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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列反向的发射管

1904年，法国为保加利亚建造了 6
艘无畏级鱼雷艇，该级鱼雷艇的主要武
器为3具450毫米鱼雷发射管，艇艏固定
安装 1具，其余两具并列安装在鱼雷艇
后甲板上，可旋转发射。不过，这两具发
射管虽是并列安装，但朝向是相反的。
法国人认为，这样的设计可以同时向左
右两舷出现的不同目标发起鱼雷攻击，
而实战证明这完全是想当然。

在之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4艘无
畏级鱼雷艇向土耳其海军的“哈米迪耶”
号巡洋舰发起了进攻。囿于法国的“奇
葩”设计，前三艘无畏级鱼雷艇的并列鱼
雷发射管无法齐射所有鱼雷，以形成有
足够密度的攻击扇面，发射的鱼雷被“哈
米迪耶”号全部躲开。最后 1艘无畏级
鱼雷艇冒死冲锋到距离“哈米迪耶”号50
至 60米距离上发射了 1枚鱼雷才命中，
在其舰体上撕开了约10平方米的口子，
海水大量涌入。不过，“哈米迪耶”号并
未沉没。

实战中，左右两舷同时出现可攻击
目标的概率很小，法国的并列反向鱼
雷发射管实用价值不大，反而会降低
鱼雷攻击密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前，保加利亚在对已显老旧的无畏级
鱼雷艇进行改进时，以同向双联装鱼
雷发射管换下了法国人“奇葩”的鱼雷
发射管。

火绳枪骑兵

16世纪，欧洲出现了火绳枪，取代
了以往的火门枪。火绳枪在一定距离上
可以击穿铠甲，所以很快得到推广，甚至
出现了火绳枪骑炮兵，装备了适合骑兵
使用的专用火绳枪。

不过，火绳枪骑兵有些“名不副实”，
他们很少在骑马冲锋时使用火绳枪瞄准
射击，因为火绳枪并不适合在马背上使用。

火绳燃烧时产生的刺鼻味道会使马
匹烦躁，难以保持安静。骑马时的颠簸
也易对浑身装满火药的士兵造成危险。
火绳枪从装填到瞄准发射都需要双手操
作，这就需要松开缰绳放弃对马匹的控
制。所以，火绳枪骑兵大多数情况下还
是骑马行军，下马作战，最起码也得勒马
停下后进行装填射击。这些限制使火绳
枪骑兵只能作为辅助部队作战，执行支
援骑士、骚扰敌军等行动。

（晋明昭）

香城固伏击战，是在1939年初侵华
日军对冀南平原发起“大扫荡”之际，八
路军第 129师第 386旅实施的一次模范
诱伏战斗。在这次战斗中，我军以较小
代价，彻底歼灭了日军一个加强步兵中
队，打击了日军狂妄气焰，鼓舞了根据
地广大民众，对巩固冀南抗日根据地，
粉碎日军控制冀南平原、歼灭八路军第
129师的企图，起到重要作用。

摸 清 敌 人 心 理 ，隐 蔽 作 战 企 图 。
准确摸清敌人心理，搞透其行动规律，
能够帮助指战员在把握敌人情况的基
础上定下作战决心，作出正确作战决
策。1939年 1月，日军纠集 3万余人，
分 11路先后由石家庄、邯郸、邢台、大
名等据点出动，对我冀南抗日根据地
进行大规模“扫荡”，妄图消灭八路军，
控制冀南地区。当敌人开始进犯冀南
时，129师主力部队分头阻击故人，以
迟滞来犯之敌。陈赓率第 386旅对据
守在广平、肥乡、曲周、威县之敌进行
多次袭击，取得一定战果。不过，当时
日军并未受到较大挫折，气焰仍十分
嚣张，每次受到袭扰后，一定会派出部
队追击，报复心极强。加之我军长期
对其进行袭扰，日军早已恼羞成怒，

“扫荡”失利也受到责罚，有急迫寻找
我军主力决战的倾向。

第 386旅旅长陈赓、政委王新亭在
掌握敌人这一情况后，准备利用敌人的
蛮横、骄傲心理打一次伏击战。在确立
基本作战方案之后，386旅在保密工作
上也着实下了一番功夫。教育部队和
群众严密保守作战企图，促使敌人出现
误判，使其掉以轻心，为引其孤军深入
和后续作战打下基础。

构筑有利阵地，合理部署兵力。要
打伏击战，有利伏击地形、部队集结地
域、伏击部队隐蔽方式等都是必须解决
的重要问题，否则伏击计划就可能全盘
落空，甚至使己方遭受损失。

就伏击战场的选定问题，陈赓不仅
进行了反复思考，还派出部队四处勘察
地形，而后组织对平原作战有经验的干
部战士就阵地选择问题专门召开讨论
会，集思广益，最终敲定伏击阵地设在
香城固一带。香城固地处黑龙港流域，
周围是多沙地区，不利于敌人快速机
动，且我军在此处已构筑有一定的防御
工事。香城固西北有一洼地，当地人称
转向湖，四周长满野枣树等植物，地形
倾斜。洼地西是大沙岗，长约 1.5公里，
岗高两三丈。周围的3个村庄把地势倾
斜的洼地紧紧夹在当中，构成一个天然
的钳形防御阵地。按照作战计划，我军
兵力分为袭扰力量、诱敌力量、伏歼力
量、警戒和阻击敌增援力量，形成了作
战力量时间上的不间断和空间上的无
死角，保证了作战行动能够按计划顺利
实施。

有意示形于敌，不断诱敌深入。在诱
敌深入阶段，我军3次用计“诱惑”敌人，

且战且走，不断把敌人引入我方伏击阵
地。陈赓首先命令第688团一部兵力于2
月 9日夜袭击威县县城，期间还攻入城
内，在杀伤敌人后退出至城外，向城南撤
去，目的在于激怒敌人诱使其出城追击。

日军果然恼羞成怒，于10日上午出
动汽车8辆，载1个加强中队及3门火炮
及重机枪等重武器，一路向南追击，离
开了自己的巢穴，失去凭借据点坚守的
优势。为进一步诱敌深入，我军派出骑
兵连突袭正在公路行军的日军中队，击
毙其翻译和向导。日军立刻向我骑兵
连展开反攻，骑兵连则且战且退，机动
至耿家村隐蔽起来，避免和日军展开正
面大规模交火。骑兵连最后又突然出
现在香城固西北 1公里外，并向敌猛烈
射击。面对我骑兵连神出鬼没、三番五
次的袭扰，日军的报复心理不断膨胀，
最后丧失了理智，离开行进的公路直扑
骑兵连。就这样，我军运用诱敌力量和
袭扰力量，逐步把敌人引至我军设置的

伏击阵地内。
置敌腹背受击，全线出击歼敌。按

照计划，陈赓命第688团第1营在香城固
负责正面阻击，新一团主力则迅速进至
张家庄、马落堡以北，负责切断日军退
路，主力部队埋伏在张家庄、马落堡，补
充团一部集结于傅辛庄、香城固以南，
从两侧攻击日军，形成正面阻击、后面
截击、两侧夹击之势，给日军布下了一
个“口袋阵”。日军落入我包围圈后，丧
失了机动优势，其增援部队也无法在短
时间内赶到，而且我军已在敌可能增援
的方向上设置了观察哨，一旦敌增援部
队出现，立马进行阻击，被围日军只能
强行突围。我军此时发扬顽强拼搏的
精神对突围之敌进行阻击，同时以工事
为掩护发扬火力不断消耗敌有生力量，
打压敌嚣张气焰，最终使其丧失战斗意
志。在战斗最后阶段，我军果断发起冲
锋，与日军展开激烈肉搏战。在我军指
战员的勇猛冲杀下，到深夜 12时，取得
了整场战斗的胜利。

在香城固战斗中，我军共歼敌 250
余人，生俘 8人，烧毁汽车 8辆，缴获四
一式山炮 1门，九二式步兵炮两门，迫
击炮 1门，长短枪 100余支，我军仅伤亡
50余人。

战后，香城固当地人民编了一首民
谣来歌颂这场战斗：“三八六旅好儿郎，
打头的人是陈（赓）、王（新亭）。沙滩布
下口袋阵，转向湖上撒罗网。汽车大炮
全击毁，日本鬼子见阎王。解了咱们心
头恨，保住咱们好家乡。”香城固伏击
战，开创了平原歼敌战斗的光辉范例，
此战之胜利对巩固冀南抗日根据地产
生了重要影响，坚定了华北平原抗日军
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汽车大炮全击毁，日本鬼子见阎王

平原歼敌范例：香城固伏击战
■张 伟 戚苏源

寒区环境下，人体代谢活动增强，
官兵着冬装作战也会消耗体内大量水
分，所以相比温区部队，寒区部队官兵
需要摄入更多热量和水分。为保持寒
区部队战斗力，各国军队在寒区饮食
方面都总结出很多“门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在欧洲
战场的冻伤减员率高达 8%，而在朝鲜
战争中则下降到 4%，其主要原因之一
便是加强了部队膳食保障。美军研究
发现，体温受食物温度的影响。寒区
条件下，人体消化冰冷口粮所消耗的
热量，同口粮所产生的热量几乎相
等。因此，在寒区作战应强调和重视
食用热食，才能提高和保持体温。美
军条令规定，寒区作战固然可以食用
战斗口粮或小分队口粮，但只要有可
能，即应按标准供应热食。此外，在正
常的两餐之间还应供应热汤或咖啡等
热饮料。为此，美军专门提出要求，给
寒区作战的装甲车辆乘员组、通信小
分队配备加热食品和饮水的设备。美
军阿拉斯加驻军某连还发明了“排级
简易厨房”，1名炊事兵使用1个汽油火
炉、两只喷炉，1.5小时内就能做好一顿
热饭，该办法还写入了《寒区作战与士
兵手册》。此外，美军还严禁在寒区饮

酒，理由是酒精只会带来短暂的温暖
感觉，却容易麻痹神经，导致官兵忘记
防寒发生冻伤，而且在低温下，饮用冷
酒会使舌、喉发生冻伤。

长期生活在高纬度寒冷地区的苏
联军队，在寒区部队的饮食保障工作
方面更有经验。苏联陆军部队在筹划
冬季战斗行动时，专门把饮食作为物
资保障和前送的重要内容。苏军条令
明确指出，经常以热食、开水和新鲜
（未冻坏的）面包及时保障部队，是各
级指挥员的职责。冬季要特别注意防
止食物冻坏，必须使用装有专门保暖
设备的车辆来储存和运输食物。食品
应用保温器皿送达各分队，若保温器
皿不够，则应利用由毛毡、破布和其他
材料包好的水桶或其他器皿。面包必
须存放在温室里，以保温车或装有专
门设备的面包车厢运输。在常有大雪
和暴风雪的地域内进行长期防御时，
考虑到物资运输会中断，苏军往往提
高饮食储备量。1942至 1943年冬，苏
军第 257步兵师在大卢基城地域内进
行防御，其粮秣储备品达到了惊人的7
至 8日量。1941至 1942年冬，在西部
战线的进攻过程中，苏军专门建立了
集团军基地先遣分基地，按每个分基

地保障 3至 4个师的标准储备物资，粮
食储备达5至10日量。

在我军历史上，先辈们曾经依靠
“一把炒面一把雪”，在战争中打败了
吃巧克力、喝咖啡的“联合国军”，也积
累了寒区作战的宝贵经验。经过几十
年的发展，我军寒区饮食越来越现代
化、科学化，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独
特做法。早在上世纪 70年代末，我军
针对寒区作战饮食加工难的特点，就
摸索出提前加工改制主副食品等办
法，在零下30℃左右的气温下，不超过
1小时即可做好饭菜，大大缩短严寒条
件下的食品加工时间，较好地解决了
寒区部队吃热食的问题。近年来，新
型炊事装备列装部队，该炊事装备只
需几十分钟就可以供给 1个连的人员
就餐，还能以蒸、烤、煮、炒等不同方式
制作热食。除为连队提供热食供应
外，该型炊事装备还可对部队实施伴
随和支援保障，缩短了热食前送距离，
提高热食保温效果。
（作者单位为68303部队20分队）

寒区如何“吃出战斗力”
■董彦钊 李玉城

史说新语史说新语

链接历史链接历史

知战篇旨在阐述预先掌握作战地
区和时间的重要性。历史经验表明，
善借地利、巧择时机，先敌一步展开筹
划部署，有利于赢得对敌作战的胜利。

善于料敌抢占先机。料敌于先历
来是兵家制胜前提。古今中外善施奇
谋的高手，无一不是把对手看清摸透，
先谋而后动。预先判断出敌人动向，
在战场上就能牵着对手的鼻子走。马
陵之战，孙膑根据魏军实力雄厚，看不
起齐国，魏军主将庞涓骄傲轻敌、求战
心切的特点，定下减灶诱敌、设伏聚歼
的作战方针。孙膑通过逐步减少锅灶
数量，使魏军误以为齐兵逃跑日增，令
其更加坚信齐军怯战，进而促使魏军
愈发轻敌冒进，孙膑就这样一步步地
诱敌上钩，把魏军引向早已准备好的
陷阱中。同样，在长征四渡赤水之战
中，毛泽东指挥红军，一渡赤水“避
敌”，二渡赤水“歼敌”，三渡赤水“诱
敌”，四渡赤水“甩敌”。对此，美国传
记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诙谐地写
道，毛泽东牢牢把握住了国民党军队
作战的思维，后者像巴甫洛夫训练出
来的习惯于条件反射的狗一样，毛泽
东要它怎么样，它便怎么样。

善于“知地”巧妙设伏。兵凭地而
雄，地凭兵而固。“不知战地而求胜者，
未之有也。”地形在作战筹划中异常重
要，特别是对于需要预设战场的伏击
战而言，能否“知战之地”并因“地”施
策，体现出战场指挥员的指挥艺术。
七亘村伏击战前，刘伯承在认真查看
地形后判断：日军为控制正太路南的
平行大道，必然加紧从井陉至平定的
小路运粮，而七亘村是此路必经之
地。七亘村位于太行山中段，素有“龙
虎环抱”之称，是屯兵设卡之要冲。刘

伯承实地勘察后认为，七亘村东西两
边的大道都是一面山、一面河，为上有
高山，下有河沟的隘路，便于我军展开
行动，遂决定在此设伏。首次伏击得
胜后，按惯性思维应立即撤离，刘伯承
却认为日军虽遭伏击，但平定之敌急
需作战物资，七亘村仍是他们前运后
送的必经之路。同时，日军指挥官熟
悉我国古代兵法，深知“战胜不复”的
道理，必然以为我军不可能在同一地
点再次设伏。基于以上分析，刘伯承
决心反常用兵，在七亘村第二次成功
组织伏击。

善于“择时”主动出击。“知战之
日”的前提是精于计算。兵法曰：“多
算胜，少算不胜。”孙膑根据敌进己退
的行程时间，计算出魏军“暮当至马
陵”，于是预先选择有利地形埋伏重
兵，从而在预定地点和时间，打了一个
漂亮的伏击战。值得注意的是，传统
伏击战的本质是以静制动，伏击地区
通常选择“两山夹一川，道路有转弯”
的有利地形。但在现代战场上，这种

“守株待兔”式的伏击方式已经不适应
战场客观环境。由于强敌拥有全纵
深、立体化、实时化的侦察监视系统，
使战场呈现出单向透明，在这种情况
下，较大规模伏击部队不被发现几乎
是不可能的。传统的地利之优势在现
代战场上的作用逐渐降低，而时间要
素的作用更加凸显，这就要求指挥员
不仅要“知战之日”，更要能做到“自主
择时”。要能够运用各型侦察、预警装
备实时掌握战场态势，提前筹划作战
行动，自行确定交战时间，灵活选择打
击时机，在敌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
实施突然袭击，令敌猝不及防，以此获
得战场主动权进而赢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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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战奇略》知战篇原文为：
凡兴兵伐敌，所战之地，必预知
之；师至之日，能使敌人如期而
来，与战则胜。知战地，知战日，
则所备者专，所守者固。法（《孙
子兵法?虚实篇》）曰：“知战之地，
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

知战篇指出，凡要出兵讨伐
敌人，对于作战地点，必须预先
料知明确。部队到达作战地点
后，如能调动敌人如期到来，便
能取胜。事先知道作战地点和
时间，那么备战待敌就能充分专
注，坚守防御就能牢固有力。正
如兵法所言：“能够预知作战具
体时间和地点，即使相距千里也
可同敌人交战。”

知战篇所附战例为齐魏马
陵之战。公元前 341年，魏国联
合赵国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
援。齐国派田忌率军援韩，直趋
魏都大梁城,魏将庞涓得知后，率
军撤离韩国回奔魏国。齐国军
师孙膑抓住魏军轻敌的弱点，因
势利导，在魏军必经之路上设置
伏兵，通过减少锅灶伪装兵力下
降，诱敌深入，庞涓果然中计。
孙膑计算庞涓的行程，料定他天
黑时应当进至马陵，便刮掉一棵
树干表皮，写下“庞涓死于此树
之下”8个大字，周围伏以万名弓
箭手。庞涓行至马陵，燃火看树
上字时，齐军万箭齐射，魏军大
乱，庞涓兵败马陵，愧而自刎。

1937年10月，第129师师长
刘伯承率部队进抵山西平定地
区，为配合娘子关国民党军作
战，刘伯承计划在七亘村进行伏
击作战，钳制日军迂回进攻，阻
敌沿正太铁路向西进犯。七亘
村是日军运送军需物资的必经
之地，刘伯承在 3天之内两次成
功在该地伏击日军，以伤亡 30
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 400余
人，创造了“重叠设伏”的奇迹。

微历史微历史

孙膑减灶之计孙膑减灶之计，，成功诱使庞涓进入伏击圈成功诱使庞涓进入伏击圈

��热咖啡热咖啡
对寒区保持体对寒区保持体
温十分重要温十分重要，，
图为冲咖啡的图为冲咖啡的
美军士兵美军士兵

��苏军士苏军士
兵排队打饭兵排队打饭

��正在向正在向
前线运送热食前线运送热食
的苏军士兵的苏军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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