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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灭齐之战，是秦灭六国之战的

最后一战。秦灭燕后，于公元前 221 年

南下攻齐，齐军一触即溃，秦军很快占

领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东），俘

齐王建，齐亡。至此，秦国结束了春秋

以来 500 余年诸侯割据、相互攻战的战

乱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

央集权的统一国家。

不战而降

公元前 222 年，秦国平定江南地区

后，又令秦将王贲攻占辽东和代郡（今

河北省蔚县附近），彻底消灭楚、燕、赵

三国残余势力。齐国成为山东诸国中

唯一尚存的国家，也是秦国最后进攻

的目标。

面对严峻的形势，齐国即墨大夫

指出，齐国实力尚存，军队完好无损，

如果齐国君臣一心，组织全国军民，尚

足以一战。此外，不愿投降的各国大

夫多逃亡齐国，这也是一支可借用的

力量。齐国可以联合这些人，通过“借

尸还魂”之计，使他们发起复国战争，

收复被秦国占领的土地。一旦齐军挫

败秦军，还是存在扭转局势的可能性。

齐王建没有采纳即墨大夫的建议，

仅派军队防守齐国西部边境，断绝同秦

国的来往。秦王政以此为借口，派王贲

率兵攻齐。王贲吸取灭楚时轻敌失利

的教训，避开齐国正面，率军从原燕国

南部地区南下进入齐境，直插临淄。秦

国还派使者对齐王建说，只要齐王建愿

意投降，秦国将拿出五百里地，让其做

一个封君。齐王建信以为真，投降了秦

国。齐国军民看着秦兵进入临淄，没有

人敢抵抗。秦国顺利灭齐，并在齐地设

置齐郡和琅邪郡，齐王建则被关在一个

小树林里活活饿死。

齐国曾是春秋霸主，战国中期时亦

曾“最强于诸侯”，可为何最后不战而

降，被秦国轻松灭国？造成这一局面的

原因，既有实力方面的因素，又是齐国

在对外战略方面失误所造成的结果。

实力不济

齐国在秦国最后统一的过程中不

战而降，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此时齐国

国力羸弱，远非秦国对手。而导致齐

国衰弱的直接原因，是五国伐齐之役

给齐国造成的沉重打击。

此战中，齐国有生力量损失严重，

经济基础和此前积攒的财富遭到破坏

和 劫 掠 ，尤 其 是 损 失 了 大 量 的 土 地 。

尽管齐将田单出奇计，使齐国得以复

国，但齐军收复的仅仅是被燕国占据

的领土，其他诸侯国趁机掠夺的领土

未被收回。因此，损失大量领土和人

口的齐国，综合国力显著削弱。

此外，缺少明君与贤臣也导致齐

国在复国后难以再次崛起。此前也有

诸侯国遭遇沉重打击后再度崛起的实

例，如夫椒之战后的越国、齐伐燕之战

后的燕国等，但这些国家都拥有雄才

伟略的君王和贤能忠诚的良臣，君臣

一心，上下协力。而复国后的两任齐

国君王都非雄才之主，为复国立下汗

马 功 劳 的 田 单 也 因 遭 受 排 挤 远 走 赵

国，使得齐国再无贤臣良将，国势日衰

也在情理之中。

楚顷襄王时期，曾有楚人以射雁为

喻，向楚顷襄王分析当前局势：秦、魏、

燕、赵四国如同小雁，齐、鲁、韩、卫四国

好似小野鸭，邹、费等国如同小鸟。由

此可见，此时齐国已沦落到与鲁、卫等

小国同一等级，在国力上明显退出第一

阵营，其国力之衰损可见一斑。

袖手旁观

齐国的最终亡国，除实力上的明显

劣势外，齐国在对外战略方面的失误也

是重要原因。一方面，齐国奉行亲秦政

策，不参与山东诸国的反秦合纵，无论

是楚魏救赵的邯郸之战，还是此后信陵

君发起的五国合纵及楚考烈王组织的

反秦联盟，齐国均未参加。另一方面，

齐国在其他诸侯国被秦灭亡过程中袖

手旁观，拒绝发兵救援。最后，齐国孤

掌难鸣，同样难逃被灭亡的命运。而齐

国之所以在秦国吞并其他诸侯国时袖

手旁观，既是秦国拉拢之功，也是齐国

君臣自身战略短视的结果。

首先，在“远交近攻”的总战略下，

秦国将进攻重点对准了相邻的韩、魏

等国，而对相距较远的齐国采取了拉

拢的政策。此后，秦王政又接受尉缭、

李 斯 等 人 的 建 议 ，收 买 各 诸 侯 国 权

臣。齐王建的相国后胜，便是秦国重

点拉拢对象。秦国以重金贿赂后胜及

其宾客，让他们劝说齐王建奉行亲秦

政策，“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

秦以故得灭五国”。

其次，齐国君臣的战略短视，不仅

体现在其轻易接受秦国的拉拢，也表

现在他们视其他诸侯国而非秦国为更

大的威胁。齐国复国后，国势衰微，齐

国周边的赵、魏、楚等国都希望趁机侵

占齐国的土地。就赵国而言，廉颇、赵

奢、蔺相如等人多次攻伐齐国，占领昔

阳（今河北省晋州市）、高唐（今山东省

禹城市西南）等大片土地。魏国攻取

了平陆（今山东省汶上县）以及济北、

淮北等土地。楚国则进攻齐国南阳地

区（泰山西南，汶水以北）。面对周边

诸 侯 国 的 轮 番 进 攻 ，齐 国 无 力 抵 抗 。

在齐国看来，赵、魏、楚等国对齐国的

威胁远甚于秦国，所以只好退而求其

次奉行亲秦政策。习惯袖手旁观的齐

国，平时根本不做抵抗秦国入侵的准

备。当亡国之祸降临时，齐国只能束

手被擒，毫无反击之力，就连抵御、反

击的意志也丧失殆尽。面对从北面攻

来的秦军，齐军迅速土崩瓦解，齐王建

投降，齐国灭亡。

秦 王 政 完 成 统 一 六 国 大 业 的 同

时，也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较量和

韬略之争画上了句号。历史的车轮纵

已远去，但那金戈铁马的峥嵘岁月与

文韬武略的妙策奇谋，为后世留下了

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

秦
灭
齐
之
战

■
于
涌
泉

1947 年春，国民党军集中兵力重点

进攻陕北和山东解放区。中央军委要求

晋察冀等战场的解放军发起战略反攻，

策应陕北、山东解放区作战。1947 年 4

月 9 日至 5 月 8 日，晋察冀军区集中野战

军 3 个纵队，在地方部队配合下，向石家

庄外围和正定至太原铁路沿线的国民党

军发起进攻。此役，共歼敌 3.5 万余人，

解放了 7 座县城，控制了获鹿至榆次间

铁路 180 余千米。正太战役的胜利，进

一步孤立了华北要地石家庄，使晋察冀

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晋察

冀军区部队开始掌握战场主动权，为解

放石家庄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先打弱的，后打强的，向敌守备薄弱

处“开刀”。战前，晋察冀军区分析敌情，

认为敌主力集结在平津保三角地区和平

汉、北宁、平绥等铁路北段沿线，这一方

向难觅战机。而石家庄外围及正太铁路

沿线的国民党正规军较少，且正太线东、

西两段分属保定和太原绥靖公署两个系

统，双方各图保存实力，相互支援的可能

性不大，便于我各个击破。保定至石家

庄 的 铁 路 被 我 切 断 后 ，敌 更 加 孤 立 少

援。此外，该地区是老解放区，群众基础

好。因此，晋察冀军区决定向石家庄外

围和正太铁路沿线出击，破击正太铁路。

4 月 8 日，我军各部均进至石家庄外

围 ，做 好 进 攻 准 备 。 9 日 凌 晨 ，战 斗 打

响。第 2、第 3 纵队向滹沱河以北正定和

安 丰 之 间 攻 击 。 第 4 纵 队 向 滹 沱 河 以

南、石家庄以东地区攻击。在我军强大

攻势下，敌各据点守军四处散逃大部被

歼。10 日，我军肃清正定外围之敌，炸

毁滹沱河铁桥，合围正定城。

正 定 是 石 家 庄 北 面 门 户 ，城 高 池

深 ，工 事 完 备 ，守 敌 共 6000 余 人 ，战 斗

力较强。为顺利攻克正定，我军前线各

级指挥员带领战斗骨干反复侦察敌情，

各部队还组织了试涉护城河、攻坚战术

演练等攻城准备。

11 日 18 时，第 2 纵队从东、南两面，

第 3 纵队从西、北两面，同时向正定城发

起进攻，半小时就突破城垣并迅速突入

纵深与敌巷战。数架敌机在空中盘旋，

但因双方胶着近战，无法对地攻击。当

晚，敌退至大佛寺、正定中学等地，夜间

数度反扑均被我击退。12 日晨，我军发

起总攻，战至 8 时全歼守敌，生俘敌第 7

师少将副师长刘海东。

在滹沱河以南，第 4 纵队主力及冀

中军区部队，奔袭石家庄以南方村、栾城

等地，并攻克栾城，牵制了国民党军第 3

军，使其不敢北援，有力配合了我军滹沱

河以北的作战。

经过 3 昼夜的战斗，我军顺利完成

正太战役第一阶段作战任务。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牢牢掌握战役

主动权。我军在石家庄外围作战取得

胜 利 ，并 迫 近 石 家 庄 ，令 敌 军 十 分 恐

慌。4 月 15 日，敌军集中 7 个团进占冀

中解放区重地胜芳镇，并于 17 日晨由煎

茶铺等地经霸县急转至平汉铁路，企图

诱使我军主力北上，以解石家庄之围。

面对敌“围魏救赵”的干扰，聂荣臻等指

挥员不为敌军行动所牵制，按预定计划

沿正太铁路向西展开攻势，求歼太原出

援的国民党军。

14 日黄昏，第 2、第 3 纵队主力沿滹

沱河两岸隐秘西进。15 日夜，我军攻克

获鹿县城，全歼守敌。16 日夜，第 3 纵队

以“掏心”战法，乘夜穿越敌前沿堡垒群，

直插纵深，激战至 17 日，攻占井陉县城、

井陉矿区和火车站，打开西进通道。

毛泽东接到电报尤为欣慰，22 日电

示聂荣臻等人，“你们已取得主动权，如

敌南援，你们不去理他，仍然集中全力完

成正太战役，使敌完全陷入被动，这是很

正确的方针”“这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

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

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遵照中央

军委指示，我军以地方部队阻击南援之

敌，以第 4 纵队集结于井陉担任预备队，

第 2、第 3 纵队主力继续西进。

22 日晚，第 2 纵队主力从北面逼近

阳泉；第 3 纵队第 7 旅西攻娘子关，第 8

旅沿正太路向阳泉发展，第 9 旅进攻平

定县城。23 日夜，第 7 旅向娘子关发起

进攻。敌凭险据守，负隅顽抗。第 7 旅

运用攻克井陉的“掏心”战法，从正面及

侧面数路同时切入敌纵深，于 24 日 3 时

攻克娘子关，全歼守敌。此时，第 8 旅也

越过娘子关，攻克敌多个据点。第 9 旅

夺取平定县城后，插向阳泉以西，断敌退

路。至此，第 3 纵队与第 2 纵队构成会攻

阳泉之势。

娘子关失守，太原绥靖公署惊慌失

措，急调兵东援。25 日晚，敌援军进入

阳泉，守军增至 1.1 万余人。

为歼灭阳泉、平定之敌，并创造打援

战场，晋察冀军区迅速调整部署：第 3 纵

队正面牵制阳泉守军；第 2 纵队一部攻

占盂县、宗艾，断敌北逃之路；第 4 纵队

进至芹泉，断敌西逃之路；冀晋军区部队

攻占定襄，威逼太原。

进入阳泉的国民党军第 33 军 2 个师

担心被歼，于 29 日回撤，进入测石驿时，

遭我阻击，被迫就地转入防御。

5 月 1 日，我军向阳泉紧缩包围，第 2

纵队一部攻占寿阳西南的马首、上湖火

车站，切断寿阳与太原的联系；地方部队

攻占太原东北郊段王镇。至此，我军已

切断阳泉、寿阳敌军北窜、西逃之路，并

从西北、南和东南三面将阳泉包围。

太原绥靖公署误判我军将进攻太

原，急令阳泉守军和被阻于测石驿的第

33 军速向寿阳集中，准备回援太原。2

日，敌暂编第 10 总队等部由阳泉撤至测

石驿与第 33 军会合时，我军发起全线猛

攻，歼敌 1 万余人，生擒暂编第 10 总队少

将总队长荆谊，残敌逃往榆次。8 日，我

第 2 纵队乘胜西进至榆次地区，逼近太

原，正太战役胜利结束。

攻心夺气，瓦解对手，军事打击与

政治攻势有机结合。战争不仅是武器

装 备 的 对 抗 ，更 是 双 方 战 斗 精 神 的 较

量。军心士气影响着部队战斗力的发

挥 。 整 个 正 太 战 役 过 程 中 ，我 军 始 终

注 意 将 军 事 打 击 与 政 治 攻 势 有 机 结

合，争取让敌军官兵放下武器，脱离反

动阵营。

除阵前喊话外，我军还组织一部分

敌军亲属有针对性地对敌方官兵进行喊

话劝降，效果甚好。不少国民党官兵被

我军成建制劝降，如王舍附近的还乡团

有 100 余人投降、冯家沟 10 余座碉堡内

的敌人放下武器。此外，部分投靠国民

党军的日军保安队也被我军成建制劝

降。阳泉西南 4 公里处的狮脑山要点，

由敌独立保安第 5 大队守备，是日本投

降时阎锡山收编的日军，战斗力较强。

阳泉守敌西撤时，我第 3 纵队第 8 旅随即

对狮脑山发起围攻，激战一天，歼敌一

部，攻占狮脑山发电厂，并切断水源。守

敌意志动摇，派人下山送信，请求谈判投

降，但流露出对随队妻儿安全的顾虑。

我军义正词严地申明人民军队的严明纪

律，不但保证守敌投降后个人及家属的

人身安全和私有财产不受侵害，还保证

其下山后有吃有住，给予妥善安排，并派

第 23 团第 3 营营长马兆民上山与敌谈

判。在马兆民的规劝下，日军保安第 5

大队自大队长以下 500 余人全部放下武

器，走出工事，列队投降。

正太战役：

拉开解放石家庄的序幕
■王立群 魏骁龙

在红军长征队伍中，小战士是一个

特殊的战斗群体，人们亲切地称之为“红

小鬼”。他们虽然年纪小，但是革命信念

非常坚定。他们经历了种种意想不到的

困难，勇敢前行没有退缩，在漫长的长征

路上日夜兼程，爬雪山、过草地，完成了

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万里长征。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收藏着一件

见证“红小鬼”参加长征的文物，它就是

红四方面军“红小鬼”杨世才在长征时留

给母亲的一枚川陕苏区布币。

这枚布币的币值为“叁串”，是当时

在川陕苏区流通的货币，也被称为“红军

票”，由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发

行。红军之所以印制布币，是因为制造

纸币所用的道林纸在川陕革命苏区非常

稀缺，无法实现大规模印刷，而布匹的供

给相对容易。

1935 年 3 月至 4 月，红四方面军为

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强渡嘉陵江，向川西

转移，踏上艰苦的长征之路。听闻红军

要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消息后，许多

红军战士家属前来部队看望送别。年仅

12 岁的“红小鬼”杨世才的母亲，连夜辗

转来到红军所在的旺苍坝。她见到杨世

才后，忍不住劝儿子回家。在部队接受

过锻炼的杨世才拒绝了母亲，他坚定地

说：“我要革命到底！”看到儿子决心已

定，母亲没再勉强。临别时，杨世才将一

枚面值叁串的布币塞到母亲手里，作为

她回家的路费：“娘，等我们胜利了，我就

回家看您……”

自此，母子二人失去了联系，十几年

杳无音信。纵使生活艰难，杨世才的母亲

也一直没舍得花掉那枚布币，精心将其保

存下来，把它当作对儿子思念的寄托。

1950 年，四川解放，在枪林弹雨中

存活下来的杨世才，开始寻找苦苦思念

的家人。参加长征时，杨世才还小，他只

知道家乡在四川，其他都记不清了。他

通过一起参加革命的战友，几经辗转终

于找到了家乡——内江市楠木寺村。同

年 12 月，杨世才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

杨世才的母亲见到儿子后激动万分，她

从家里茅草房的墙缝里取出一个竹筒，

将里面藏着的那枚布币交还给儿子。十

几年来，每当想念儿子，她就把这枚布币

拿出来看看，看完又藏起来。

1975 年 11 月 ，中 国 革 命 历 史 博 物

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纪念中国

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40 周年展览。已经

50 多 岁 的 杨 世 才 在 参 观 后 ，将 这 枚 饱

含 母 子 亲 情 的 苏 区 布 币 捐 赠 给 博 物

馆 。 如 今 ，这 枚 颜 色 渐 淡 的 布 币 静 静

地 躺 在 展 柜 中 ，向 游 客 讲 述“ 红 小 鬼 ”

的长征故事。

一枚布币讲述长征故事
■张 博

在 中 国 人 民 抗 日 战 争 纪 念 馆 里 ，

珍藏着一张十分特别的老照片——一

棵大树布满整个画面 ，树上、树下 ，或

坐或站着 12 人，他们有男有女、有老有

少。除了树下的小女孩外，其他 11 人

都是八路军，可以说这是一张“抗战全

家福”。

照片中站在树下最右边的中年男

子 名 叫 王 正 南 ，时 任 八 路 军 冀 鲁 豫 军

区 8 分区 7 团参谋长。1935 年，王正南

考入黄埔军校第 12 期，毕业后在国民

党 部 队 历 任 排 长 、连 长 、营 长 等 职 。

1939 年 ，拥 护 中 国 共 产 党 抗 日 救 国 主

张的王正南，毅然脱离国民党部队，回

到 家 乡 山 东 肥 城 ，组 织 起 近 百 人 的 抗

日武装，时称二区游击大队，并担任大

队长。

1939 年 7 月，王正南率部加入八路

军。随后该部改编为县独立营，王正南

任营长。1940 年，王正南加入中国共产

党。同年县独立营补充到八路军第 115

师第 343 旅，他任旅政训股股长。1942

年，王正南任冀鲁豫军区 8 分区教导大

队队长。之后，他参加了 1943 年“9·17”

和“10·12”反扫荡战斗。

在王正南的倡导和带领下，他的叔

父王维涛 ，兄弟王正梅、王正兰、王正

珠、王正菊，堂弟王正福、王正堂，表弟

高立为、赵传银等 10 余人相继参加八路

军。1944 年春，王维涛、王正南叔侄兄

弟等相继来到范县休整，一家人为抗战

常年奔波在外，难得相聚得这么齐全，

于是就在门口的大枣树上拍摄了这张

珍贵的合影。

1944 年，王正南任冀鲁豫军区 8 分

区 7 团参谋长。1945 年，他任 8 分区参

谋长 ，参加了解放东平、巨野等战斗 。

由于军事素质过硬，王正南成了 8 分区

的传奇人物。他射击、刺杀、格斗、投弹

样样精通，多次在 8 分区举行的军事体

育大会上进行公开表演。1945 年，在攻

打阳谷的战斗中，部队进攻一时受挫，

敌人自恃城墙工事坚固，在战场上向八

路军大声挑衅。王正南一人持枪，两名

战士往枪膛压子弹。他瞄准城墙射击

孔连续射击，封锁敌人的 6 处射击孔，使

我军顺利攻克敌阵地。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

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

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广大群众

踊 跃 参 军 参 战 ，保 卫 自 己 的 家 园 。 王

正南家族 10 余人参加八路军，奋起抵

抗日本侵略者，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

保家卫国精神的缩影。2016 年 11 月，

王正南的家人将这张保存了 72 年之久

的 合 影 照 片 ，捐 赠 给 中 国 人 民 抗 日 战

争纪念馆。

一张合影镌刻抗战记忆
■张文浩

史说新语史说新语

春秋战国 韬略兵戈

借尸还魂一词，原指已经死亡

或灭绝的事物通过某种方式得以复

活，而在军事策略中，意指利用、支

配那些没有作为的事物来达到己方

目的，从而使战争形势向有利于己

方的方向发展。借尸还魂为“三十

六计”之一，属于“攻战计”部分。战

史上对此计多有运用。秦末农民战

争中，陈胜借助“鱼腹藏书”“篝火狐

鸣”等方式，进一步巩固在戍卒心目

中的威望，凝聚了人心，为发动起义

做好准备。东汉末年，曹操“借”已

衰落的汉室所拥有的正统地位，挟

天子以令诸侯，一箭三雕，既顺应民

心、使诸侯归顺，又取义于天下，“还”

自己成为中原霸主的政治合法性。

借尸还魂

相关链接

链接历史链接历史
位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的临淄齐国故城位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的临淄齐国故城。。

正太战役中正太战役中，，我军第我军第33纵队第纵队第88旅突击队强渡微水河旅突击队强渡微水河，，直扑井陉县城东关敌阵地直扑井陉县城东关敌阵地。。

王正南家族王正南家族““抗战全家福抗战全家福””。。

““红小鬼红小鬼””杨世才留给母亲的川杨世才留给母亲的川

陕苏区布币陕苏区布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