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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电影制片厂于 1956年摄制的
电影《上甘岭》，是新中国第一部抗美援
朝题材的经典影片。该片根据电影文
学剧本《二十四天》改编而来，取材于著
名的上甘岭战役，以日记体形式，从战
士的视角，讲述了某部 8连指战员坚守
上甘岭阵地、浴血奋战，最终取得胜利
的生动故事。60多年来，这部电影影响
和教育了几代中国人。

五圣山与上甘岭

上甘岭是五圣山南麓一个只有十
几户人家的小山村。五圣山位于“三八
线”以北 30公里处，南距金化 5公里，海
拔 1061.7米，是朝鲜半岛中部的绝对制
高点。五圣山与其东面的西方山一起，
构成志愿军半岛中部防御的重要战略
支撑。在五圣山南面山脚，有 5个比主
峰矮半截的高地，宛如张开的 5根“手
指”。之后敌我双方反复争夺的597.9高
地和 537.7高地，便是其中的“中指”和

“无名指”。
战斗打响后，志愿军将这两个高地

组成的阵地合称为上甘岭。上甘岭屏
护着五圣山主峰，若上甘岭有失，则五
圣山防守压力倍增。因此，在1952年10
月 14日至 11月 25日的 43天时间里，敌
我双方在这个仅能布下两个连兵力、面
积仅有3.7平方公里的地域内，展开激烈

争夺。敌先后共投入 6万余兵力、坦克
装甲车170余辆、飞机3000余架次，发射
炮弹 190余万发、投掷炸弹 5000余枚。
我军也先后投入 4万余兵力，发射炮弹
40余万发。

影片开始时，我军师长从防御态势
入手分析，向 8连连长张忠发明确了坚
守上甘岭与巩固五圣山的关系，并重点
阐明守住上甘岭与保全五圣山之间的
利害关系。这一情节，真实表现出我军
始终坚持军事民主的优良传统，也从另
一个角度说明我军是有严明纪律的先
进组织。

有着光荣传统的英雄连队

影片中 8连的原型——第 15军 45
师134团3营8连，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
的英雄连队。淮海战役中，他们是突破
双堆集大门大杨围子的纵队尖刀连。在
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中，该连在几十分
钟内接连攻下 7个山头，打退敌 4次反
扑。上甘岭战役中，8连指战员受命于
10月 18日夜投入战斗。在之前的 5天
里，由于敌火力封锁，增援高地的各连队
伤亡较大，往往一个连队仅有十几人能
进入阵地。危急时刻，8连成功地全建制
登上高地，除 5人伤亡，其余 140余人全
部进入预设阵地。《第十五军军史》评价
道：“这是19日大反击的胜利基础。”

在随后的战斗中，8连指战员立足
坑道、主动出击、坚持战斗，犹如两颗
钢钉牢牢固守在五圣山主峰前，极大
配合了主峰的防守。战役结束后，该
连被中央军委授予“上甘岭特功八连”
荣誉称号。

送进坑道的苹果

影片中，师长特意让师部炊事员老
王带给8连连长张忠发两个苹果。当老
王九死一生摸进坑道后，苹果先是被送
给重伤员吃，但重伤员们只是闻了闻，
又让给能够战斗的同志们吃。最后，这
两个苹果被切成薄片，分给每人一片。

战场上的真实情况是，面对志愿军
的坑道，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一
方面想尽办法破坏坑道，另一方面，发
挥其火力优势，切断五圣山到上甘岭间
的所有物资输送线路，试图令我各坑道
弹尽粮绝。

志愿军不惜伤亡地向坑道内补充给
养。一开始送去萝卜，但吃多易烧心，还
会出现腹泻。为此，后勤部门连夜从平
壤采购 4万公斤苹果。然而，由于敌炮
火严密封锁，大堆物资送不上去。最后
仅有一个苹果，因被火线运输员刘明生
在运送弹药时捡到而被带入坑道。整个
战役期间，前沿运输人员的伤亡达到
1716人，占伤亡总数的14.8%。

坚强的支部领导

影片中，为保存有生力量，8连全连
撤入坑道。面对战士们的不理解，留在
阵地上的 7连指导员建议“把党的支部
建立起来”。依托广大共产党员和共青
团员，稳定了战士们的思想，战斗情绪
也高涨起来。

现实中，在战斗到 10月 21日时，为
避开敌火力杀伤，8连仅剩的16人（含伤
员）再次退入坑道。此时，坑道内共有
来自 16个不同连队的 80多人（含伤员
55人）。当天夜里，134团 2营教导员李
安德带领从师警卫连和本团其他单位
抽调的近百人摸进坑道。按照上级指
示，以8连为主组建坑道党支部，形成战
斗核心，并明确坑道内所有人员一律编
入8连，统一进行指挥。

在随后的战斗中，坑道党支部带领
新组建的连队，克服武器不足、物资缺
乏等困难，坚守坑道。正是得益于坑道
党支部的建立，避免了建制混乱、指挥
失灵等问题的发生，成为取得坑道作战
胜利的关键。

上甘岭战役的胜利，巩固了我军在
半岛中部的防御体系，为最终促成停战
协定签订发挥了重要作用。影片《上甘
岭》浓缩再现了参战部队英勇杀敌的事
迹，今天看来依然感人至深。

《上甘岭》背后的上甘岭战役
■黄 岩

在很多以特种作战为题材的电影
中，可以看到特战队员搭乘运输机、潜
艇和直升机多种运输工具，以伞降、潜
水等方式进入任务区域完成任务。这
种机动模式，被称为机动接力。

所谓机动接力，简单来说，就是连
续利用车辆、舰艇、飞机等交通工具，
采取潜水、空降等方式将特战队员投
送至作战区域，整个机动过程犹如接
力跑。通常在长途机动或敌情复杂的
情况下采用，且需得到整个作战体系
的支撑。

特 战 队 员 具 备 三 栖 作 战 能 力 。
为躲避敌雷达侦察，或远距离快速隐
蔽进入任务区域，特战队员通常选择

“高跳低开”的伞降方式作为机动接力
的开端。不同于常规跳伞，“高跳低
开”的跳伞高度通常在 3000米以上，
特战队员除携带作战装备外，还需携
带应对高空低温、低压、低氧的生命
维持装备，如防寒服、氧气罐、面罩和
气压表等。

若着陆点在海上，特战队员需驾
驶提前预置的舟艇，或乘坐前来接应
的舟艇与潜艇、舰艇会合。这就涉及
操舟、海上定位和航路规划等技能。
与舰艇会合，涉及航行中的舰船攀爬、
小艇吊放等技能。与潜艇会合，特战
队员必须掌握水下进出潜艇、操作蛙
人运载器、水下精准导航定位、使用水
下枪械等技能，并能耐受水下高压、低
温和昏暗的环境。

到达陆地后，特战队员还要具备
驾驶、排除车辆一般故障、规划路线和
选择渗透点等能力，其他诸如射击、爆
破等作战技能更不用说。大多数国家
的军队都组建了能够在陆地作战的特
种部队，但具备高空伞降和水下作战
能力的不多。

部队具备全域投送能力。机动接
力具有投送手段多、投送地域广、投送
时效快的特点。从投送手段来看，涉
及航空、水上、水下和陆路 4种机动方
式。从投送地域来看，涉及海洋、丛
林、山岳、高原和城市等复杂地形。从
投送时效来看，突出全域高效机动，快
速到达。

战略空运是特战队员实施远距离
快速机动最灵活可靠的方式。大型运
输机可直接将特战队员从本土投送至
海外。然而，全球具备战略空运能力
的国家屈指可数。同时，将特战队员
精准空投至任务区域，还涉及飞行技
术、航路规划、气象和情报保障等。

再看水下投送。潜艇与其他运
载工具相比，隐蔽性更强，航程更远，
尤其是战略核潜艇。所以，利用潜艇
投送蛙人一直是各军事强国重视的
战术手段。考虑到潜艇安全，不能离
海岸线太近。太近或易搁浅，或暴露
作战企图。这就使蛙人潜行距离过
长，投放和回收难度增加。若只靠蛙
人自身携带的氧气罐和作战装备，机
动距离有限，而且无法应对水下昏暗

寒冷、乱石丛生的复杂环境。这就催
生出蛙人运载器和蛙人输送艇。蛙
人运载器只是简易动力辅助设备。
输送艇好比一个微型潜艇，安装有动
力、导航、通信和声呐系统，大大扩展
蛙人的活动范围。

部队具备密切协同能力。顺利将
特战队员投送至任务区域，离不开各
军兵种间的密切协同。因此，此类行
动通常建立层级较高的指挥部，统筹
安排所有参战兵力，制定协同方案，明
确情报、通信和气象等保障问题，规划
机动路线，挑选接应、渗透地点，明确
协同方式和备用方案。有了方案还要
看执行效果。如果其中一环出现差
错，一线指挥员能否有效处置特情贯
彻上级意图、及时与上级建立有效通
联汇报情况，指挥部能否迅速调整机
动方案统筹其他兵力，均关乎机动接
力的顺利进行。军兵种越多、运载工
具越多、机动距离越长、时间越紧、敌
情越复杂，协同的难度就越大，具体执
行过程就越容易出错。这对部队平时
的协同训练，指挥、通信、情报网络建
设等提出极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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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虎队”队员为何采用这种特别的
爬梯方法？这与梯具本身的特性有关。

军警用梯具大致分为软质梯和硬
质梯两种。软质梯主要有绳梯和钢索
软梯两类，可折叠。硬质梯主要由钢
材、合金、碳纤维、木材和竹子等硬质材
料制造，部分可伸缩。由于材质不同，
这两种梯具的攀爬方法也不同。

软质梯的上端，一般固定在直升
机、舰船或楼房上。梯具悬垂而下，下
端接触地面或悬空。如果软质梯下端
可接触地面，便固定在地面。如果地面
无固定点或条件不允许，可依靠1至2名
队员的身体重量进行稳定。软质梯下
端有受力点，攀爬难度就会降低。

软 质 梯 处 悬 空 状 态 或 单 兵 使 用
时，如果采取正面攀爬的常规方法，由

于下端无受力点，队员身体重心就会
成为梯具的一个支点，手抓梯具会使
其向队员身体靠近，脚蹬横杆会使梯
具远离队员身体，队员攀爬的这段软
质梯会形成一个斜面，这个斜面会随
队员的攀爬一直存在。队员为稳住身
体，手臂会一直处于屈臂锁臂状态，体
能消耗极大。

为解决这一问题，人们发明了两种
办法。第一种即为“飞虎队”队员使用
的方法。其仍属于正面攀爬，但一只脚
由梯具一侧绕过，以脚后跟踩踏横杆，
两只手臂也绕过梯具，双手反握横杆。
这种方法像“抱住”梯具那样，使其紧贴
队员身体。同时，由于梯具受到不同方
向的外力，合力会使其形成的斜面角度
变小，攀爬起来更省力。第二种是侧面

攀爬。双脚脚跟分别从梯具两侧踩踏
横杆，双手也分别从两侧抓握横杆或钢
索，使身体紧贴梯具侧面。由于软质梯
受到向下的合力，以及侧面弯曲的自由
度较小，侧向斜面角度也不大，也能节
省体力。

硬质梯多用于海上临检拿捕行动、
城市反恐行动。梯具顶端为弯曲钩状，
梯子背面有支撑杆，攀爬难度相对软质
梯来说较为简单。钩状前端和支撑杆
顶端通常会覆盖一层橡胶，防止挂梯或
队员攀爬时发出声响而暴露，还能增大
接触面摩擦力，防止梯子滑脱。同时，1
至2名队员可在硬质梯下端发挥稳定作
用。攀爬时，多采用同手同脚的方式，
而不是我们走路时左手右脚、右手左脚
的方式。

爬梯子的门道
军事行动中的梯具攀爬方法

■贾静茹

前不久，香港媒体拍摄了一
部 8集纪录片《守护香港的故
事》,介绍香港警务处下属各警
种的情况。“飞虎队”（即香港特
区政府警务处警察机动部队特
别 任 务 连 ，Special Duties
Unit，也被称为SDU）亦有出镜。

片中，“飞虎队”队员在攀
爬钢索梯时，采用一种特别的
方法。大多数人在攀爬钢索梯
这样的软质梯时，会像攀爬木
梯等硬质梯那样，双手双脚位
于梯具的一面，踩踏横杆向上
攀爬。“飞虎队”队员在攀爬钢
索梯时，手臂会绕过梯具，从另
一面抓住横杆向上攀爬。除双
手外，还有队员会将一只脚绕
过梯具踩踏横杆攀爬。

《《守护香港的故事守护香港的故事》》截图截图，，““飞虎队飞虎队””队员攀爬钢索梯队员攀爬钢索梯

经经4343天艰苦战斗天艰苦战斗，，我军最终取得上甘岭战役的胜利我军最终取得上甘岭战役的胜利 上甘岭战役中上甘岭战役中，，我军后勤人员付出巨大牺牲我军后勤人员付出巨大牺牲

中国古代墓葬中，经常会以兵器作
为 陪 葬 品 。 著 名 的“ 春 秋 越 王 勾 践
剑”就是典型例证。在对一系列古代墓
葬的考古发掘中，都有数量不一的兵器
出土。古人将兵器作为随葬品，有多方
面考虑。

兵器随葬现象最早出现于夏商周
时期。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此现象最
为常见且随葬兵器数量巨大。学者普
遍认为，墓葬中放置兵器，可能是为表
明墓主具有一定军事身份。春秋战国
时期，诸侯割据、战乱频仍，军功贵族阶
层崛起。至西汉时期，军功贵族始终在
统治集团内具有重要地位。因此，这一
时期，具有军事身份者普遍存在兵器随
葬现象，且墓主级别越高，随葬兵器种
类越多、数量越大。

秦汉时期，随着统一政权的建立，
社会逐渐稳定，中央政府开始加强对军
功贵族和地方豪强的控制，限制普通臣
民大规模拥有和买卖兵器。

秦始皇曾收缴各地兵器聚之咸阳，
“铸以为金人十二”。西汉也通过各种
方式削弱军功贵族，打击各地豪强。汉
景帝时期，丞相周亚夫之子就因私购五
百甲盾用于丧葬，被人诬陷告发，致使
周亚夫最终绝食而死。

这一时期，大规模兵器随葬现象逐
渐减少，兵器明器（指古代陪葬器物）化
现象逐渐增多。即以其他材料参照兵
器形制制造随葬兵器，其不具备杀伤
性，无法用于实战。

兵器明器化现象在先秦时期就已
出现，但从出土文物看，当时的“兵器明
器”尚较少。至汉代，这一现象已相当
普遍，尤其在高等级墓葬如帝陵和列侯
墓中，陶俑随身所佩兵器均为明器。

除象征墓主人军事身份外，西周
至秦汉时期的“厚葬”思想也是这一时

期大量兵器随葬的重要原因。当时的
人们希望在死后仍能享受生前的生
活，因而将生前所用之物大量随葬。
著名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正体现了这一
思想。然而，随着“薄葬”思想逐渐占
据主导地位，兵器随葬现象在汉代以
后逐渐减少。

囿于当时的社会发展程度，古人以
兵器随葬，也是希望兵器能够起到护卫
墓主的作用。这明显体现在兵器的摆
放位置上。通过研究在陕西地区出土
的汉墓可知，除弩机，随葬兵器大多置
于棺内。刀大多置于人体上肢骨右侧，
剑多置于左侧，符合当时人的佩戴习
惯，即“剑之在左，青龙之象也；刀之在
右，白虎之象也”。其他兵器放置于墓
主四周。

各种礼制需要也是古人以兵器随
葬的重要原因。西周时期，周公“制礼
作乐”。西汉初期，叔孙通制定礼仪制
度。汉武帝时期强调礼制的儒家获得
独尊地位。此后，儒家礼制在中国古代
占据重要地位。兵器在礼仪中能发挥
独特作用，如持戟礼、护卫礼和迎迓（即
迎接）礼。墓主以兵器随葬，是希望兵
器能继续发挥礼仪作用。

除护卫和礼仪作用外，墓主将兵器
随葬的又一重要考虑是辟邪，这在魏晋
南北朝时期尤为常见。这一时期，战乱
频仍、疫病横行，加之佛教、道教和谶纬
之学兴起，古人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找
到安宁，因而转向宗教和神秘世界。这
使带有玄幻色彩的文化兴盛一时。迎
神、辟邪、驱鬼等成为时人津津乐道的
话题，也影响了墓葬形式。

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弩机具有驱
邪压胜之功效。弩机随葬最早出现于
战国时期，但至西汉晚期这一现象仍
不常见。东汉、魏晋时期弩机随葬数量
的明显增加，恰与谶纬、玄幻之学的兴
盛时间高度重合。就具体摆放位置而
言，弩机有时置于棺外随葬。若置于棺
内，多位于棺内四角或头部、身体两侧，
以四角各置一弩机最为常见。

（作者单位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
系学院）

古人为何常以兵器随葬
■袁琮蕊

““春秋越王勾践剑春秋越王勾践剑””，，出土时置于出土时置于
墓主人身体左侧墓主人身体左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