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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说新语史说新语

链接历史链接历史

明清兵学明清兵学

1946 年 8 月中旬，国民党军胡宗南

部将整编第 1 师第 1 旅等主力调往晋南，

企图配合南下的阎锡山部南北夹击我

晋冀鲁豫野战军第 4 纵队和太岳军区部

队。国民党军鉴于以往用兵过于冒进

招致失败的教训，这次行军稳扎稳打，

步步为营，为我军歼敌增加了困难。为

挫败国民党军攻势，扭转晋南战场被动

局面，我军于 9 月 22 日发起临浮战役，仅

用两天，便全歼整编第 1 师第 1 旅。此

役，国民党军胡宗南部遭到沉重打击，

其南北夹击我军的图谋被打破，我军掌

握了晋南战场的主动权。

避影敛迹，运动之中寻战机。1946

年 9 月 13 日，我晋冀鲁豫野战军第 4 纵

队遵照中央军委关于“集中主力打击企

图北犯的胡宗南所部，以歼其 1 个旅为

目标，对平遥、介休之敌，以地方部队钳

制之”的指示，决定趁胡宗南部向北进

犯 临 汾 、浮 山 地 区 时 ，寻 机 歼 灭 敌 人 1

至 2 个旅。此时，我军兵力、装备相较

国民党军处于劣势，直接歼灭敌军一个

旅十分困难，必须在运动中寻找和创造

战机。

为掌握敌情，第 4 纵队司令员陈赓

加 紧 监 听 敌 军 通 话 ，密 切 关 注 敌 军 动

向。在分析敌情、地形等情况后，陈赓

司令员和纵队其他指挥员判断敌军将

由 翼 城 和 临 汾 两 个 方 向 前 来 进 攻 浮

山 。 陈 赓 司 令 员 认 为 ，在 这 两 个 方 向

上，位于浮山和翼城之间的翼浮公路两

侧多山且靠近太岳解放区，敌军必然倍

加小心；而位于临汾和浮山之间的临浮

公路地形平坦，一览无余，便于机械化

部队展开，敌军可能放松警惕，我军可

对沿此方向来犯之敌发动突然袭击，达

到歼敌目的。为此，我军迅速将第 4 纵

队第 10、11、13 旅隐蔽集结于洪洞东南、

临 浮 公 路 以 北 地 区 ，于 运 动 中 寻 机 歼

敌，随时准备打响一场运动战、歼灭战。

“引蛇出洞”，周密部署设奇兵。 9

月 22 日，胡宗南部第 27 旅和第 167 旅进

占浮山。我太岳军区部队伪装成主力

部队，佯攻浮山之敌，吸引位于临汾的

敌第 1 旅向浮山增援，以“引蛇出洞”。

果然，敌军派第 1 旅第 2 团沿临浮公路向

浮山前进，以策应两个旅的行动。第 1

旅是蒋介石的王牌部队，也是胡宗南部

的主力，如果歼灭第 1 旅，无疑将极大打

击敌军士气。

面对敌军的 3 个旅，陈赓司令员果

断作出决定：就先打第 1 旅。9 月 22 日

下午，我第 4 纵队接到侦察小分队报告：

发现敌人一个团（敌第 1 旅第 2 团）正沿

临浮公路向东活动。战机出现，陈赓司

令员随即命令第 4 纵队 3 个旅在临浮公

路两侧迅速展开：第 11 旅 2 个团和第 13

旅 1 个团向预设战场官雀村一带急进，

待机围歼敌第 1 旅第 2 团；第 10 旅配置

在官雀村以西的合理庄、老母村一线，

阻击向西逃窜的敌人和可能来自临汾

方向的敌方增援；第 13 旅另 2 个团配置

在官雀村以东的南北韩村一带，阻击可

能来自浮山方向的敌方增援。合理精

密的部署使我军充分掌握了战场主动

权，只等敌人落入“口袋”。

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斩长蛇。 9 月

22 日下午，敌第 1 旅第 2 团行进至我军

的预定战场——临汾、浮山之间的官雀

村附近，落入了我军布设的“口袋”。我

军通过监听敌方电台动态分析战场情

况，积极调整部署，决心大胆分割包围，

逐一突破。当日夜，早已隐蔽集结在官

雀村附近的我军第 11 旅主力和第 13 旅

一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敌第 1 旅第

2 团 分 割 包 围 ，向 官 雀 村 之 敌 发 起 突

袭。战至 23 日拂晓，我军歼灭其一部，

剩余敌人依托窑洞进行顽抗。

我军发起进攻伊始，敌第 2 团团长

就向第 1 旅呼救，请求增援。第 1 旅接

到增援请求后，立即派第 1 旅直属队和

第 1 团自临汾向东增援第 2 团。同时，

敌第 167 旅和第 27 旅也放弃浮山，转而

向西增援官雀村，企图在官雀村反向包

围我军，但遭到我军第 13 旅和太岳军区

部队的坚决阻击，迟迟未能到达官雀村

战场。

避敌优势，近战夜战获全胜。 9 月

23 日晨，敌第 1 旅旅长黄正诚指挥第 1

团和直属队自临汾出发不久，在官雀村

以 西 的 上 陈 村 遭 到 我 军 第 10 旅 阻 击 。

战斗中，我军充分发挥近战优势，待敌

人靠近至几十米时，集中火力突然发起

进攻。敌军进攻十几次，都未能突破上

陈村阵地，只得撤退至附近的陈堰村。

此时已经入夜，夜战是我军的强项。陈

赓司令员命各部抓住战机，一定要在当

天夜里解决战斗。夜战中，我军有名的

“夜老虎团”第 10 旅第 28 团大发神威，协

同兄弟部队将黄正诚部包围在陈堰村

中。官兵们利用夜幕掩护，用炮兵抵近

射击，待敌军靠近后集中步兵火器突然

开火，并使用炸药连续爆破，使敌军防

御土崩瓦解。

在官雀村方向，23 日黄昏，我军彻

底 围 歼 官 雀 村 之 敌 的 总 攻 也 打 响 了 。

至 24 日拂晓，官雀村的敌第 1 旅第 2 团

被 我 军 全 部 歼 灭 。 几 乎 同 时 ，在 24 日

晨，在陈堰村遭我军阻击包围的敌第 1

旅第 1 团和直属队也被我军全部歼灭。

至此，历时两天的临浮战役胜利结

束，我军全歼号称“天下第一旅”的胡宗

南王牌部队整编第 1 师第 1 旅，毙俘敌

人 5500 余名。敌第 1 旅旅长黄正诚被

活捉后，心里十分不服气，叫嚷道“你们

打仗不按规矩”“我的部队还没有展开

就被消灭，不能说明贵军高明”。陈赓

司令员严肃回应：“我就是不许你将部

队展开。”

临浮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对太岳解

放 区 的 进 犯 企 图 ，保 卫 了 陕 甘 宁 边 区

的 侧 翼 安 全 ，极 大 鼓 舞 了 太 岳 军 民 战

胜敌人的信心。9 月 25 日，中央军委向

全 军 发 出《关 于 陈 赓 纵 队 作 战 胜 利 通

报》，要求各地学习太岳军民的歼敌经

验，“望以此例教育部队，鼓励士气，坚决

歼敌”。9 月 26 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

《向太岳纵队致敬》的社论，高度评价此

次 战 役 ，称 赞 这 次 胜 利 是 与 中 原 部 队

胜 利 突 围 、苏 中 七 战 七 捷 等 齐 名 的 光

辉胜利。

集中兵力 各个歼灭

临浮战役：聚歼“天下第一旅”
■李欣蔚 吕 超

临浮战役是解放战争战
略防御阶段晋冀鲁豫野战军
第 4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于山
西临汾、浮山地区进行的一次
歼灭战。战役自 1946 年 9 月
22日持续至24日，消灭了国民
党军胡宗南部自诩“天下第一
旅”的整编第1师第1旅。

在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王母渡镇

圩场后山背山巅上，矗立着一座古朴的

碉 堡——永固楼。它是红军长征突破

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时攻克的敌军碉

堡，也是迄今为止长征路上保存最为完

好的一座碉堡。

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失败后，对

“剿共”策略进行了反思和总结，为第五

次“围剿”作准备。1933 年 6 月，蒋介石

在南昌行营召开“剿匪”会议，专门讨论

第五次“围剿”的战略战术。此次会议

上，蒋介石采纳了碉堡战术，要求多筑

据点，勤修碉堡，纵深配置，以求稳固。

1933 年 7 月，蒋介石在庐山举办军官训

练 团 ，进 一 步 拟 定 了 堡 垒 战 的 战 略 战

术。随即，国民党军在红军活动的区域

选择制高点或交通要道，大规模修建碉

堡、工事，构建数道严密的封锁线。据

统计，到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长征开

始时，国民党军共在江西境内筑建碉堡

2900 多座，仅赣南就建有大小碉堡 1800

多座。

王母渡镇位于赣县南部，因贡江支

流桃江贯穿全境，又名桃江镇。土地革

命战争时期，赣县南部山区的革命斗争

几经挫折，东河、西河红色区域并未连成

一片，信丰、赣县、安远、于都和会昌五县

边界地区仍被白区阻隔。王母渡正处于

这 一 红 区 与 白 区 的 交 界 处 。 1933 年 5

月，驻守该地的粤军第 1 军第 2 师第 6 团

到达后，紧急强行征役在营前山上建起

3 座碉堡。其中主堡就是永固楼，另有

两座附堡作为辅翼，3 座碉堡组成一个

碉群，战时碉群之间可以相互支援形成

火力网，共同封锁桃江渡口。

永固楼坐西南朝东北，采用三合土、

木、砖结构，共 3 层，东北正面墙上书空

心楷书“永固楼”3 字。其主体建筑总平

面呈抹角长方形，四墙角基础呈尖状正

向延伸 4.6 米，成犄角或作翼墙，通长 12

米，宽 11 米，面积 132 平方米，墙体平均

厚度 0.5 米，外墙面（角）均设数量不等、

大小不一的外小内大长方形射击孔，内

墙抹角各设门道一扇，墙体顶沿呈凹字

形垛墙。

1934 年，由于“左”倾错误导致红军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同年 10 月，中共

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离苏

区，实行战略转移。

为阻止红军突围，国民党军在赣州

以东，沿桃江向南，经赣县大埠、王母渡，

折向东南，再经赣县韩坊、信丰新田等

地，构筑了第一道封锁线，由粤军第 1 军

第 2 师第 6 团驻守王母渡。整个封锁线

南北长约 120 公里，东西宽约 50 公里，封

锁线上共有上百个碉堡，每段碉堡线上

都设置了 3 层防御工事。

根据敌情，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

由王母渡、韩坊、金鸡、新田等地突破国

民党军的封锁线，向湘南挺进。1934 年

10 月 21 日傍晚，随红三军团后侧跟进的

红八军团一部到达赣县王母渡，准备西

渡桃江，突破敌军第一道封锁线。永固

楼就在这道封锁线上，成为红军必须突

破的关隘。

当时的永固楼防御严密，碉堡前设

置了铁丝网、深沟、暗堡 3 层防御工事，

有的地方甚至还埋了竹签。发现有红

军从对岸渡江，隐藏在碉堡和山上战壕

里的敌军立即开火，以密集的火力封锁

江面。

经过数小时激战，红八军团先遣部

队分几路向敌人接近，炸毁了山上敌人

作为辅翼的两侧碉堡，消灭了附堡里的

守敌。主堡永固楼里的敌人见大势已

去，纷纷逃跑。红军攻克并占领了永固

楼，为中央红军主力西渡桃江扫清了障

碍。10 月 25 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桃

江，向赣粤边界开进。

永固楼是国民党军为“围剿”红军所

建，后被我军攻克，成为红军长征路上突

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的历史

见证。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永固楼也

发挥了重要作用，曾充当监视日军飞机

的“观察哨”和“防空台”。

几十年过去，如今很难看到像“永固

楼”这样保存完好的碉堡，承载艰苦卓绝

的长征战斗故事的碉堡更是少之又少。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军在赣南修

建的 1800 多座碉堡，现在所剩无几，仅

存的几座碉堡遗址也形同残垣断壁、难

以辨认。2005 年 7 月，永固楼被列入赣

州 市 第 一 批 不 可 移 动 文 物 保 护 名 录 。

2014 年，赣县区组织力量对永固楼部分

面临倒塌的墙体进行了修缮。2018 年 3

月，江西省人民政府将“永固楼”列为第

六批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矗立在王母渡营前山上的永

固楼已得到全面修复，修建了通往山顶

的登山游步道，成为市民日常“打卡”的

景点。穿越历史云烟的永固楼，成为广

大人民群众追寻红色记忆的一个清晰坐

标，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

教育增添了一份宝贵教材。

永固楼：见证红军长征第一次胜利突破
■肖承槟

修缮后的永固楼现貌修缮后的永固楼现貌。。

临浮战役示意图临浮战役示意图。。

出师不利

康熙二十九年（公元 1690 年）3 月，

清廷侦察得知噶尔丹的军事动向后，

先 令 理 藩 院 尚 书 阿 喇 尼 召 集 鄂 尔 多

斯、归化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

市）、喀尔喀、察哈尔等地部落兵约万

余人，沿洮赖河（今讨赖河）一带监视

和牵制准噶尔军，为清军主力的部署

争取时间。但阿喇尼恃勇而骄，于 6 月

21 日主动前进至乌尔会河（今乌拉盖

河）求战。他不顾清军仓促集结、缺乏

火器的实际情况，盲目向准噶尔军发

起进攻，结果遭到准噶尔军火枪部队

的痛击，又被骑兵从左右两翼包抄，所

部人马几乎全部损失。受此战胜利的

鼓舞，噶尔丹决定继续东进。

7 月 2 日，阿喇尼失利的消息传至

北京，康熙决定御驾亲征，并作出一系

列军事部署：清军主力兵分两路，左路

以 裕 亲 王 福 全 为 帅 ，率 兵 3 万 出 古 北

口；右路以恭亲王常宁为帅，率兵 2 万

出喜峰口。与此同时，命康亲王杰书

率军进驻归化城，堵住噶尔丹去路；盛

京（今辽宁省沈阳市）、吉林方向的清

军前出至科尔沁草原，力争对噶尔丹

形成合围之势。此外，康熙还令阿喇

尼等人搜集乌尔会河之战溃兵，尽快

向福全部主力靠拢。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康熙出征不

久就感染寒热重症，无法赶往前线，清

军的组织调度再生变故。7 月 27 日，常

宁率领的右路军孤军深入，在乌珠穆

沁 遭 准 噶 尔 军 截 击 ，损 失 骑 兵 400 余

人。康熙急令常宁部速与福全会师，

并收拢阿喇尼残部 3000 余人，以最大

限度集中兵力。此时，准噶尔军也尾

随而至，并抢占了乌兰布通山扎营，形

成了居高临下之势。

驼城对决

乌兰布通山下河流和沼泽密布，易

守难攻。噶尔丹下令将随军的骆驼缚

肢而卧，外附毛毡和箱垛，使火枪手伏

于其内，依山脊线环形布置，形成了一

道“驼城”防线。8 月 1 日晨，福全率军

向乌兰布通山的准噶尔军发起进攻，清

军集中大小铳炮，猛烈轰击准噶尔军驼

阵，但山岗上林木密布，不利于发挥清

军的火炮优势。准噶尔军则凭借地形

优势，给清军造成杀伤。正面进攻失

利，福全又派出骑兵从两翼进行包抄，

但右翼部队被沼泽所困，被迫撤回；左

路清军在缺乏呼应的情况下，被半山腰

上杀出的准噶尔军骑兵冲散，康熙的舅

舅佟国纲也在进攻中战死。

在正面侧面进攻都受阻后，福全

调整部署，不再轻易使用步骑兵发起

冲 击 。 在 侦 察 清 楚 准 噶 尔 军 的 虚 实

后，清军火炮终于开始发挥威力，而准

噶尔军的火药弹丸逐渐耗尽，渐渐处

于下风。战场态势由此发生转变。日

落时分，清军终于将驼城一分为二，趁

势展开全线攻击，准噶尔军死伤惨重，

被迫借夜色退向山顶。可惜的是，福

全未能在当晚对山顶的准噶尔军残部

发起总攻，而是命令全军就地转入休

整。见此情形，噶尔丹趁机以“讲和修

好”为名，施出缓兵之计，福全信以为

真，未继续进攻。8 月 4 日，准噶尔军趁

夜色与清军脱离接触，一路向漠北撤

退，清军发现之时，已追之不及。

取胜之道

乌兰布通之战是康熙统治中期的

一次关键战役，它解除了准噶尔部对

京师的威胁，粉碎了噶尔丹的割据企

图 ，为 稳 固 清 朝 北 部 边 疆 打 下 了 基

础 。 通 观 此 役 ，双 方 都 可 谓 得 失 参

半。战略主动权一直在清军手中，但

清 军 战 力 较 入 关 初 期 已 有 不 小 的 下

降，因此战局进展并不顺畅。康熙知

道 噶 尔 丹 部 众 精 锐 ，装 备“ 厄 鲁 特 火

枪”等优良火器，不宜仓促与之交锋，

故始终坚持“善战者先为不可胜”的战

略指导，先求稳妥，再图进取。他先是

就地动员蒙古部落力量，争取了充分

的调整时间，而后多方动员兵力，逐步

形成合围态势，将准噶尔军逼入己方

预设的战场。尽管也发生战术层面的

失利，但清军在兵力、火力和补给方面

始终处于优势，牢牢掌握着战役的主

动权。

在战术的具体执行过程中，清军

存在不少问题。比如阿喇尼、常宁等

人先后冒进失利，给前期部署带来一

定 困 难 。 特 别 是 作 为 一 线 主 帅 的 福

全，战场敏锐性和应变能力不足。先

是被准噶尔军抢占有利地形，导致清

军被迫采取仰攻之势，增加了进攻难

度；战斗打响后，他在进攻方式上调整

过慢，在无谓的强攻中消耗了过多兵

力；在最后完成包围的有利态势下，又

因不大的伤亡而怯战，轻易中了敌方

的缓兵之计，这些都是清军此战未能

取得完胜的原因。

噶尔丹方面，由于其后方被策妄

阿拉布坦攻占，准噶尔军已成失去后

方依托的孤军，只能寄希望于军事冒

险。特别是来到乌兰布通后，已进入

兵法上必争的“重地”，必然导致清军

对其围而攻之。此时的准噶尔军只能

与清军进行阵地决战，已别无他途可

走。纵观整个战役的过程，准噶尔军

战术运用上也不乏精妙之处，无论是

“驼城”防线的布置、火枪部队的运用，

还是骑兵出击时机的掌握，都取得了

良好成效，给清军造成不小伤亡。但

在清军严密布置下，噶尔丹无法觅得

战机，有限的战术胜利难以转化为战

略优势。最后虽然利用清军主帅福全

的大意，暂时免于被全歼的命运，但其

撤退途中一路缺乏给养、疫病交加，非

战斗减员大大超过战斗损失，得以回

到科布多者，不过数千人。

乌
兰
布
通
之
战

■
赵
涵
泊

熊
剑
平

乌兰布通古战场十二座连营遗址的火炮乌兰布通古战场十二座连营遗址的火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克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克什

克腾旗西南部克腾旗西南部。。乌兰布通之战中乌兰布通之战中，，裕亲王福全在此安营扎寨裕亲王福全在此安营扎寨，，因其大本营共有因其大本营共有

十二座十二座，，故称十二座连营故称十二座连营。。

17 世纪下半叶，蒙古准
噶尔部首领噶尔丹为实现统
治蒙古各部、割据西北的野
心，于康熙二十七年（公元
1688 年），越过杭爱山东征
喀尔喀蒙古，后继续向东进
军 。 康 熙 二 十 九 年（公 元
1690 年）春，噶尔丹率军 2万
进入内蒙古东部地区，严重
威胁清朝京师地区安全和边
疆安定。清朝起兵对抗，双
方在乌兰布通（今称乌兰布
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克什
克腾旗）展开大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