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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老兵胡印光与自己跨

越时空的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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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香港部队某旅装步一连在秋
收起义中诞生，是我军最早实行“支
部建在连上”的连队之一。连队先后
参加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等，历经保卫黄洋界、支援大渡
河、激战平型关、阻击黄土岭、解放密
云城等战役战斗，先后被授予“黄土
岭功臣炮连”“战斗模范连”等荣誉称
号，荣立集体一等功 1 次，二等功 1
次，三等功 3次。全连官兵矢志不渝
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雄连队红色
血脉，精武强能、担当使命，在香江之
畔书写出无愧于时代的答卷。

仲夏时节，草木繁盛。走进抗战老兵

胡印光之子胡波的家中，仿佛走进一段时

光隧道。

见到笔者，胡波从柜子中取出一张他

珍藏的《军人登记表》，这张记录着胡印光

军旅生平的表格，也见证了老兵的战斗人

生。望着泛黄的纸页，听着胡波的讲述，一

名抗战老兵的峥嵘岁月浮现眼前。

1923 年，胡印光出生于河北省雄县道

务村，入伍前是房地皆无的贫农。参军后，

胡印光 3 次在战斗中负伤，被评定为三等伤

残，曾荣立小功、三等功各一次，17 岁获得

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五四青年奖章一枚。

“1938 年，父亲参军时才 15 岁，瘦得都

挂不住枪。入伍当天，连长看着比步枪还矮

半头的父亲直摇头，最后将两枚手榴弹挂在

他脖子上说，先当个‘小炸弹’吧！”胡波说。

1年后，他才拿到属于自己的第一杆枪。

1939 年，参军才一年多的胡印光参加

了著名的黄土岭战斗。11 月 7 日，寒风卷

着 雨 水 抽 打 着 黄 土 岭 。 日 军 冒 雨 向 上 庄

子、寨头方向侦察前进，试图绕道返回涞源

县。胡印光趴在伏击阵地乱石堆里，将两

枚手榴弹紧紧压在胸口。透过枯草缝隙，

他看见了山道上晃动的敌军旗子，日军的

脚步声越来越近。

当天下午 3 点，日军进入包围圈，胡印

光和战友们迎头杀出。打死几名日军后，

胡印光的左腿突然像被火钳夹住般疼痛。

仔细一看，他才发现小腿被子弹打穿了。

顾不得伤，他还想继续冲锋，被战友们强拉

到一旁隐蔽。

此时的胡印光还不知道，晋察冀军区

一分区一团团长陈正湘发现，南山根东西

向的山包上有挎战刀的日本军官举着望远

镜观察战情，距南山小山头 100 米左右的独

立小院内，也有日军进进出出。

陈正湘判断独立小院是敌指挥所，小

山包是敌观察所，遂下令炮兵进入阵地实

施打击，4 枚迫击炮弹准确命中目标。当时

谁也没有想到，其中 1 发炮弹当场击毙日军

指挥官阿部规秀，这也是抗日战争中被我

军击毙的日军最高级别将领。

黄土岭战斗后，胡印光和战友们的战

斗 精 神 更 足 了 。 这 次 负 伤 让 胡 印 光 意 识

到，一名军人光有血性还不够，还要有智

慧，机智灵活、善于观察，在保存自我的前

提下消灭敌人。此后，他起早贪黑学习军

事技术、磨炼战斗本领，很快成了部队的军

事尖子。

1942 年深秋，胡印光和战友们奉命前

去端掉一座炮楼。这座炮楼扼守公路，顶

层探照灯彻夜扫视，伪军巡逻队每小时换

岗。胡印光主动请缨：“硬攻伤亡大，得让

炮楼自己炸膛！”行动当晚，他带领 4 人化装

成伪军，抬着装满酒坛的竹筐走向炮楼。

炮楼内的伪军队长嗜酒如命，果然中

计：“快抬进来！”胡印光佯装开坛，突然引

爆了筐底的炸药。胡印光随小队疾退时，

身后发出轰然巨响，我军主力部队随即攻

入炮楼。

“烽火中淬炼锋刃，战争中学习战争。

父亲在日记中说，他感到成长不少，越来越

有打仗的招法。”胡波回忆起父亲讲述的另

一个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

1944 年的一个夏夜，胡印光和战友们

突袭日军一座仓库，胡印光率爆破组穿越

麦田时，日军瞭望塔的探照灯突然扫来。

千钧一发之际，胡印光解下腰间铜锣抛

向右侧麦田，反手掷出匕首击锣。“当啷——”

金属锐响撕破寂静，光柱转向声源。趁着

短暂间隙，他带领队员跃进左侧排水渠。

探照灯回扫时，胡印光已和战友们潜至仓

库墙根，将炸药包稳稳贴上铁门。

聆 听 战 斗 的 号 角 ，磨 砺 胜 利 的 锋 刃 。

胡波告诉笔者，父亲生前曾多次带他和姐

姐胡亚萍回到黄土岭战斗遗址，叮嘱他们

将抗战精神传承下去。

每年的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胡波都

会参加社区组织的“移动战史课堂”，为居

民和中小学生讲述父亲昔日的战斗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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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骄阳似火，驻香港部队某旅

装步一连一场实兵训练紧张进行。

烈日当空，硝烟弥漫。温度持续攀升，密

不透风的驾驶舱内，汗水已浸透车长王誉诚

的作训服。顾不上抹去脸上的汗水，王誉诚

全神贯注紧盯屏幕，动作娴熟地快速锁定目

标。瞬时间，炮弹破膛而出，精准击落靶标。

“一连的兵，横竖都是一，处处夺第一。

英雄连队的传人，就要像英雄那样去冲锋，

决不能给功臣炮连丢脸！”走下演练场，王誉

诚誓言铿锵。

强渡大渡河战斗中，连队炮手赵章成用

仅剩的 3 发炮弹，精准拔除敌火力点，支援十

七勇士突击渡江；黄土岭战斗中，年仅 18 岁

的连队战士李二喜一举击毙日军中将阿部

规秀，成为闻名全军的“神炮手”……如今，

官兵们将‘百发百中、威震敌胆’的连魂、勇

夺第一的价值追求融入血脉、注入灵魂。连

队干部介绍，革命前辈坚定的信仰、过硬的

本领、精湛的技能，始终激励着一茬茬连队

官兵，迸发出新时代奋斗强军的澎湃热情。

在一连，战旗上飘扬的是“一”，奖章里印

刻的是“一”，连歌中高唱的是“一”。连队一直

有这样的传统：每周雷打不动组织一次紧急

拉动、一次指挥通信演练、一次突发情况处置

演练，持续打牢能力基础。

在连队官兵看来，基础不过硬，就拿不

到未来战场的“入场券”。少数驾驶员基础

相对薄弱，连队引入智能化驾驶系统辅助

训练；个别步战车车长技能不够熟练，连队

按比例模拟构设逼真战场环境，对车长专

业技能进行强化训练；部分狙击枪手力量

不足、射击稳定性不够，连队针对性设置瞄

准障碍物，锤炼枪手在极端复杂条件下射

击能力……进入新时代 ，连队积极主动适

应形势变化，按照“专长化任教、集约化组

训、模拟化训练、标准化考核”组训模式，持

续创新改进训练方法，确保能力提升不断

线、战斗力生成不断档。

每一步都沐浴着先辈的荣光，每一天都

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今天，战场环境、武器

装备、制胜机理都发生了变化，如何紧跟时

代浪潮打造胜战精兵，成为全连官兵的共同

考卷。

驻防香港，靠实力扛起使命担当。为连

史添彩，就要续写“黄土岭功臣炮连”新的辉

煌。官兵们用向战冲锋的坚实步履，作出响

亮回答。

某新型主战装备刚列装时，连队面临训

练骨干短缺、配套教材缺乏等现实问题，党

支部成立支委“示范班”，党员骨干带头探索

组训方法，白天逐个部件摸索，晚上对照资

料钻研，一举攻克训练难题。

步战车驾驶员在战斗状态时视野有限，

在车速较快情况下提高车位感知、方向把控

能力成为连队攻坚目标。通过反复训练论

证，他们总结出“左脚定位法”判断车外物体

的相对位置，有效提高驾驶精准度。

面对紧张的应急出动任务，连队干部骨

干集智攻关，探索出一整套物资装载和人员

登车办法，短时间完成武器领取、机动集结、

组网通联。通过一系列举措，连队有效缩短

了战斗力生成周期。4 个月后，上级组织作战

分队应急出动能力考核，一连综合成绩总评

全优，全旅排名第一。

“现代战争不仅是单兵、单车的较量，更

是体系的角逐。”在上士余晨曦看来，如今他

们不仅要练强基础，还要练好不同岗位的协

同、积极融入作战体系。

连队常态化参加上级组织的联合巡逻，

与海上、空中力量共同练指挥、练协同，常态

锤炼应急反应、快速筹划、紧急出动、联合行

动、特情处置等方面作战能力。

去年，连队出国参加中外联演，面对陌

生演习地域，官兵积极探索步坦协同方式，

与无人机等空中力量打通情报共享链路，在

行进间射击、短停射击等多个课目中取得优

异成绩。

“英雄神炮连 ，光辉战士铸功勋 。英雄

神炮连，我们永向前。”像一代代“黄土岭功

臣炮连”的革命前辈一样，连队官兵坚定听

党指挥、坚决完成任务，不断向着更高目标

冲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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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中年时的胡印光。

图②：晚年时的胡印光。 （图片由王赫提供）

谁可知黄土岭——

随手点开手机上的电子地图搜索，“黄土岭”

这一地名遍布华夏大地，有 30 余个之多，是山河

之间的寻常乡野地。

谁不知黄土岭——

1939 年 11 月 22 日，日本东京出版的《朝日

新闻》以通栏标题报道，日军中将阿部规秀在这

里命丧八路军之手。人民军队精妙的战略战术

和这个太行北部群山中的小小垭口，从此名垂

青史。

位于河北省涞源县的黄土岭，一座“垂青亭”

矗立崖上，亭内石碑上“雁宿崖黄土岭战役胜利

纪念碑”青色大字，庄严肃穆。

站在山顶，抬眼东望。黄土岭村口，依山势

而书的一行大字映入眼帘：“正义必胜！和平必

胜！人民必胜！”

胜 利 的 号 角 穿 越 时 空 。 共 产 党 人 探 索 并

实 施 的 一 系 列 极 富 创 造 力 、战 斗 力 的 战 略 战

术，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迸发出排山倒海的

伟力。

86 年前的几声炮响，让这个名不见经传的

“小地方”走进世界的视野。“名将之花凋谢在太

行山上”，也让世界意识到：在东方，有这样一个

年轻的政党领导着一支年轻的军队，正在创造着

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观。

仲夏，记者向太行而行，踏访雁宿崖黄土岭

战斗发生地，感悟先辈留下的克敌制胜的“胜利

密码”。

在敌人的规则之外开辟战
场，让“围堵”成为徒劳

自涞源县城出发，向南驱车 30 多里，便抵达

了白石口长城段。斑驳的城楼上，“云谷重关”4

个大字已模糊难辨。

86 年前的一个清晨，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一

分区司令员杨成武立马于此，侦察地形，为伏击

日军做最后的准备。

记者沿着长城残基拾级而上，站在遗址制高

点眺望雁宿崖、黄土岭方向，只见一条高速公路沿

着山谷蜿蜒伸展，远端消失在一片苍翠中。

“多好的伏兵藏弩之地呀！”同行的涞源县

委 党 史 研 究 室 工 作 人 员 姚 金 山 感 叹 道 ，“阿 部

规 秀 正 是 由 此 钻 进 了 八 路 军 布 设 的‘ 口 袋

阵’……”

姚金山说，据一些抗战老兵回忆，阿部规秀

的指挥水平在山地战中确实有一套，只是他遇上

了杨成武，还有他不了解的八路军……

这是“名将”与“名将”的较量——

阿部规秀，曾赴德留学，专注于山地作战研

究，后在侵华战场屡屡得手，被日本军界视为擅

长运用新战术的“俊才”和“山地战专家”。

杨成武，17 岁当上红军团政委，长征中，率团

血战湘江、突破乌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抢

占腊子口，屡建奇功。年纪轻轻，却是身经百战！

1939 年 11 月 4 日，25 岁的杨成武与 53 岁的

阿部规秀，狭路相逢于太行山间。

“谁才是真正的山地战专家？”姚金山拿出随

身携带的一本史料，手指着其中一张战役示意图

说。

当时，担心手下部队陷入八路军的埋伏圈，

阿部规秀下令日军拉成“长蛇阵”，每隔半小时出

发一个中队，交替进行掩护。

“你看，阿部规秀为复杂的山地作战已经做

好了准备，但杨成武更高明，像是在人心的‘山地

间’设伏……”姚金山说。

量敌用兵，杨成武要求部队以“时堵时撤、若

即若离、激怒日军”的方式，打打停停，步步诱

敌。求战不能，追赶又不及，恼羞成怒的日军最

终被“调遣”进了黄土岭……

短短 6 天之间，雁宿崖之战、黄土岭之战，

两战两捷并非偶然。正如一位军事专家所言：

“打仗要会‘搓绳子’——雁宿崖搓出线头，黄土

岭拧成绞索！”

这一仗，不仅创中国抗战击毙日军高级将领

之先例，还毙伤敌 1500 余名，缴获大量军用物

资。消息传到东京，日本朝野震动，各报刊电台

纷纷刊载阿部规秀的死讯，泣诉“自皇军成立以

来，中将级战死，是没有先例的”。

“侵华初期，日军接连取胜，不可一世。这一

仗，沉重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

国军民的抗战斗志。”姚金山说，这一仗，也让日

军重新认识了一支灵活善战的军队。

一路寻访，姚金山和记者谈起史料中的两则

轶事——

战斗结束后，杨成武曾收到驻张家口日军警

备司令的一封信，信中写道：阁下之部队武运亨

通，常胜不败，鄙人极为敬佩……请通知在黄土

岭、雁宿崖被麾下部队生俘的皇军数目、军职、姓

名及他们的生活近况……

阿部规秀毙命后，他的一位在日军中担任高

级职务的亲属说，八路军真正是兵圣孙子的后

代，不消灭杨成武死不瞑目。杨成武闻听此言，

报之一笑。

以弱胜强，必须有胜敌一筹的战略战术。抗

战开始时，我军坚持“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

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在复杂艰苦

的敌后战场上神出鬼没，“游”则敌不知我所往，

“击”则敌不知我突来，充分发扬我军的作战特

长，屡屡创造出以劣胜优的战争奇迹。

经过研究，姚金山认为：黄土岭战斗的“开局”

打得好，黄土岭战斗的“收官”一样值得称道——

阿部规秀被击毙后，被围日军失去战地最高

指挥官，极其恐慌，被迫收缩兵力固守。当夜，日

军残部连续突围 10 余次，均被击退。

快要“吃掉”敌人之时，增援的日军逼近黄土

岭，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考虑到情况

已变，不再恋战，指挥部队立即脱离战场，跃至外

围作战，恢复游击。到 11 月底，敌人的“扫荡”部

队损失渐大，疲惫不堪，又“捕捉”不到我军主力，

不得不全线撤退。

不硬拼、不恋战，灵活机动，创造战机。姚金

山感叹：“这就是八路军的高明之处，能够在敌人

的规则之外开辟战场，让‘围堵’成为徒劳。”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关
键是要争取主动

车出阜平西收费站，再往西走，一座依山而

建的小院，就是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

走进宁静的小院，斑驳的土墙、褪色的木窗、

办公桌上摆放的煤油灯，无声诉说着烽火往事。

1939 年那个暴风骤雨来临前的秋夜，正是在

这座院落里，得知阿部规秀派 村宪吉大佐率日

军分 3 路进行“扫荡”的情报，杨成武推开了聂荣

臻的房门，兴奋地说：“司令员，我们打个伏击战

吧！”

聂荣臻详细了解情况后，又将同在此地参加

会议的彭真、贺龙、关向应请来一起商讨战法打

法，最终定下战役决心。

“ 灵 活 机 动 的 战 略 战 术 ，关 键 是 要 争 取 主

动。这次请战，不仅是战术主动性的体现，更折

射出八路军指挥员从全局上考虑，由被动巧妙转

换为主动的战争智慧。”同行的涞源县人武部部

长赵巍说。

“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兵法中的这句

话，道出了掌握战争主动权的重要性。因此力争

主动，力避被动，是交战双方始终的博弈。

返回涞源后，姚金山将记者带到两座小山包

上。这两座小山包紧挨着，在山头之上，各有一

个圆形地基，中间由墙基连接着。

“这是当时日军的两座炮楼，中间的墙基位

置就是‘封锁墙’。”姚金山说，“日军也知道扬长

避短，我们在琢磨，对手也在琢磨。”

在华北地区，日军为了弥补自己在兵员上的

劣势，发挥自己机动性的优势，针对我军游击战，

采取一种“点、线、面”结合的战略战术，即占据重

要点位和交通线，各个点位之间连成线，建立封

锁墙、挖封锁沟，将大块地区分割成了一个个小

区域，阻止各个区域内的军民互相来往。

凭借机动性的优势，抗战时期，常常几十名

日军便可控制一座县城。即使防守相对薄弱的

城池被进攻，只要守城日军稍作坚持，便可等到

相邻据点的日军增援。我军倘若攻打县城，往往

很难占据主动。

无论是谁，无论何时，没有自己一套打法，只

能受制。国民党将领傅作义同日军交锋后，一个

最深的感受就是，几乎每一次迎敌的反应都在日

军的估算之内，因为过去所学的军事操典全来自

日本。战术照搬照抄，岂有不输之理？

“反观我军，始终根据战争的实际情况而随

机应变，灵活用兵，针对不同的战场、不同的对手

采取不同的打法，总能从强敌之弱、我方之长上

找出对付敌人的办法。”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

址，记者偶遇空军某部徐教导员，部队计划组织

红色教育活动，他此行是来打前站。

交谈中，徐教导员结合自己对抗战历史的研

究，给记者举例加以说明——

抗 战 期 间 ，日 军 为 争 取 战 场 主 动 ，频 频 变

招。面对敌情之变，129 师提出“变敌进我退，为

敌进我进”，号召部队向敌后之敌后进军。115

师提出“翻边战术”制敌，八路军总部迅速将这一

战略战术推广。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牺牲前半

个月，还在研究对敌的战略战术。他写完人生中

最后一篇军事著作《开展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

斗争》，迅速发往华北地区的抗日军民，对于粉碎

日军“蚕食”政策起到重要作用。

而著名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

问题》，更是如黑夜里的灯塔，为抗日军民指明了

方向。谈到这里，徐教导员说：“如果没有这些正

确的战争指导和战略战术，全民族抗战将会付出

更加惨重的代价！”

这一点，早已被一名美国军人洞察——

从 1937 年 8 月中旬开始，前后历时 18 个月，

美国使馆军事观察员卡尔逊，探访正面战场和华

北敌后战场后认为：中国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希望

是在八路军身上，“对日本的现代化战争机器的

挑战，这里就是答案……它不可能摧毁一支在持

久的游击战中以其行军速度和智力超过其对手

的军队”。

战争指导艺术的最高境
界，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夏日北京，复兴路上车流如织，中国人民革

命 军 事 博 物 馆 内 人 头 攒 动 。 在 抗 日 战 争 陈 列

中，一门并不高大威猛的迫击炮，独占一方醒目

的展柜。

86 年前的那个秋日午后，阿部规秀在黄土

岭一座独立小院的平坝前，用望远镜观察战况，

被八路军指挥员敏锐地“捕捉”到，当即调炮兵

上山，迫击炮炮弹飞向日军指挥所……日本《朝

日新闻》在一篇文章中说：“敌人一发炮弹突然

飞至身旁爆炸，阿部中将右腹部及双腿数处负

伤……”

口径 75 毫米、炮管长度 135 厘米、型号为一

战时期开始流行的斯托克斯样式……这门在抗

战烽火中极为常见的便携式迫击炮，由此成为我

军的“功臣兵器”。

“武器本身是谈不上功与过的，创造了历史

的是站在它们身后、那些有血有肉的人！”军事博

物馆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尽管同当时侵略者所

使用的武器相比，这些“功臣兵器”显得单薄、弱

小得多，但在正确的战略战术指导下，在人与武

器实现了最佳结合时，寻常武器发挥了最大的威

力，创造了不朽的胜利。

“瞄准、射击！”紧闭一只眼，竖起大拇指……

“功臣炮”的展柜前，有几位小朋友，听着讲解员

的描述，模仿着 80 多年前太行山上八路军炮兵

的动作。

80 多年后的今天，太行山下，陆军一支新型

作战力量的“瞄准、射击”，已经被信息化、合成化

改写。

无人机、地面传感器、便携式卫星定位仪……

演训场上，多型侦察装备数据实时互通。指挥车

内，一幅立体战场态势图在屏幕上清晰展开。

“未来战场，谁能掌握信息的主动，着眼整体

态势做到临机应变，才能掌握战争的主动。”某合

成营刘营长说。

“多维立体的侦察体系”“察打一体”“精简的

指挥链路”……刘营长告诉记者：“相比八路军指

挥员，今天的指挥员处在完全不同的指挥语境

中，但精髓和内核依然是一样的。‘机动灵活’4

个字始终没有丢，也不能丢！”

战争指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这是对我军长期战争经验的总结，深

刻揭示了战争指导中主动与被动的辩证关系，是

人民军队战略战术的精髓，对我军打赢信息化战

争具有强大的指导作用。

在迈入信息化时代的今天，我们曾经的许多

拿手好戏甚至看家本领，或许已难以适应“明天

的战争”。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正如小说《神

鞭》结尾所写：“我把鞭剪了，神却留着。”具体战

法须紧跟科技进步而不断变化，但诸如“你打你

的，我打我的”等作战指导思想的精髓，仍应被传

承弘扬，创新融合，再放异彩。

回 望 黄 土 岭 ：小 垭 口 蕴 藏 大 韬 略
■本报记者 戚辰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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