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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主要位于平汉

路以东、津浦路以西，德石路以南、陇海

路以北，横跨河北、山东、河南三省，是连

接陕甘宁与华中、华北、华东各地区的重

要枢纽地带，也是我党率领敌后军民打

击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战场之一，在抗日

战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由于地处三省交界地带，反动统治

力量比较薄弱，党领导这里的人民群众

自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起，就开展了一

系列反帝、反封建、反侵略的斗争。1927年

5 月，党领导豫东农民发动武装起义，先

后攻克杞县、陈留等地，有力支援了北伐

作战。1932 年 5 月，中共濮阳中心县委

率领数千盐民攻入濮阳县城，反抗盐巡

的压榨，并捣毁盐巡局，维护了群众的利

益 。 1935 年 春 ，冀 鲁 豫 边 区 特 委 在 濮

阳、内黄、滑县一带组织了一支 300 余人

的革命武装，开展“夺枪”“分粮”“吃大

户”运动，打击了当地的土豪劣绅。

1937 年 8 月洛川会议后，根据中共

中央确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

战略方针，八路军第 129 师、第 115 师先

后挺进河北南部、河南东部和山东西部

等地区，开辟了冀鲁豫、鲁西、湖西等多

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后来组建冀鲁

豫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基础。

激战陆房，打出漂亮仗

第 115 师进入山东之后，立即开始

建设根据地、打击日伪军的各种行动。

其中，活跃在鲁西一带的第 686 团在当

地武装积极配合下，先后破袭和拔除敌

军设在宁阳、东平、汶上等地的多处据

点，给敌造成一定杀伤。1939 年 5 月初，

为报复八路军、消灭初步建立起来的敌

后抗日根据地，日军第 12 军司令官尾高

龟藏调集济南、泰安、滋阳、东阿等 17 个

城镇的日伪军 8000 余人，兵分 9 路向我

军袭来。

为保存有生力量，第 115 师在判明

敌人企图之后，决定组织大部队突围，向

西南方向的东平地区转移。5 月 11 日拂

晓，当先头部队行进至仪阳区一带时，

与从肥城南下的日伪军遭遇。至傍晚

时分，由于敌众我寡，第 115 师师部，第

686 团 1 营、2 营及部分党政机关工作人

员，共 3000 余人，被敌军重重包围在方

圆 不 足 10 公 里 的 陆 房 一 带 ，形 势 十 分

危急。

第二天一早，日伪军凭借火力优势，

向我军据守的几处要点展开全面进攻。

我军官兵发扬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一

面凭险据守，一面沉着应战，利用地理

优势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战至下午，敌

军未能突破我军防线，我军官兵自开火

以来也是水米未进、疲惫至极。关键时

刻，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主动冲锋与

敌展开近身肉搏。激战中，第 686 团 2 营

7连指导员在头部负伤的情况下，接连刺

死 3 名敌人，最后用尽全力抱住另外一

名敌人滚下山崖，同归于尽。

夜间，敌军见进攻无果，在封锁下山

的各处通道后宿营休息，企图次日再度

进攻。此时，我军由电报获悉，南方的龙

崮一带没有敌情。师首长立即下令兵分

3 路，向南突围。为隐蔽行动，部队在出

发前，组织大家把不便携带的器材就地

掩埋，还给容易发出声响的锅碗瓢盆裹

上绳草，并派出多支小分队袭扰正在休

息的敌军，分散其注意力。至 12日拂晓，

部队顺利跳出日伪军的包围圈。12 日上

午，尚蒙在鼓里的日伪军以猛烈炮火轰

击陆房附近，直到他们冲上我军阵地才

发现这里早已没有八路军的踪迹。

此次战斗，八路军部队不仅突出重

围，还在战斗中以伤亡 200 余人的代价

消灭日伪军 1300 余人，其中包括日军大

佐以下军官 50 余人。这一战果让根据

地群众激动万分，他们称赞说这是从天

上下来的“神八路”。

整合力量，数次改扩编

1939 年 2 月 16 日，八路军第 344 旅

代旅长杨得志等人，率领该旅直属工兵

排、炮兵排及部分机关干部 100 余人来

到鲁豫交界附近的直南地区。3 月 9 日，

按照八路军总部的命令，他们和旅属独

立团、特务团及八路军游击第 2 支队合

编为冀鲁豫支队，成为党在冀鲁豫边区

直接领导和指挥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1940 年 4 月 30 日，黄克诚率领八路

军第 344 旅主力、独立游击支队、华北抗

日民军第 1 旅到达冀鲁豫边区，与原有

的冀鲁豫支队再次进行整编，仍使用八

路军第 2 纵队的番号，由杨得志担任纵

队 司 令 员 ，黄 克 诚 担 任 政 治 委 员 。 同

时，成立冀鲁豫军区，由黄克诚担任司

令员，崔田民任政治委员。至此，冀鲁

豫抗日根据地基本建成由主力部队和

地方武装相结合的军事力量编制体制，

第 2 纵队下辖第 344 旅、新编第 2 旅、新

编第 3 旅和河北民军第 1 旅，军区下辖

第 1、第 2、第 3 分区，各部队充分发挥作

战优势，互相配合、互相补台，战斗力有

了明显提升。

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壮大，使

这一地区的日伪武装如芒在背、如鲠在

喉。从 1941 年上半年开始，敌军对这一

地区进行疯狂的“梳篦”“扫荡”，新建多

条重要公路和据点，几乎要将冀鲁豫军

区、鲁西军区和湖西分区 3 块重要的根

据地割裂，不断压缩我军的活动空间。

为改变这种不利局面，中共中央决定从

7 月 7 日起，将冀鲁豫军区和鲁西军区合

二为一，建成新的冀鲁豫军区，所属部队

全部纳入八路军第 2 纵队统一指挥，并

将湖西分区划归山东军区。完成改编

后，新的八路军第 2 纵队约 15000 人，新

的 冀 鲁 豫 军 区 所 辖 第 1 至 第 7 分 区 约

7000 人的地方武装，成为这一地区开展

敌后游击战争的强大力量。

与此同时，两地党委和行署也进行

了合并，建立新的冀鲁豫区党委和冀鲁

豫行政主任公署。在完成各项合并工作

后，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部队、军区、党

委、行政日趋统一，使根据地从思想上、

组织上、力量上做好应对敌军进攻、度过

艰难时期的准备。这次合并整编，在冀

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坚决反顽，巩固根据地

1938 年年底，国民党军石友三部作

为国民党军抗日武装调至冀南和冀鲁边

地区。第 129 师曾向其致电表示欢迎，

并慰问了粮食、被装等物资。仅 2 个多

月后，石友三假抗日、真反共的面目就完

全暴露。他主动向日军示好，与其达成

“互不侵犯”的“谅解”。1940 年 1 月，石

友三部向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悍然发动进

攻。八路军总部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

果断命令第 129 师狠狠打击石友三部。

2 月 9 日，第一次打击石友三的战役

打响。八路军在根据地群众的大力支持

下展开多路攻击，并趁其后撤时猛烈追

击，一举消灭敌军 6000 余人。

然而，遭受打击的石友三不思悔改，

招兵买马，企图再战。他还派人与日军

人员秘密谈判，与其签订互不侵犯、互通

情报、互相协助的“防共协定”，并主动与

日军交换占领区，这实则是对国家领土

主权的“变卖”。

为彻底消灭石友三，八路军一面致

电国民党，列举石友三叛国投敌的种种

罪证，要求其所属的国民党第一战区对

其讨伐，以正视听。另一方面，八路军

迅速组织部队发起第二次打击石友三

的战役。

鉴于敌军人数较多，八路军总部决

定采取“政治攻势为主，军事为辅，双管

齐下，长期斗争”的方针，展开全方位的

讨伐作战。一方面，八路军主力从多个

方向进逼敌军，压缩对手活动空间，并适

时歼灭其前出、孤立的部分力量。另一

方面，广泛发动当地群众，揭露石友三卖

国投敌的反动行径，并有计划地释放俘

虏、做好石友三部官兵家属的工作，瓦解

敌军。仅 3 个月内，石友三部就有大量

士兵逃亡。战至 12 月下旬，八路军消灭

了大部敌军，攻克其占领的多座县城。

第二次打击石友三的战役宣告结束。

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因其具有独特

的地理优势，扼控华北、华中多条重要交

通线，一直是该地区侵华日军的心腹大

患。面对日军的大规模“扫荡”，党率领

当地军民机智、勇敢地开展了各项行动，

不仅消灭大量敌人、巩固了根据地，还建

起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这为以后组建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乃至开展战略反

攻，打下坚实基础。

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扼控华北华中的战略枢纽
■许 斌 周 一

古代攻守城作战中，当攻城方士兵

借助临车、云梯等器械攀爬城墙时，占据

有利地势的守城方通常会使用石块、圆

木等重物，借助重力加速度和抛物线轨

迹，对攀爬的敌军及紧贴城墙的攻城器

械实施精准砸击。这种防御方式效果显

著，被各朝代的守城部队广泛采用，并由

此衍生出多种专门用于砸击的守城器

械。本文简单介绍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砸

击类守城器械。

在守城作战中，砸击类器械以檑具

的应用最为广泛。檑又称“雷”或“礌”，

最初由简单的石块、滚木发展而来，经过

历朝历代的战争实践不断改进完善。至

宋朝，檑具发展已臻体系化，《武经总要》

中就详细记载了 5 种檑具：木檑、泥檑、

砖檑、车脚檑和夜叉檑。

木檑是最常见的类型，采用长 4 尺、

直径 5 寸的圆木为基材，表面布满尖钉

或利刃以增强杀伤力。泥檑则以黏土混

合猪鬃、马尾毛等材料制成，长约 2 至

3 尺，直径 5 寸，质地坚硬，具有较强的冲

击力。砖檑采用黏土烧制工艺，长约 3尺

半，直径 6 寸，经高温烧制后硬度显著提

升，攻击力增强。这 3 种檑具主要用于

直接投掷攻击攻城士兵和器械，但消耗

量较大。

为提高使用效率，古人研制出可重

复使用的车脚檑和夜叉檑。这两种檑具

均通过绳索连接绞车系统，投掷后可回

收再利用。车脚檑采用车轮形设计，使

用时通过绞车快速下放。夜叉檑又名

“留客住”，其主体为湿榆木制成，长约

10 尺，直径 10 寸，表面布满 5 寸长的铁

刺，两端装有直径 20 寸的轮子以减少摩

擦，整体重达数百斤。在实战中，守军通

过铁索绞车操控夜叉檑攻击敌军，其巨

大冲击力往往造成致命伤害。

此外，《武经总要》还记载了一种特

殊 的 可 回 收 式 砸 击 武 器 —— 狼 牙 拍 。

这 种 器 械 虽 不 属 檑 具 范 畴 ，但 与 车 脚

檑、夜叉檑一样具备重复使用的特点。

狼牙拍的主体采用榆木制成矩形拍板，

长 5 尺、宽 4 尺 5 寸、厚 3 寸，表面密集分

布 5 寸长的狼牙铁钉。当攻城士兵攀爬

城墙时，守军通过绞车系统迅速下放狼

牙拍进行拍击，其较大的打击面积和密

集的铁钉能对攀城敌军造成毁灭性打

击，兼具杀伤力和心理威慑效果。由于

榆木拍板本身厚重，加上大量铁钉的重

量，整个器械单靠人力难以操控，在狼

牙拍的实际操作中仍需依赖绞车系统

提供动力。

宋朝在守城作战方面，不仅发展出

多样化的器械装备，还总结出一套强调

分层配置与协同配合的战术思想，并在

宋夏延州之战中得到充分体现。庆历元

年，西夏军趁夜突袭延州时，守城宋军先

以各类檑具实施垂直打击，继而用铁撞

木等撞击砸打类器械摧毁敌军云梯主

架，随后释放狼牙拍进行横向扫荡，最后

通过绳索缒下精锐士兵实施精准击杀。

这种由远及近、自上而下的立体防御体

系，最终使西夏军因器械损毁严重、兵员

伤亡过多而被迫撤退。

直至清末火器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后，这些沿用千年的砸击类守城器械才

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檑 石 滚 木 卫 城 垣
——中国古代砸击类守城器械

■曹 波

1934 年 11 月 4 日，中共鄂豫皖省

委率红 25 军向葛藤山地区行动中，收

到 中 共 鄂 东 北 道 委 书 记 郑 位 三 的 来

信，呈述党中央派来鄂豫皖工作的程

子华已到道委，建议省委率红 25 军速

来鄂东北，研究今后行动计划。省委

当即决定率部赶赴鄂东北。

11月 6日至 7日，在敌 5个“追剿”支

队尾追的情况下，红 25 军以破竹之势，

连续突破敌人在商（城）麻（城）光（山）

潢（川）交界地区设置的重重封锁线，于

11月 8日拂晓进入光山扶山寨地区。

由于长时间日夜行军作战，红 25军

首长决定，让部队在扶山寨稍事休息

再继续西进。红 25 军随即布置警戒：

军 部 及 军 直 属 队 位 于 扶 山 寨 以 西 地

区；第 74 师 1、3 营位于扶山寨东北的沙

子岗，2 营控制扶山寨制高点；第 75 师

223 团位于扶山寨以东的刘湾，224 团

位于扶山寨以南的朱家坳；手枪团位

于扶山寨西北方向担任警戒。

红25军休息不久，敌第107、第117师

各一部和第 4“追剿”支队（第 64 师 3 个

团）、第 5“追剿”支队（第 65 师 3 个团）

即跟踪而至，趁我警戒部队极度疲劳、

疏于戒备之隙，从东、南两面发动突然

袭击，企图夺取扶山寨制高点。敌“追

剿纵队”总指挥乘飞机亲自督战，并派

飞机向红军阵地轰炸、扫射。第 74 师

2 营 坚 守 扶 山 寨 制 高 点 ，奋 勇 抗 击 敌

人 ，但 因 敌 众 我 寡 ，处 境 十 分 危 急 。

在此情况下 ，军首长急令该师 1、3 营

增 援 。 全 师 指 战 员 以 英 勇 顽 强 的 战

斗 精 神 ，击 退 敌 军 多 次 进 攻 ，守 住 了

扶山寨。

这 时 ，第 75 师 224 团 与 军 部 会

合。军首长进一步分析情况，认为部

队经过长途行军和连续战斗，指战员

体力消耗很大，要以“走”来摆脱敌人

是有困难的，只有坚持守住阵地、打垮

敌人的进攻，才能继续前进。遂当即

命令：第 74 师继续扼守扶山寨制高点，

从正面抗击和消耗敌人；第 224 团从扶

山寨北迂回至刘湾北侧，协同第 223 团

向敌第 107、第 117 师实施突击；而后，

第 224 团迂回至朱家坳以南，第 223 团

到朱家坳以东，与第 74 师协同攻击敌

第 4、第 5 支队。

部署就绪后，第 224 团沿扶山寨北

山坡隐蔽迂回至敌第 107 师侧后，突然

发起进攻，第 223 团亦乘机反击。敌被

迫向东撤退。接着，两个团协同猛攻

敌第 117 师，使其溃退。而后，两个团

集中力量向敌第 4、第 5 支队的侧后猛

击，第 74 师也乘机发起反击，将敌压至

朱 家 坳 一 带 。 敌 军 在 红 军 三 面 夹 击

下，纷纷溃乱。整个战斗到黄昏胜利

结束，红 25 军共毙伤俘敌约 4000 人，缴

获大量武器弹药。

扶山寨反击战的胜利，打破了敌

人的追堵计划，为红 25 军的下一步战

略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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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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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的

展厅内，陈列着一张人民海军第一所

海军学校——安东海军学校的珍贵黑

白照片。照片中，学员身着白色军装，

队列严整，步伐铿锵有力，彰显出人民

海 军 初 创 时 期 的 蓬 勃 朝 气 与 严 明 纪

律。他们正奔赴知识的殿堂，在那里，

他们研习海军专业知识，磨炼战术技

能，为日后投身海防事业，保卫祖国海

疆积蓄力量。

1949年 2月 25日，在中共地下党员

毕重远和由进步士兵组成的“重庆舰士

兵解放委员会”领导下，国民党海军最大

的一艘军舰——“重庆”号巡洋舰驶离国

统区上海吴淞口，突破国民党海军的堵

截，于 26日驶抵解放区山东烟台港。由

于在国民党空军的轰炸下受损，“重庆”

号巡洋舰于 3 月 20 日自沉于葫芦岛港，

全舰人员赴辽宁安东集结。3 月 24 日，

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原“重庆”号

巡洋舰舰长邓兆祥及全体官兵发来一封

意义深远的嘉勉电：“中国人民必须建设

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

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而你们就将是参加

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

4 月 23 日，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

州白马庙成立。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的第一支海军部队，标志着中国人民

海军诞生，原“重庆”号巡洋舰官兵阔

步走进人民海军的行列。为使国民党

起 义 官 兵 真 正 成 为 人 民 解 放 军 的 一

员，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一所临时性的

海军学校，其主要任务是对国民党海

军起义人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人民

解放军优良传统教育，使他们树立起

为建设人民海军服务的思想。

根据命令，海军学校的组建工作迅

速展开。同年 5 月，安东海军学校宣告

成立，邓兆祥任校长，原辽西军区副司

令员朱军任政委，原东北行政委员会副

主席、辽宁军区司令员张学思任副校

长。学校设有教育（训练）部、校务部和

政治部及供给、卫生、管理、组织、宣传、

保卫等处科，为学员提供全面的教育和

训练。学校分为两个学员大队，每个大

队下设 3 至 4 个中队。此外，校部还编

设文工队和警卫、通信分队。

建校之初，安东海军学校学员主

要是起义的原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

洋舰和“灵甫”号军舰的官兵。不久，

中央军委指示凡是部队中曾当过海军

的 人 员 ，一 律 到 安 东 海 军 学 校 报 到 。

学员们在安东海军学校经过《社会发

展简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

民主主义论》等政治理论学习和一系

列纠正错误思想的讨论活动，从思想

上、政治上划清了人民军队与反动军

队的界限，坚定了为人民海军建设服

务的决心。

在 1949年 10月 1日的开国大典上，

海军方队走在最前面。来自安东海军

学校与华东军区海军的两个方队——

海军军官方队和水兵方队，代表着新中

国最早的海军，昂首率先走过天安门。

当他们通过天安门广场主席台时，广场

上的群众为人民军队新出现的军种欢

呼喝彩。能够成为整个阅兵式的“先头

部队”，这是全体海军官兵的光荣，更是

安东海军学校学员的光荣。

同年 11 月 22 日，中央军委决定以

安东海军学校为基础组建大连海军学

校。安东海军学校大部分人员调往大

连海军学校，部分人员调往华东军区

海军司令部工作，还有少数人员负责

打捞“重庆”号巡洋舰。

安 东 海 军 学 校 虽 仅 存 在 半 年 时

间，但圆满完成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使

命，为人民海军的建设与发展奠定了

重要基础。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记

录 着 人 民 海 军 建 设 事 业 的 起 步 与 发

展，生动展现早期建设者筚路蓝缕的

奋斗历程，让后人得以重温那段为筑

牢海上长城而拼搏的光辉岁月。

上图上图：：安东海军学校学员列队走安东海军学校学员列队走

向教室向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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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安东走出的海军院校
■崔晓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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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胜利的战略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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