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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说新语史说新语

链接历史链接历史

1949 年 1 月 3 日至 15 日，东北野战

军集中 34 万余人，攻克国民党军 13 万

余人据守并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天津。

此役开创了我军在水网低洼地形实施

大规模城市攻坚战的先河，创造了解决

国民党军的新方式——“天津方式”（即

以战斗解决拒绝放下武器的敌人的斗

争方式），彻底孤立了北平守敌，为和平

解放北平创造了有利条件，也加速了全

国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稳慎决策，因情用兵。 1948 年 11

月，中央军委针对傅作义集团犹豫不

决、撤守难定的矛盾心理，决心采取“停

攻太原、撤围归绥（今呼和浩特）、迷惑

敌人、断敌退路、诱敌西缓”等手段，抑

留并歼灭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地区。东

北野战军、华北军区按照“围而不打，隔

而不围”的办法，相继歼灭新保安、张家

口之敌，完成对塘沽、天津和北平的分

割包围。

天津是华北最大的工业城市，素有

“京畿门户”之称。国民党军利用天津

东临大海、地势低洼、河流纵横等地理

条件，构筑了集高大建筑、环形护城河

和护城土墙、坚固工事、稠密碉堡群、密

集地雷阵、“真空地带”于一体的“大天

津堡垒化”城防体系，并集中 10 个师 13

万余人，企图固守顽抗。

针对天津守敌“北部兵力强、南部

工事强、中部皆平常”的部署特点，东北

野战军决定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

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

骨头”的作战方针，计划运用城东城西

对进主攻、城南突破围歼、城北佯攻牵

制等战法夺取天津。

攻克水患，扫除据点。1949 年 1 月

2 日，东北野战军集中兵力完成对天津

的战役包围。天津守敌采取引接河水、

河上打冰等手段制造水患，致使天津西

南广大郊区形成水淹区，严重妨碍我军

主攻行动。我军广泛发动群众，采取关

闭水闸、引流入河等方式，迅速降低了

西南护城河水位，并研究出扎苇桥、活

页桥、翻梯桥、船桥等方案以克服护城

河障碍。

1949 年 1 月 3 日起，东北野战军全

面展开对天津近郊守敌外围据点的扫

除工作。至 1 月 12 日，东北野战军共歼

敌近 5000 人，基本扫清了天津外围防

御地带各据点，同步紧缩了对天津的包

围圈。

谈打结合，将计就计。根据中央军

委“最大限度保护天津的工商业和文化

基础设施”的指示要求，东北野战军在

迅猛扫除外围据点守敌和紧前组织近

迫作业、改造地形等攻城准备的同时，

依据中央军委“边谈边打，以打促谈”的

方针，力求通过谈判形式以和平方式解

决天津问题，但国民党守军只为拖延时

间，毫无谈判诚意，经 3 次谈判未果后

遂令敌限时答复和平条件。

为隐蔽我主攻方向，我军指挥员充

分利用谈判时机，将计就计，故意在城

北接见国民党军谈判代表，使敌产生攻

城指挥部设在城北的错觉，并采取重炮

试射、火力侦察等方式，致使国民党守

军急忙调其主力第 151 师从城核心区

转至城北加强防御。

迅速突破，拦腰会师。在守敌拒不

答复和平条件、丝毫未有放下武器意愿

的情况下，1 月 14 日 10 时，在 500 余门

火炮的怒吼声中，东北野战军主力向天

津守敌发起总攻。作战中，我军充分发

挥诸兵种协同作战的优势，严密组织步

兵、炮兵、坦克兵、工兵之间的协同。密

集的炮火在城墙上炸开了数道豁口，高

炮团集中火力击毁了两架敌机，工兵部

队在炮火、坦克的掩护下，迅速排除护

城河外各类残留障碍物。西集团、东集

团各两个纵队对天津城垣实施东西对

进的两面夹击。西集团第 1、2 纵队在

第一主攻方向上，采取并肩突击的战

法，利用破坏射击形成了缺口，在坦克

和步兵炮抵近直射的掩护下与敌展开

恶战，部队迅速占领并扩大突破口，向

市区进攻。

东集团第 7、8 纵队在第二主攻方

向上，灵活采取榴弹炮间瞄轰击、坦克

炮直瞄射击、连续爆破开路等方式，摧

毁了守军前沿工事及水泥地堡，打开突

破口，经过 2 小时激战，突破了天津东

北的民权门。战至 14 日 13 时，东北野

战军在天津东、西、南 3 个方向打开 9 个

突破口，实现了全面突破，保障后续部

队向纵深发展进攻。

国 民 党 守 军 在 天 津 市 区 利 用 坦

克、街巷工事、高大建筑物等实施猛烈

反击，东北野战军充分发挥孤胆作战

的优势，采取直插猛进、分割穿插、穿

墙越户、监视绕行等战术手段，快速向

天津市区纵深攻击。15 日凌晨，作为

东西主攻部队的第 8 纵队与第 1 纵队

胜利会师于金汤桥，拦腰斩断天津整

个防御体系。

乘势穿插，分进围歼。国民党守军

被分割开来，各自陷入孤立和混乱当

中。东北野战军各纵队按照既定目标

乘势席卷全城、穿插追击。

15 日拂晓，第 6 纵队 1 个团、第 1 纵

队 2 个团，协同对天津国民党守军核心

区西南屏障海光寺发起攻击，仅用 40

分钟占领了据点内制高点，不到 2 小时

全歼海光寺守敌。第 2 纵队 2 个团采取

分头攻击前进的方式，配合第 1 纵队主

力迅即进至敌军核心区，同时对中原公

司和天津警备司令部发起攻击。攻击

部队采取连续爆破、占据制高点、直捣

核心、逐层争夺、多路强攻等方式，占领

了中原公司，突入了敌警备司令部，俘

获了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副司

令秋宗鼎等 1000 余名官兵。其他攻城

部队采取正面攻击、翼侧迂回、分割包

围等军事手段，辅之以政治攻势，攻占

了守军第 43 师师部、第 62 军和第 86 军

军部等据点。东北野战军各部乘胜追

击，战至 15 日 13 时，历时 29 个小时，天

津总攻胜利结束。

天津战役的胜利，既得益于指挥

员对战场态势的全面感知、敢于担当

的适时建议和及时果断的正确决策，

也得益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援和

各级指战员的英勇顽强，还得益于各

级部队能因时因地因敌灵活运用正面

攻击、翼侧迂回、直进穿插、分割包围、

分进卷击、多路攻歼等战法，更得益于

各纵队、各兵种之间的密切协调和高

效协同。这些为尔后城市攻坚战提供

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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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春秋战国 韬略兵戈韬略兵戈

几年前，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受到读者的喜爱，将读者的思绪带回风起云涌的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人才辈
出是这个时期的最大特征，同时改革与日益频繁的争霸战争并存也不容忽视。兵器、阵法和战术由此不断革新，一系列兵学著作也
集中问世，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本版从本期开始推出“春秋战国 韬略兵戈”专栏，解码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领略古人的智慧和
谋略。

甘肃省天水市马家塬西戎墓葬出土的一辆战国马车的复原效果图甘肃省天水市马家塬西戎墓葬出土的一辆战国马车的复原效果图。。

夏商时期起，车辆开始应用于战

争。随着生产力进步，大规模制造战

车具备了物质技术条件基础。春秋时

期，车战已成为诸国战争的主要形式

之一，战车也成为衡量各国国力的重

要标志。人们常用“千乘之国”“万乘

之国”来形容当时的诸侯强国。“乘”是

基本的作战单位。一定数量的车兵和

步兵合称为一“乘”。就车兵而言，春

秋时期普遍的配置为：战车上配备武

士 3 人，御者居中驾车；左为甲首，持

弓主射；右为戎右，持戈、戟等长兵器

进行格斗。战车后面还配有一定数量

的步兵配合战斗，具体人数在不同时

期不同国家情况不尽相同，到春秋时

期，步兵数量普遍增加到 72 人。

战争中，战车只有排成一定阵型，

才能充分发挥进攻或防守作用。春秋

时期，诸侯国间战争的规模有限，以战

车编队所组成方阵的冲击战为主，方

阵对向冲锋，战车交错，短兵相接，往

往一次冲击便可分出胜负。战国时

期，随着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战场地形

日益复杂，战车越来越难以满足各国

战争的实际需要，其地位逐渐被步兵

和骑兵所取代。

车战

繻葛之战，发生于公元前 707 年，是

郑国军队在繻葛（今河南省长葛市北）大

败东周联军的一次反击作战。郑国军队

在此战中采用的新型战阵——“鱼丽之

阵”，使中国古代车阵战法逐渐趋向严

密、灵活，有力推动了古代战术的革新和

演进。

交战背景

公元前 806 年，郑国被分封立国，其

君主郑桓公姬友为周厉王幼子，与周王

室关系亲近，因此被委任为司徒，主持

周室中枢大政。公元前 774 年，郑桓公

将郑国由关中地区迁移到东虢国和郐

国之间（今河南省新郑市一带），使郑国

得以发展。到郑庄公时期，郑国竭力扩

充领地，侵伐诸侯。随着政治、军事实

力的增长，郑庄公对周王室的态度变得

倨傲不羁，无视天子权威。周平王对此

十分不满，欲以虢公忌父平衡郑庄公的

势力，郑庄公得知后心生怨恨。周桓王

即位后，将郑庄公卿士之权部分转移到

虢公林父。作为报复，郑庄公不仅于次

年派军队收割了王畿之内的麦子和稻

禾 ，后 又 与 鲁 、许 等 国 擅 自 交 换 土 地 。

郑庄公一系列挑衅行为终于使周桓王

忍无可忍，为维护王室尊严，周桓王亲

率王师并征调陈、蔡、卫等国军队联合

讨伐郑国，郑庄公则率军迎战东周联军

于繻葛。

“鱼丽之阵”

此次战役，东周联军在数量上远超

郑国军队，占据有利局势。战前东周联

军的部署为：以虢公林父指挥右军及配

属的蔡、卫两国之军，周公黑肩指挥左

军及配属的陈军，周桓王亲自指挥由周

军主力组成的中军并为三军统帅。郑

国大夫子元认为，陈国刚刚经历内乱，

军队士气低落，蔡、卫两国军队战斗力

也有限。为此，他建议先攻打东周联军

力量薄弱的两翼部分，造成其左、右军

混乱而败，待左右翼取胜后，三路军队

集中兵力合击实力最强的周中军。这

一建议得到郑庄公的采纳。

这一计策带有一定风险性。它要

求在左右两军集中足够的战车，这会使

郑国中军力量相对薄弱，一旦无法抵挡

周 中 军 的 冲 锋 ，将 导 致 全 局 溃 败 。 为

此，郑庄公又采纳高渠弥的建议，在排

兵布阵时改变步兵的惯常配置，不再将

步 兵 配 置 于 战 车 之 后 ，而 是 以 伍（5 个

人）为单位，分散配置于每辆战车的左

右两侧及后方，填补战车之间的缝隙，

形成步兵与战车相互配合、协同作战、

前后照应的阵形。根据这一思路，郑国

军队在战场上创造出“鱼丽之阵”。这

一阵型呈一个倒“品”字形分布，犹如鱼

队 ，左 右 军 两 个 方 阵 居 前 ，中 军 居 后 。

“鱼丽之阵”最突出的特点是在车战中

尽 量 发 挥 步 兵 的 作 用 ，即 先 以 战 车 冲

阵，步兵环绕战车疏散队形，可以弥补

战车的缝隙，有效杀伤敌人。

战争开始后，郑国大夫曼伯率领的

右军和祭仲指挥的左军向东周联军的左

右两翼发动攻击。其左翼陈国军队一触

即溃，右翼的蔡、卫两国之军也很快败下

阵来。郑国中军，虽然承受着周中军进

攻的压力，但“鱼丽之阵”显示出的优势，

使周军战车在机动性和灵活性上受到很

大限制，进攻效率大打折扣。郑国左右

两军在取胜后，迅即加入对周中军的合

击。周中军三面受敌，就像是进入捕鱼

器的鱼儿，无法逃脱失败的厄运。大败

后撤时，周桓王被郑国大将祝聃一箭射

中肩膀，负伤而走。繻葛之战以东周联

军大败，郑军获胜而告终。

时代缩影

此 役 郑 国 大 胜 后 ，周 王 室 威 信 扫

地，脸面全无。继郑国之后，齐、晋、楚、

秦等大国先后兴起，诸侯争霸战争风起

云涌，真正开启弱肉强食的春秋战国时

代。《孙子兵法》有云：“上兵伐谋，其次

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在春秋战

国几百年的战争中，伐谋、伐交与伐兵

成为各国博弈重点，而繻葛之战，无疑

开时代之先河，也可视为春秋战国几百

年战争缩影。

郑国军队之所以能以弱胜强，根本

原因在于伐谋、伐交、伐兵综合博弈的胜

利。首先，在国家大战略方面，郑庄公一

方面积极开拓领土，努力增强自身实力；

另一方面在处理与周王室关系方面理性

克制，没有意气用事。郑庄公的隐忍克

制避免了郑国过早与周王室正面较量，

为发展自身实力争取到足够的时间，奠

定了日后击败东周联军的基础。其次，

在外交方面，郑庄公采取“远交近攻”之

策，联合距离较远的齐、鲁等大国，不仅

有利于自身对外扩张，更使得在周郑交

兵之时，这些国家没有参与王室的反郑

同盟，大大缓解了自身的军事压力。在

军事战场上，“鱼丽之阵”主次分明、梯次

攻击，具有灵活高效的优点，其战术精华

也被后世所继承。一百余年后的晋楚鄢

陵之战，晋国军队也遵循了先击破两翼、

最后合围中军的思路并取胜。正是伐

谋、伐交、伐兵方面综合博弈的成功，为

郑国敲开繻葛之战胜利的大门。

相反，周王室则接连在战略和战术

方面犯错，最终酿成败局。在战略方面，

面对野心勃勃的郑国，周王室一开始没

有未雨绸缪，及时遏制郑国势力的崛起，

在郑国崛起后又轻率开战，可谓进退失

据。在外交方面，周王室未能成功笼络

实力较强的诸侯以制衡郑国，其联合的

卫国新败于郑国，国力受损；陈国政局动

荡 ，军 无 战 心 ；蔡 国 实 力 弱 小 ，于 事 无

补。在战术方面，与郑国军队相比，东周

联军战术与阵型呆板、僵化，不能灵活变

通。所以，即使东周联军在数量上占据

优势，也难以挽回败局。

繻 葛 之 战
■于涌泉

相关链接

开 栏开 栏

的 话的 话

东北野战军在炮兵、坦克的支援下，向着天津城区突破。

北京市西城区北长街北口路东侧有

一坐北朝南、外垣门西向，始建于清代的

寺庙，名为福佑寺。1919 年 12 月，为反

抗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暴虐统治，取得全

国各地支持，毛泽东担任赴京代表团团

长，带领 30 多名湖南青年来到北京的福

佑寺，在此创办平民通讯社，开启了一段

奋笔疾书，奔走呼号的燃情岁月。

1918 年，北洋政府任命张敬尧为湖

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上任后，在湖南

实施暴政，纵兵抢掠，欺压百姓，无恶不

作。五四运动后，全国各地掀起反帝反

封建爱国运动浪潮。在湖南，以张敬尧

为首的反动势力加紧对青年学生请愿、

游行活动的镇压，引发当地极大的反抗

情绪。6 月以后，湖南各行各业的工人，

就曾多次罢工。

1919 年 8 月，张敬尧指使部下查封

了由毛泽东担任主编的《湘江评论》，强

行解散湖南学联，这也成为“驱张运动”

的导火索。12 月 2 日，湖南各界举行焚

毁日货示威大会，但被张敬尧使用武力

驱散，许多民众因此受伤、被捕。这一事

件更激怒了湖南人民，一个声势浩大的

“驱张运动”开始了。毛泽东等人立即组

织全省青年学生总罢课、总罢教，发出

“张敬尧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复课”

的强烈呼声。此后，毛泽东领导新民学

会和进步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借助

新闻舆论对张敬尧进行讨伐，将其驱逐

出湖南。为进一步扩大影响，毛泽东等

人决定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

海、武汉、衡阳、常德、广州等地作请愿活

动，公开揭露张敬尧的罪行，争取全国各

地的支持。

各 路 代 表 团 于 12 月 上 旬 陆 续 出

发。12 月 18 日，毛泽东率领的驱张代

表团抵京。随后，经过多方协调，代表

团领导组建了“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

和“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在湖南

会馆、福佑寺等多个地点开展声势浩大

的“驱张运动”。为进一步制造声势，毛

泽东以彭泽相、罗宗翰、张怀等人为骨

干成员，在福佑寺创办了平民通讯社，

自任社长。这里宁谧清幽，不易引起外

界怀疑，交通也十分便利。通讯社的办

公室就设在福佑寺的正殿，长条香案就

是 他 们 的 办 公 桌 ，代 表 团 白 天 外 出 活

动，调查访问，晚上整理材料，撰写和邮

印稿件。

12 月 22 日 ，平 民 通 讯 社 开 始 向 北

京 、天 津 、上 海 、武 汉 等 地 重 要 报 社 发

稿 。 这 些 文 稿 语 言 犀 利 ，内 容 针 砭 时

弊，主要是声讨反动团体“旅京湘事维

持会”的黑幕，揭露张敬尧在湖南犯下

的罪行，争取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

12 月 28 日，北京驱张代表团在湖南会

馆大戏台前召开“湖南旅京各界驱张大

会”，与会者驱张热情高涨，打倒军阀态

度十分坚决。

在福佑寺的日子里，毛泽东不仅亲

自处理通讯社的大量文稿，还撰写了多

篇气势磅礴的宣言、通告。《湖南请愿团

详记》《张敬尧私运烟种的大破获》《张敬

尧罪状大纲》等檄文，强力抨击了北洋政

府腐败无能，对张敬尧形成了强大的压

力。当时，北京《益世报》、天津《京津泰

晤士报》、上海《申报》、武汉《大陆报》等

几十家报刊都刊用过平民通讯社的文

章，并发表社论时评予以支持，迅速形成

强有力的倒张舆论。

1920 年 4 月，毛泽东离京南下，5 月

5 日抵达上海，为驻沪驱张代表团创办

的《天问》等报刊撰稿。6 月初，在全国

人民的声讨和湘军谭延闿、程潜的武力

威 吓 下,张 敬 尧 迫 于 形 势 ，最 终 离 开 湖

南，驱张运动取得了胜利。

驱张运动是毛泽东第一次独立自主

发动和领导的、在全国具有广泛社会影

响的政治运动，显示出毛泽东卓越的领

导才能和彻底的革命精神。这是毛泽东

的第二次北京之行，在此期间，他深刻认

识到舆论力量的重要性，还阅读了大量

马克思主义著作，为向马克思主义转变

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如今的福佑寺依

然矗立，它既是毛泽东追求真理和革命

理想的重要驿站，又是毛泽东革命新闻

实践活动的见证地。

福佑寺里的“平民通讯社”
■郑大壮

平民通讯社旧址平民通讯社旧址——福佑寺福佑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