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兵铲也称工兵锹，是步兵的标准

装备之一，自 19 世纪问世以来，因其结

构简单、便携耐用、攻防兼备等特点，深

受各国官兵喜爱。目前，工兵铲除了拥

有传统的土木作业、格斗等作用外，还

具备剪铁丝网、登山锥等功能。

工兵铲的发明要归功于丹麦军官

马德斯·利纳曼。1869 年，他设计并获

得了工兵铲发明专利。1871 年开始，他

在奥地利组织生产工兵铲，很快便获得

了沙俄一笔巨额订单。当时，沙俄军队

工兵装备的是一种大工兵铲，长达 110

厘米，士兵使用时必须站直。在战场环

境下，这非常危险，而且使用起来多有

不便。沙俄军方高层对利纳曼的这一

发明评价甚高 ，急于大量采购装备部

队。此后，利纳曼的工兵铲逐渐取代了

沙俄军队笨重的大工兵铲。这一时期，

其他国家的军队以利纳曼的发明创造

为基础，对工兵铲做了少量改动，不久

后便研制出新式工兵铲。

随着枪炮技术的进步，19 世纪中期

以后，战场火力大大增强，士兵们必须构

筑战壕自我保护，便于土工作业的工兵

铲由此真正登上战场。在工兵铲利用方

面，德国走在世界前列。第一次世界大

战时期，德国的工兵铲为方头形，前端尖

锐，铲体两侧有较宽的刃口，可以减少阻

力，近身使用时杀伤力较大。为防止工

兵铲造成误伤，德国工兵铲还配有专门

的铲套，士兵可以用束条将装入铲套中

的工兵铲挂在身上。一战后，德国将工

兵铲格斗技巧编入军事教材，并在部队

中推广训练。二战时，德国对工兵铲做

了改良，推出圆头铲和可折叠铲。同期

的美式工兵铲也为圆头，其铲头较宽、弧

度较大，铲柄末端为 T 字形结构，更方便

抓握，但作为武器使用则不太方便。

苏 俄 内 战 和 苏 联 卫 国 战 争 期 间 ，

MPL-50 工兵铲作为一种便携式工事

挖掘器材，成为工农红军和苏军士兵的

最佳伙伴。它全长 50 厘米，铲头长 18

厘 米 ，宽 15 厘 米 ，重 约 800 克 ，既 可 防

身，又可作为武器杀伤敌人。德国人也

装备过与苏军工兵铲相类似的装备，但

效果一般，因为他们并不擅长在战斗中

使用这种挖掘工事用的工具。而训练

有素的苏军士兵用 50 厘米长的工兵铲

可以伏卧作业 ，在不暴露自己的前提

下，只用 10 分钟即可挖好掩体。在激

烈的近战中，工兵铲由于尖端锋利，杀

伤力颇大，其效果甚至不逊于苏军经常

在肉搏战中使用的斧头。

在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影视剧中，

每到弹尽粮绝或者迫不得已只能近身

肉搏时，经常可以看到苏军官兵用工兵

铲劈杀敌人。1938 年 ，苏联设计师米

哈伊尔·季亚科诺夫别出心裁地依托工

兵铲，以锹把为炮管，以铲头为座钣，研

制出一款迫击炮并列装苏军部队。该

炮 口 径 37 毫 米 ，可 发 射 500 克 重 的 炮

弹，射程 250 米，在空降兵部队中尤其

受到欢迎。不过，因为威力小、射程低，

该款迫击炮最终于 1942 年退役。

工 兵 铲 诞 生 后 ，制 造 材 质 几 经 改

革，外形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其最大的

结构性改变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后的上世纪 50 年代。这时的工兵铲

铲头呈五边形，用起来更加轻便，士兵

在战斗期间开展挖掘作业也更加简单。

2018 年，俄军在经过长达两年的部

队试验之后，接收了运用最新科技制造

的折叠式工兵铲：其结构在一系列改进

后更加紧凑，铲柄由高强度聚合材料制

成，重量更轻。士兵配备该装具后，不

仅获得了工事挖掘工具，还相当于装备

了一把铲子、一柄斧头、一把锯子，堪称

埋雷挖障的利器。

随 着 现 代 科 技 的 发 展 ，工 兵 铲 制

作工艺先进、花样百出、功能多样，集

多种工具性能于一身。在一个心灵手

巧的士兵手中 ，工兵铲几乎可以变成

任何一种需要的工具 ：它可以砍伐小

树、劈柴火，制作帐篷桩，把帐篷桩钉

进地下搭建帐篷；如需涉渡江河，它可

以成为实用有效的划船工具 ；若工兵

铲出厂时锋利度不够 ，可以把它的一

个边缘磨得足够尖锐 ，使之成为匕首

等冷兵器；对司机来说，如果需要在软

土地上更换轮胎 ，可以把千斤顶支在

工兵铲上面形成一个硬支撑 ，然后安

心完成更换作业……更加先进的工兵

铲甚至囊括了锹、镐、镘、虎钳、剪刀、

锯、拖钩、飞锚、开桶器、起钉器、开瓶

器、抠断器、测量尺、管夹、锤子、紧固

器、撬断器等功能，可以说是步兵手中

一件“神器”。

趣话工趣话工兵铲兵铲
■■李子实李子实

4 2022年 1月 6日 星期四 战 史责任编辑 / 王 钰 陶春晓 Tel：010-66720063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发行电话：（010）66720745 每周一、二、三、四、五出版 本期售价：0.57元 月订价：12.5元 年订价：150元 本报北京印点：解放军报社印刷厂

史说新语史说新语

链接历史链接历史

明清兵学明清兵学

《阵纪》是明代军事家何良臣撰写

的 一 部 兵 书 ，重 点 探 讨 战 阵 之 间 的 纪

律 ，治 军 思 想 是 该 书 的 重 点 。 治 军 之

前，首先要选拔兵员、定岗定编，该书在

这方面进行了颇具见地的探讨。

贵精、贵诚和重胆

何良臣主张，要想打造纪律严明的

军队，首先要在选拔士卒上下功夫，这

便是“募选”。在《募选》篇中，何良臣专

门讨论了士卒的招募和选拔。他指出：

“募非握机，无以合众；众非精选，

无以得用。”

意思是说，募兵时要广泛动员，不

妨多征召一些，但在真正选兵时一定要

遵循精兵原则：

“故募贵多，选贵少。多则可致贤

愚，少则乃有精锐。”

对于选人标准，何良臣认为应以胆

气为重：

“最喜诚实，独忌游闲，不在武技勇

伟，而在胆气精神。”

他主张应优先挑选那些诚实可靠

之人，注重胆气精神。这些诚实之人，

多在乡村和田间，故而要到耕种的农民

中挑选。

在 选 拔 士 卒 时 十 分 看 重 诚 实 、精

神 和 胆 气 ，这 一 观 点 与 戚 继 光 非 常 相

似，但视角有所不同。戚继光提出“有

胆”的益处，何良臣则强调了“无胆”的

弊端：

“大率其选务精，而其用在胆。伶

俐而无胆者，临敌必自利；有艺而无胆

者，临敌忘其技；伟大而无胆者，临敌必

累坠；有力而无胆者，临敌心先怯。俱

败之道也。”

其次则是考察是否“膂力便捷”，看

看这些选拔对象是不是强壮有力，是否

身 手 矫 捷 。 征 募 范 围 首 选“ 二 十 岁 以

上，四十岁以下”，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

身体素质较好，战斗力更强。

尤重作战技能

何良臣反对在选人过程中采取过

于绝对化的措施。比如四十岁以上者，

虽然胆气和精力日渐衰惫、不堪劳苦，

但其中也有“武技兼人，手足利捷，曾经

战斗，惯识夷情”的老兵。对于他们，何

良臣主张用人之长，比如让其充当“司

教、司战”。还有一些老者，“乖觉晓事，

诚慎细密，备谙山川进退险易”，则可以

令其充当哨探和巡察。

在选人方法方面，何良臣反对简单

地以蛮力大小作为选人标准。他指出：

“徒试其力，而不观其精神，是粗砺

钝汉耳。”

能举铁石器固然不错，但更要观察

其是否耳目伶俐、手足便捷。那些年齿

适当、膂力过人、耳聪目明、手足伶俐、

胆艺过人者方为上选。在这些人中，又

可挑选出身躯伟岸、胆气和武技超出常

人的，让他们充当头领。

戚继光也非常重视选兵，对选兵的

基本原则和方法等多有论述。他非常

重视选用“乡野老实之人”。何良臣对

戚继光的这一思想有所继承，但对“乡

野之人”有不同理解。他认为“乡野之

人”之所以是合适人选，是因为他们“惧

官畏法，诚信易于孚感”，即他们会因为

畏惧法律而知道感恩，更易于管理。

选拔精锐之士，当然是所有部队的

目标，但理想和现实之间往往存在着差

距。何良臣虽以上述选人标准为“承平

选士不易之规”，但也看到这种标准在

执行时的困难。若遇到紧急情况，身处

乱离之世，那就只能“驱老幼，用乌合，

集市人”。但这样的乌合之众很难克敌

制胜。若兵员条件实在难以达到标准，

那只能以其他方式激发队伍士气，如以

《孙子兵法·九地篇》中所说的“陷之死

地”等方法，增强他们的战斗力。

注重“束伍”之法

善于治军的将帅，对于编列队伍也

有自己独特的方式。何良臣指出：

“ 惟 束 伍 以 致 其 节 ，因 力 以 授 其

器 ，信 必 以 服 其 心 ，分 门 以 教 其 技 ，此

四 语 无 分 有 急 、承 平 ，但 欲 用 兵 ，便 不

可缺其一。”

由此可见，能否做好“束伍”，关系

重大。

何良臣首先指出了“束伍”的总原

则：“疾而条理，严而简便。”当时“束伍”

的大致过程为兵士募齐之后，通过过堂

点名的方式，选定就编队伍。每队都认

真登记士卒籍甲、年貌、疤记、尺寸、斤

力、住居、习艺等，次日令其各领腰牌、

衣甲、旗帜和器械。此后严格控制其出

入营门，不允许士卒随意外出，也不许

他们与隔壁营寨私自交往。伍列一旦

编定，相应的禁令便随之颁行。伍长必

须熟悉属内五人的性情和声音，队长也

必须了解队内各人的胆力和强弱。不

仅如此，自偏裨将至于伍队长，由上而

下必须签订条文，规定不许有懒惰、怯

弱、嫖赌、为非、逃脱、顶替等现象发生，

一旦发生则与之同罪。如果犯禁违令，

则处以重刑，更会通过连坐之法，使其

心存畏惧。

至于编列队伍的方法，何良臣推崇

《周礼》等旧制，依据“伍编而分列”。他

的主张在周制的基础上也有所变化。周

制一般以五人为伍，二十五人为两，四两

为卒，五卒为旅，二千五百人为师，一万

二千五百人为一军。从“两”到“卒”，打

破了“五”的固定建制。何良臣的编列方

法则始终以“五”为基本建制数：

“五人为伍，五伍为队，五队一百二

十五人为哨，五哨六百二十五人为总，

五总三千一百二十五人为营，五营一万

五千六百二十五人为镇。”

编列完成之后，便是“授器”，即分

配武器装备。何良臣认为，“授器”应遵

循短长兵器的运用特点和使用技巧，做

到因人而异：力气稍大且有胆气者，可

以教其操练长牌；壮健且进退持重者，

则可习狼筅；年少利便、手足轻捷者习

藤牌；壮年有杀气且有战斗精神的，可

以习长枪；骁勇活泼、运转飞腾自如的，

则可习短器；至于身材相对矮小但坚健

伶俐者，可教习鸟铳药弩；那些老实本

分，能够负重的，可以充当火兵……总

之，应按照士卒的各自特点发放兵器，

保证长短兵器的战斗性能得到最大程

度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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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情施策，四易方案。1948 年 5 月

上旬，国民党军为摆脱被动局面，在中

原战场集中优势兵力，企图寻机与中原

野战军或华东野战军主力决战。根据

中共中央关于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

区大量歼敌的作战方针，5 月 18 日，华

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

令员粟裕提出了“南渡黄河肃清肥城、

长清之国民党守军，聚歼东援之敌整编

第 5 军”的作战方案；鉴于 5 月 20 日国民

党整编第 5 军主力已向南移动的实际，

粟裕立即将作战方案改变为“南渡寻歼

整编第 5 军”。

根据 5 月 21 日中共中央关于集中

兵力全力歼灭敌整编第 5 军的要求，陈

毅、粟裕作出“先引敌南下，开辟鲁西南

战场，尔后诱敌回头北上，尾追北进，夹

击整编第 5 军”的作战部署（也称南下

作战方案）。

由于我军兵力分散，而敌军兵力密

集，不易分割，南下作战方案的不确定

性较高。根据中共中央 6 月 3 日“坚忍

沉着，随时保持主动”的指示，华东野战

军主要指挥员协商提出了“进迫商丘、

包围开封、求歼援敌”等作战方案。

随后由于邱清泉兵团调整部署，采

取守势，我军不宜调动，粟裕只能命令

部队待机。直至 6 月 14 日，由于战场态

势有利于我 ，华东野战军紧急启动了

“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应变预案。

出敌不意，攻其必救。开封是当时

国民党政权在河南的省会，是中原的战

略重镇。华东野战军针对“开封守军兵

力薄弱、敌增援兵力距离尚远、敌对我

战役企图误判”等有利条件，决定先打

开封，调敌增援，夺取战场主动权，打乱

国民党军既定部署，为运动中歼敌创造

战机。

6 月 17 日晨，华东野战军第 3、第 8

纵队突然兵临开封城下，出敌不意对开

封城四关（西关、南关、宋关、曹关）发起

强大攻势，激战至 18 日黄昏，歼灭一部

守关之敌，大部守敌仓皇放火烧关，退

守城内。6 月 19 日上午，第 3、第 8 纵队

一举突破了开封城垣全部主阵地，后续

部队乘胜突入，采取多路穿插、逐步夺

取等方式与守敌展开了激烈巷战，至 22

日晨，攻城部队夺取开封。

与此同时，国民党各路援军紧急驰

援开封，西援的邱清泉兵团遭到华东野

战军第 1、第 4、第 6 纵队、两广纵队和中

原野战军第 11 纵队的迎头痛击；东援

的孙元良兵团在飞机和坦克的强力支

援下，经多次猛烈进攻均未突破中原野

战军第 9 纵队以及豫皖苏军区部队的

阻击阵地；中原野战军第 1、第 3 纵队和

华东野战军第 10 纵队在上蔡地区有效

阻击并重创了北援的胡琏兵团。

开封战役歼灭守城国民党军 3.8 万

余人，阻歼各路援敌 4 万余人，打乱了

国民党军的作战部署，积极调动和引诱

国民党各路援军顺着我军的作战节奏

展开行动。

诱敌追击，创造战机。 6 月 24 日，

蒋介石为挽回败局，急令邱清泉兵团和

第 4“绥靖区”刘汝明部继续向开封攻击

前进，又命区寿年率整编第 75、72 师和

新编第 21 旅由民权经睢县、杞县迂回

开封，企图在开封地区与我军决战。

邱清泉兵团、区寿年兵团兵分两路

增援开封，正好中了我军“动敌”之计，

根据中共中央“围歼区寿年兵团”的指

示要求，粟裕定下了“诱敌拉开距离，分

割两路援军，创造歼敌时机，全歼援敌

于 睢 杞 地 区 ”的 作 战 决 心 。 6 月 26 日

晨，粟裕命令第 3、第 8 纵队主动撤离开

封向通许方向转移，第 3、第 8 纵队的故

意暴露，诱使骄狂的邱清泉兵团西进开

封后一路向西急进猛追，也使向西南迂

回前进的区寿年兵团举棋不定、踌躇不

前，两部援敌之间一下子就拉开了 40

公里的间隙。

运动聚歼，从容撤离。为 抓 住 有

利战机，6 月 27 日晚，粟裕率领华东野

战军主力插入邱清泉兵团、区寿年兵

团之间，以第 1、第 4、第 6 纵队和中原

野战军第 11 纵队编成突击集团，乘敌

犹豫徘徊、立足未稳之际，对区寿年兵

团实施猛烈攻击。与此同时 ，担负西

线 阻 援 任 务 的 第 3、第 8、第 10 纵 队 和

两广纵队，阻断了邱清泉、区寿年 2 个

兵团的联系。经过 2 昼夜的激战，突击

集团全歼敌整编第 75 师第 6 旅及新编

第 21 旅。

为解区寿年被困之围，蒋介石亲临

杞县上空督战，急调黄百韬兵团由东向

西增援，并以“杀头”威逼邱清泉兵团由

西向东猛攻。面对战场态势的重大变

化，粟裕立即调整部署，增强阻击兵力，

要求加速攻歼被围之敌。7 月 1 日夜，

突击集团对被围之敌发起总攻，主攻方

向直指区寿年兵团部，战至 7 月 2 日凌

晨 5 时，突击集团活捉敌兵团司令官区

寿年、参谋长林曦、整编第 75 师师长沈

澄年，基本全歼了区寿年兵团。同日，

西线阻援部队挫败了邱清泉兵团倾其

主力的疯狂进攻。临时抽调的第 1、第

4、第 6 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第 11 纵队在

东线也成功阻击了黄百韬兵团的进攻，

并使敌陷入铁佛寺以东地区。

在部队连续作战、疲惫不堪、减员

严重、预期战役目的基本实现、敌增援

兵力逐步逼近的情况下，为确保我军参

战部队转移的顺利、安全、主动，粟裕决

定采取先声夺人的攻势行动，迅速歼灭

区寿年残部，运动中歼灭性打击黄百韬

兵团主力部队，震慑邱清泉兵团，使其

不敢紧追尾击。7 月 3 日，各参战部队

发扬不怕疲劳、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

顽强战斗作风，向敌发起攻击，突击集

团部分兵力迅速歼灭了区寿年残部，突

击集团主力全线出击对黄百韬兵团实

施合围，战至 7 月 6 日晨，黄百韬兵团主

力部队被我军压缩在以帝丘店为中心

的狭长地带，不敢出击。

7 月 6 日夜，在区寿年兵团被全歼、

黄百韬兵团惊魂未定、邱清泉兵团不敢

前进的情况下，粟裕指挥参战部队从容

从国民党军 4 个野战兵团的重重包围

中跳出了睢杞战场。

豫东战役是我军在外线战场上进

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攻城打援战役，共歼

灭 国 民 党 军 9.4 万 人 。 豫 东 战 役 的 胜

利，正如中共中央贺电中所称“这一辉

煌胜利，正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呓语

以迎头痛击。”

豫东战役：

粉碎蒋军“肃清中原”的呓语
■薛闫兴

古代采取多种方式衡量兵士力量大小古代采取多种方式衡量兵士力量大小，，常见的有开弓常见的有开弓、、舞刀舞刀、、举石等举石等。。明代明代

学者宋应星所著学者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天工开物》》中中，，描绘了当时测量弓力的方式描绘了当时测量弓力的方式

苏军宣传画中的工兵铲苏军宣传画中的工兵铲

豫东战役要图豫东战役要图

苏联军队装备的苏联军队装备的 MPL-MPL-5050工兵铲工兵铲

1948 年 6 月 17 日至 7 月
6日，华东野战军主力和中原
野战军一部采取“攻城打援”
战法，先夺取开封，尔后在睢
县、杞县地区围歼了国民党
军增援之区寿年兵团主力和
黄百韬兵团一部。此次战
役，粉碎了蒋介石所谓的“分
区防御”战略和“肃清中原”
的呓语，使国民党军丧失了
在中原战场上对我军发动大
规模进攻的能力，改变了敌
我力量对比，打破了中原战
场的僵持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