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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说新语史说新语

明清兵学明清兵学

道光十八年（公元 1838 年），道光

皇帝面对烟毒泛滥成灾的严峻形势，

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决定厉行

禁烟。是年底，任命湖广总督林则徐

为 钦 差 大 臣 ，前 往 广 东 主 持 禁 烟 事

宜。在与英国侵略军的斗争实践中，

林则徐、魏源等“开眼看世界”的一批

有识之士，领教到西方“长技”的威力，

产生“知夷情”的想法，并将它逐渐演

化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中国

的自强运动，由此一步步推动起来。

初识夷情

禁烟斗争中的穿鼻洋海战和之后

几 次 冲 突 ，让 林 则 徐 对 英 军“ 坚 船 利

炮”的威力留下深刻印象。他一度以

为英军舰船吨位较大，缺乏灵活性和

机 动 能 力 ，因 此 制 订“ 以 守 为 战 ”策

略。没想到，英军舰船来去自如，运转

灵活，可以利用先进火炮夺取海上作

战的优势，甚至控制大片陆地，对城邑

和 炮 台 构 成 严 重 威 胁 。 在 鸦 片 战 争

前，清军的武器装备是冷热兵器并用，

弓箭、刀矛数量远多于枪炮，性能也较

落后；作战方式经常采用线式阵地防

御，不能完全适应敌军的战法，战争中

常处于被动状态。

针对当时情况，以林则徐、魏源为

代表的有识之士，勇于面对现实，为维

护国家主权和尊严，提出向西方学习的

进步主张。林则徐首先提出“可师敌之

长技以制敌”的观点，随后广东士绅林

福祥也提出“不妨以逆夷之物，还逆夷

之身”。1842年，为帮助国人知晓夷情，

魏源受林则徐所托，将所译的《四洲志》

扩编成《海国图志》。在《海国图志·序》

中，魏源写道：“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

夷 款 夷 而 作 ，为 师 夷 长 技 以 制 夷 而

作”。通过编撰此书，魏源越发体会到

“知夷情”的重要性，所以建议朝廷立即

设立译馆，翻译西方军事著作。包括左

宗棠在内的朝臣，也产生“知夷情”之

念，对翻译西方军事著作更加重视，推

动促成多个译馆的建立。

林则徐和魏源等人提出“师夷长

技以制夷”，充分反映出他们的忧患意

识和爱国主义思想，其内容主要包括

以 下 两 方 面 。 其 一 ，了 解 手 段 和 方

法。所谓“师夷长技”是手段，是要了

解和学习西方战舰、火器技术，以及新

式 养 兵 练 兵 之 法 。 其 二 ，确 立 目 标 。

所谓“制夷”，便是最为现实的目标，为

在国际社会立足和生存，必须要有一

定的军事实力。具体举措涉及国际形

势分析、军政外交谋划、军事科技、战

役战术等多个领域。

寻找利器

让清军的武器装备具备“战洋夷

于海中”的能力，是魏源等人“师夷长

技”的重要目标。林则徐对英军军舰

有着“来去自如，倏南倏北”的真切体

会，对英军的火炮有着“连声不断”的

初步认识，他清醒认识到英国侵略者

“以其船坚炮利而逞其强”“乘风破浪

是其长技”。在亲眼看到清军在英军

火炮之下被击溃的场面后，林则徐迫

切希望清军也能拥有如此“利器”。他

认为，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于是

积极组织仿造西洋船炮。除从美国商

人手里购买武装商船进行改造外，与

龚振麟等人设计制造了磨盘炮架和四

轮炮车。他们创造的“铁模制炮法”达

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

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痛

定思痛的林则徐上书道光皇帝，祈请

“造坚固大船，以壮水师声势”，呼吁朝

廷加强水军的建设，抗击英军舰船，总

结教训认为“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

自取败也”。他提出建设一支庞大海军

的计划：“大船百只，中小船半之，大小

炮千位，水军五千，舵工水手一千”，以

图与强敌“追逐于巨浸之中”。遗憾的

是，当时清政府缺少经费，且以抗击英

军惹出事端为由将林则徐革职查办，

水军建设事宜未能提上日程。

魏源在林则徐提出的造船和师“英

夷长技”等主张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以

知夷情、造船炮、练水师、倡西学为“师

夷”手段，以“制夷”为目的的爱国主义

思想体系。张之洞指出，“器械不利，与

空手同”，他建议朝廷，既要尽快设立大

型船厂，建造类似西方那种大型战舰，

又要加紧研制建造新式火器。这与魏

源“请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

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的观点不谋而

合。魏源认为，研制火炮与建造船厂同

等重要，但火器建造更加急迫，因为除

战舰用攻炮、城垒用守炮之外，各省绿

营的鸟铳、火箭、火药，连同一些民用产

品，如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舟等，都

可以在火器局制造。因此，设立火器

局、加快火器的研制和建造，成为当时

之急务。

务实推进

从诸位有识之士提出主张到付诸

实践，还需要很长一段路要走。随着

洋务运动的逐步展开，直到 1866 年，闽

浙总督左宗棠才有条件在福建创办中

国 近 代 第 一 座 造 船 厂 ，即 福 州 船 政

局。经过多年努力，到 1869 年，中国人

才真正自己制造出第一艘军舰“万年

青”号。至于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北

洋海军的筹建，则等到魏源死后 20 余

年才得以实现。魏源不仅提出了“知

夷情”“筹夷事”的口号，也在军工、国

防和治军等方面，启发人们思考并推

动清军完成变革。

林则徐、魏源等人“师夷长技以制

夷 ”的 思 想 ，得 到 张 之 洞 的 继 承 和 发

扬。作为洋务运动的中坚人物，张之

洞在两广总督任上曾直接指挥中法战

争，他对西方利器的威力同样有着深

刻认识。在《筹议海防要策折》中，张

之洞曾将清军战斗不力归结为“水师

之 无 人 ，枪 炮 之 不 具 ”。 到 广 州 赴 任

后 ，他 不 惜 重 金 向 欧 美 各 国 购 备 军

火。只是从别国购置军火，不仅质量

没有保证，还耗费巨资。因此，张之洞

上书朝廷，建议立即建设中国自己的

兵工厂。通过张之洞的不懈努力，清

政 府 最 终 批 准 在 湖 北 省 城 兴 建 兵 工

厂。为节省经费，掌握自主权，张之洞

决 定 将 采 矿 、炼 铁 、炼 钢 三 事 合 并 为

一，以提高钢铁质量和火器性能。经

过甲午战争后，张之洞更是积极推动

军工企业向规模化方向发展，并督促

其加紧制造新式武器。

晚
清
﹃
师
夷
长
技
﹄
运
动

■
熊
剑
平

徐

寅

大革命高潮中诞生

1924 年 8 月，广州商团武装在广州

发动反革命军事叛乱，给大元帅府的安

全造成极大压力。广州商团原是辛亥

革命后广州商会建立的商人自卫组织，

后来发展为维护广东买办资产阶级利

益、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武装。盘踞在

东江地区的军阀陈炯明部和英国军舰，

也公开为广州商团助威。

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群众支持

下，孙中山果断采取措施，下令镇压广州

商团的叛乱。10 月 15 日，孙中山调集黄

埔学生军和滇、桂、湘、粤各军，分 5 路向

广州商团武装发动进攻。时任中共广东

区委委员长兼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

恩来，参与指挥了这场平叛作战。经此

一战，周恩来认识到建立党领导的军队

的重要性。孙中山曾组建一支铁甲车

队，但这支车队一直以来表现不佳。周

恩来便向孙中山建议，可以改组扩充铁

甲车队为大元帅府铁甲车队。

11 月中旬，经过改组扩充的大元帅

府铁甲车队正式成立。此时，孙中山已

经离开广州，铁甲车队队员的配备与调

动，由周恩来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

年决定。周恩来亲自选调徐成章、周士

第、赵自选，分别担任铁甲车队队长、副

队长和军事教官。铁甲车队的党代表

和政治教官分别由中共广东区委选派

的廖乾吾、曹汝谦担任。中共广东区委

还从各地调来 100 多名队员，基本上是

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

此外，周恩来找到黄埔军校的苏俄

顾问进行协调，从苏俄援助黄埔军校的

大 批 武 器 中 ，分 出 100 多 支 日 造“ 三 八

式”步枪、10 支德造驳壳枪和 3 挺手提机

枪给铁甲车队。同时，还为铁甲车队配

备一列加装铁板的 5 节车厢铁甲列车，

车厢两侧有不同高度的扁形射击孔，可

多种姿势向外观察、射击。最后一节车

厢装有 3 个旋转炮塔，每个炮塔上装备

一挺重机枪。这在当时已经是比较先

进的装备。

铁甲车队官兵的服装沿用了黄埔

军校的军装式样，冬季着装是大檐帽、

黄色或灰色中山装，打绑腿；士兵穿草

鞋或布鞋，军官穿皮鞋或长筒马靴。铁

甲车队名义上属于大元帅府，实际上是

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一支正规的

革命武装力量。

我党建军的初步尝试

铁甲车队从成立之初，便非常重视

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

进行政治训练是与旧军队的主要

区别，主要由曹汝谦负责。他每天利用

2 小时政治课，讲授三民主义、社会发展

史、工农运动情况、当前国内外形势等，

晚上组织小组讨论。后来，廖乾吾、徐

成章、周士第、赵自选也承担起讲课任

务。他们经常找队员谈心，对有思想问

题或犯错误的队员不采用旧军队中通

行的惩罚措施，而是注重说服教育和启

发引导。整个队伍气氛融洽，上下都很

团结。

铁甲车队的军事训练基本参照黄

埔军校的模式，按照正规阵地攻防战开

展。徐成章、周士第、赵自选等人在黄

埔军校学到的知识，在军事训练教学中

有了用武之地。军事训练课目主要包

括 步 枪 射 击 、投 弹 、刺 杀 、利 用 地 形 地

物、单个动作、夜间动作和排、连规模的

战术演练等。除一般共同课目训练外，

他们还根据不同年龄、不同接受程度的

队员因材施教，提高队员的军事技能。

通过正规系统的教学与训练，队员们政

治素质和训练水平提高很快，许多队员

都成了后来各地开展革命斗争的骨干

力量。

铁甲车队的伙食费、办公费与杂支

费等开支账目采取民主管理，每月定期

公布。队长、党代表和队员的伙食标准

一样，没有旧军队官长扣兵饷、吃空额

的现象。铁甲车队自成立起，治军方式

就与其他旧军队不同，体现出中国共产

党在建军方面的初步尝试。

革命斗争战功赫赫

铁甲车队除执行保卫以孙中山为

首的广东革命政府任务外，还在中共广

东区委领导下，先后参加支援广宁农民

运动、平定滇桂军阀叛乱、肃清反革命

武装、支援省港大罢工等重大任务，在

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立下赫赫战功。

在铁甲车队执行支援广宁农民运

动的任务时，周士第镇定自若地指挥作

战，运用多种战术方法迫使炮楼内的地

主武装投降。这一仗总共消灭反动地主

武装 1000多人，缴获长枪、短枪、土炮、土

枪、粉炮共计 2000 多件，攻破了反动地

主压迫农民、剥削农民的封建堡垒——

江家大炮楼和黄家炮楼。铁甲车队由

此一战成名。

1925 年 2 月 1 日，国民革命军东征

军开始向东江进军，讨伐陈炯明。驻守

广州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趁机发

动叛乱。总人数仅有一个连的铁甲车

队，先是掩护大元帅府、广东省政府、苏

联顾问团等机构的重要人物过江，后又

转移到大元帅府附近驻防，保护大元帅

府安全。

同年 6 月，国民革命军东征军回师

广州，讨伐杨希闵和刘震寰叛军。中共

广东区委指示铁甲车队与飞机掩护队

配合东征军作战。战斗开始后，铁甲车

队在徐成章、廖乾吾指挥下，从敌军背

后 渡 河 ，迅 速 迂 回 至 其 纵 深 并 发 起 攻

击。铁甲车队发挥自身防护性好、火炮

威力大、机动性强的优势，不断向叛军

阵地发起猛烈攻击，成功掩护东征军冲

锋，切断石牌、瘦狗岭、龙眼洞之敌与广

州的联系，使广东革命政府转危为安。

此役，铁甲车队连续奋战十几个小时，

俘敌数百人，缴获长短枪数百支，再次

打出铁甲车队的威名。

1925 年 6 月，中共广东区委根据工

作需要，抽调徐成章任省港罢工委员会

纠察委员会委员长兼纠察队总教练，由

周士第接任铁甲车队队长。“五卅惨案”

后，为反击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广州的

大屠杀，中共广东区委调集铁甲车队的

精兵强将，充实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分

驻广东沿海港口，执行封锁香港、抵制

英货、反对走私、维持秩序等任务。期

间，周士第赴深圳发动群众，号召工农

学商兵支援工人大罢工，支持封锁香港

行动。在当地群众积极响应下，铁甲车

队顺利完成封港任务。

1925 年 10 月底，英帝国主义支持陈

炯明、郑润琦等残部三四百人，在深圳

大 鹏 湾 一 带 进 行 反 革 命 骚 扰 破 坏 活

动。周士第、廖乾吾率领铁甲车队 4 个

班，前往深圳沙鱼涌增援纠察队。11 月

4 日凌晨 4 时，英帝国主义组织 1000 多

人 ，向 纠 察 队 、铁 甲 车 队 发 起 猛 烈 攻

击。纠察队和铁甲车队的战士们殊死

抵抗，敌军未能得逞。铁甲车队队员乘

机冲锋，击毙敌连长和排长各一人。7

时许，敌军又增援百余人，敌舰士兵也

同时登陆，港英当局也增派军舰和飞机

前来助战。纠察队战士们冒着敌人密

集的枪弹，冲锋肉搏多次，终因众寡悬

殊，被迫自后路向坪山方面冲出。铁甲

车队队员誓死抵抗，其中黄华然班全部

牺牲，周士第率另一部杀出重围。为拯

救失散的战友，他们借助农民散布黄埔

学生军 500 余人从淡水打来的消息。敌

军听后十分恐慌，仓皇撤退。

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广州各界人民、

群众团体，除举行盛大的慰劳铁甲车队

伤病员活动外，还专门组织了英雄事迹

报告会，周士第讲述了沙鱼涌战斗的经

过和战绩。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

习 所 讲 课 时 ，对 铁 甲 车 队 给 予 很 高 评

价，号召大家学习铁甲车队英勇斗争的

精神。

1925 年 11 月，中共广东区委决定，

以铁甲车队为基础、黄埔军校部分学员

为骨干，在广东肇庆组建国民革命军第

4 军 12 师 34 团，后改为国民革命军第 4

军独立团（即叶挺独立团）。至此，铁甲

车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这支具有新型军队特征的武装力

量，虽然从组建到改组仅有一年时间，

但在中国共产党尝试武装力量建设、培

养革命战斗骨干、探索工农革命实践方

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之后人民

军队的创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我党第一支武装力量诞生记
■黄 河

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位于大别山腹

地、鄂豫皖三省交界处，被誉为“红军的

摇 篮 、将 军 的 故 乡 ”，是 著 名 的 革 命 老

区。这里地理和历史情况复杂，行政区

划变动频繁，1932 年才设立县治。1929

年 5 月 6 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金

寨县（时属河南省商城县管辖）爆发了声

势浩大的立夏节起义（也称商南起义），

并取得全面胜利。之后，各级苏维埃政

权纷纷建立，实施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土

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将广大贫

苦农民从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中解放出

来。同时，“红军战士应当分得土地”是

鄂豫皖苏区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统

一认识和共同心愿。来自贫困农民队伍

中的红军战士享受到土地革命的成果

后，保卫革命成果的热情被进一步激发。

1931 年 10 月，鄂豫皖苏区党组织正

式提出设立红军公田制度，规定“每乡

留一石到五石为红军公田，分给红军中

由白区来的贫苦农民和俘虏哗变加入

红军的士兵”。所谓“一石到五石”，指

一 年 能 收 获 十 斗 到 五 十 斗 粮 食 的 田

亩。此后，鄂豫皖苏区相继发布《关于

怎样分配土地的宣传材料》《鄂豫皖苏

维埃政府通令第十五号——为红军公

田问题》等文件，对红军公田制度进一

步规范和完善。

吃水不忘挖井人，分到土地的贫苦

农民衷心支持设立红军公田。1931 年

秋，金寨县的金家寨、吴家店、斑竹园等

地在分配土地时，严格执行上述有关规

定，都把好田划为红军公田，并立石碑或

木牌，既是提醒人民群众爱护公田庄稼，

也是让子孙后代永远铭记中国共产党和

红军的丰功伟绩和革命恩情。竖碑的时

候，当地苏维埃政府会隆重召开集会，农

民协会、赤卫队、妇女会、少先队、儿童团

和四里八乡的群众踊跃参加。会场正中

放置披有红绸子的石碑，人们围着石碑

翩翩起舞，尽情欢唱。在锣鼓声、欢呼声

中，红军公田碑被几名年轻力壮的小伙

子稳稳地竖在公田旁。

红军公田制度推行后，鄂豫皖苏区

掀起了参加红军的热潮，红军队伍迅速

发展壮大。在《金寨红军史》一书中，金

寨籍开国中将徐立清回忆说：“我读过几

年书，在斑竹园招兵登记处负责登记造

册，一天就登记了 20 多人。”斑竹园文化

站原站长廖家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斑

竹园地区有位名叫漆远恒的老人，把 10

个儿孙都送去当了红军。当时很多贫苦

农民都像漆远恒一样，感激中国共产党

和红军推翻封建土地制度，将土地归还

到他们手中。为保卫革命成果，贫苦农

民纷纷将自己的孩子送去当红军。此

外，红军公田制度在瓦解敌军方面也发

挥了一定作用，国民党军中“拖枪跑去当

红军时有发生”。

这座红军公田碑成碑于 1932 年，于

1972 年在金寨县斑竹园镇小河村桥口

被发现，1983 年被金寨县革命博物馆征

集。红军公田碑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作为镇馆之宝，陈列在“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展区。2020 年 12 月 24 日，取材于

这段历史的微电影《红色公田碑》首次

公映，让人们对这段苦难辉煌的历史有

了更清晰的认识。

红军公田碑：见证军民鱼水情
■胡遵远

魏
源
所
著

魏
源
所
著
《《
海
国
图
志

海
国
图
志
》》
书
影
书
影
。。

位于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的大元帅府旧址位于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的大元帅府旧址。。

1924 年，随着第一次国
共合作的实现，广东成为全
国革命的中心，工农运动蓬
勃发展。军阀、商团的骚扰，
让广东革命政权内部危机严
重。中共广东区委征得孙中
山同意，组建大元帅府铁甲
车队。11月中旬，经过改组
扩充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正
式成立，这是第一支由中国
共产党直接建设和掌握的武
装力量，也是之后被称为“铁
军”叶挺独立团的前身。

在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革
命博物馆里，收藏着一座珍贵
的“红军公田碑”。碑高 1.07
米，宽 0.55米，厚 0.18米，由一整
块花岗岩凿刻而成。正面碑文
刻有“赤城”“五区三乡”“第三
村”“红军公田”“共计田五斗”18
个大小不一、排列有序的红色文
字。这座石碑看上去有些简陋
粗糙，却亲历了红军时代的烽火
岁月，忠实记录了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苏区开展土地改革的斗争
历史，见证了“军爱民、民拥军”
的鱼水情深。 链接历史链接历史

铁甲列车局部外形铁甲列车局部外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