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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 年 4 月 22 日，为粉碎“联合国

军”以正面进攻配合侧后登陆，在朝鲜

“蜂腰部位”建立新防线的企图，中国人

民志愿军发起第五次战役。随着战役

的深入，我军后勤补给不足的问题愈发

明显。在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结束后，敌

军趁我军主力向后方转移准备休整时，

集中兵力向涟川、铁原一线进行反扑。

此时，铁原城内我军后方机关和物

资正在撤离，前线下来的部队也需要补

给，重建防线。而铁原以北一马平川，

如果“联合国军”抢先夺占铁原，我军就

会陷入无险可守的被动局面。危急关

头，志愿军司令部电令距铁原最近的第

63 军 ，在 文 岩 里 、朔 宁 、铁 原 之 间 积 极

防 御 ，不 惜 一 切 代 价 坚 决 阻 止 敌 人 进

攻，掩护兵团主力和伤员转移。5 月 27

日，第 63 军军长傅崇碧接到了“死守铁

原”的紧急命令，临危受命的第 63 军迅

速投入铁原阻击战。

因敌施策，分散阻击。在接到命令

后 的 第 一 时 间 内 ，第 63 军 立 即 部 署 兵

力，制订防御计划，将 3 个师按品字形分

布，前方以第 187 师为右翼防御师，负责

玉 女 峰 以 东 、涟 川 至 铁 原 铁 路 、公 路

（含）以西地域的防御，以防止敌军从中

央突破；以第 189 师为左翼防御师，在涟

铁公路（不含）以东、汉滩川以西地域，

依托有利地形，坚决阻敌北进。后方以

第 188 师为预备队，在铁原以西的灵洞、

驿谷川、揪屯里地域集结待命，并以 1 个

营为反空降预备队，准备歼灭在铁原、

大马里地域的空降之敌。另外，配属给

第 63 军的第 65 军第 194 师，在玉女峰、

内洞、朔宁、下浦地域组织防御。由于

涟川、铁原一线丘陵起伏，只有几条交

通线，敌军要想突破，必先打通道路，因

此，此次阻击战的关键是守住交通线的

周边要点。

5 月 28 日，战役打响后，“联合国军”

不断增兵反扑。傅崇碧清楚，以我方缺

粮少弹的疲敝之师对阵锐气正盛的机械

化强敌，几无胜算。想顶住敌人，必须

“打疼”对手。经研究发现，吸取前四次

战役失败教训的美军主力，在行军过程

中不敢暴露侧翼和后方，每到一处，必须

将周围的敌方阵地清除干净才继续前

进。“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这种作

战方式比喻为“美式橄榄球”，认为只有

“形成一条线向前进攻”，才不会给对手

留下可乘之机。然而，李奇微的谨小慎

微，却给我军提供了机会。傅崇碧决定

用一块块分散阵地，拖垮美军的进攻节

奏。他将第 189 师分成 200 多个单位，死

守 200 多个要点，这意味着敌人不把这

200 多根“钉子”逐个拔起，就不敢放胆

前进。

第 189 师开始了连自为战、排自为

战的“天女散花”式的阻击。美军试图从

正面集中万余兵力发起集团冲锋，也尝

试将数十辆坦克排成横阵发动“墙式进

攻”，还妄图用猛烈的空地火力大量杀伤

我有生力量，摧毁我战斗精神。在敌人

的疯狂进攻下，我军即便班自为战，甚至

人自为战，官兵们都在不屈不挠地顽强

抵抗，用鲜血和生命践行“人在阵地在”

的铮铮誓言。不断“拔钉子”的美军部队

虽然凭借压倒性优势，暂时占领我军部

分阵地，但不可避免地被拖慢了进攻速

度。美军第 24 师少校罗伯特说：“我们

仿佛陷入一个无法发力的陆地沼泽，总

觉得找不到要打的目标，却又发现目标

到处都是……”

抗反结合，迟滞对手。 6 月 3 日 拂

晓 ，美 军 第 25 师 主 力 加 入 战 斗 ，对 第

189 师发起轮番攻击。随着敌军火力不

断加强，第 189 师战斗减员严重。战至

中 午 ，第 189 师 所 有 营 连 已 不 成 建 制 ，

只 得 奉 命 将 阵 地 移 交 给 预 备 队 第 188

师。6 月 4 日晨，第 188 师第 563 团进入

高台山阵地，尚未架好通信线路，敌已

蜂拥而至。前锋是美军“王牌师”——

骑兵第 1 师，其主攻方向是第 188 师指

挥所前沿的两个高地。这两个高地一

旦被突破，将直接威胁我军后方指挥所

安全。

第 563 团 急 命 第 1 连 2 排 和 第 8 连

分别死守两处。第 8 连连长郭恩志指挥

战士们在战壕里严阵以待，当美军进至

二 三 十 米 时 ，突 然 用 火 力 猛 攻 将 其 打

乱，而后以小分队乘势反击，美军顿时

方寸大乱，狼狈撤退。第 8 连用此方法

多次粉碎敌人的进攻。6 月 5 日，美军

在坦克、飞机的掩护下再次猛攻第 8 连

阵地。敌人三面围攻，不断增兵发动数

次进攻，并发射上千发炮弹使我军工事

尽毁，但在我军反击下，美军仍无法攻

上阵地。战至当晚 9 时，第 8 连仅剩不

到 50 人。与此同时，第 1 连 2 排防守的

高地上仅剩 12 人。6 月 6 日，敌军合围

第 8 连，郭恩志带领最后一批战士，在第

1 连 2 排的掩护下杀出重围，转移到新

的阻击阵地。之后，第 1 连 2 排剩下的 8

名战士在副排长李炳群率领下越战越

勇，直至弹药用尽。陷入敌四面包围的

8 名勇士，在敌军再次涌上阵地时，高呼

“胜利属于我们！祖国万岁！”纵身跳下

悬崖。

“水淹七军”，阻敌穿插。“联合国军”

在铁原方向推进迟缓，美军试图用“机甲

部队”绕道迂回，从铁原东南的 87 号公

路直插志愿军后方。标高 279.5 米的内

外加小孤山，是铁原东南的唯一屏障，也

是我阻击部队遏制美军快速穿插的最后

一 面 盾 牌 。 6 月 9 日 下 午 ，第 188 师 第

564 团派出其战斗力最强的一个连队，

第 5 连的 2 个排 70 余人坚守内外加小孤

山，这是第 564 团在该阻击点位能投入

的全部兵力。团长曹步墀亲自上阵部

署。内外加地区北侧不到 100 米处有个

水库，炸开这座公路旁的水库能有效迟

滞敌机械化部队，但执行阻击任务的第

5 连必会被困山上。炸还是不炸？团长

非常纠结。为完成任务，第 5 连官兵毅

然决定，自断退路炸开水库。

6 月 10 日晨，美军 10 余辆坦克沿公

路向铁原北部疾进，经过内外加小孤山

时，随着一声巨响，水库被炸开，十余辆

坦克瞬间陷入滚滚洪流。第 564 团“水

淹七军”令敌恼羞成怒。“范弗里特弹药

量”再度上演，美军飞机重炮狂轰滥炸，

掩护地面部队猛攻。第 564 团前身是冀

中平原抗日游击队，很多战士都是地道

战 老 手 ，面 对 强 敌 的 野 蛮 进 攻 毫 不 畏

惧，用双手挖出的战壕和简陋的武器与

敌展开殊死搏杀。半天过去，敌“机甲

部队”始终未能前进半步。战至下午，

我方工事全部被毁，子弹、手榴弹也已

用尽，官兵们用从敌人尸体上搜集来的

弹药又打退敌一次进攻。下午 2 时，趁

敌攻击间隙，第 5 连连长向曹步墀通话

报告。这通电话成为第 5 连官兵在内外

加小孤山的最后声音。此后，第 5 连与

团指挥所彻底失联……一支接不到任

何命令的孤军，在“死地”殊死奋战，让

原以为不到一小时就能直捣志愿军大

本营的美机动部队，在一个 200 多米高

的小山包前被迟滞了整整一天。防守

阵地的志愿军官兵虽然全部牺牲，但完

成了迟滞敌人进攻的作战任务。

第 63 军的浴血苦战，为全军组织防

御赢得了时间。6 月 11 日，当敌军进入

铁原时，发现铁原北部出现了一道稳固

的新防线，李奇微大失所望，命令部队

就地转入防御。12 日，第 63 军胜利完

成阻击任务，于 19 时 30 分奉兵团命令

转向伊川地区休整。

此 次 艰 苦 阻 击 战 ，第 63 军 在 朝 鲜

战 局 可 能 发 生 颠 覆 性 变 化 的 紧 要 关

头 ，临 危 受 命 ，力 挽 狂 澜 ，胜 利 完 成 阻

击 任 务 ，将“ 联 合 国 军 ”阻 止 在 三 八 线

南北地区。

铁原阻击战：

临危受命 力挽狂澜
■李 明

军旗，既是领军的旗帜，也是国家

武装力量的象征。从秋收起义打出的

第一面军旗到解放军“八一”军旗的冉

冉升起，我军军旗迎风招展，见证了党

领导的人民军队历经硝烟战火，披荆斩

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征程。

工农革命军军旗

1927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南昌起义

时，为争取和团结国民党左派，起义部

队决定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

番号，并使用国民革命军陆军旗帜，同

时起到掩护部队的作用。

1927年 9月至 10月底，广东海陆丰

等地农民在彭湃等共产党员领导下，在

海丰、陆丰及附近地区举行武装起义，

参加起义的海丰县赤卫军打出了自己

的军旗。同月，经过周密商议后，中共

中央决定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发动秋

收起义，不再打国民党的旗帜，而是由

刚成立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设

计制作军旗。因没有现成样板，经过反

复研究，设计出带有镰刀、斧头、五角星

的红色军旗。旗帜的红底象征革命；旗

中央为白色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

五角星内有黑色镰刀、斧头，分别代表

农民和工人；旗面靠旗裤一侧缝有一条

白布，上面用黑布缝写着繁体的“工农

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字样。全旗的含

义为工农革命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工农革命武装。我军历史上第一面

军旗就此诞生。

工农红军军旗

1928 年 5 月 25 日，中共中央颁布

《军事工作大纲》，指示：在割据区域所

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

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工农革命军

改称红军后，中央军委为尽快统一军

旗样式和尺寸，于 1930 年 4 月发出《关

于 红 军 各 级 军 旗 的 规 定 的 通 知》，规

定：“各级军旗一律用五星红旗，星内

排列镰刀斧头之国际徽，旗用大红色

旗；中央为五星，五星为白色；中为镰

刀、斧头交叉排列，镰刀斧头用黑色；

旗之右边镶白布长条书写番号，旗须

用大红色。”同时，旗帜上标有“全世界

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字样。5 月，中共

中央在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上颁布《中

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再次明确中国

工农红军军旗式样，为崭新旗帜的诞

生打下了坚实基础。

1931 年 3 月 18 日，中华苏维埃中

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苏维埃和群

众团体红军旗帜印信式样》（以下简称

《式样》），对军旗的旗式作了新规定，

并下发了军旗的图式，可以说是对军

旗作出较大调整。为区别部队属性，

《式样》还规定以旗须的着色来代表不

同 军 种 ：红 色 代 表 步 兵 ，黄 色 代 表 骑

兵，黑色代表炮兵，白色代表工兵，蓝

色代表辎重兵，绿色代表医护兵。此

外，《式样》还规定了地方武装的旗式，

这在我军历史上属首次。

1934 年 2 月 1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

关于国徽、国旗及军旗的决定。军旗

方面，主要是对先前的样式进行简化，

去掉各种颜色的旗须，并统一为一种

尺寸军旗，规定军旗“中为黄色交叉的

镰 刀 与 锤 子 ，右 角 上 有 黄 色 的 五 角

星”。这款军旗，也是中国工农红军从

土地革命中后期到长征结束所使用的

军旗。

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军旗

1936 年 2 月至 5 月，为扩大抗日武

装和根据地，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

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在毛泽东、

彭德怀的领导下，发起了东征战役，其

间打出过抗日先锋军的旗帜。抗战全

面爆发后，国共需将抵御外敌放在首

位，八路军和新四军部队决定统一使

用国民革命军军旗、帽徽和被装，不再

使用工农红军军旗。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全

面内战，国民党军旗不可能成为人民

军队的军旗。红旗成为中国共产党领

导人民军队的军旗，各大战场都插上

了解放军的红旗。随着解放战争的胜

利推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建

设开始提上议事日程，中共中央也提

出要设计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

1948 年 2 月 21 日，周恩来为中共

中央起草指示电，征求对设计军旗、军

徽、帽花和臂章的意见。经过 3 个多月

的努力，总共征集到 500 余种军旗设计

样式。面对各式各样的应征图案，设

计小组遴选出 30 件“样旗”，送交中央

领导同志审选，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

看后，均认可军旗用红底、旗上有五角

星的设计，指示可按这个思路设计军

旗：军旗上要有“八一”两字，表示南昌

起义是建军的日子。

1949 年 5 月 27 日，毛泽东和中央、

军委各部门的领导审定了“八一”军旗

的标准样旗。5 月 30 日，周恩来致电各

野战军、各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并

各级军政首长：兹颁发军委制定之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军 旗 及 军 徽 样 式 七 百

份，请即点收，并请各野战军、各军区

遵式制发各所属部队，并定于六月十

五日全军正式开始使用。

从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军旗，

到人民解放军的“八一”军旗，历时 22

年。“八一”军旗的诞生，在中国人民解

放军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从此以

后，军旗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象征。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种军旗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我军在外事活动中一直使用“八一”军

旗。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军与外军交往

的增多，军事外交层级的扩大与深入，

尤其是在接待外军军种领导人的司礼

过程中，使用“八一”军旗显得规格偏

高，需要制定相对应的军种军旗来解决

适应军事外交发展的客观需要。

1992 年 9 月 5 日，中央军委发布命

令，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执行

司礼任务时使用的陆军、海军、空军军

旗式样。陆军、海军、空军军旗旗幅的

上半部（占旗面的八分之五）均保持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基本样式，下半部

（旗面的八分之三）区分军种：陆军为

草绿色；海军为蓝白条相间；空军为天

蓝色。命令还规定自 1992 年 10 月 1 日

起，中国陆、海、空军军种仪仗队在单

独执行司礼任务时，分别使用本军种

军旗。2015 年 12 月 31 日，中国人民解

放军火箭军正式成立，中央军委授予

火箭军军旗。自此，我军军旗体系发

展走向了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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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秦魏两国为争夺河西（今

山西、陕西两省间黄河南段以西地区），

先后展开 5 次大规模战争。前两次河西

之战，魏国均战胜秦国，夺取并控制秦国

东 部 的 河 西 要 地 ，对 秦 国 构 成 巨 大 威

胁。此后，秦国变法图强，为收复河西要

地展开一系列军事行动。

少梁筑城，稳扎稳打

三家分晋后，魏氏建立诸侯国，建都

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魏氏西边是一河

之隔的秦国，北边是赵氏，东边是韩氏，南

边越过中条山和黄河是秦、楚、郑国拉锯争

夺的陕地（今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陕县

和灵宝市附近地区）。在被诸侯国紧紧环

伺情况下，魏国首先要做到的是自强、不被

其他诸侯国吞并，然后是打破封锁、向外扩

张。为此，深具忧患意识的魏文侯任用李

悝实行变法，使国家日益富强。渐渐地，魏

国不满于此，想向西扩张国土，于是将目标

锁定秦国东部的河西地区。

魏国要进攻河西，必先渡过黄河。这

意味着魏国在粮草、物资的补给上将面临

巨大困难。魏国没有贸然出兵，而是选

择在黄河以西的少梁（今陕西韩城西南）

修筑城池，建立巩固的前进基地，以便屯

兵积粮进攻秦国。发觉魏国意图的秦

国，随即发兵进攻少梁。两军在少梁交

战，魏军击败秦军后，继续筑城备战。在

经过充分准备后，魏军于公元前 413年向

河西秦军进攻，此为第一次河西之战。

魏军先是在郑地（今陕西华县西南）

大败秦军，之后攻克繁庞（今陕西韩城东

南），驱其民而占其地。之后，魏军攻克临

晋（今陕西大荔东）、元里（今陕西澄城南）

并筑城。公元前 409 年，魏军再次伐秦，

一直打到郑县（今陕西华州东），攻克河西

之地的雒阴（今陕西大荔南）、合阳（今陕

西合阳东南）两城邑，并筑城屯兵驻守。

至此，魏国全部占据原属秦国的河西之

地，并在此设立西河郡，以吴起为西河郡

守，秦国被迫退守洛水一带。

训练武卒，以少胜多

魏国攻克秦国河西之地后，得到进

一步攻秦甚至灭秦的跳板，严重威胁秦

国的安全。经过数年准备，秦国开始进

攻魏国，试图夺回河西要地。公元前 389

年，秦国调集 50 万大军进攻河西重镇阴

晋（今陕西华阴东南），秦魏第二次河西

之战就此爆发。此战，魏西河郡守吴起

率领 5 万魏军迎战，尽管兵力处于劣势，

但魏军在战斗中迸发出强大战斗力，最

终以少胜多击败秦军，成为中国古代战

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魏国之所

以能取得这样一场辉煌的胜利，源于吴

起训练出的一支强大军队——魏武卒。

吴起担任西河郡守后，为加强魏国

在这一地区的防御力量，开始着力打造

一支强大的军队，即魏武卒。对于魏武

卒，吴起制定了严格的选拔标准。据《荀

子·议兵》记载，魏武卒能够“衣三属之

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

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

百里”。对比春秋时期军队日行 30里（一

舍）的行军标准，魏武卒的机动性大大增

强，这对于士兵的身体素质要求极高。

同时吴起十分重视军队日常训练，“一人

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

结合魏武卒的日常装备可知，魏武卒士

兵都是全能战士：既能远程发射弓弩，又

可持戈列阵团战，还能用剑近身肉搏。

除军队日常训练外，吴起重视军纪，

强调令行禁止、严明赏罚。对违反军令者

予以严惩，对于有功者，吴起则给予重

赏。在庆功宴会上，他使立上功者坐前

排，用金银等贵重餐具盛装丰盛美味；立

次功者坐中排，餐具饮食标准适当降低；

无功者坐后排，只有普通饮食。此外，吴

起还专门赏赐有功者亲属并抚恤阵亡者

家属，以此激励士兵奋勇杀敌。另外，吴

起关爱士卒，能与士兵同甘共苦。据《史

记》记载，吴起在行军时“与士卒最下者同

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

士卒分劳苦”。《孙子兵法》指出：“视卒如

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

与之俱死”。吴起这一系列做法，激励了

士兵在战场上以死效命，使魏武卒成为

“投之所往，天下莫当”的虎狼之师。

时移世易，战争演变

秦魏前两次河西之战，还反映出在

时代变迁背景下战争形态的变化。一方

面，步兵在战争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春秋时期的战争以车战为主，但随

着时代发展和战争地域的扩大，车战的

弊端日益显现，一旦遇到崎岖的山地、泥

泞的沼泽或险要的关隘，战车的作用便

无从发挥，而步兵具有较高的机动性、灵

活性。从春秋后期开始，步兵的重要性

不断提升。魏国先祖魏舒在与山戎作战

时，便为适应山地地形而放弃车战，改用

步战，利用魏舒方阵取得战争胜利。吴

起所训练的魏武卒，也属于重装步兵。

此外，为配合步兵，魏国在武器方面也有

所改进。当时，魏军所用长戟达二丈四

尺，短戟也有一丈二尺，可以有效增加步

兵方阵的杀伤力。吴起凭借这支强大的

军队，创造了“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

余则钧解”的骄人战绩。此后，步兵不再

是战车的附属，而是成为各国主要作战

力量。

另一方面，各国军队构成也发生显著

变化。春秋时期，各国军队具有兵农合一

的特点，战时为兵，平时务农。吴起的魏

武卒推行了募兵制，对于入选者，魏国不

仅免除其徭役租税，还赏赐田宅，使之免

除后顾之忧，专心备战。因此，魏武卒在

性质上已属于国家常备军。吴起以斩获

敌军作为奖励条件，“若车不得车，骑不得

骑，徒不得徒，虽破军皆无功”，这也折射

出作战理念的变化。此后，春秋时期的君

子之战不复存在，战争越来越呈现出“杀

人盈城”“杀人盈野”的景象。

秦魏前两次河西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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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晚期，晋国出兵攻打山戎，

大夫魏舒为适应山地的环境，采取了

放 弃 战 车 采 用 步 战 的 方 式 进 行 作

战。魏舒将 5辆战车上的 15人编为 3

个 5 人队，又将若干 5 人队与原有步

兵混合，结成战斗阵形，将车战时由

两、伍、专、参、偏组成的阵形，改为由

前、后、左角、右角、前拒组成的步兵

方阵。魏舒方阵的出现，代表车战向

步战的过渡。此后，步兵日益成为战

场的主角，步兵阵形的排布也成为后

世兵家钻研的重要内容。

魏舒方阵

守卫在铁原地区的志愿军阻击来犯之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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