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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8 月 12 日至 26 日，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发起西北解放战争中

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城市攻坚战——

兰州战役。此役的胜利，不仅消灭国民

党军在西北地区战斗力最强、反共最坚

决的马步芳主力，使西北其他敌军完全

陷于分散、孤立之境地，而且打通了我军

西进青海、宁夏和甘肃河西的门户，为进

军新疆创造有利条件。

审时度势，乘胜策划决战计划。

1949 年 4 月起，第一野战军转入解放大

西北的战略进攻，相继解放西安、发起扶

眉战役，歼灭盘踞西北的国民党军胡宗

南部主力。马步芳部和马鸿逵部慑于我

军强大攻势未敢出援，向陇东撤去。国

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阎锡山紧急召开西

北联防会议，策划兰州决战。会议决定

令马步芳部主力撤至兰州，凭险据守，吸

引第一野战军主力深入兰州城下，而后

马鸿逵部、胡宗南部夹击围歼第一野战

军于兰州外围，借此达成固守西北、屏障

西南、保存实力的目的，进而为国民党反

动派卷土重来提供战略配合。

遵照中央军委《解决西北敌军的方

针》的指示精神，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

治委员彭德怀综观西北战场态势，决心乘

胜发起兰州战役，集中主力攻取兰州、西

宁，并确立“力争同马步芳部决战于兰州，

严防敌逃回青海”的作战方针。8月 12日

至 20日，第一野战军采取钳制援敌、攻击

前进、分割包围等战术，相继攻占定西、榆

中、临洮等地，直逼兰州近郊，开始进行攻

击兰州城的战斗准备。

外围受挫，及时调整战役部署。兰州

为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的枢纽，时为国

民党在西北的政治、军事中心。兰州北临

黄河，其余三面环山，特别是城南郊群山

环绕、山势陡峭、沟壑纵横，地势十分险

要。国民党军在兰州构筑起以城南高地

为屏障，以坚固永备阵地工事和各类障碍

物为主阵地，以外壕和环山公路为机动支

撑，以削壁隐蔽侧射火力点为补充的完备

防御体系。马步芳部以善于山地和机动

作战、步兵与骑兵相互配合的 2 个主力

军、近 5万人据守兰州，并吹嘘“兰州是攻

不破的铁城”。

8 月 21 日，我军乘势向兰州外围马

架 山 、营 盘 岭 、狗 娃 山 等 要 地 发 起 攻

击。守敌凭借互相连通的明碉暗堡、3

道 环 形 削 壁 和 各 类 障 碍 工 事 顽 固 抵

抗。经 1 天激战，我军未攻下守敌一个

阵地，且伤亡较大。彭德怀当即指示各

部队暂停进攻，以 3 天时间认真总结经

验教训，以利再战。22 日至 24 日，第一

野战军在敌不断反击袭扰下进行再次

攻击准备，各部队深刻反思，认真总结

经验教训。同时，各部队积极改进攻城

战法，调整兵力部署。彭德怀指导各部

队 指 挥 员 仔 细 勘 察 地 形 、反 复 夜 摸 道

路，并采取“发扬军事民主、组织沙盘作

业”等方式，广泛发动官兵集智攻关研

究破敌坚固阵地的战术技术，紧前开展

总攻前的物资器材准备。为提升士气、

争取民心，各部队深入开展政治动员，

通过“进一步明确战斗目标、交流攻城

经验”等方式，增强全体官兵夺取胜利

的信心。针对兰州城内群众长期受马

步芳剥削压迫、对人民解放军了解少等

实际，我军指战员充分利用行军间隙帮

助群众做好事，打消群众顾虑，发动社

会各界人士劝解在马家军中的亲友投

降，此举对瓦解敌军起到很好的作用。

重点突破，连续攻坚破敌屏障。第

一野战军虽然试攻受挫，但摸清了敌人

的部署、战术特点、工事构筑和地形情

况。经过调整和充分准备，我军上下斗

志昂扬，前方后方全员参战。

8 月 25 日拂晓，我军采用重点突破、

多路围歼战法，兵分多路向兰州发起总

攻。我军以猛烈的炮火轰击，继以爆破扫

除障碍，而后向敌阵地的削壁、堡垒和层

层防线实施突击。经过激烈的战斗和反

复争夺，第 4军首先攻下号称“兰州锁钥”

的沈家岭。战至黄昏时，第 6军相继攻占

三营子、营盘岭等阵地。第 65 军于黄昏

占领马架山时，敌军指挥官用机枪和大刀

督战，连续发动反冲击。我军指战员英勇

拼杀，一个壕沟、一道削壁地展开争夺，终

于夺取一个个阵地。至此，兰州守敌最主

要的城南三大主阵地被我军占领。随后，

第一野战军各部指战员快打快进、直击要

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突破敌军防

御体系。

兰州守敌在城南诸天然屏障一一失

守，城内机动兵力有限，援兵迟迟未到，且

向西撤退之路又随时可能被我军切断，因

此丧失坚守兰州的信心，决定于 25 日 19

时后趁黄昏夜幕之际全线秘密撤退。

乘胜追击，断敌退路围歼逼降。25

日晚，第 3 军在协同第 4 军作战时发现兰

州守敌主力趁夜色秘密撤逃，指挥员当

即决定边报告边追击。第 3 军第 7 师第

19团的 1个营乘敌混乱溃逃之时，一鼓作

气占领兰州西城门，迅速夺占并控制黄

河铁桥，切断溃逃之敌撤逃黄河北岸的

唯一退路。同时，各攻城部队迅速突入

城内，相继采取“大胆深入、独立作战”等

方式，逐街道、逐道路同敌军展开了激烈

的巷战，同时采用政治攻势劝降围困的

敌军。战至 26 日 12 时，兰州城内残敌被

肃清。随后，第 3军一部攻占黄河以北白

塔山，其主力继续西进与第 1、第 2军紧密

配合解放永登、循化、民和等县城。在强

大军事攻势和“劝降团”政治攻心下，我

军先后争取 5 个保安团的起义和马步芳

部军师级军官的投诚。至此，兰州宣告

解 放 ，称 霸 西 北 的 马 步 芳 主 力 丧 失 殆

尽。30日，我军举行盛大的入城式，受到

兰州 10万余市民的热烈欢迎。

兰州战役是西北战场最关键、最激

烈的战役决战。作战中，第一野战军指

挥员在外围作战受挫的不利条件下能够

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适时调整战役部署

是确保战役进展顺利的关键之举，攻城

部队避强击弱、重点突破、直击要害是快

速突破敌坚固城防体系的关键，快打快

进、断敌退路、乘势追击是扩大战果、全

歼守敌、达成最终战役目的的重要保证。

兰州战役：

西北战场规模最大的城市攻坚战
■韩丹丹

1946 年 9 月，为适应解放战争形势

的发展，更好地培养训练干部，中共中央

华东局决定将华中雪枫大学、山东军区

军政干校、淮南随营学校、山东军区通信

学校和东江纵队干部队统一合编为华东

军事政治大学（以下简称“华东军政大

学”）。11 月 5 日，华东军政大学在山东

省莒南县大店镇正式成立，张云逸兼任

校长，余立金、曾生任副校长，张崇文任

教育长，欧阳平任政治部主任。学校下

设训练部、政治部和校务部，辖 8 个学员

大队和 1 个教导团。

从诞生之日起，华东军政大学紧紧

抓住“院校教学要服从战争需要”这个关

键问题，始终遵循“一切为了战争、一切

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办学指导方

针，坚持“短期速成”培训思想，根据解放

战争形势变化，针对每期学员特点灵活

调整学时学制，努力做到部队需要什么

人才就培养什么人才、需要多少干部就

培养多少干部。

1948 年 4 月 ，潍 县 坊 子 镇 解 放 。 5

月，华东军政大学迁至坊子镇。山东兵

团在攻克潍县后，连续向西作战，矛头直

指济南。我军由原先以运动战为主的作

战方针，开始转入以进攻城市为主的攻

坚战。如何适应新的作战形式，成为摆

在我军面前的新课题。华东军政大学领

导认识到，学校的军事教育应有新的调

整，干部和教员应学习充实城市攻坚战

术有关战法战术，以满足教学的需要。

为此，华东军政大学根据城市主要特点，

一方面调整军事教育内容，组织干部和

学员深入学习城市攻坚战的战术知识，

并积极创造条件积累城市攻坚作战经

验；另一方面加紧灌输城市纪律政策，确

保学校在协助部队攻克重要城市的基础

上，为城市保卫工作作出突出贡献。

深入研究战法。学校组织学员认

真 学 习 研 讨 毛 泽 东 的 十 大 军 事 原 则 。

为便于学员深入理解，学校特邀郭化若

讲授毛泽东军事思想，并以毛泽东军事

思想为引领，以华东野战军第 9 纵队城

市攻坚作战经验为具体参照，由陈铁君

教育长亲自撰写《步兵连对城市攻坚战

突击战术的总结报告》，指导对敌坚固

城镇进攻作战的研究。在毛泽东的十

大军事原则战略指导下，广大学员、教

员及机关干部共同探索如何正确分析

形势、判断主要矛盾，找准敌防御体系

薄弱环节进行主要攻击；共同学习如何

精确计算敌我双方兵力武器对比，确保

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在主要突击点，探索

形成强攻敌城市坚固防御的作战手段，

极大提高了学校城市攻坚教学水平和

组织能力，丰富了学校军事教学经验。

在此基础上，学校专门邀请主攻潍县县

城的华东野战军第 9 纵队聂凤智司令员

来校作关于攻克潍县攻坚作战经验介

绍，并组织学员开展交流研讨。

战场现地练兵。在学习城市攻坚战

术理论的基础上，学校采取战场现地练

兵的方法，组织学员亲临潍县战场现地，

区分层级针对性展开练兵活动。高级干

部队学员在聆听华东野战军第 9 纵队师

团领导关于潍县战役介绍的基础上，通

过复盘研讨潍县攻坚战的全过程，逐阶

段、逐课题研究城市攻坚作战的组织指

挥及协同要点。连排级学员采取现地摆

练的方式，将第一大队、第三大队部署在

坊子镇，第二大队部署在潍县主攻部队

的攻击点上，按照潍县作战的实际过程，

从攻击前准备到战斗发展，全程按照“部

队怎样打，学员怎样练”的要求，通过实

践使学员快速掌握一整套城市攻坚战斗

的实际本领。战场现地练兵，是华东军

政大学在城市攻坚教学实践中，通过不

断摸索和反复研练闯出的一条新路子，

不仅大幅提升了城市作战教学水平，也

为我军战术训练提供了重要借鉴。

强化纪律政策。随着潍县、张店、兖

州等中小城市相继解放，华东野战军加

紧备战准备攻克济南，为适应解放战争

形势发展，华东军政大学专门开展关于

城市纪律政策的学习教育。1948 年 5 月

20 日，学校在进驻坊子镇前，针对性制

订入城八项规则；8 月初，学校在接到华

东军区“做好进军济南的准备”电令后，

发出“全校行动起来，受领上级交给我们

保卫人民城市的光荣任务”号召，全校广

大教职学员积极响应这一号召，认真学

习入城各项规定，紧密结合实际，深入学

习研究如何维护工商业者的利益、保护

文化遗产、尊重当地人民群众生活习惯、

遵守城市交通规则等一系列规定，为学

校井然有序地进驻城市并严格贯彻执行

城市政策纪律提供了重要保证。

实战彰显实力。1948 年 9 月 16 日，

济南战役爆发，经 8 昼夜浴血奋战，华东

军政大学教职学员随攻城部队先后突破

商埠、外城、内城 3道城墙，有效牵制济南

守敌，为攻城部队向城内突击攻克济南城

提供坚强后盾。9月 24日，学校进驻济南

市区，校部和机关大部驻飞机场及附近地

区。进城时，由于部队人数多、房子少，为

维护城市纪律，不给当地群众添麻烦，有

一个大队当晚露宿在黑虎泉附近的街道

旁，给济南人民留下深刻印象。进入济南

后，学校领导、机关干部以及高级研究班

学员兼任济南市下属各警备机构领导职

务。为防敌空袭，学校奉命在千佛山、鹊

山、西郊机场、老城区、火车站等处占领制

高点，派出防空值班小分队，与来袭敌机

斗智斗勇，有效震慑敌机气焰。在此基础

上，学校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

对稳定社会秩序、安定民心、保障供给、恢

复商店营业及工厂正常开工贡献突出，受

到上级认可。10月中旬，学校与兄弟部队

交接警备任务，学校转入正常教学。

1949 年 7 月，为加速我军干部队伍

建设，中央军委决定将华东军事政治大

学与第三野战军军政干校、第八兵团机

关大部合并，在南京组建华东军区军事

政治大学。华东军事政治大学在创办的

两年半时间里，共举办 4 期，先后培养输

送 2 万余名师以下各级军政干部，为解

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人才支持。其“三个

一切”办学总方针，不仅为战争年代办学

指明方向，而且对和平时期军队办学也

有长期、积极的指导作用。

华东军事政治大学—

探索城市作战新课题
■钱 锋 周家俊 崔晓楠

公元前 484 年，吴国联合鲁国在艾

陵（今山东莱芜东南）大败齐军，史称“艾

陵之战”。此战是春秋时期规模较大、较

彻底的一次围歼战，也是中国战争史上

较早使用预备队的战例之一。此后，预

备队的作用为历代兵家所重视。

吴齐大战

公元前 485 年，吴王夫差为称霸中

原，联合鲁、邾等国，分陆海两路进攻

齐 国 ，结 果 在 琅 琊 海 战 中 大 败 于 齐 。

夫 差 并 未 死 心 ，继 续 寻 找 机 会 北 上 。

而齐国作为中原大国，被吴、鲁等国如

此羞辱，定然不会善罢甘休。次年春，

齐国为报复鲁国在前一年助吴攻齐，

发兵攻打鲁国，却被鲁国击败。此时，

鲁国已是吴国盟友，齐攻鲁给了夫差

一 个 绝 佳 的 出 兵 借 口 。 夫 差 联 合 鲁

国，再次发兵攻齐，在相继攻克博（今

山东泰安附近）、赢（今山东莱芜附近）

后，与齐军在艾陵展开决战。

此次大战中，夫差亲自统领中军，

吴国上、下、右军分别由胥门巢、王子姑

曹、展如指挥。齐军由执政国书率中

军，高无丕率上军，宗楼率下军。战役

打响后，齐国三军和吴国上、下、右军相

继投入战斗，双方展开激烈厮杀。在双

方战至筋疲力尽之时，夫差将此前一直

养精蓄锐的吴中军投入战场。随着这

样一支生力军的加入，已到崩溃边缘的

齐军顿时兵败如山倒，吴军趁机掩杀，

齐国十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艾陵之

战以吴国胜利而告终。

正和奇胜

吴王夫差在关键时刻出动预备队

作为奇兵，成为这场战争最后的胜负

手 ，这 也 体 现 了《孙 子 兵 法》中“ 以 正

和，以奇胜”的思想。

在参战总兵力方面，吴齐两国相

差不大。但由于吴国在此战中分为四

军，与齐国传统的三军建制相比便多

出 了 一 支 预 备 队 。 双 方 展 开 激 战 期

间，胥门巢统帅的吴国上军首先向齐

军发起进攻，被国书率领的齐国中军

奋力打退。由于战事不利，吴国右军、

下军以及鲁国军队相继投入战斗，齐

国方面则三军尽出，分别与吴军上军

及 右 军 、下 军 和 鲁 国 军 队 展 开 厮 杀 。

另一方面，吴国中军始终按兵不动，静

观战场局势的变化。激烈的战争持续

了几个小时，双方均损失惨重，军队的

体力和意志力业已到达崩溃边缘。

就在此时，夫差将吴国中军投入

战场。在大战开始后，吴中军始终按

兵 不 动 ，实 际 上 成 为 吴 国 的“ 预 备

队”。此时吴齐两国的参战诸军均已

筋疲力尽、难以为继，养精蓄锐的吴中

军则如猛虎下山一般冲向已成强弩之

末的齐军。齐军未料到吴国方面还有

这 样 一 支 生 力 军 ，顿 时 兵 败 如 山 倒 。

此役，齐国 10 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主

要将领国书、闾丘明、东郭书等被俘，

吴军缴获齐国战车 800 余辆，吴国取得

战争的最终胜利。

《孙子兵法》指出：“凡战者，以正

和 ，以 奇 胜 。”这 句 话 有 两 方 面 含 义 。

第一，要求兵家善于把握战场形势变

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通过出奇兵

以获得胜利。第二，“正”表示正常的，

而“奇”表示多出来的一部分，因此这

句话又可理解为在战争中以常规部队

承 担 主 要 进 攻 任 务 ，然 后 利 用 作 为

“奇”的预备队出奇制胜。在艾陵之战

中，这两方面的解释都说得通，夫差巧

妙地利用预备队，取得出其不意的效

果，最终打败齐军，取得战争的胜利。

大战之殇

从战场结果来看，吴国取得战争

胜利，但从全局考虑，吴齐可谓两败俱

伤，这场战争没有真正的赢家。

战败的齐国自不必言，10 万精锐

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还丧失了 800 余辆

战车。即使对于齐国这个“千乘之国”

来 说 ，这 样 的 损 失 也 是 难 以 承 受 的 。

此战后，齐国急剧衰落，直到百余年后

才恢复元气。此外，齐国的失利也给

国内早已心怀不轨的田氏家族带来篡

权的机会。春秋中期以后，田氏家族

在齐国政坛崛起，渐有不臣之心。但

此时国、高等家族在齐国仍有较大势

力，成为田氏夺权的障碍。恰逢吴国

伐齐，在齐国执政的田乞意图借此战

削弱其他家族势力。大战来临，各大

家族均需出兵，田乞有意使国氏、高氏

大夫分别统领上军、中军，而来自田氏

家族的田书、田子行仅担任中军将领，

这样田氏家族出兵数量便少于国、高

氏。此外，田乞明白与强大的吴国作

战，齐军无论胜败都将损失惨重，因而

鼓励田书等人奋勇拼杀，带动齐军与

吴军血拼，使国、高等家族在大战中过

度损耗自身实力，使得田氏可在齐国

一 家 独 大 。 事 情 的 发 展 一 如 田 乞 所

料，此战齐军大败，其他家族势力损失

惨重，田氏彻底失去制衡，从而顺利实

现“田氏代齐”。

战前，吴国为北上争霸投入很多，

由于江淮之间没有天然水道，陆路北

上 极 为 困 难 ，绕 行 海 路 则 风 险 甚 大 。

因此，夫差征发大批人力兴建邗沟以

沟通江淮。邗沟建成后，夫差即率军

沿 邗 沟 北 上 ，过 淮 河 沿 泗 水 北 上 伐

齐。邗沟在短期内建成耗费大量人力

物力财力，使民众苦不堪言。此外，战

胜的吴军虽俘获齐军 800 余辆战车，但

由于南方地理条件限制，吴军以步兵

为主，车兵数量有限，因而夫差将这些

战车送给鲁国。可以说，吴国此战中

并未收获任何实惠，反而因大战削弱

自身实力。大战必有损耗，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胜利，不仅自身损失巨大，

有时还隐含着战略上的风险。吴国在

北方过度耗损自身实力，无疑给此前

死里逃生、卧薪尝胆的勾践提供了复

仇的良机。

艾
陵
之
战

■
于
涌
泉

史说新语史说新语

相关链接

春秋战国春秋战国 韬略兵戈韬略兵戈

预备队，指在军队作战部署中

作为机动使用的兵力编组。其通常

作为奇兵以实现战场破局、完成特

定作战任务，或作为轮换者替换疲

惫的前线部队。预备队随着战争的

演变而产生和发展。战国时期，军

事家孙膑提出“斗一、守二”思想，主

张以三分之一的兵力投入战斗，以

三分之二的兵力作为预备队，根据

战场形势的变化再决定作战任务。

从 10 世纪开始，各国军队中普遍出

现预备队，多由骑兵担任。18 世纪

后，随着火器的改进和散兵线战术

的普及，预备队成为战场制胜的重

要手段。解放战争时期，在我军进

行的塔山阻击战和歼灭黄维兵团的

战役中，预备队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预备队

战火中的军队院校教育战火中的军队院校教育

位于山东省莒南县大店镇的华东军政大学旧址位于山东省莒南县大店镇的华东军政大学旧址。。 高会波高会波摄摄

位于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的艾陵之战遗址现貌位于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的艾陵之战遗址现貌。。

兰州解放后兰州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受到兰州市民的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受到兰州市民的热烈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