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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路 军 常 见 臂 章 ：
“八路”和“18GA”

最早的八路军臂章规格为 8.5×6.5

厘米，采用白色麻布底，蓝色印制，中间

有“八路”名称。之后的臂章在此基础

上，中间套了一个椭圆形框。1938 年，

八路军臂章下方增加“中华民国二十七

年度佩用”字样，背面加盖有所属部队的

印 章 。 1939 年 ，八 路 军 臂 章 规 格 改 为

8.6×5.8 厘米，正面中间印“八路”二字，

下面印“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度佩用”，背

面印“尽忠职务、严守纪律、实行主义、完

成革命”。八路军臂章有印佩戴年度的，

也有不印佩戴年度的。早期“八路”的字

体都是楷体，后期多为美术体。臂章书

写顺序最初为左书，后改为右书。

1937 年 9 月 11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

员会按全国战斗序列将“第八路军”改番

号为“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为总司令，彭

德怀为副总司令。9 月 14 日，朱德、彭德

怀发布关于“第八路军”改为“第十八集

团军”的通令。此后便制作中文数字“十

八集团军”臂章，其规格大小、图案设计

与 1938 年八路军佩戴的臂章基本相同，

仅将中间的“八路”二字改为“十八集团

军 ”，背 面 有 师 别 、职 别 、姓 名 、编 号 等

栏。在抗战中后期，八路军许多部队佩

戴当时国民革命军统一的标志，在臂章

中采用阿拉伯数字和符号表示“十八集

团军”，即“18GA”（GA 表示集团军）。还

有一种简易的“18GA”臂章，不带蓝底和

椭圆形白框，只有“18GA”字样和配用年

度。臂章的书写顺序为中文数字一般为

右书，阿拉伯数字均为左书。

除上述统一配发的“八路”和“第十

八集团军”臂章外，八路军所属部队也制

发了多种臂章，其样式基本与八路军臂

章相同。1938 年 12 月，以山东人民抗日

武装起义部队为基础组建的“八路军山

东纵队”，曾制作佩戴“山纵”臂章。1939

年 11 月 20 日，国民党军范子侠部接受共

产党领导，改称“八路军平汉抗日游击纵

队”（以下简称“平汉纵队”），曾制作佩戴

“平纵”臂章。1940 年 6 月 7 日，平汉纵

队改编为八路军新编第 10 旅，开始佩戴

统一的“八路”臂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八路军番号没有

立刻取消，八路军臂章继续使用。进入

东北的八路军部队，会同当地的东北人

民自卫军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于 1946

年 1 月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改戴东北

民主联军臂章，其式样、格式与八路军臂

章 相 同 ，只 是 改 为“ 东 北 民 主 联 军 ”字

样 。 1946 年 以 后 ，各 地 八 路 军 番 号 取

消，八路军臂章不再使用。

新 四 军 常 见 臂 章 ：
“N4A”和“新四军”

新四军曾佩戴过多种图案和文字的

臂 章 。 1937 年 10 月 ，新 四 军 宣 布 成 立

后，当时只有军部，部队还没有集中整

编，所以并未像八路军那样配发统一的

国民革命军制式臂章。后来，美术工作

者吕蒙等人在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副军长

项英的指示下，开始设计新四军臂章。

图案为一名身背斗笠、左手持枪右手指

向 前 方 的 战 士 ，左 下 角 书 写“ 抗 敌 ”二

字。臂章表明了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

编为新四军开赴前线抗日决心，得到新

四军指挥员的认可。于是，用木刻印制

该图案的臂章被新四军指战员佩戴，这

就是最初的新四军臂章。

随着新四军队伍发展壮大，叶挺等

人又指示设计新的新四军臂章，以反映

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开展抗日游击战。

新臂章以行进中的一队新四军为图案，

上方标有新四军英文缩写“N4A”。N 是

英文 NEW（意为新）的首字母，4 代表中

文“四”字，A 为英文 Army（意为军队）的

首字母。新臂章右下方标明“中华民国

二十八年度用”，即 1939 年使用。

此后，新四军开辟皖南、皖东、江南、

苏北等抗日根据地，队伍进一步壮大。

1940 年，版画家马达设计了新臂章。其

正中是一名战士双手持枪拼杀，上方加

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字样，左下方为

“抗敌”二字，右上方标明“1940”。

1941 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四

军军部在盐城重建，在鲁艺华中分院任

教的美术工作者庄五洲受命重新设计新

四军臂章。他借鉴 1939 年“N4A”臂章，

并参考八路军臂章样式，设计出图案为

“N4A”底衬白色椭圆、上方左右两角各

加一个五星、中间标有“1941”字样的新

臂章。该臂章为黑白两色，庄严肃穆，以

纪念皖南事变中死难的烈士。

不久后，1941年的“N4A”臂章被简化

为仅有“N4A”字样的蓝白色臂章。这种臂

章采用石版印刷，线条简洁流畅，配以白底

蓝字，醒目有力，深受新四军官兵喜爱。新

的“N4A”臂章很快就在新四军中广泛使

用，成为人们最熟悉的新四军臂章。

其实，新四军也有中文“新四军”字

样的臂章，与当时国民革命军臂章形制、

图案一致。不仅在抗战初期，而且在抗

战中后期都有使用过。“新四军”字样臂

章与“八路”臂章形制图案接近，初为宋

体，后改为美术体。

抗战胜利后不久，国共两党进行重

庆谈判，并签订“双十协定”。随后，新四

军英文缩写臂章不再使用，统一使用中

文“新四军”字样的臂章，此臂章一直使

用到 1947 年新四军番号撤销。

八路军和新四军各有哪些臂章？
■徐 平

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期间，中

国人民志愿军第 40 军第 118 师于 1950

年 10 月 25 日在朝鲜温井西北两水洞地

区，遭遇并成功歼灭南朝鲜军第 6 师一

部。此战是志愿军赴朝后的首战，打出

了国威、军威，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

序幕。

将帅抵近指挥，精准捕捉战机。初

战必须审慎、首战务求胜利，乃是领兵

作战之铁律。特别是面对占有绝对装

备优势的“联合国军”，志愿军入朝第一

仗能否取胜，对于打敌嚣张气焰、阻敌

继续北犯、稳住朝鲜战局、振奋军心士

气、展开后续作战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为确保初战即首胜，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带着随行的一名参谋、一名司机

和两名警卫员，乘车先于部队入朝以察

明战场情况，并于 10 月 21 日到达温井

西北 30 余公里处的大榆洞，与金日成面

商作战大计。彭德怀先谈了中央军委

制定的战略方针和作战部署，即以第一

批入朝的志愿军第 38、39、40、42 军等部

队约 25 万人先组织防御，阻敌北进，稳

定战局，掩护朝鲜人民军北撤整顿，然

后等待时机举行反攻。金日成则介绍

了 朝 鲜 战 局 的 最 新 情 况 ，敌 军 于 10 月

19 日占领平壤后气焰愈发嚣张，依仗装

备优势快速机动，呈东西两线对进之势

向北突进，已抵近或进至志愿军预定防

御地区。而朝鲜人民军处于腹背受敌

的不利态势，主力部队基本被隔断在三

八线以南，三八线以北能有效掌握的仅

有 3 个师。

在听取金日成关于朝鲜战局的介

绍后，彭德怀基于敌军快速推进、我军

难以占领预定防御地区的战场实际，判

断中央军委先行防御、再行反攻的预定

决心已无法实现。经请示并得到中央

军委同意后，彭德怀于 22 日组织随行几

人，在大榆洞设立志愿军司令部，迅速

调整作战部署，以备敌军东西两线快速

北进之势。当首批入朝的第 118 师经 5

天 急 行 军 ，于 24 日 晨 率 先 到 达 大 榆 洞

时，师长邓岳已能听到温井方向传来的

敌军炮击声。彭德怀立即命令第 118 师

在两水洞地区做个“口袋”，相机歼灭由

温井来犯的冒进之敌。

部队隐蔽行动，巩固制胜基础。想

要达成作战突然性、夺取作战胜利，不仅

需要指挥员敢于抵近侦察、靠前指挥，数

十万大军如何做到隐蔽机动、快速接敌

也十分重要。同时，两军最高指挥者的

行事风格直接决定了两军部队的行动特

点，也最终影响着各自作战行动的成败

走向。

为确保入朝第一个战役发起的突然

性，志愿军司令部在过江前严令各部队

入朝后要控制电台，封锁消息，严密伪

装，昼伏夜行，向指定的作战区域隐蔽开

进。首批入朝的志愿军部队依令利用夜

暗隐蔽行动，严格执行保密规定，成功躲

过了敌军空中与地面侦察。当数十万志

愿军进入朝鲜北部的崇山峻岭时，“联合

国军”竟没有丝毫察觉。“联合国军”总司

令麦克阿瑟十分乐观地认为：中国出兵

干预的可能性很小。

与我军隐蔽行动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敌军异常骄横，如入无人之境”。10

月 24 日，麦克阿瑟下达“总追击令”，命

令敌军各级指挥官全力以赴向鸭绿江突

进。于是，敌军各部都以最先到达鸭绿

江为荣，纷纷加快进军速度。“联合国军”

虽在我军到达前进至我预定防御地区，

但因其未发现我军入朝，仍继续大胆前

进，使得其自身兵力逐渐分散。其中，敌

西线右翼南朝鲜军第 2 军团态势突出，

且与东线部队之间敞开 80 余公里的缺

口。这为我军突然发起作战、割歼冒进

之敌、实现初战制胜创造了十分有利的

条件。

巧设“口袋”阵地，速歼突进之敌。

正因有指挥员靠前指挥、部队隐蔽行动

所创造的有利态势，我军才能在未能抢

占预定防御地区的不利情况下，将原先

可能出现的敌我遭遇战，成功转化为我

方主动待敌的伏击战，打出入朝作战的

第一个胜仗。

根据志愿军司令部的部署，第 118

师于 10 月 24 日晚以预期伏击姿态占领

两水洞及周边的北镇、九龙江、仓洞等地

区，修筑工事，准备阻击敌人。其中，第

118 师指挥所位于两水洞，下辖的第 353

团在两水洞公路西侧展开，第 354 团沿

温井至北镇公路和九龙江北侧一线展

开，第 352 团在北镇西北侧展开，扎了个

严实的“口袋阵”。

25 日 9 时许，敌南朝鲜军第 6 师第 2

团第 3 营及 1 个炮兵中队，成两路行军纵

队，乘车由温井向北镇疾进。10 时许，

敌军第 3 营尖兵连及炮兵中队进至我军

第 118 师指挥所附近，遭我师侦察连阻

击。随后，敌军第 3 营全部进入我军第

118 师预设伏击圈。第 118 师主力立即

采取“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法发起进

攻。第 354 团依托有利地形，从侧翼对

敌行军纵队发起猛烈攻击，将其后续分

队 2 个步兵连分割成数段，经 1 小时激战

后予以全歼。14 时 30 分，邓岳令第 353

团第 1、第 3 营各出一部兵力，配合第 354

团第 3 营将进至两水洞、仓洞的敌军尖

兵连和炮兵中队歼灭。敌军第 2 团主力

为解救其第 3 营，对我军第 354 团第 2 营

阵地发起 10 余次攻击。从 25 日中午开

始，我军第 2 营官兵顽强阻击，在战斗减

员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成功击退敌军多

次攻击，坚守住了阵地，有力地保证了我

军主力的作战行动。战至 15 时 30 分，第

118 师全歼敌军 1 个步兵营和 1 个炮兵

中队。至此，围歼南朝鲜军第 6 师第 2 团

第 3 营的战斗胜利结束。17 时，在得知

其第 3 营已被志愿军歼灭后，南朝鲜军

第 6 师第 2 团主力停止向第 354 团第 2 营

的进攻，溃退至温井。

此战，我志愿军共击毙敌人 300 余

人 ，俘 敌 160 余 人 ，缴 获 各 种 枪 支 163

支、火炮 12 门、汽车 38 辆。首战胜利的

捷报传到北京，毛主席极为欣慰，亲复

贺电：“庆祝你们初战胜利”。1951 年，

经党中央和毛主席批准，10 月 25 日被

确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

作战纪念日。

抗美援朝第一仗
■许 正 张 苗

晋阳之战，发生于春秋末期（公元前

455 年至前 453 年），是晋国卿族赵氏在

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与智氏、韩氏、魏

氏联军进行的一场城邑攻守战。赵襄子

暗中串通韩、魏两家倒戈，最终攻灭智

氏。而后，晋国领土全部被韩赵魏三家

瓜分，史称“三家分晋”。“三家分晋”事件

也被看作是中国历史上由春秋时期进入

战国时期的重要标志。

晋阳大战

春秋中后期，晋国内部卿大夫势力

崛起，其中赵、韩、魏、智、范、中行六家

最为强大。之后，赵、韩、魏、智四家在

内部兼并战中消灭范氏与中行氏。经

过这一系列内讧，晋国实力逐渐衰落，

霸主地位被崛起的越国夺得。

对于传统霸主晋国而言，这是莫大

的耻辱。作为晋国势力最大的智氏，其

家族首领智伯担任晋国执政后，为重振

晋国霸业并削弱其他三家势力，便提出

四家分别向晋公献出一个万户城邑。

智伯率先献出城邑，韩、魏两家家族首

领韩康子和魏桓子迫于智伯的权势不

得不就范。然而，早与智伯有隙的赵氏

家族首领赵襄子拒绝献出城邑，晋公命

智伯联合韩、魏两家讨伐赵襄子。面对

三家联军，赵襄子选择退守至城池坚

固、物资充足的晋阳。

智伯率联军抵达晋阳后展开了攻

城战，赵襄子坚守不出，联军的强攻未

能奏效。于是，智伯一方面命军队包围

晋阳城，另一方面下令决开汾河，灌淹

晋阳城。由于长期被围，加之遭遇水

灾，晋阳城内军民伤亡惨重，战斗意志

愈发动摇，形势十分严峻。危急时刻，

赵襄子派家臣张孟谈偷偷出城游说韩

康子、魏桓子，说服二人与赵襄子联手，

共同对付智伯。赵襄子趁夜色派军杀

掉智军守堤官吏，决堤放水反灌智伯军

队。智军因忙于救水而陷入混乱。赵、

韩、魏三家军队趁机夹击，大败智军，智

伯和智氏家族数百人被杀，其封邑尽被

瓜分。晋阳之战后，晋国再也没有可以

与韩、赵、魏相抗衡的力量，三卿便毫无

顾虑地瓜分晋国领土，晋国国君也成为

傀儡，再无半点权威。

以水佐攻

晋阳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采

用“以水攻城”战法、并收获明显成效

的战役。水攻的战术运用为后世的攻

城战乃至野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面对三家联军的进攻，赵襄子之

所以选择退守晋阳，一方面因原居住

地耿（今山西河津南）简陋不能御敌，

而 晋 阳 控 带 山 河 ，易 守 难 攻 ，城 墙 坚

固，城内物资充足。另一方面，赵氏家

族长期在此经营，人心向赵。

赵氏军队依托城墙工事，坚守数

月，联军始终未能攻克。智伯见强攻无

效，便利用晋阳城地势低洼的特点，改

用“ 以 水 佐 攻 ”的 战 术 试 图 攻 克 晋 阳

城。汾河为黄河支流，当时正值雨季，

水流湍急，它绕着晋阳城顺流而下。智

伯让士兵建造堤坝拦住水流，之后命士

兵切断所有出入通道，决开河堤引汾水

灌淹晋阳城。《孙子兵法》曰：“故以火佐

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随着晋阳城内

水位的不断上涨，军民逐渐失去战斗意

志。若非张孟谈及时说服韩、魏两家反

攻智伯，晋阳被攻克指日可待。

讽刺的是，在赵、韩、魏三家反攻

智 伯 时 ，水 攻 同 样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 。

赵襄子命人决开河堤，放水反淹智伯

军队，从而大败智伯。此后，水攻成为

战争中的常用战术。战国时期，秦将

王贲引黄河之水灌淹魏国都城大梁，

迫使魏国投降；楚汉战争中，韩信利用

潍水佐攻，大败楚将龙且；东汉末年，

关羽水淹七军，威震中原。

伐交致胜

晋阳之战，智伯可谓功败垂成，在

水灌晋阳眼见奏效之时，张孟谈成功

运用楔子战略，说服韩、魏两家与赵襄

子联手进攻智伯。此次纵横捭阖，使

整个战局发生逆转，赵襄子死里逃生，

而 实 力 最 强 的 智 氏 反 被 三 家 联 手 消

灭。这一事件反映了伐交的威力。所

谓伐交，是指通过破坏敌方与其他方

面联合的方式，削弱敌方势力，为己方

的胜利创造条件。

智伯引水灌城后，晋阳已再难坚

守。在此绝境下，张孟谈偷偷出城劝说

韩、魏两家倒戈。张孟谈见到韩康子、魏

桓子后，用“唇亡齿寒”的故事，道出一旦

赵氏灭亡，下面就会轮到韩、魏两家的道

理。事实上，韩、魏两家早对智伯的专横

和刻薄寡恩颇有微词，加之韩、魏两家担

心日后遭遇与赵氏同样的下场，所以接

受了与赵氏结盟的提议。

智氏族人智过见微知著，曾提醒智

伯韩、魏两家可能反水，建议他杀掉韩

康子和魏桓子以绝后患，智伯不听。于

是，智过又建议智伯，以重贿收买二人

身边的谋臣劝说其主不要反水，并允诺

消灭赵氏后赠予他们一个万户城邑。

智伯听了不以为然，认为韩、魏两家和

智氏一同攻打赵氏几年，要反早就反

了，怎么会在马上攻克晋阳之时突然反

戈，就未采纳智过的建议。本有机会避

免这一大祸的智伯，因为刚愎自用，为

自己和族人自掘了坟墓。

《孙子兵法》将伐交的重要性列在伐

兵与攻城之前，这是因为伐交的成败可

显著改变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从而对

战争的结局产生直接影响。成功的伐交

可以尽可能壮大我方阵营，削弱敌方力

量，从而为伐兵与攻城的胜利提供保

障。伐交的成功，不仅要依靠实施者的

智慧与口才，还要明确对方的需求，从而

更有针对性地争取盟友或分化敌对联

盟。此战中，张孟谈凭借有针对性的话

术成功说服韩、魏两家，成为晋阳之战最

后的胜负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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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战略是政治和军事领域一

项常用的战略，即通过各种资源和手

段阻止敌对联盟的形成，或分化瓦解

已形成的敌对联盟，减轻己方所面临

的战略压力，为最终胜利创造条件。

在战争中，楔子战略是《孙子兵法》伐

交思想的具体运用，战国时期的“合

纵”“连横”策略的实施中便包含着大

量楔子战略的运用。张仪分化齐楚

联盟，帮助秦国重创楚国；郭子仪分

化回纥与吐蕃的联盟，说服回纥退

兵，成功守住长安。

楔子战略

史说新语史说新语

晋阳之战示意图晋阳之战示意图。。

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作战经过要图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作战经过要图。。

八路军臂章八路军臂章。。 印有佩戴年度的八路军臂章印有佩戴年度的八路军臂章。。

简化后的简化后的““NN44AA””臂章臂章。。最早的新四军臂章最早的新四军臂章。。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
八路军、新四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部队编制、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
服装、标志基本都与国民党军队相同。说起八路军、新四军的识别标志，
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就是臂章和帽徽。八路军、新四军的臂章为长方形，佩
戴在军衣左袖上臂部位。人们最熟悉的八路军、新四军臂章莫过于“八
路”和“N4A”了，但实际上八路军和新四军都有过多种版式的臂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