次暴露目

标的教训，采取昼伏夜出、快速行军的办

法突破敌人封锁区，于 9 月 1 日抵达归绥

（今呼和浩特）、武川、集宁一带，初步完

成进军任务。在此期间，支队 1 营在参

谋长姚喆带领下转战蛮汗山，一面为主

力部队突破平绥线提供掩护，一面将此

地作为沟通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

中转场所，不断接收转运至此的大批军

用物资。至 10 月初，支队 1 营也越过平

绥线，在速勒图一带与主力会合，圆满

完成挺进大青山的任务。

重拳出击，三战大青山

由于在全面抗战爆发之时，驻守绥

远的国民党军就南撤到山西境内，导致

大 青 山 一 带 在 短 时 间 内 沦 为 敌 占 区 。

侵华日军已在此地经营多时，沿公路、

铁路线建立多个伪政权组织，培植汉奸

势力，鼓动民族分化，借此削弱抗战力

量、奴役当地群众。长期处于剥削压迫

之下的当地群众，情绪极为消沉。八路

军进入大青山之初，部分群众甚至闭门

不见或避战进山，给创建根据地的工作

带来很大困难。支队领导经过研究，决

心先打几个胜仗，以亮明身份、鼓舞士

气，同时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增强群

众的斗争信心。

9 月 3 日，李井泉率领支队 2 营、3 营

向集宁附近的陶林进发。陶林是这一

地区的重要城镇，也是集宁以北最大的

经贸中心，有日军 1 个中队、伪军 3 个中

队在此驻防。为达成进攻的突然性，并

快速实现破敌战果，李井泉命令部队在

午夜时分发起进攻，首先打击战斗力较

弱的伪军。果然，城中伪军一听枪响，

溃不成军、四散奔逃，我军迅速将碉堡

内的日军中队包围，准备组织强攻。就

在 此 时 ，侦 察 员 报 告 集 宁 日 军 已 经 出

城，李井泉当机立断，命令部队快速打

扫战场、撤出战斗。

首战陶林，虽未大量消灭日军，但打

出了大青山支队的声威，也缴获了一批

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

9月 10日，支队主力转战至乌兰察布

乌兰花镇，几乎将镇中的伪蒙军 1个加强

连和四子王旗保安队一部全部生擒，并

缴获战马 100 余匹。随后，部队在乌兰

花地区展开抗日宣传，不仅当地群众大

受鼓舞，纷纷支持八路军，就连四子王

旗的伪组织也派人与八路军取得联系，

表达愿意配合抗战的意愿。为团结当

地各方势力，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支队决定释放被俘的伪蒙军和保

安队，伪组织也表示“将严守中立，绝对

不打八路军”。

乌 兰 花 战 斗 之 后 ，支 队 官 兵 严 守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便寒风凛冽、

衣着单薄，也不入民宅，对群众秋毫无

犯。很快，大青山支队官兵的良好声誉

在 草 原 上 广 为 流 传 ，当 地 群 众 纷 纷 慰

问部队官兵。9 月下旬，在群众支持下，

支队 2 营奇袭大青山中段要隘蜈蚣坝，

并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诱使归绥日军

前来救援。2 营在日军必经之路上布设

口袋阵，待日军车队进入后先把头尾车

辆击毁，使敌首尾不能相顾，再发起猛

烈 冲 锋 ，仅 用 25 分 钟 就 全 歼 了 这 股 日

军，取得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以

来的一场重要胜利。

因地制宜，建强骑兵队

大青山地区的地形相对平坦开阔，

村落、集镇比较稀疏，不利于实施徒步游

击作战。1938年冬，为增强部队机动性、

提升战斗力，李井泉向党中央报告了组

建骑兵部队的想法，立即获得中央的肯

定和支持。然而，想要打造一支战斗力

强大的骑兵部队，有两个比较突出的困

难，一是大青山支队缺少足够的战马，二

是大部分官兵都没有喂养马匹、骑马战

斗的经验。

为解决马匹短缺的困难，支队决定

从内外两个方面着手。对内，主要是通

过动员当地群众，向部队捐赠或低价出

售马匹。由于前期的宣传动员工作扎

实有效，当地群众一听说八路军要建立

骑兵部队，就自发赶着马匹捐赠部队，

部分群众更是不顾个人安危，潜入归绥

城内采购鞍具等，为支队补充骑兵战斗

器材。对外，就是通过作战缴获敌人的

马匹。大青山支队发动分散在各地区

的营、连，主动攻击当地的土匪武装，一

来可以减轻他们对当地群众的迫害，二

来可以缴获他们的战马充作军用。比

如，1939 年 1 月底，驻扎在绥南的大青山

支队一部，将此地的土匪悉数歼灭，缴

获战马 100 余匹。

至 于 缺 少 喂 养 马 匹 的 经 验 ，大 青

山 支 队 的 官 兵 向 当 地 牧 民 虚 心 求 教 ，

向他们学习喂马、骑马和驯马的方法，

还 向 兽 医 请 教 养 马 常 识 和 钉 马 掌 方

法 。 不 到 两 个 月 时 间 ，不 少 基 层 指 战

员都熟练掌握了喂马养马。支队官兵

还 充 分 发 挥 集 体 智 慧 ，掀 起 群 众 性 练

兵 的 热 潮 ，重 点 对 骑 兵 战 术 进 行 深 入

学 习 和 研 究 ，在 短 时 间 内 掌 握 比 较 系

统的骑兵作战技能。1940 年 2 月，经中

央 军 委 批 准 ，大 青 山 支 队 正 式 改 名 为

大青山骑兵支队。1940 年 5 月，日军调

集 重 兵 ，对 游 击 根 据 地 展 开“ 据 点 ”分

区式的搜剿。骑兵支队利用自身机动

性 强 的 特 点 和 山 区 有 利 地 形 ，与 敌 人

进 行 周 旋 ，并 在 时 机 成 熟 时 接 连 在 绥

西一带打了两次漂亮的伏击战。围攻

之 敌 在 找 不 到 我 军 主 力 ，且 自 身 疲 惫

受 损 的 情 况 下 ，灰 溜 溜 地 撤 回 据 点 。

大 青 山 骑 兵 支 队 在 战 斗 过 程 中 ，逐 渐

成长为一支驰骋在草原上的强大机动

作战力量。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是党中央

和八路军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基础上，

派 兵 前 出 归 绥 一 带 建 立 的 游 击 根 据

地。它的创建，改善了这一地区的抗战

形势，筑牢了党中央的北部屏障，也成

为在战略反攻阶段我军重要的进攻出

发阵地。1942 年 10 月 24 日，中共晋绥

分局决定将归绥（即大青山）与雁北（即

晋西北第五军分区）合并，成立塞北军

分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与雁北

抗日根据地遂紧密联系在一起，各部队

统一指挥、共同战斗，为后期建立晋绥

抗日根据地奠定了重要基础。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

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北方屏障
■李梦蝶 白雪飞 周 一

新四军军部是新四军领导机关的

总 称 。 自 1937 年 10 月 新 四 军 宣 布 成

立，至 1947 年 1 月新四军番号撤销，新

四军军部驻地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

先后经历 7 次较大的搬迁。每一次转

移都承载着战略调整的深意，也深刻

影响着华中敌后抗战的进程。

成立于汉口。1937 年全面抗战爆

发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抗击日

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党同国民党谈判

达成协议，将南方 8 省 14 个地区（不含

琼崖）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

军陆军新编第 4 军（简称新四军），由叶

挺任新四军军长。从 1937 年秋开始，

叶挺、项英、陈毅等在中共中央领导下，

进行了紧张、艰巨的组织筹备工作。11月

下旬，叶挺遵照毛泽东同志“军暂驻武

汉，南昌、福州设办事处”的指示，开始

新四军军部正式组建工作。经过反复

考察，叶挺最终选定位于大和街 26 号

的 1 幢 2 层住宅楼，并命人在该楼悬挂

“新四军筹备处”的牌子。

为加强新四军的工作，中共中央

决定从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八路军陆续

抽调干部到新四军工作。第一批抽调

到新四军工作的干部约 30 人，他们从

延安动身，于 12 月 23 日到达武汉，与叶

挺、项英会合。12 月 25 日，叶挺、项英

和张云逸在汉口大和街 26 号召开新四

军干部会议。会上，叶挺、项英就抗战

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进行讲话。这次

会议标志着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正式成

立。大和街 26 号挂出的“新四军筹备

处”牌子正式替换为“国民革命军陆军

新编第四军”的牌子。

在汉口这段时间，叶挺、项英为尽

快建立新四军的领导机构，接待、调配

了大批从延安来的干部，配备了新四

军军部各处、科干部，有效解决了新四

军各支队集中整编、干部任命、隶属关

系和后勤给养等问题。

健全于南昌。1938 年 1 月 6 日，因

战事需要，新四军军部从武汉移驻南昌

三眼井。随着干部陆续到达，司令部、政

治部和后勤机构逐步建立。1 月 28 日，

《新华日报》刊登启事：本军奉命即行

整编出发，军部当即移驻南昌，前汉口

大和街 26 号军部即行结束。以后驻汉

办事处事宜，委托八路军驻汉办事处

钱处长代办。

在南昌期间，新四军军部初步完成

军部领导机构的组建与充实，健全军部

内部机构设置，完成南方八省红军和红

军游击队下山、集中、整编任务。经过

整编后的新四军，由叶挺任军长、项英

任副军长，下辖 4 个支队和 1 个特务营，

共 1 万余人。部队开展整编的同时，新

四军在南昌成立战地服务团，走上街

头、深入群众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各党

派、各阶层人士积极加入，南昌一度成

为东南地区抗日救亡活动的中心。

搬迁至皖南。1938 年 2 月 6 日，国

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第 3 战区命令新

四 军 集 中 到 皖 南 歙 县 岩 寺 镇 一 带 整

训。新四军军部当即制订方案，并命

令部队分头并进。4 月 4 日，新四军军

部离开南昌，于 5 日进驻岩寺。在岩寺

期间，军部的具体任务主要是进一步

做好部队的组编、充实部队的武器装

备、加强部队的军政训练和开展民运

工作。

5 月 5 日，新四军军部奉命离开岩

寺，于 7 日移驻太平县麻村。26 日，军

部又由太平县进驻南陵县土塘村。在

这里，新四军召开了第一次政治工作

会议和第一次参谋工作会议。

8 月 2 日，军部移驻泾县云岭，开始

了近 3 年的“云岭军部”时期。在此期

间，军部切实加强军队党的建设和对政

治工作的领导，召开新四军第二次政治

工作会议、第二次参谋工作会议及新四

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939 年 2 月，

周恩来到新四军军部驻地云岭，代表中

共中央进一步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并与新四

军领导人商定新四军的发展方针是：向

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这

个方针符合新四军的实际情况，为新四

军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重建于盐城。新四军在抗战中的

不断发展壮大，令国民党顽固派恐惧

嫉恨，千方百计加以限制、打击，欲除

之 而 后 快 。 1941 年 1 月 ，国 民 党 顽 固

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

军 部 在 国 民 党 顽 固 派 围 剿 中 损 失 惨

重。皖南事变后，为反击国民党顽固

派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反动通令，并坚

持抗日斗争，中央军委于 1 月 20 日发

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1 月 25 日，

新四军重建军部大会在苏北盐城隆重

召开，将新四军和活动于陇海铁路以

南的八路军部队，统一整编为 7 个师和

1 个独立旅，共 9 万余人，继续在长江南

北坚持抗战。新四军军部的重建，标志

着新四军从此独立自主地肩负起华中

敌后抗战的重任。

转移到阜宁。1941 年 7 月初，新四

军军部撤出盐城，向阜宁地区转移，先

后移驻左家庄、刘家舍、侉周庄、停翅

港、单家港等地。在此期间，军部组织

新四军各部投入反“扫荡”战斗，指挥

部队与敌人展开游击战，相继收复阜

宁、东沟、建阳等镇，粉碎了日伪军巩

固其占领区、消灭抗日游击武装的企

图，胜利保卫了华中抗日根据地。

驻留黄花塘。 1943 年 1 月 10 日，

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迁

至盱眙县黄花塘，在此驻留两年多时

间。在此期间，军部领导全军开展整

风、大生产、军政大整训，粉碎了日伪

军的“扫荡”“清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

摩擦、进攻，巩固和发展了华中抗日根

据地，为顺利进行战略反攻、夺取抗日

战争的最后胜利创造条件。

再移千棵柳。 1945 年 2 月 28 日，

军部由黄花塘转移至江苏盱眙县东南

约 50 公里处的千棵柳。之后，新四军

拟发动淮南津浦路西反顽战役，从整

个战役考虑，军部决定随参战部队一

同移至淮南津浦路西。4 月 10 日，军部

从 千 棵 柳 迁 驻 淮 南 津 浦 路 西 的 大 赵

庄。战役告捷后，军部再度迁至千棵

柳，直至抗战结束。其间，在军部指挥

下，新四军各部实行战略反攻，攻克阜

宁、睢宁县城及 100 余处重要据点，歼

灭日伪军 3 万余人，发展并创建了苏浙

皖边和湘鄂赣边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四军军部还曾

搬迁至江苏淮阴和山东临沂。1947 年

1 月 21 日，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和华中军

区合并为华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

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至此，新四

军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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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中 国 古 代 攻 守 城 作 战 中 ，城 池

外的护城河及壕沟是守城方首道防线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可 有 效 阻 挡 和 迟 滞

敌军及其各类攻城器械推进。攻城方

若 想 抵 近 城 墙 展 开 进 一 步 攻 城 行 动 ，

就 必 须 跨 越 护 城 河 和 各 类 壕 沟 ，这 就

离 不 开 接 通 类 攻 城 器 械 。 其 中 ，壕 桥

和填壕车便是接通类攻城器械的典型

代表。

壕桥是用来连接护城河及壕沟两

岸的攻城器械，其典型形制是在两根纵

向长直木上，横向铺满并固定木板，形

成具有一定宽度的桥面，桥面下安装车

轮以便推行，其展开后可横跨护城河或

壕沟形成临时桥，供攻城士兵和器械通

行。早在战国时期，壕桥已初具形制，

名为飞江或飞桥。《六韬》记载其规格为

宽 1丈 5尺（约 4.7米）、长 2丈（约 6.26米）

以上，采用转轴、辘轳等机械装置，且 8具

联用可形成 12 丈（约 37.5 米）宽的通道，

展现了早期军事装备的技术水平。唐

宋时期，壕桥经过持续发展，成为如今

我们所知的形制。《武经总要》还以图文

并茂的方式详细记载了 3 种壕桥：两轮

壕 桥 、四 轮 壕 桥 和 四 轮 折 叠 桥 。 书 中

载 ：“ 壕 桥 长 短 ，以 壕 为 准 。 下 施 两 巨

轮，首贯两小轮，推进入壕，轮陷则桥平

可渡。若壕阔，则用折叠桥，其制以两

壕桥相接，中旋转轴，用法亦如之。”这

一时期的壕桥在使用时，面对窄的护城

河 或 壕 沟 ，可 直 接 推 入 河 壕 以 车 轮 填

平，面对宽的护城河或壕沟，则采用可

伸展的折叠桥进行跨沟作业。这种攻

城器械为士兵突破护城河防线、实施贴

城作战提供关键的通行保障。在唐朝

平高句丽的辽东城大战中，唐将李世勣

在攻城时，就曾利用壕桥助唐军跨越护

城河，最终成功攻克白岩城。

填壕车与壕桥的功能设计理念有

所不同，壕桥是通过架设临时桥梁实现

快速跨越，填壕车则通过自身所具备的

防护功能，保护士兵在守军箭矢攻击下

进行壕沟填埋作业。填壕车形制一般

是以一辆大型四轮车为底座，便于推行

机动；车前面竖起冲立（即结实的木板）

作为遮挡装置，冲立顶端有绳索拴在车

尾，用以固定和施放冲立；车上则载满

土石等填埋物。在攻城作战时，攻城方

士 兵 可 借 助 冲 立 的 掩 护 进 行 填 壕 作

业。当遭遇敌军破坏桥梁情况时，士兵

可解开拴在车尾的绳索，使冲立倒伏放

平，形成临时桥梁使用。《武经总要》中

记载了两种填壕车，一种名为“填壕皮

车”，其主体结构采用方形木屋结构，木

屋的外蒙皮革用泡钉固定，下设两轮可

供推行，木屋内可载物藏兵，前侧上半

部分有可活动遮挡板，通过长杆与后侧

绳索相连，后侧士兵可通过拉拽绳索调

整其遮挡角度。另一款名为“填壕车”，

其车为 4 轮，车前设置可竖起、可放平的

冲立，冲立与车床之间有倾斜的木质支

架，冲立竖起时，其可顶住冲立后侧，再

配合冲立顶部的绳索斜拉至车尾部，牢

牢地固定车立，为士兵填壕提供掩护；

松动绳索，则可放平车立，形成简易跨

壕桥，形成跨壕通路。公元 1126 年秋，

金将完颜宗翰率军围攻太原，金军制造

数十辆填壕车，不仅外蒙牛皮，还为防

火在牛皮外涂以泥浆，内装填埋物。宋

守将王禀“熔铁汁灌之”，将金军填壕车

消灭殆尽，最终金军采取地道战的方式

才 得 以 破 城 。《武 备 志》中 记 载 的“ 箱

车”，“以厚榆木板为箱，内衬棉絮，载土

石 ，御 铳 炮 填 壕 ”，实 为 改 进 版 的 填 壕

车，其防御性能显著增强，可一定程度

抵御火炮攻击。

接通类攻城器械与其他攻守城器

械类似，其主体结构均为木质，且体积

庞大。由于木质结构对火器的防御能

力较弱，随着火器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

泛应用，这类器械逐渐失去战场优势，

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跨 沟 越 河 显 神 通
——中国古代接通类攻城器械

■曹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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