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

珍藏着一把左轮手枪。这把手枪长 21

厘米、宽 17 厘米，见证了新四军军部参

谋处长赖传珠的革命历程。如今，参观

者通过这把手枪学习新四军的光荣历

史，感受新四军将士为了民族解放殊死

搏斗、顽强奋战的“铁军”精神。

赖传珠，江西省赣县人，1927 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1928 年，参加工农革

命军。之后，赖传珠跟随毛泽东、朱德

等先后经历了井冈山的斗争、开辟中

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历次反“围剿”

斗 争 ，为 建 立 红 色 政 权 ，开 展 土 地 革

命，发展红军作出贡献。1936 年西安

事变后，赖传珠在甘肃合水县认真贯

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深入发动

群众，团结各阶层抗日力量。1937 年

10 月，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

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琼崖红军

游击队除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

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新

四军军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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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

月，正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赖

传珠，接到前往新四军的调令。了解

新四军的现实困难后，赖传珠第一时

间表态服从命令，立即率领第一批抽

调到新四军工作的干部约 30 人从延安

动身，于 12 月 23 日到达武汉，与叶挺、

项英会合。12 月 25 日，新四军军部大

会在汉口召开，标志着新四军军部正

式成立。

1938 年 1 月 6 日，新四军军部从武

汉移驻南昌，各部处陆续建立和健全起

来。被任命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的赖

传珠，立即和同志们一起投身到繁忙的

组编工作。在新四军组编过程中，薪饷

和装备困难十分突出。为充实新四军

力量和解决经费问题，叶挺四处奔走、

多方联系，募集到大笔经费购置武器和

药 品 等 ，其 中 就 包 括 从 香 港 购 买 的

3600 把手枪。

这 3600 把 手 枪 改 善 了 新 四 军 的

装备。赖传珠也分到了一把，他随身携

带、日夜不离，更加积极投身于革命事

业。赖传珠一面协助叶挺、项英组织湘

鄂赣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工作，一面协

助参谋长张云逸主持参谋工作。仅 3

个月时间，赖传珠与同志们胜利完成散

处在南方 8 省 14 个地区 40 余个县的红

军游击队下山、开进、集中整编为新四

军的任务。

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后，这把手枪

跟着赖传珠踏上新的革命征程。抗战

时期，他与枪一起度过了皖南事变的悲

痛时光，一起见证了无数次大小战斗的

胜利，盐（城）阜（宁）、苏中和淮海抗日

军民反“扫荡”和新四军战略大反攻等

多个战役战斗，都留下了他指挥的足

迹。抗战结束后，赖传珠被调往东北战

场，他带着这把手枪参加了辽沈战役、

平津战役和渡江战役，而后率部挥戈南

下，解放赣西北和赣西南。新中国成立

后，他跨海作战，率部收复海南岛和万

山群岛，随即全身心投入军队的干部工

作，直至生命尽头。

2007 年，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

列馆筹备陈展提升，并向社会发布征集

文物的号召。得此消息后，赖传珠之子

赖小津有感于这把枪代表的重大意义，

向上级申请将此枪捐赠给南昌新四军

军部旧址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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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袭 与 反 空 袭 作 战

史说新语史说新语

链接历史链接历史

“横走天下路，难过乌江渡。”据说，

要安全渡过乌江，必须具备 3 个条件：大

木船、大晴天和好船夫。然而，89 年前，

红军不仅没有结实的木船和深谙水性的

舵手，还要面对天寒地冻的恶劣天气及

国民党军的重兵阻击，却凭借过人的胆

识谋略和顽强的斗争精神，在一周时间

内全部渡过乌江天险，用一场漂亮的战

斗书写了一个“伟大的开始”。

1934 年 10 月底至 12 月初 ，中央红

军先后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粉碎

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

图。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 8.6

万余人锐减至 3 万余人。然而，蒋介石

不给中央红军任何喘息机会，继续调集

重兵“追剿”红军。

面对国民党军的步步紧逼，中共中

央政治局于 12 月 18 日在黎平紧急召开

会议，讨论中央红军今后行动的方向问

题。会议经过讨论，接受了毛泽东的正

确主张，放弃原定同红 2、红 6 军团会合

的计划，转而继续西进，在川黔边建立新

苏区。

要实现这一战略意图，红军面临的

第一道任务就是突破乌江天险。12 月

29 日 ，红 1 军 团 分 两 路 进 逼 乌 江 。 此

时，国民党军吴奇伟、周浑元 2 个纵队正

快速向中央红军展开追击。红军必须

在敌重兵到达之前，迅速渡过乌江，向

遵义靠近。

乌江，又名黔江，是贵州省最大的河

流，江面宽 200 余米，水深流急，两岸悬

崖绝壁，难以攀登，素有“乌江天险”之

称。乌江对岸有黔军教导师一部凭险防

守。该师师长侯之担在回龙场至茶山关

一带沿江部署了 3 个团，企图阻止红军

北渡乌江，并配合“追剿”军薛岳部围歼

红军于乌江南岸。

面 对 敌 军 的 严 防 死 守 ，红 军 没 有

畏惧。1934 年 12 月 31 日，红军各部队

照 例 召 开 新 年 同 乐 会 ，庆 祝 一 年 来 取

得的胜利，总结一年来的战斗和工作，

并组织游艺会餐。由于此次同乐会是

在 强 渡 乌 江 战 斗 前 夕 举 行 的 ，为 适 应

战 争 形 势 ，这 次 游 艺 会 餐 仅 在 较 小 的

单 位 中 简 单 进 行 ，且 主 要 内 容 集 中 在

战 斗 动 员 上 。 同 乐 会 上 ，红 军 各 部 队

报 告 和 讨 论 当 前 的 战 略 方 针 ，宣 传 强

渡 乌 江 的 意 义 。“ 突 破 乌 江 ”“ 拿 下 遵

桐”“完成先头师的战斗任务”“到遵桐

去 庆 祝 新 年 ”等 成 为 当 时 的 战 斗 口

号 。 各 部 队 经 过 动 员 后 ，进 一 步 增 强

了必胜的信念。

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红 1 军团第 1

师第 1 团，于 1935 年 1 月 1 日由龙溪到达

回龙场渡口，对岸守敌 1 个营随即向红

军开火。团长杨得志、政治委员黎林立

刻组织火力压制。当晚，该团在乌江下

游水势较缓的地方组织强渡。突击队在

火力掩护下，利用竹筏渡过乌江，消灭对

岸守敌，占领滩头阵地，并掩护后续部队

渡江。至 4 日，红 1 军团主力及红 9 军团

在此渡口渡江完毕。

与此同时，红 1 军团第 2 师师长陈

光率领第 4 团为前卫 ，于 1 月 1 日行至

江界河渡口。为了解对岸敌情，前卫团

团长耿飚、政治委员杨成武到江边进行

实地侦察，发现渡口大道是敌军防御重

点 ，工 事 坚 固 且 守 兵 较 多 。 渡 口 上 游

500 米处，有一条小的横路与大道相通，

勉强可以行人，敌军对此疏于戒备。因

此，师、团领导决定：佯攻渡口大道，主

攻渡口上游的小道。强渡由第 4 团第 3

连 连 长 毛 振 华 率 7 位 水 性 较 好 的 战 士

泅渡。本来他们打算拉绳索架桥，但绳

索被敌军炮火炸断，首次强渡失败。到

了深夜，第 4 团利用夜暗，在上游水流

较缓的老虎洞处，组织 18 人乘 3 只竹筏

进行强渡。由于水深浪急，2 只竹筏被

水 流 冲 回 南 岸 ，1 只 竹 筏 不 见 踪 影 ，第

二次强渡再告失败。

1 月 2 日 拂 晓 ，军 委 副 参 谋 长 张 云

逸赶到第 4 团，向师、团领导说明追敌

薛岳兵团已离这里不远，要求第 4 团迅

速完成渡江任务，否则会有背水作战的

危险。该团按照军委指示，紧急动员，

绑扎 60 余个竹筏组织强渡。上午 9 时

许，强渡乌江战斗打响。除继续对江界

河渡口组织小部队佯攻外，主力则在渡

口上游实施强渡。执行强渡任务的突

击队乘坐竹筏在炮火掩护下奋勇前进，

当竹筏接近对岸时，在对岸石崖下潜伏

一夜的毛振华等 5 名勇士，适时向敌军

发起攻击，接应强渡部队登岸，打垮了

守敌。

此时，敌军预备队赶了上来。由于

敌军居高临下，地形对红军十分不利，

第 1 营被迫退守江边。紧急时刻，军团

炮兵连连长赵章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他

连打 3 发迫击炮弹，命中目标，压住了敌

军反扑势头。红军乘机反攻，敌军全线

溃退。工兵部队则快速架起浮桥，至 3

日，军委纵队和红 5 军团由此相继渡过

乌江。

1 月 5 日 ，红 3 军 团 进 至 茶 山 关 渡

口 ，先 头 部 队 第 10 团 开 始 渡 江 。 该 地

敌军在得知回龙场、江界河渡口已经失

守后，不战而逃。6 日，红 3 军团全部渡

过 乌 江 ，并 向 遵 义 及 老 君 关 前 进 。 至

此，中央红军和军委纵队全部渡过乌江

天险。敌军围歼红军于乌江之南的企

图以落空而告终。1 月 15 日，由邓小平

主编的《红星报》以《伟大的开始——一

九三五年的第一个战斗》为题，对此次

战斗进行了精彩的描述。开国少将肖

锋在参加强渡乌江战斗后，曾挥笔写下

《强渡乌江》：“乌江长来乌江弯，十里堤

岸十八滩……绳子藤条绑带爬，何惧山

高何惧难……紧握战争主动权，红军机

智胜过天。”这首诗记录了强渡乌江战

斗惊心动魄险象环生的过程，展现了红

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优秀品质。

1935年新年打响的强渡乌江战斗
■张 磊 韩昀良

1935 年，意大利军队在入侵埃塞

俄比亚时，使用了一款近距离喷射火焰

的特种坦克，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

注。在坦克和便携式喷火器相继问世

后，虽然很多国家都研制过喷火坦克，

但将喷火坦克用于实战还是首次。

喷火坦克是装有喷火装置的特殊

坦克。喷火装置由喷火器、燃烧剂贮

存器、高压气瓶或火药装药、控制器等

组成。燃烧剂在高压空气或者火药气

体压力的作用下，高速喷射出去，并经

过电火花塞点燃纵火，喷发出浓烈的

火 焰 ，起 到“ 火 攻 ”的 杀 伤 破 坏 作 用 。

此时，这“一把火”的威慑和攻击力，比

起机枪弹和炮弹还要大得多。喷火坦

克主要用于近距离喷射火焰、杀伤有

生 力 量 和 破 坏 军 事 技 术 装 备 。 进 攻

时，喷火坦克可用于为部队开辟通路，

扫除进攻途中的火力点；防守时，可为

前沿防守部队设置火障，对付突击步

兵，常能起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

作用。

二战期间，有“钢铁火神”之称的喷

火坦克得到广泛运用。苏联 OT-34 喷

火坦克、英国“鳄鱼”喷火坦克等纷纷亮

相，伴随步兵支援冲锋，为盟军创造出

不少辉煌战例。

1939 年，苏联红军与侵占我国东

北的日本关东军之间爆发了诺门罕战

役。此次战役中，苏联的喷火坦克喷射

出的火柱将隐藏在战壕、洞穴和地堡内

的日军烧得四处溃逃。

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将 M3“撒

旦”喷火坦克和 M4“谢尔曼”喷火坦克

等投入战斗。美军靠着喷火坦克坚固

的装甲，迅速抢滩登陆，然后开进到日

军的山洞或明碉暗堡跟前对其一阵“火

攻”，立刻将负隅顽抗的日军烧得鬼哭

狼嚎、灰飞烟灭。

虽然喷火坦克能在战斗中对敌人

起到重大杀伤作用，但在战场上唱主角

的还是数量众多的主战坦克，喷火坦克

的特殊作用被逐渐淹没。此外，喷火坦

克还存在杀伤距离有限的问题。二战

过后的半个多世纪，由于陆战交战距离

的延长，喷火坦克有些“鞭长莫及”，在

地面战斗中鲜有运用。不过，喷火坦克

并没有退出战争舞台。20 世纪 70 年代

末期，苏联研制出配备燃烧弹和温压弹

头 的 一 种 重 型 远 程 多 管 火 箭 炮 ，即

TOS-1 喷火坦克。之后，TOS-1 喷火

坦克改进为 TOS-1A 喷火坦克，具备

更强的战斗力。从老式喷火坦克到废

止喷火坦克再到新式重型喷火坦克的

辩证发展，充分体现了哲学上否定之否

定的发展规律。也许不久的将来，喷火

坦克还将以全新面貌、更为强劲的火

力，在战场上重放光彩。

喷火坦克的“前世今生”
■彭生治 罗 健

“直射”行动釜底抽薪。为削弱德国

战争潜力，美、英空军从 1943 年 7 月起就

采取大规模持续空袭、无源金属箔条干

扰地面雷达等方式，对德国军事设施、工

业体系和经济命脉等重要目标展开代号

为“直射”的联合轰炸行动。美、英空军

通过对德国潜艇工厂、飞机工厂、交通运

输线、石油工厂、主要城市长达 9 个月的

大规模持续空袭作战，逐步摧毁并打乱

了德国的军事、工业和经济体系，致使德

国战争潜力受到大幅削弱，极大动摇了

德国军民的抵抗意志，为后续空袭行动

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基础。

“信息主导，火力主战”，是信息化

战 争 的 主 旋 律 。 要 想 占 据 战 场 主 动

权，就必须先发制人或后发先至，先敌

夺 取 战 场 综 合 控 制 权 。 未 来 作 战 ，更

注 重 国 家 实 力 和 战 争 潜 力 的 综 合 比

拼，指挥员及指挥机关应先敌运筹、先

敌 而 动 ，以 突 然 迅 猛 的 信 息 攻 击 和 精

准 可 靠 的 火 力 突 击 ，快 速 摧 毁 敌 军 作

战 体 系 赖 以 生 存 和 维 持 的 军 工 企 业 、

交通运输、石油电力等目标，迫使敌无

力久战、无心恋战。

密集侦察情报支撑。为获取登陆地

区较为系统、相对完整的情报信息，美、

英空军采取空中照相与目视观察相结合

的方式，出动 4500 余架次侦察机重点对

诺曼底地区展开广泛而精准的空中和海

上侦察，获取了德军兵力部署、海岸防御

配系、障碍设置、兵力集结地域、弹药库、

油料库、物资库以及港口、机场、交通枢

纽、桥梁等大量翔实而又准确的情报信

息，为盟军在诺曼底地区实施登陆提供

了指挥决策依据。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优先获得

准确的情报信息，才能抢占先机，掌握

主动权，进而获取战争胜利。情报是作

战的先行官。信息化战争对情报的要

求更高，海量真假难辨的情报信息加剧

了“战场迷雾”的浓度，指挥员及其指挥

机关应高度重视、提前谋划情报的收集

获取、分析研判和处理分发，综合运用

卫星侦察、技术侦察、谍报侦察等多种

手段多源获取情报，基于人工智能系统

快速融合、多法印证多途径情报信息，

进而以精准可靠的情报信息为指挥员

提供决策依据。

以空制地源头摧毁。为夺取战略制

空权，盟军于 1944 年 2 月 20 日起采取集

中兵力、猛烈轰炸、源头摧毁等方式，重

点对德国的飞机制造厂展开针对性轰

炸，致使德国飞机工厂 70%的厂房设施

遭受破坏，导致德国飞机产量迅速下滑，

防空作战陷入后继无力的窘迫境地。随

后，盟军采取全面破坏法国境内德军机

场、集中轰炸“第一弧形地带”德军机场、

重点摧毁“第二弧形地带”德军机场等方

式，分阶段有步骤地摧毁德军赖以实施

防空作战的机场基地。德国空军作战能

力受到极大削弱，只能依托少数后备机

场和野战机场零星组织小规模袭扰活

动。盟军夺取并保持了诺曼底地区的战

略、战役制空权。

盟国空军紧盯德军空中作战赖以

生存的飞机制造厂、机场基地，采取溯

源 打 击 的 方 式 削 弱 德 国 空 军 实 力 ，夺

取和保持了战略战役制空权。未来作

战，溯源打击是毁敌作战依托、遏敌控

敌最为有效的作战手段。指挥员应坚

持 体 系 作 战 理 念 ，积 极 寻 求 维 持 敌 体

系作战能力的关键点，进而因敌施策、

因情施策，灵活采取信息攻击、火力突

击 等 手 段 毁 敌 作 战 依 托 ，削 弱 敌 作 战

潜力。

“铁路轰炸”阻敌增援。为高效限

制德军强大战略预备队的机动能力，阻

止德军有效增援诺曼底，盟国远征军空

军采取建立空中封锁线、多点分散摧毁

等方式展开“铁路轰炸”计划，重点对德

国中西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境内铁路

枢纽、桥梁等德军预备队赖以机动前出

的关键路段实施了密集突击，致使德军

铁路运输量降低了 62%，德军强大的战

略、战役预备队在盟军的空中封锁中寸

步难行，仅能采取小股部队分散机动、

夜间隐蔽行军等方式实施机动增援，迫

使德军无法集中兵力组织大规模抗登

陆作战。

我专而敌分，敌必败之。未来作战，

要想在战场上形成对敌作战局部绝对优

势，应灵活运用兵力、火力和信息力滞

敌、困敌、弱敌、分敌、割敌、耗敌，使敌首

尾不衔接、前后不通联，进而将强敌分散

割裂，以减轻我正面突击部队作战压力，

为后续逐片、逐区、逐段对敌实施“小口

快吃”创造有利条件。

直接支援保驾护航。盟军采取空降

作战、火力支援等方式为登陆部队保驾

护 航 ，确 保 了 诺 曼 底 登 陆 战 役 顺 利 实

施。盟军动用驻欧洲全部空降部队，采

取伞降、滑翔机机降等方式，将 3.5 万余

兵力空降至德军战役纵深，达到了夺取

德军战役战术要点、破坏德军抗登陆作

战体系稳定性、阻止德军预备队快速增

援、配合主力全面登陆的预期目的。在

盟军登陆全程，盟国空军采取远距火力

摧毁、近距火力支援等战术手段，重点展

开登陆前的直前火力准备、掩护登陆部

队突击上陆、支援巩固和扩大登陆场作

战、配合地面转入全面进攻等作战行动，

为盟军顺利抢滩登陆、开辟战役登陆场

提供了有效支撑。

未来陆军作战，必定离不开联合作

战体系的支援和掩护，陆军指挥员应树

牢“融入联合、依靠联合、支撑联合”理

念 ，统 筹 谋 划 各 军 兵 种 力 量 的 融 合 运

用，实现作战力量的高效融合、作战平

台的实时联动、作战能力的叠加互补、

作战行动的跨域协同和作战效能的聚

优释放。

以 空 制 地 的 典 范 ——

诺曼底登陆战役中的空袭作战
■薛闫兴

红军抢渡乌江江界河战斗遗址。

赖传珠使用过的左轮手枪，现收藏于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

1944 年 2 月 20 日至 7 月 24 日，盟军

为保障诺曼底登陆战役的顺利实施，以

美 、英 为 主 的 盟 国 远 征 军 采 取 极 限 出

动、集中使用、重点突击等方式，对德国

工业体系、交通枢纽、通信设施和重兵

集 团 等 重 要 目 标 实 施 了 多 波 次 、高 频

率、大强度、大规模的空袭，以连续不断

的空中作战支援掩护地面登陆部队作

战。盟军的空袭作战，极大削弱了德国

战争潜力，沉重打击了德国军心士气，

大量消耗了德军作战主力，确保了盟军

诺曼底登陆战役的顺利实施。

诺曼底登陆战役中的美国空军轰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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