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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爪”攻城

亚历山大大帝率领他的马其顿
军队曾横扫欧亚大陆，建立一个庞大
的帝国。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征伐中，
攻城是一种常见的作战形式。亚历
山大手下的工程师迪阿迭斯发明设
计了一种安装在高大垂直支架上的
巨钩或称“巨爪”，用来攻城，这种“巨
爪”可以钩住敌人城墙上的石块并将
其拉倒。

迪阿迭斯还发明了一种“起吊
器”，该装置是在一根竖杆顶部安装一
根横杆，横杆一端挂有可以容纳士兵
的篮筐或箱子。攻城时，己方通过连
接在横杆另一端的绳索控制容纳士兵
的篮筐的升降，将一小队士兵送到敌
方城墙之上攻击守军。

举足轻重

新莽末至东汉时期的名将窦融，
曾在河西（今甘肃酒泉、张掖、武威等
地）担任要职。王莽篡夺西汉政权时，
他担任波水将军，统率重兵。王莽死
后，他归顺更始帝，在更始帝兵败后，
便联合酒泉、敦煌等 5个郡在河西形成
割据势力，自任五郡大将军。窦融施
政宽和，境内官民相安，粮食充足，一
时间，河西五郡兵强马壮，天下闻名。

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窦
融很想归顺光武帝，做个青史留名的
汉室忠臣，于是派人向光武帝上书并
献礼。刘秀十分高兴，当下就封他为
凉州牧，赏赐黄金二百斤，并给窦融
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刘秀除褒扬窦
融治理河西五郡的功劳外，还特意指
出，益州的公孙述和天水的隗嚣，他
们都有称王称霸的野心，因此窦融的
地位非常重要，对统一全国起着关键
作用，他要举足移动一步，就会影响
两边的轻重。

这就是“举足轻重”这一成语的
由来。

（赵艳斌 慕佩洲）

1939年11月7日，八路军在河北涞

源黄土岭地区集中优势兵力，伏击前来

“扫荡”的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取得重

大战果，毙伤日军900多人、击毙敌旅团

长阿部规秀，沉重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

极大提振中国军民的抗日信心。

抓住骄兵易怒的薄弱点。黄土岭战斗

的结局，是日军将领阿部规秀骄傲自大与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前线指挥员杨成武沉着

冷静指挥博弈的结果。《孙子兵法》有云，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

战”。阿部规秀过于自大，犯了兵家大忌。

此人毕业于日军陆军士官学校，接受过德

军正规山地战培训，在日军中有“名将之

花”之称，还曾参与策划“二·二六兵变”，凭

借军国主义言论被军部高层赏识，一路青

云直上。在黄土岭战斗前1个月，阿部规秀

刚从少将提升为中将。在出兵进攻八路军

前1天，阿部规秀还接到日本天皇的“圣

旨”，准备回国调任天皇侍从武官。从某种

程度上讲，这次出战相当于阿部规秀回国

前的“镀金之战”，他需要一场胜利给自己

增光添彩。

相比之下，我军指挥员杨成武要比

对手冷静得多。面对日军来势汹汹的

进攻，他仔细分析三路日军的来袭路

线，确认打击东路的日军独立混成第2

旅团最为有利：一是从涞源到银坊全是

深山大谷，只有一条山路可走，这条路

两边多是大山乱石，是进行伏击的理想

地域；二是东路与另外两路敌人之间有

大山相隔，难以支援；三是晋察冀第1军

分区部队大部都在附近，便于机动。杨

成武亲自绕道银坊、雁宿崖、白石口、插

箭岭、黄土岭，详细察看各处地形，为准

确部署伏兵充分准备。在与阿部规秀

过招前，杨成武指挥部队依托有利山地

地形，在雁宿崖伏击日军先头部队500

人。这一记当头棒喝使阿部规秀恼羞

成怒，指挥判断完全被报复心理所驱

使，竟沿着先头部队被歼路线继续南

犯，妄图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杨成武

则根据阿部规秀既狡猾又急于报复的

心理，制定以小股部队吸引日军，诱敌

入黄土岭伏击圈后一举歼灭的战术。

可见，在战斗开始前，双方指挥员的决

策指挥就已高下立判。

体现游击伏击的灵活性。黄土岭之

战是我军敌后游击战和山地伏击战的一

次协同配合使用，把游击作战的灵活性

和伏击作战的策略性有机结合起来，凝

聚形成我军集中兵力作战的局部优势。

在吸引阿部规秀上钩的过程中，晋察冀

军区第1军分区3支队队长曾雍雅率游

击队出色地完成诱敌任务，他们动作飘

忽、行踪不定，忽而堵击，忽而后撤，既巧

妙地缠住敌人，又不硬拼硬抗。敌人时

而被折腾得昼夜不宁，时而又被我军伪

装的节节败退诱得骄横无比，欲战不能、

欲罢不能，只能继续向前。

在我军诱敌深入的疑兵吸引下，阿

部规秀和麾下1000多名日军追赶至河

北涞源、易县交界处的黄土岭，这里有一

条2.5公里长的长形袋状山谷。日军在

《关于陆军中将阿部规秀战死的报告》中

指出，“附近一带的地形属于稀有的险峻

山岳地带，岩石突起，几乎没有人工修建

的道路，陡坡遍地，令人心惊肉跳，多数

地方除骡马外难以通行”，日军只能徒步

跋涉。在如此险恶的地势面前，阿部规

秀也担心遭遇我军伏击，遂于7日清晨

冒雨向上庄子、寨头方向侦察前进，试图

绕道返回涞源。然而，在日军行进路线

的两侧高地上，我晋察冀第1军分区和

第3军分区等6个团、1个炮兵营早已埋

伏多时。当天 15时，日军进入我包围

圈，我晋察冀军分区1团和25团第1营

迎头杀出，3团和第3军分区第2团分别

由西、南、北三面进行包围，迅速完成对

敌合围，把日军压缩在上庄子附近约2

公里长、百余米宽的山谷里，不论阿部规

秀如何骄横、独立混成第2旅团如何训

练有素，也是插翅难逃。

打出威震敌胆的震慑力。在当时日

军节节进犯、国土大片沦陷的不利形势

下，黄土岭之战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和

血性，大涨中国抗日军民的士气。战斗

打响后，在八路军居高临下的火力打击

下，日军主力聚集在黄土岭东部教场村

附近山谷河滩上，匆忙组织兵力抢占白

石山及教场南面山脚一线狭窄山梁，敌

我双方展开激烈山地争夺战。我晋察冀

第1军分区1团团长陈正湘在望远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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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挎战刀的日军军官进进出出。陈正湘

判断独立小院是敌指挥所，南面小山包

是敌观察所，遂下令炮兵进入阵地实施

打击。我炮兵4枚迫击炮弹准确命中目

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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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目睹阿部规秀之死的日军混成

旅团石川大佐回忆：“敌我激战，反复争

夺各制高点，亦有陷入短兵相接之处。

旅团长在一家内院准备下达命令时，迫

击炮弹飞来爆炸，旅团长瞬即倒毙。”失

去指挥官的日军士气低沉，被我军歼灭

大半，在强援下狼狈逃走。

黄土岭伏击战在心理上对日军构成

沉重打击，尤其是阿部规秀之死引发日

军一片哀嚎。日本东京《朝日新闻》专门

开辟专栏，哀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

上”，称“自从皇军成立以来，中将级将官

战死在作战第一线，是没有先例的”。黄

土岭战斗后，日军涞源警备司令小柴俊

男给杨成武写信，称“阁下之部队武运亨

通，常胜不败”，为的是打听黄土岭、雁宿

崖之战中被俘日军的近况，并希望取回

战死日军骨灰。曾经不可一世的侵略军

在遭受我军痛击后，不得不向英勇的抗

日军民低头。杨成武将军在回忆录中

讲道：“法西斯匪徒的嘤嘤哀鸣之声，当

然丝毫牵动不起我们的怜悯之情。我们

以更积极的战斗行动打击日寇，太行山

上燃起了更加炽烈的民族解放战争的烽

火。让万恶的日寇永远在英雄的太行山

面前发抖吧！”

（作者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碾子

山区人武部政委）

军政军令分离

日本在 1868 年明治维新后开始建
立现代意义的陆海军，参谋体系一直采
取陆海军二元体系。

1871 年 7月，日本兵部省设立陆军
参谋局。1872 年 2月，兵部省拆分为海
军省和陆军省，陆军参谋局改为陆军省
参谋局，1878 年 12月改称参谋本部，从
陆军省中独立出来，而参谋本部即为日
本军队最早的参谋机关。参谋本部在
1886 年至 1888 年间统管日本帝国陆军
和海军军令，内部分设海军部和陆军部，
分别掌管海军和陆军的军令。

1888年，海军部和陆军部分别改称
海军参谋本部和陆军参谋本部。1893
年，海军参谋本部改为“海军军令部”。
1903 年 12 月，修改后的战时大本营条
例规定，战时，日本陆海军的军令部门
保持对等地位。自此日本军队的军令
和军政彻底分开。

简单说，日本军队军令系统为陆军
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军政系统为陆
军省和海军省。军令系统直接向天皇负
责而不受内阁制约，军政系统是政府行
政机关，行政上听命于内阁首相。

1889 年 2 月 11 日，日本政府颁布

《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天皇“总揽统治
权”，集行政、立法、司法、军事诸权于一
身，君权高于议会权力，其军队统帅权独
立于内阁之外，议会和内阁无权过问。
在军事上，宪法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
并赋予军令长官帷幄上奏权。”即凡有关
军令事项，军令机构可以不经过内阁直
接上奏天皇，由天皇裁决。

这就是所谓的“统帅独立原则”，即
军队的军令系统负责军队的作战计划、
训练方案、军事装备、组织机构等主要军
队事务，军令机构作为参谋机构直接向
天皇负责、汇报工作并执行天皇下达的
命令，不受政府部门管理，军队的最高决
策权掌握在天皇手中。军队的日常管
理、执行训练任务、装备保养由隶属于内
阁的陆军省和海军省负责。

参谋体系效仿德国

日本军队极其注意吸收国外最先进
的军事经验。普法战争后，日本军队开
始全面学习德国的军事科技技术，特别
是总参谋部的建设工作。 1884 年至
1888年期间，日本政府邀请数名德国总
参谋部军官赴日，充分学习吸收德国总
参谋部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日本建立了
自己的参谋体系。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设总务部负责行
政事务，另设有 4个部负责不同的具体
工作。第一部负责编制战略和战区作战
计划，武器装备的运用，战场监督，编制
动员计划；第二部负责俄国、西欧、中国
等国的情报、地图和相关军事内容的收
集；第三部负责军队军事交通运输及通
信；第四部负责战史和战略战术教学。
陆军参谋本部建立后还组建陆军大学
（高级军官学校）、陆军中野学校（情报学
校）、陆地测量部、陆军气象部等负责人
才培养、情报支援等工作的机构。参谋
部人员在日本军队中地位很高，其所属
参谋人员制服上佩戴特别的标志，与其
他部队人员区分开来。日本海军的参谋
机构——海军军令部也下设 4个部门，
分别负责作战指挥和教育、演习，军备和
动员，情报，通信等职责。

日军陆军参谋本部直属的教育机
构——陆军大学则担负为日本陆军参
谋本部培养参谋人才的任务。日本陆
军大学条例中明确说明，从志愿入学的
步兵、骑兵、炮兵、工兵等兵种军官中选
拔优秀学生进行培养，毕业后担任参谋
职务。可见，创办日本陆军大学的目的
之一就是培养参谋。因此要想成为一
名陆军参谋，到陆军大学读书几乎是唯
一选择，而陆军大学的毕业生也因此一

毕业就成为前途无量的“天之骄子”。
不过，陆军大学在为日本培养一大批现
代化职业军人的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
有军国主义思想的军人，第二次世界大
战多名甲级战犯都毕业于陆军大学。

日本陆军大学曾经也接收过中国
留学生，如黄慕松、陈仪、杨杰、刘斐、吴
石等民国时期的军政要员都曾在该校
留学。

陆海军分歧严重

虽然日本重视参谋机关的建设，但
日本的陆海军二元体制使战时陆军和海
军难以协调行动。

日本曾颁布多项法令，对陆海军军
令机构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相互
关系和地位进行了多次调整，确定了陆
海军军令部门的对等地位。但日本陆
军和海军自明治时代便积怨甚深，“二·
二六”事件后，双方更是发展到“只要是
对方支持的就反对，只要是对方喜欢的
就讨厌，只要是对方采用的就不要”的
地步。二战时，发动非正义战争的日
本，其陆军和海军几乎拒绝进行任何实
际的合作，这也进一步加速日本走向战
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
也在战后被废除。

旧日本陆军参谋本部

1916年 11月 8日，蔡锷将军病逝
于日本。蔡锷将军一生不仅先后领
导参加辛亥革命、护国军起义，还留
下重要的军事著作，如撰写的《军国
民篇》，辑录的《曾胡治兵语录》。
《军国民篇》主要介绍西方的军

国民主义。军国民主义产生于 19世
纪后期的德国，最初是一种体育思
想，主张把军事训练运用到学校体育
教学中，把学生直接练成士兵。军国
民主义先由德国传入日本，再由蔡锷
和蒋百里等人介绍到中国。
《军国民篇》分析了中国近半个

世纪以来屡挫于列强的败因，认为是
国人精神气质的问题，从教育、思想、
文学、风俗、体质、武器、音乐、国势等
8个方面进行剖析。对于甲午战争中
国败于日本，蔡锷认为，症结在于中
国人的文化传统和精神气质驯顺退
让，不善为战。而当此弱肉强食的世
界，不好战至少也须有足够的实力方
能自立自足，安处一方。所以，中国
人首先必须在精神上抖擞、强健起
来，铸造一种能够适应时代潮流的、
全新的民族精神。
《军国民篇》写成约 10 年后，蔡

锷奉调云南，出任新建陆军第十九镇
三十七协协统。抵滇后不久，蔡锷就
完成自己第二部也是最为重要的军
事著作《曾胡治兵语录》。
《曾胡治兵语录》共 12 章，其中

3/4 的内容论及军队建设。在“将
材”一章，蔡锷写道：“为将之道，以
良心血性为前提。”在这一章的按语
中，蔡锷 3次提到“良心血性”，将之
视为为将者的核心意念和起码准
则。这也是提振民族精神的最朴质
最有力的一对元素——良心意味着
责任感，血性意味着勇气。在那个
中国积贫积弱、战乱纷扰的年代，蔡
锷强调良心血性，切近人心人性，实
实在在，因而也更有感召力，更易鼓
舞士气，激发斗志。

蔡锷还认为，法是用以维持军纪
的，而要做到官兵同心，还须讲仁
爱。蔡锷讲仁爱，实际上是培养将官
的一种德行。“古今名将用兵，莫不以
安民爱民为本。盖用兵原为安民，若
扰之害之，是悖用兵之本旨也”。一
个心怀仁德的将军不只爱兵，也会爱
民，而这是更重要的。

在书中，蔡锷还指出以中国当时
的战备力量，还不具备与敌国对攻的
实力，一旦有敌来犯，与其苦苦硬撑，
不如诱敌深入，利用本国开阔的地形
拉长其战线，在持久战和消耗战中伺
机歼灭敌人。蔡锷提到的应对战术
为“波亚战术”（Boer，荷兰语，指“农
民”，后译为布尔人）。19世纪末，英
国垂涎于南非丰富的矿藏，与当地荷
兰后裔布尔人之间爆发“英布战
争”。战争后期，布尔人渐渐不支，退
出中心城市后分散展开游击战。他
们切断铁路交通，抢掠英军给养，并
寻机歼灭小股敌军，一度令英军大感
头痛。蔡锷说，敌人如果打来，我们
就不妨用“波亚战术”与之周旋。后
来，毛泽东在对付国民党“围剿”和日
军入侵时，即借鉴采用此种战术。

近代兵书中，蔡锷编撰的《曾胡
治兵语录》影响是相当大的。该书
1917 年由上海振武书局刊行；1924
年蒋介石将它作为黄埔军校的必修
教材；1943年八路军《军政杂志》出版
《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1945
年八路军山东军区重印再版。

日军将领阿部规秀命丧黄土岭，八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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