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5 年 3 月 28 日，红四方面军为配

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境地区的作

战行动和战略转移，并向四川、甘肃边

界发展，遂发起嘉陵江战役。此役历时

24 天，共歼敌 1 万余人，攻克县城 8 座，

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迄北川、南起梓

潼、北抵川甘边界的广大地区，打乱了

敌军的“川陕会剿”计划，为红四方面军

继续向甘南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此役

成为红四方面军战史上一次大规模强

渡江河的模范战例。

顾全大局，策应中央。1934 年 9 月，

红 四 方 面 军 取 得 川 陕 苏 区“ 反 六 路 围

攻 ”战 斗 的 胜 利 。 不 甘 心 失 败 的 蒋 介

石，又制订“川陕会剿”计划，派出中央

军胡宗南部和川陕两省地方军队，欲对

我军东西堵截、南北夹击。

面对严峻形势，结合川陕根据地战

后粮食和兵员短缺等困难情况，红四方

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清江渡会议上提

出川陕甘计划，即依托老区，收缩战线，

发展新区，主要打击目标是胡宗南，重

点夺取甘南的碧口和文县、武都、成县、

康县等地，并伺机向岷州、天水一带发

展，建立新的根据地。为实行该计划，

红四方面军组织了 3 个月的整训，部队

兵员、物资得到补充，士气进一步提高，

为迎接新的战斗任务做好准备。

1935 年 1 月 22 日，红四方面军发起

广昭战役，决定吃掉相对孤立的胡宗南

部，并向甘肃南部拓展根据地。战役期

间，中央军委电示红四方面军，要其迅

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

期向嘉陵江以西进攻，配合中央红军渡

江北上。红四方面军在旺苍坝召开紧

急会议，经认真研究后一致认为：迎接

中央红军是当务之急，决定暂停对胡宗

南的进攻，集中主力强渡嘉陵江，策应

中央红军。

周密侦察，充分准备。1935 年 2 月

初，红四方面军以 12 个团的兵力出击陕

南，以迷惑和调动敌军北上，为主力在

苍溪地区西渡嘉陵江创造有利条件。2

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回师北川，准备突

破嘉陵江。

至 3 月 11 日，红四方面军先后取得

仪陇、苍溪战役的胜利，控制了嘉陵江

东 岸 除 阆 中 城 外 北 起 广 元 、南 至 南 部

县 城 的 大 部 分 地 区 ，扫 清 了 渡 江 作 战

的障碍。

当时嘉陵江沿岸及其以西地区，由

川军邓锡侯、田颂尧两部防守，主要兵

力集中在北起广元地区、南至南部县城

的沿江一线，其后方纵深至涪江沿岸地

区十分空虚。为确保万全，徐向前率领

有关人员，沿江勘察水文、地形等情况，

并根据敌军的防御特点和兵力配备情

况，挑选渡江地段。

随 后 ，各 渡 江 部 队 进 行 了 深 入 的

政治动员，使广大指战员认清形势，解

除 顾 虑 ，增 强 敢 打 必 胜 的 信 心 。 担 任

主 要 突 破 任 务 的 部 队 ，在 嘉 陵 江 左 侧

支 流 东 河 一 带 开 展 了 紧 张 的 水 上 练

兵 ，学 习 操 船 、泅 水 等 技 术 ，演 习 登 陆

突破、巩固登陆场和向纵深发展等战术

动作。根据地群众为红军渡江作战，支

援了大量物资器材。经过夜以继日的

紧张工作，军民协力建造出大批木船和

3 座竹扎便桥构件。与此同时，各渡江

部队还对敌情、道路、地形等进行周密

侦察，并通过起义投诚的敌军士兵，详

细 了 解 敌 军 江 防 部 署 ，为 战 役 的 决 策

提供了重要依据。

多路出击，强渡大江。3 月 28 日晚，

由红 9、红 30、红 3l 军组成的第一梯队，

率先投入战斗。红 30 军第 88 师先头部

队于塔子山附近秘密渡江，直至迫近对

岸才被敌军发觉。敌军火力尚未展开，

我军设在塔子山上的炮兵阵地和重机

枪阵地，便立即向敌军猛烈射击，掩护

突击部队胜利登岸。突击部队登岸后，

歼灭敌守军 1 个营，建立起登陆场。随

后，第 88 师 2 个团快速渡江攻占飞虎山、

高城山、万年山等制高点，并击溃从阆

中城后撤之敌。

与此同时，红 31 军于苍溪以北的鸢

溪口强渡成功，一举攻占敌险要阵地火

烧寺，击溃守敌 1 个旅。红 9 军也于阆中

城以北渡过嘉陵江。第一梯队占领沿

江要点后，迅速向敌纵深及两翼发起攻

势。第二梯队红 4 军很快也从苍溪渡过

嘉陵江投入战斗。敌军苦心经营的江

防瞬间土崩瓦解。

穿插进攻，飞夺剑门。红四方面军

强渡嘉陵江后，迅疾攻击沿江敌军。左

翼红 9 军和红 4 军各一部配合作战，攻占

南部县城。右翼红 31 军击溃敌刘汉雄

部后，迅速向剑门关推进。中路红 30 军

及红 9 军另一部攻占剑阁后，以第 89 师

控制县城，以第 88 师向东北疾进，协同

红 31 军进攻剑门关。

剑门关是横亘剑阁、昭化之间的剑

门山的隘口，扼川陕大道，地势险要，是

敌军江防重要支撑点。

4 月 2 日拂晓，红 31 军 4 个团和红 30

军第 88 师，分别抵近剑门关，对守军形

成东、西、南三面包围。2 日 11 时，攻击

开始。经过半日激战，我军全歼守敌 3

个团，一举占领敌军所谓“插翅难飞”的

剑门关要隘。红 30 军和红 31 军各一部

于 3 日乘胜攻克昭化，又歼敌 1 个团。至

此，敌军沿江防线悉数被摧毁，红四方

面军控制了北起广元、南至南部县城的

嘉陵江西岸地区。

诱敌深入，围城打援。剑 门 关 失

守 后 ，国 民 党 军 调 整 作 战 计 划 ，欲 将

红 四 方 面 军 消 灭 在 嘉 陵 江 和 涪 江 之

间 的 三 角 地 带 。 四 川 北 部 通 往 甘 南

或 川 西 的 重 镇 江 油 ，成 为 敌 我 双 方 的

必争之地。

4 月 10 日，红 9 军和红 30 军主力部

队经一昼夜奔袭，抵达涪江岸边，并很

快突破了涪江的川军防线，对江油形成

包围之势。邓锡侯急忙率领 10 个团，在

飞机掩护下增援江油。

红 四 方 面 军 侦 悉 这 一 情 况 后 ，决

定 采 取 诱 敌 深 入 和 围 城 打 援 的 战 术 ，

留 一 部 继 续 围 困 江 油 ，集 中 大 部 兵 力

在江油以南打击敌军援兵。14 日至 15

日 ，红 四 方 面 军 在 江 油 以 南 地 区 击 溃

援敌，歼敌 4 个团，俘敌 3000 余人。至

21 日，我军攻占了青川、平武、中坝、彰

明、北川等地。至此，嘉陵江战役胜利

结束。

嘉陵江战役：

大规模强渡江河的模范战例
■曹亚铂 刘承波 刘凡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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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228 年，秦国大将王翦一举

攻克赵都邯郸，俘赵王迁。赵国公子

嘉逃往代郡（今河北省蔚县附近），自

立为王。公元前 222 年，王翦之子王贲

占领代郡，赵国彻底灭亡。秦国灭赵，

既是此前秦国不断蚕食赵国领土的必

然结果，也是秦国离间其他诸侯君臣

关系的成功实践。

蚕食赵地

长平之战后，秦国由于错失战机，

不仅未能一举灭赵，反而在之后的邯

郸之战中被诸侯联军打败，并被赵、魏

等国收复部分失地。邯郸之战的失利

未伤及秦国元气，短暂休整后，秦军卷

土 重 来 ，继 续 向 山 东 诸 国 发 起 进 攻 。

在秦国“远交近攻”的战略下，地理位

置临近的赵国，成为继韩国后秦国的

重点打击对象之一。

公元前 256 年，即邯郸之战结束后

的次年，秦将摎在攻打韩国后移师攻

赵，攻下 20 余县，斩首 9 万人。公元前

248 年，秦将蒙骜伐赵，定太原。公元

前 247 年，秦国再次发兵攻赵，相继占

领榆次（今山西省太原市东南）、新城

（今山西省朔县南）、狼孟（今山西省阳

曲县）等 37 座城池，并完全掌控此前韩

国占据的上党郡，重设太原郡。

秦国虽直指赵国，但它的不断东进

使赵、魏、韩等国都面临巨大威胁。在

这种情况下，山东诸国再次通过合纵抗

击秦军。公元前 247 年，赵、魏、韩、楚、

燕五国组成联军，由魏公子信陵君指挥

攻秦，大败秦将蒙骜，秦军败退至函谷

关，不敢出关迎战。公元前 241 年，五

国再次组成联军，以赵将庞煖为主将，

合纵抗秦。联军一度攻到秦国蕞地（今

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东北），因联军人

心不齐，最终无功而返。但这反映出山

东诸国若齐心协力，还是具有与秦国抗

衡的实力。因此，如何破除山东诸国的

合纵，成为秦国进一步东进乃至兼并其

他诸侯国的关键。

离其君臣

事实上，秦国君臣也认识到破除山

东诸国合纵的重要意义。尉缭对秦王政

指出，一旦山东诸国合纵，出其不意开

战，秦国便可能面临此前智伯、夫差、齐

湣王那样败亡的下场。秦国郎官李斯

也指出，“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秦国

消灭诸侯成就帝业、实现天下一统的时

机已经成熟。他对秦王政说：“若不能

把握这一良机，山东诸国趁机重新强大

起来并且形成合纵，纵使您有黄帝之贤，

也无法吞并它们了。”秦王政听完觉得言

之有理。

尉缭提议“赂其豪臣，以乱其谋”，

即秦国拿出大量财物，贿赂其他诸侯

国的权臣，使他们能为秦国所用，以此

破 坏 山 东 诸 国 之 间 的 合 纵 。 这 意 味

着，秦国仅需要付出几十万金的代价，

便可使其他诸侯国之间离心离德。与

尉缭相对含蓄的建议相比，李斯的对

策更加简单粗暴。李斯派遣谋士携带

金银珠宝以游说其他诸侯国大臣。若

这六国权臣能被秦国收买，则给予大

量珍宝，使其成为秦国内间。若这些

大臣刚正不阿、不愿归顺，李斯便派刺

客对其暗杀。通过这种方式，六国内

部鲜有主张合纵的大臣，秦国在六国

的内间则不断增加。尉缭与李斯的这

一“离其君臣之计”起到明显效果。

计杀李牧

秦国的上兵伐谋，轻而易举使六

国 君 臣 反 目 ，为 秦 军 东 进 扫 清 路 障 。

公 元 前 236 年 ，秦 趁 赵 燕 两 国 交 战 之

机，以王翦、桓齮、杨端和为将，发兵攻

赵，一举攻下赵国 9 座城邑。王翦攻取

了赵国的阏与（今山西省和顺县）和橑

杨（今山西省左权县），桓齮攻占了邺

和安阳（今河南省安阳市西南）。公元

前 234 年，秦国再次向赵国发动大规模

进攻，秦将桓齮大败赵军，杀死赵将扈

辄，斩首 10 万人。次年，桓齮率军先后

拿下宜安（今河北省石家庄市东南）、

平阳（今河北省磁县东南）、武城（今河

北省磁县西南）。秦军日益迫近赵国

都城邯郸，赵国岌岌可危。

赵王迁急调在北方戍边抵御匈奴

的名将李牧。李牧带兵抗秦，在宜安

大破秦军，赵国暂时转危为安。公元

前 232 年，秦军出动两路大军，一路至

邺，一路至太原，并攻占狼孟。但秦军

在向番吾（今河北省灵寿县西南）发动

进攻时再次被李牧打败。至此，秦军

两次攻赵，“李牧连却之”，使赵国暂时

避免亡国厄运。

公元前 231 年至 230 年，赵国接连

遭 遇 地 震 和 旱 灾 ，损 失 惨 重 ，人 心 浮

动。秦国趁机再次大举攻赵，以王翦、

羌瘣、杨端和为将，分兵攻略赵地，进

围邯郸。赵王迁派李牧、司马尚率军

抵抗。李牧仍采用筑垒固守，避免仓

促决战的方针，使秦军屡攻不胜，两军

形成相持局面。

秦国遂使反间计，以重金贿赂赵

王迁宠臣郭开，让他在赵王迁面前诋

毁李牧、司马尚意欲谋反。赵王迁信

以为真，遂命赵葱、颜聚代替李牧、司

马尚为将。李牧拒不受命，被赵王迁

杀死。李牧治军有方，爱护属下，颇得

人心，他被杀后，将士们军心涣散，无

心应战。秦军进攻再无阻碍。公元前

228 年，王翦大破赵军，杀赵葱，继而攻

占邯郸，虏赵王迁。赵国公子嘉率众

逃往代郡。公元前 222 年，王翦之子王

贲率军攻破代郡，赵国彻底灭亡。

《孙子兵法》曰：“夫将者，国之辅

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又

曰：“上下同欲者胜。”秦国通过反间计

使赵王迁误杀名将李牧，上下离心。而

为秦国实施反间的郭开，亦曾诋毁名将

廉颇“顷之三遗矢”，最终使廉颇不得为

将。赵国本身实力弱于秦国，又接连自

毁长城，错失名将，更加速其灭亡。

秦
灭
赵
之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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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说新语史说新语

春秋战国 韬略兵戈

中国古代著名兵书之一，相传

为梁惠王时期尉缭所作，在流传过

程中后人对其进行了增益和补充。

《尉缭子》在一系列问题上极具创

见，如提出以经济为基础的战争观，

主张发展耕织，富民安民。此外，

《尉缭子》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战略

战术思想，如攻城的原则、守城的谋

略、如何在士气上压倒敌人等。《尉

缭子》中还保存了战国时期许多重

要的军事条令，成为后人研究先秦

军事制度的宝贵材料。

《尉缭子》因内容丰富全面，影

响深远，北宋时期被列为《武经七

书》之一。

《尉缭子》

相关链接

链接历史链接历史
赵王城，亦称赵都宫城，是赵邯郸故城的一部分，位于河北省邯郸市西南

方向的西大屯村南，建于赵国迁都邯郸后，是战国时期列国都城遗址中已知

保存最为完好的战国古城址，属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 北 京 市 门 头 沟 区 斋 堂 镇 马 栏

村，有一处坐北朝南的两进四合院，这

里是北京市第一家农民集资建立的陈

列馆——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旧址陈

列 馆 。 在 馆 内 珍 藏 的 100 余 件 抗 战 文

物中，有一只看似寻常的农家青花碗，

它见证了敌后抗战时期人民军队与群

众结下的深厚情谊。

1938 年 11 月，根据毛泽东等领导在

《对冀热察区工作的意见》中的指示，中

央军委决定以八路军第 4 纵队为基础组

建冀热察挺进军。1939 年年初，担任冀

热察挺进军司令员的萧克，率部入驻斋

堂镇。冀热察挺进军的中心任务是巩

固北平西部，坚持冀东、开辟平北的游

击战争，创建冀热察抗日根据地。1939

年 10 月，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移驻斋堂

川马栏村，将这里作为当时冀热察抗日

指挥基地。在此驻扎期间，冀热察挺进

军对当地村民照顾有加，领导马栏村农

会、自卫队、妇救会、儿童团等抗日群众

组织开展抗日斗争。当地村民支持冀

热察挺进军的各项行动，为他们提供力

所能及的帮助。

1939 年秋，马栏村赵永兰大娘突发

重病，昏迷了 7 天。在床前伺候的儿子

担心母亲可能熬不过去，便在母亲醒来

后询问她想吃点什么，赵大娘说想吃口

肉。那时的马栏村别说肉，连窝窝头都

经常吃不上。在此驻防的挺进军，后勤

补给也非常紧张。

刚刚来到马栏村的萧克得知此事

后，特意吩咐警卫员，想办法给赵大娘

准备一份红烧肉。病中的赵大娘手捧

盛满红烧肉的青花碗，泪水夺眶而出。

几番推辞，她最终接受了这份“厚礼”。

这碗难得的红烧肉，为赵大娘补充了营

养。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她的身体康

复了。

赵大娘病愈后，一直很健康，活到

了 92 岁。在她余生中，始终将这一恩情

记在心里，不仅自己牢记，也交代儿子

们牢记：“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挺进军

是咱们的救命恩人，我们要永远记住他

们的恩情啊！”冀热察挺进军上门送肉

的事情，很快在马栏村流传开来。萧克

将军爱民助民的行为，深深打动了当地

群众。日本侵略者来了，烧杀抢掠、无

恶不作；国民党部队“过兵如过匪”，扰

民有术、御敌无能；而萧克率领的冀热

察挺进军严守铁的纪律，不拿群众一针

一线，坚持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违反纪律要严办，在老百姓心目中树立

起了高大的形象。人民群众的眼睛是

雪亮的：谁是敌人、谁是自己的队伍，一

目了然；人民群众反对谁、支持谁，自然

也就不言而喻。

正 是 在 萧 克 以 身 示 范 ，带 头 爱 民

助 民 的 感 召 下 ，马 栏 村 群 众 把 冀 热 察

挺 进 军 当 作 自 己 的 亲 人 对 待 ，全 民 总

动员，自发拥军支前，积极配合进行游

击 战 、破 袭 战 、地 雷 战 ，马 栏 村 因 此 成

为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模范村。仅 1939

年，马栏村就有 40 名青年踊跃参军，组

成 挺 进 军 七 团“ 马 栏 排 ”，积 极 抗 击 日

本 侵 略 者 。 平 西 抗 日 根 据 地 各 个 村

庄，普遍建立起由 16 岁至 23 岁青年积

极分子组成的青年抗日先锋队。在抗

日 硝 烟 中 ，军 民 携 手 共 同 谱 写 了 一 首

温情而隽永的鱼水赞歌。

“铁马金戈驱日寇，文韬武略定平

西。”在敌后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

持下，萧克等八路军将领在马栏村指挥

冀热察挺进军打响王家河滩歼灭战、青

白 口 拒 敌 战 、沿 河 城 歼 灭 战 等 多 场 战

役，带领抗日军民粉碎日寇数次“大扫

荡”，创造了步枪击落飞机的奇迹，沉重

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壮大了人民抗

日力量，组建起 1.6 万余人的抗日武装，

使这块抗日根据地人口发展到 320 万余

人。它犹如锋利的匕首插进日寇的心

脏，为巩固平西抗日根据地作出重要贡

献。在抗战的峥嵘岁月里，马栏村成为

北平西部敌后抗日战场最坚强的战斗

堡垒，被称为“京西红村”。

光阴荏苒，马栏村人民早已过上了

安稳富足的生活。当年亲历“萧克将军

送肉救命”的赵大娘已经离世多年，但

这个感人至深的故事，被一代代的村民

深深铭记、流传下来。

1995 年，北京市政府发布公告，马

栏村的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旧址为第

五批文物保护单位。1997 年，马栏村全

体村民自发捐款，修缮挺进军司令部房

屋 旧 址 ，保 护 人 民 子 弟 兵 驻 防 过 的 遗

址。村民们共献出珍藏多年的 120 余件

文 物 ，建 起 全 国 第 一 家 村 级 抗 战 陈 列

馆、北京市第一家农民集资建立的陈列

馆——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旧址陈列

馆。赵永兰大娘的儿子，专门把那只装

过“救命肉”、饱含军民深厚情谊的青花

小碗捐赠给陈列馆。

1997年 7月 7日，原冀热察挺进军司

令员兼政委、89 岁高龄的萧克上将带领

20 余位原挺进军的将领，回到阔别多年

的马栏村，为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旧址

陈列馆开馆剪彩。同年 9 月 6 日，该馆被

北京市列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20 年 9 月 1 日，冀热察挺进军司

令部旧址陈列馆入选第三批国家级抗

战 纪 念 设 施 、遗 址 名 录 。 马 栏 村 那 段

经历过硝烟、穿透了历史、寄托着军民

鱼水情的历史佳话，注定将代代流传。

青花碗背后的军民鱼水情
■许 松 刘红军

位于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的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遗址位于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的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遗址——

苍溪红军渡苍溪红军渡。。

左图：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旧

址陈列馆。

上图：萧克将军给赵大娘送肉

的青花碗，现藏于冀热察挺进军司

令部旧址陈列馆第四展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