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023年 3月 30日 星期四 战 史责任编辑 / 陶春晓 Tel：010-66720063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发行电话：（010）66720745 每周一、二、三、四、五出版 全年定价 150元 零售每份 0.57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地址同社址）

在国家博物馆内，珍藏着一面留有

岁月痕迹的红色奖旗。奖旗宽 70.5 厘

米，长 112 厘米，上面写着：为争取永久

的模范县而斗争——奖给红色五一扩

大红军的模范兴国县，落款为中央革命

军事委员会。这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

会于 1933 年授予江西省兴国县扩大红

军运动（以下简称“扩红”）的优胜奖旗。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工农红军在前

几次反“围剿”斗争中，消灭了敌人大部

分 有 生 力 量 ，但 自 身 减 员 也 较 多 。 为

补充和扩大兵源，党和苏区各级政府大

规模开展扩红工作。

扩红工作开展以后，广大苏区群众积

极响应。1932年 1月至 3月，中央苏区开

展第一次扩红突击运动，江西全省参与人

数达 11833 人。同年 5 月，中共苏区中央

局决定开展“扩红突击月”，至 9 月底，实

际完成 28690人，超额完成扩红任务。

1933 年 2 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提出

“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目标，为此“动

员所有模范队、模范少队，整营整团的

加入红军中去”。同年 4 月 5 日，中共苏

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 7 期，刊登了

邓颖超的文章《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

而斗争》，文中提到，要加强扩大红军的

速度，采用拥护红军归队运动，优待红

军家属，政治动员等方式去扩大红军。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

府的大力号召、各级地方政府及各革命

组织的积极动员下，“扩大百万铁的红

军”口号，得到苏区和苏区附近白色区

域内广大群众的实际拥护，工人、学生、

农民如潮水般涌入工农红军队伍中，到

处可以看到“父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

相当红军”的动人场面。

在扩红工作中，江西省中南部的兴

国县表现尤为突出。早在 1932 年 8 月，

兴国县抽调少先队员、赤卫军中的优秀

青年，组建了“寓兵于农”的地方武装兴

国模范师。兴国县委接到中央“创造一

百万铁的红军”指示后，立即召开各区

委书记联席会议，决定动员兴国模范师

整体加入红军，县委、县政府为此展开

了层层动员。1933 年 5 月 10 日、11 日，

兴国模范师召开党员大会、军人动员大

会，兴国模范师全体官兵一致响应党中

央“猛烈扩红”的伟大号召，集体报名当

红军。6 月，兴国县模范师全师 5161 人

率先加入红军，编为红三军团第 6 师，从

师长、师政委到伙夫、马夫，清一色都是

兴国籍子弟兵。至此，兴国模范师完成

了从地方武装到红军正规部队的升级，

兴国县成为中央苏区“创造百万红军的

先驱”。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曾在

中央苏区一次会议上称赞“中国外国不

如兴国，南京北京不如瑞金”。

兴国模范师集体报名当红军的举

动在全苏区产生良好的示范效应，有力

推动了扩红运动。不久后，博生（宁都）

团 、石 城 团 、公 略 团（东 固）、胜 利 模 范

师、瑞金模范师等应运而生，纷纷组建

并加入红军，成为中央苏区一道道亮丽

的风景线。同年 6 月，中共中央局等领

导机关嘉电，称赞：“这一英伟的壮举，

是革命历史上一页灿烂的纪录”“是扩

大红军的先驱”“是全苏区的好模范”。

同年 7 月，中共江西省委举行扩红工作

检查评比大会，兴国县荣获模范县的光

荣称号和全省参战工作的优胜旗。不

久，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兴国这面

“为争取永久的模范县而斗争”的奖旗，

以表彰他们在红色五一扩红运动中的

突出表现。

1934 年 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

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

兵代表大会上，赞扬“兴国的同志们创

造了第一等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

模 范 工 作 者 ”，号 召“ 造 成 几 千 个 长 冈

乡，几十个兴国县”，并给兴国的代表题

写了“模范兴国”四个大字。为鼓舞全

县人民争做永久的模范县，兴国县的代

表把它带回制成四块匾额，高挂在县城

东、南、西、北四个城门上。

荣誉的背后，是兴国县人民对党和

红军的大力支持。在中央苏区短短的 5

年多时间里，总人口只有 23 万人的兴国

县，参加红军的就有 9.3 万余人。当时，

兴国县上至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下至十

四五岁的少年，几乎都报名当红军，“家

家有红军”成为兴国每一个家庭的无上

光荣。兴国县编入主力红军的就有 5.5

万余人。几乎每 2 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上

过战场，每 4 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参加

红军。仅有 437 户、1600 人的兴国长冈

乡，参加红军和调县以上工作的干部达

320 人，占全乡青壮年男子的 80%。不仅

如此，据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

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记载，兴国还

是全苏区捐献军粮最多的县、推销公债

最多的县、为红军做军鞋最多的县，在

支前参战、慰劳红军、优待军属等方面

都走在苏区前列。

为赢得革命的胜利，兴国子弟兵付

出了巨大牺牲。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兴国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 23179

人，占江西全省烈士总人数的 1/10，为全

国各县牺牲烈士之首，占全国烈士总人

数的 1/60。在参加长征的红军 12 个主

力师中，有 7 个师是从兴国出发。据不

完全统计，在长征路上，有 12038 名兴国

儿女壮烈牺牲，几乎每前进一公里，就

有一名兴国子弟兵倒下，留下了“万里

长征路、里里兴国魂”的壮烈背影。新

中国成立后，在 1600 余位开国将军中，

兴国籍开国将军就有 56 位，开国将军数

量位居江西全省各县第一，全国各县第

二 。 兴 国 因 此 成 为 全 国 著 名 的“ 将 军

县”。

半个多世纪过去，扩红模范兴国县奖

旗的颜色不再光鲜，但作为红色革命文

物，其蕴含的精神财富历久弥新。当年，

中央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展

开疯狂烧杀，根据地人民怀着对党和红军

的无比热爱和信任、顶着被杀头的危险，

将奖旗埋在地下、塞在瓦沟上、藏在大树

洞里，几经辗转，历经无数次劫难，才将这

面革命的旗帜保存下来。1959年 4月，这

面旗帜由江西省博物馆拨交给中央革命

博物馆筹备处（现国家博物馆）。

1972 年，邓颖超在审查中国革命历

史 博 物 馆 陈 列 大 纲 时 曾 说 ，宣 传 扩 红

时，应着重宣传江西的兴国县，当年兴

国参加红军的人数最多。1980 年 4 月，

聂荣臻元帅给兴国县革命烈士纪念馆

题词：“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兴国的人民

贡献殊多，牺牲很大，对兴国的革命先

烈更值得我们永志不忘。”

“模范兴国”的扩红运动
■周 杨 侯 双

秦国攻灭魏国后，将矛头对准楚

国。公元前 225 年，秦将李信低估灭楚

难度，率 20 万军队伐楚，结果战败。为

此，秦王政重新起用老将王翦，倾全国

之 兵 60 万 大 举 进 攻 楚 国 ，最 终 灭 楚 。

秦灭楚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疲敌制胜

的经典战例。秦军改正了轻敌冒进的

错误，采取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等作战

方针，最终取得胜利。

楚国复强

在鄢郢之战中，楚国都城郢（今湖

北省江陵县西北）沦陷，楚国被迫迁都

于陈（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仍将

此地称为郢，即郢陈。此后，安定下来

的楚国逐渐恢复元气。公元前 276 年，

楚顷襄王收拢其东部地区军队，共得

10 万余众，并一举收复了此前被秦国

侵占的 15 座城邑，证明了楚国的实力。

不仅如此，楚国还不断向被齐、鲁

等国控制的淮泗地区扩张。公元前 261

年，楚国发兵攻鲁，攻取徐州（今山东省

滕州市）。公元前 256年，楚国彻底灭亡

鲁国。至此，淮泗一带均被楚国占据。

楚国西部原有的领土多为“广川大水，

山林溪谷，不食之地”，新占据的领土却

人口稠密、经济基础雄厚，可谓“平原四

达，膏腴之地”，因而“当是时，楚复强”。

实力复兴使楚国成为继魏国信陵

君之后，山东诸国合纵的领袖。公元

前 241 年，楚国发起合纵，楚、韩、赵、

魏 、燕 五 国 参 加 ，楚 考 烈 王 自 任 纵 约

长。此次合纵虽未能取得预期效果，

但诸侯联军一度攻至蕞（今陕西省西

安市临潼区东北）。顿弱也曾对秦王

政 指 出 ：“ 横 成 ，则 秦 帝 ；纵 成 ，即 楚

王。”可即便如此，实力有所复苏的楚

国，仍不是秦国的对手。之后，秦国反

击，五国之师落败，秦军逼近郢陈。楚

国为避秦锋芒，迁都寿春（今安徽省寿

县），不久郢陈落入秦国之手。

骄敌致败

战国末期，楚国已是山东诸国中

实力最强的国家，非轻易可灭。然而，

秦 王 政 及 部 分 将 领 并 未 意 识 到 这 一

点 。 秦 灭 魏 后 ，秦 国 将 矛 头 对 准 楚

国。秦王政问秦将李信，若率军攻楚，

需多少兵马。史载李信“年少壮勇”，

曾 率 数 千 兵 追 逐 燕 太 子 丹 于 衍 水 。

凭此经历，李信才会自信作答：“不过

用 二 十 万 人 。”秦 王 政 又 询 问 老 将 王

翦 ，王 翦 却 表 示“ 非 六 十 万 人 不 可 ”。

秦王政认为王翦年老且怯，于是以李

信、蒙武为将，率军 20 万攻打楚国。最

初进展较为顺利，李信率一军进攻平

与（今河南省平舆县），蒙武率一军攻

取寝（今安徽省临泉县）。

正当李信向寿春发兵之时，昌平

君却在郢陈一带发动叛乱。昌平君本

为楚公子，但在秦国做官，深得秦王政

信任，曾参与平定嫪毐之乱。秦灭韩

后，韩国故都新郑（今河南省新郑市）

一带的韩遗民曾发动叛乱。因为郢陈

与新郑两地距离较近，秦王政希望利

用昌平君本为楚公子的身份，帮助秦

国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遂命昌平

君徙于郢陈，负责安定此地人心。

没承想，昌平君在郢陈一带发动叛

乱，相邻的韩国故地遗民很可能同时起

事。攻楚的秦军后方骤然发生此等变

故，迫使李信不得不回兵进攻郢陈，之

后继续向西，与蒙武会合于城父（今河

南省宝丰县东）。秦军回师，给了楚军

可乘之机，楚军尾随秦军 3 天 3 夜，大破

秦军，杀死秦军 7 名都尉。秦军此次攻

楚以失败告终。

表面上看，秦军此次失利源于昌

平君的突然叛乱，实则李信的骄敌同

样是致败的重要原因。李信大大低估

了灭楚的难度，要想战胜楚军并实现

对这一广袤地区的稳定控制，并妥善

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突发危机，20 万

兵力的确难以胜任。

倾国之兵

此次失利让秦王政清醒过来，他

重新起用老将王翦，并按照王翦要求

动用 60 万军队大举攻楚，这已是倾全

国之兵。楚国听闻秦国大军来攻，同

样“悉国中兵以拒秦”，大规模会战一

触即发。

此时，王翦却下令坚守不出，任凭

楚军多次挑战，均不予理会。与此同

时，王翦与士卒共同生活，并关心他们

的饮食起居等日常生活。士卒享受优

厚待遇却无用武之地，于是在营中进

行投石、跳远等运动，一定程度上提高

了体力及战斗技能。

楚军求战不得，日久斗志松懈，加

之后勤供应困难，楚军不得不引兵东

撤。王翦趁机追击，大破楚军，攻占郢

陈 以 南 至 平 与 一 带 ，俘 虏 楚 王 负 刍 。

此战中，王翦一方面利用秦国雄厚的

国力消耗楚国国力。此时，秦已兼并

韩 、魏 两 国 并 攻 取 赵 、燕 两 国 核 心 地

区，国力显然在楚之上，因而可以通过

国力的对耗使楚国难以为继。另一方

面，王翦使用以逸待劳之计，厚待士卒

以凝聚军心、培养士气，当楚军数次挑

战不得，士气低落时，上下一心击其惰

归，大败楚军主力。

楚王负刍被俘后，楚将项燕拥立

此前反秦的楚公子昌平君为楚王，在

淮 南 地 区 继 续 抗 秦 。 公 元 前 223 年 ，

王 翦 、蒙 武 率 领 得 胜 之 师 继 续 攻 楚 ，

平 定 淮 南 ，昌 平 君 战 死 ，楚 将 项 燕 自

杀。次年，王翦又率军平定楚国江南

之 地 ，占 领 楚 据 为 所 有 的 越 国 土 地 ，

并在此地设立会稽郡。至此，楚国彻

底灭亡。

秦灭楚之战是秦统一过程中最艰

难的一战，楚国较为雄厚的实力及反

秦的坚定决心都成为较强的阻力，“楚

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折射出了

当时秦楚斗争的激烈程度及楚人抗秦

的 坚 决 。 10 余 年 后 ，陈 胜 、吴 广 、项

梁、刘邦等人也是在楚地首举义旗，点

燃了秦末战争的烽火，最终“山东豪俊

遂并起而亡秦族矣”。由此可见，仍是

由楚人揭开了反秦斗争的序幕。

秦
灭
楚
之
战

■
于
涌
泉

1947 年 3 月，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

向陕甘宁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毛泽东

审时度势，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部队主

动撤出延安，转战陕北。人民解放军西

北野战兵团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与胡

宗南部展开周旋。3 月 25 日，西北野战

军在青化砭以 6 个旅歼灭胡宗南部第 31

旅（欠 1 个团），取得转战陕北“三战三

捷”之首捷，打击了敌军的气焰，鼓舞了

边区全体军民的士气。

声东击西，请君入瓮。国民党占领

延安后，急于与西北野战军主力对决。

为此，胡宗南将 5 个整编旅部署在延安

及其以南占领地区，以保障其后方交通

运 输 线 安 全 ，并 令 机 动 兵 团 出 动 10 个

整编旅，伺机寻找西北野战军主力进行

决战。

相比于国民党军兵力分散的情况，

我军按照中央军委和毛主席诱敌深入、

待机歼敌的指示，命第 1 纵队独立第 1

旅 2 团 2 营佯装我军主力，向延安西北

方向的安塞转移以迷惑敌人；第 2 纵队

集结在甘谷驿地区；新编第 4 旅集结于

青化砭、石绵羊沟地区；教导旅在青化

砭以东任家山岔待命；侦察部队在延安

东北地区与敌保持接触，监视敌人，查

明情况。

敌军果然上钩，误认为西北野战军

主力已向安塞方向撤退，遂以整编第 1

军 1 师、90 师共 5 个旅的兵力，向安塞方

向追击。同时，为保障侧翼安全，命整

编 27 师第 31 旅向青化砭前进策应主攻。

青化砭位于延安东北 30 余公里处，

南北是 15 余公里长的蟠龙川，咸（阳）榆

（林）公路蜿蜒其间。公路东西两侧山

地起伏，适合伏击作战。彭德怀在仔细

分析敌情和地形后，决定在青化砭“请

君入瓮”，歼灭敌第 31 旅。3 月 25 日，战

斗打响后，仅用时 1 小时 47 分即宣告结

束，敌第 31 旅（欠 91 团）2900 余人全部

被歼。

隐蔽企图，慎重初战。青 化 砭 战

役 是 我 军 主 动 撤 离 延 安 后 ，粉 碎 敌 人

对 陕 北 重 点 进 攻 的 第 一 仗 ，其 战 果 对

于西北战局影响极大。为打好首战全

歼敌人，我军集中 6 个旅对敌军 1 个旅

发动突然袭击。3 月 23 日，彭德怀致电

各纵、旅并报军委，拟于 24 日以待伏动

作在青化砭地区消灭敌第 31 旅。为确

保顺利，战前部队进行了周密的准备。

彭德怀带领旅以上指挥员前往青化砭

四周察看地形，选择出击路线，并现地

组织伏击战战术训练，同时进行深入的

政治动员，确保我军在兵力、地形、态势

上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为初战完胜创造

了条件。

考虑到隐蔽我方意图、出敌不意，

是保证此次伏击战胜利的重要条件，我

军主力为防止敌军搜索和谍报活动，采

取了严格的保密手段，如明确规定各部

队在拂晓前利用夜暗进入阵地，伏击地

区要在敌搜索范围之外等。阵地对空

对地严密伪装，观察和警戒通信人员均

着 便 服 ，减 少 阵 地 人 员 来 往 。 青 化 砭

老 区 人 民 也 帮 助 我 军 封 锁 消 息 ，四 处

散 布“ 解 放 军 已 远 去 ”的 假 消 息 。 最

终 ，西 北 野 战 军 主 力 6 个 旅 2 万 余 人 ，

在距敌仅六七公里的地区设伏 2 天，敌

始终未发觉。当劣势孤立之敌刚刚钻

进我军伏击圈时，兵力尚未展开，即被

我军全歼。

战术灵活，速决歼敌。伏击战讲究

的是在敌意想不到之处发动突然袭击，

战斗动作要求勇猛灵活，趁敌立足未稳

穿插割裂分而歼之。25 日 6 时许，敌第

31 旅由川口、拐峁出发，沿公路向青化

砭 前 进 ，期 间 派 出 20 余 名 便 衣 进 行 侦

察，并未发现我军伏击部队。10 时许，

敌先头部队进至青化砭附近，主力部队

进至石绵羊沟一带，后卫部队通过房家

桥，整个行军纵队完全落入我军设置的

“口袋”。

随着我军 3 颗信号弹腾空而起，伏

击 部 队 立 刻 按 照 预 定 部 署 投 入 战 斗 。

在南面担任截尾任务的第 2 纵队独立第

4 旅紧紧封住“袋口”，在北面担负拦头

任务的新编第 4 旅迅速堵断敌人，收拢

了“袋底”。与此同时，在东西两侧山头

上蛰伏的教导旅、第 358 旅、第 359 旅的

官兵也跃出阵地，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

发起冲击。

青 化 砭 一 时 间 枪 声 大 作 ，炮 声 隆

隆，硝烟滚滚。敌第 31 旅被我军压缩在

10 余里长、二三百米宽的山沟里，首尾

不能相顾，顷刻间乱作一团，无法展开

兵力火力。我军随后猛烈穿插，迅速将

敌分割，予以全歼。

此役，创造了我军速战速决的典型

战 例 。 同 时 ，我 军 缴 获 的 大 量 弹 药 和

物资，补充了新编第 4 旅和教导旅在陇

东及延安保卫战中的消耗。青化砭战

役与之后的羊马河战役、蟠龙战役并称

转战陕北的“三战三捷”。这三战，打破

了国民党军 3 个月内结束陕北战事的妄

想，打击了敌人嚣张气焰，彻底稳定了

西北局势，在人民解放军战争史上留下

浓墨重彩的一笔。

青化砭战役：

转战陕北“三战三捷”之首捷
■赵艳斌 田 刚 牛慧清

史说新语史说新语

春秋战国 韬略兵戈

以逸待劳，语出《孙子兵法·军争

篇》，是一重要作战策略。其目的是

用己方军队接近战场、休整充分、士

气旺盛等优势，来对付远道而来、疲

于奔命、士气低落的敌方军队。实现

以逸待劳的途径包括先处战地并占

据有利地形，使敌方后处战地；亦可

设计调动敌军，致人而不致于人。

以逸待劳为“三十六计”中第四

计，属于“胜战计”部分，其军事实践

多见于古代战争。桂陵之战中，齐

军以逸待劳，大败回援的魏军；夷陵

之战中，东吴主将陆逊面对刘备军

队的挑战，坚守不出，以逸待劳，最

终火烧连营，取得大胜。

以逸待劳

相关链接

链接历史链接历史
陈楚故城是河南省历史文化名城，位于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此城是西

周初年，陈国国君陈胡公始筑，为陈国都城。楚灭陈后，于公元前 278 年迁

都于此，因这里曾经是陈楚两国故都，故称“陈楚故城”。

左图左图：：青化砭战役示意图青化砭战役示意图。。右图右图：：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的青化砭战役烈士纪念碑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的青化砭战役烈士纪念碑。。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扩红模范兴国县的奖旗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扩红模范兴国县的奖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