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平地处长春、沈阳之间，是东北

中部的重要交通枢纽。1946 年至 1947

年，东北民主联军渊1948 年改称东北人

民解放军）曾三次血战四平，获得宝贵

城市攻坚作战经验。1948 年，我军在东

北战场完全掌握主动权后，经过 23 小

时激战，胜利收复四平，粉碎了守敌防

御的“乌龟政策”，首创我军攻占现代化

永久筑城地带之先例。

摸清敌情袁不打野莽撞仗冶

经过 1947 年秋季攻势彻底实现战

略反攻后，我军控制了关键交通线路，

同时也造成四平守敌更加孤立。1948 年

初，东北主力决心进攻战略要地四平。

经毛泽东同意作战部署后，2 月 27 日正

式下达夺取四平命令。

进行城市战必须了解城市地理环

境，掌握城市防御设施。1947 年，我军围

攻四平之后，国民党军队在原有城市防

御工事体系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强化了

外围支撑点和市内防御工事及设施。在

一些高大建筑物上组织四五层火力，周

围配以碉堡、盖沟等侧射火力，形成了

更加完善和牢固的防御体系。其中，以

“陈明仁堡垒”最为突出，为时任守敌第

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所建，他把日军留

下的坚固建筑改造成永久性工事，增加

密集火力，布置为核心守备。1947 年，东

北民主联军虽然重创四平守敌，但未能

攻克，城市防御戒备森严是一大原因。

集中兵力是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

重要原则，这同样适用于城市战。为了

赢得绝对优势，东北主力精心部署兵

力，以第一、第三、第七纵队和东北军区

4 个炮兵团共同担负攻城任务，由第一

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治委员万毅统一

指挥，其中配备山炮、野炮、榴弹炮 163

门，高射炮 30 余门进行炮火支援；以第

二、第六、第八、第十纵队和独立第四师

等部担负打援任务；另以第九纵队活动

于锦、沈铁路线上；第四纵队从营口地区

向本溪前进；独立第六、第七、第八、第九

师进逼吉林、长春，牵制这两城守敌；独

立第十师进到长春以南，阻敌南援，全力

保障攻克四平。这一系列兵力部署，既有

主攻，也有辅攻，还有打援，形成了围歼

四平的强大合力和胜势。

经过前三次血战四平，我军深入探

讨经验教训，强调不可再误判敌情、打

“莽撞仗”，必须摸清守敌兵力部署。这一

次作战侦察显示，驻守四平的国民党军

队，是第七十一军第八十八师和 3 个保

安团、1 个骑兵团等近 2 万人。国民党守

军曾遭受我军重创，重编后的部队大多

为新兵，整体战斗力不强，对东北主力攻

城作战极为有利。

清剿外围袁多路突进

包围聚歼是攻克城市的重要作战方

法。根据作战部署，攻城部队从各驻地出

发，于 3 月 2 日到达集结地，完成对四平

的包围，前期开展肃清城市外围支撑点

的战斗。其中，第一纵队先扫清城西南之

小边、海丰屯，城西飞机场、师道学校等

支撑点；第三纵队肃清当面敌外围据点；

第七纵队攻占城北高地三道林子。至 8

日，四平城市外围据点已经基本肃清，为

进攻城市开辟了关键通道。

多路多向进攻，条块切割是四平城

市战的鲜明特征。攻城部队主要从 5 个

不同方向进行突击，即从四平正北的铁

路两侧、城东南角的东门、城东北角的一

面城、城西南角的新立屯、城西北角的师

道学校等方向逼近城区。着眼打击敌人

重点防御体系，以城市正北和东南方向

为主要突击路径，对城市形成两面对进，

迫使守敌腹背受击，这有利于我军突入

城后迅速围歼纵深之敌。同时，炮兵阵群

设在城北三道林子高地，俯瞰全城，便于

发挥火力，支援步兵作战。

3 月 12 日晨，攻城作战正式开始。

首先实施猛烈炮火急袭轰炸，摧毁了敌

阵地前沿的大部分地堡群。接着我军炮

火向纵深延伸射击，随即突击部队发起

勇猛冲锋。步兵突入城内后，与守敌展开

了激烈的巷战。各部队大胆穿插分割，充

分发挥近战特长，火力、爆破、突击紧密

配合，逐街逐楼逐屋同敌军展开争夺。12

时，攻城部队南北大军会师城内中山大

街后，折向路东乘胜追击扩大战果。12

日夜，守敌第八十八师指挥所龟缩在城

市核心区域的一座大白楼的暗堡，妄图

殊死挣扎。13 日拂晓，攻城部队第一和

第三纵队主力一部，对残敌发起最后猛

攻。针对敌人暗堡火力，突击队巧妙在墙

上掏窟窿进行精准爆破，扫除障碍后快

速占领敌人指挥所，赢得胜利。

拓展城市作战方式

战役期间，除了发动政治攻势，明确

城市政策和纪律，在战地开展军事民主

外，攻城部队创造性发挥战法战术，灵活

运用兵力武器，纵队与纵队之间、步兵与

炮兵之间、突击队内部之间相互配合，打

出了城市战新面貌。

创新巷战打法。近距离巷战是城市

作战的重要战术。攻城部队进入四平城

内后，面对密集建筑和防御工事，创造性

运用“一点两面”“四组一队”战术打法。

“一点两面”，是指攻城部队既要集中优

势兵力和火力攻击敌之要害弱点，还要

大胆采取至少两面，甚至三面、四面等不

同方向进行包围迂回，聚而歼之。“四组

一队”，是指由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

支援组等组成的小型突击队，这一战斗

编组模式短小精悍、高度灵活，适应街道

小巷、楼宇房屋等城市环境的作战要求，

有效破解了敌军的防御防守。

突出步炮协同。步炮协同是城市作

战的重要要求。攻城期间，各部队展现

出高超的协同作战能力，炮兵科学掌握

射击时间、射程和火力，在炮火支援下

步兵敢于猛打、猛冲、猛追。进攻前，炮

兵为步兵提供远距离轰炸，摧毁敌前沿

阵地；进攻中，炮兵为步兵提供精准火

力掩护和打击，特别是巷战时炮班紧随

突击队前移，一旦遭遇坚固据点，炮火

抵近射击，实现了步兵炮兵协同作战、

一举制胜。

精于爆破摧毁。火药爆破是城市作

战的关键军事技术，主要用于破坏沟壕、

炸毁据点、攻击碉堡等工事。经过战前练

兵，攻城突击队普遍掌握爆破技术，还发

明创造并推广炸药抛掷筒和迫击炮送炸

药等技战法。四平城内的地堡群防御工

事异常坚固，守军隐蔽其中进行龟缩作

战，攻城部队有效实施针对性爆破，进行

近距离歼敌。特别是在突进中成功爆破，

打开城墙突破口顺利攻进城内。

此役，共歼守军 1.9 万余人，缴获各

种火炮 216 门、轻重机枪 461 挺、各种

枪支 9688 支、汽车 85 辆、骡马 1651 匹

以及一大批军用物资。同时，四平收复

战的胜利使长春国民党军队彻底陷入

了孤立困境，为此后发动辽沈决战创造

了有利条件，为解放东北全境奠定了坚

实基础。

渊彭洲飞 田娇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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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西南距市区约 100 公里的十

渡旅游风景区内，坐落着一座国家级烈

士纪念设施———平西抗日烈士陵园。陵

园内建有烈士纪念碑，烈士碑林安葬有

100 位烈士，每座烈士墓的墓碑以石雕

“书”的形式记录着烈士的名字、生卒年

及英雄事迹。纪念碑正面刻有萧克亲笔

题词“抗日战争在平西牺牲的烈士永垂

不朽”，背面是碑文，全文如下：

平西抗日根据地袁即房山尧宛平尧良
乡尧涿县尧涞水尧昌平尧怀来尧涿鹿尧蔚县尧
宜化尧阳原尧怀安十二县之境遥广袤千里袁
京华屏障袁万山耸翠袁千水奔流曰民风朴

实敦厚袁物产丰富多姿袁此平西地理形势

之胜也遥
考房山乃北京猿人之故乡袁 人类文

明发祥之地遥 涿鹿乃黄帝与蚩尤交战之

区袁为中华民族融合之始遥 自燕而下袁经
辽尧金尧元尧明尧清袁以迄近代民国袁建国都

于斯土遥 人文荟萃袁已逾千年遥 此平西历

史之悠久也遥
野五四冶运动后袁中国共产党建立遥长

辛店野二七冶大罢工袁产业工人登上政治

舞台遥 平西人民反封反帝斗争不时暴

渊爆冤发遥芦渊卢冤沟桥野七七冶抗战肇兴袁东
亚睡狮昂首觉醒遥此皆我党领导之力也遥

野九一八冶沈阳事变袁蒋党政府不事

抵抗袁开门揖盗袁拆栏引狼袁置国家民族

于不顾袁致使东北沦陷袁热河丧失袁长城

不守袁内蒙危急遥 先野塘沽协定冶袁承认伪

满政权曰继野何梅密约冶袁冀察两省变色遥
蒋介石倒行逆施袁 高唱 野攘外必须安

内冶袁亲率百万大军袁围剿红区袁大打内

战遥 螳螂捕蝉袁黄雀在后袁亡无日矣遥 四

亿同胞袁痛心疾首袁涕泣呼号院停止内

战袁一致对外遥
当此祖国危难之秋袁民族存亡之日袁

中国共产党振臂挺身袁挽狂澜于既倒袁扶
大厦于将倾袁发表野八一宣言冶袁呼吁全国

各党袁为祖国而战袁为民族而战遥善处野西
安事变冶袁合则兴袁分则亡袁大势所趋袁第
二次国共合作袁逐日形成矣遥

芦渊卢冤沟炮响袁日寇抱亡华之心曰倾
巢出犯袁大举入侵遥 二十九军奋起抗战袁
浴血杀敌袁为保卫国土袁付出重大牺牲遥
终因孤军无援袁平津两市陷于敌手遥华北

政权袁土崩瓦解遥半壁河山袁非我所有矣遥
八路军挺进敌后袁直抵平西袁建立抗日根

据地袁此乃中国共产党伟大战略之措施袁
持久抗日之部署遥平西巩固袁利于坚持冀

东袁开展平北袁保卫北岳遥东可威胁北平袁

北可控制察绥遥扬鞭长城内外袁策马燕山

峻岭袁指日挥戈袁光复东北遥 平西根据地

之重大作用明矣遥
日寇视之袁 有如利刃穿心袁 目中生

刺遥 军事残酷扫荡袁政治引诱分裂袁经济

严密封锁袁文化强化殖民袁恨之入骨袁极
尽野蛮一意毁灭之遥

平西人民向有燕赵慷慨悲歌之遗

风袁深明爱国保家之大义遥在我党领导下

建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遥军民一心袁党群

一德袁骨肉团结袁同仇敌忾袁无分老壮袁何
论妇孺遥 为国家而捐躯袁前仆后继曰为民

族而献身袁裹尸沙场曰吃糠咽菜袁奋战日

日夜夜曰屡遭屠戮袁经过雨雨风风遥 抗住

三光残杀袁度过艰苦岁月遥 红旗挺立袁飞
舞在北平城周曰抗日枪声袁响彻在香山脚

下遥日寇望之袁动魄惊心曰奸伪闻之袁魂飞

胆丧遥 方知中国人民之不可战胜也遥
抗日已往袁 社会主义正建曰 四化方

兴袁国运日益昌盛遥 忆当年抗日战场袁有
名英雄可标之青史袁百世流芳曰而无名英

雄何止万千钥 昔日领导诸老袁皆已皓首遥
耿耿于怀袁久宿此愿遥树碑于房山十渡卧

龙山之阳袁拒马河千里碧流之畔遥藉以表

彰忠烈袁缅慰英灵遥述诸儿孙袁砥砺后世遥
继往开来袁发扬光大遥 英雄忠骨皆芳草袁
烈士鲜血沃红花遥 是为记遥

房山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五日

碑文概述了平西的悠久历史，尤其

是平西抗战的峥嵘岁月，行文质朴、意韵

深远，读来令人荡气回肠、催人奋进。

平西地处太行山脉与燕山山脉结合

部，东可出击北平，北可拒张家口，地理

位置非常重要，萧克称之为“坚持华北抗

战的战略支点之一”。七七事变不久，负

责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彭真

派苏梅、陈群等人赴宛平县青白口村与

宛平县委负责人魏国元联系，着手主力

部队进驻准备。1937 年 10 月前后，吴伟、

赖富等 12 位同志受朱德、彭德怀委派并

持签名信件来到青白口，在当地党组织

的配合下组建了平西抗日游击支队。12

月底，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刘杰等来到青

白口组建了中共宛平中心县委。三路人

马聚集平西地区，八路军主力部队进驻

前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1938 年初，按

照朱德、彭德怀及晋察冀军区聂荣臻等

人指示，八路军邓华和宋时轮支队先后

来到斋堂、史家营一带，迅速开辟了房

山、涿县、涞水、良乡、昌平、宛平等小块

根据地，克碉堡、拔据点、奇袭石景山发

电厂、宣传告示贴到西直门墙、卢沟桥上

插红旗等，军民团结抗战局面逐步打开。

面对平西军民的顽强抗争，日军不

得不一次次纠集大量兵力，对根据地进

行军事“扫荡”和全面封锁，制造了一桩

桩骇人听闻的惨案。1942 年 12 月 12 日，

日军分两路包围了王家山这个抗日堡垒

村，把乡亲们全部押到不足 20 平方米的

两间房子里逼问，面对威逼利诱，从年幼

的孩子到古稀老人无一人透露八路军去

处，日军恼羞成怒，放火烧了房子，共 42

人被烧死。在烽火抗战中，涌现了大批可

歌可泣的英雄壮举，其中，与狼牙山五壮

士齐名的曹坝岗五勇士就是突出代表。

1942 年 12 月 27 日，为掩护群众和部队

转移，晋察冀军区第十一军分区第七团

二连八班在曹坝岗顽强阻击，弹尽粮绝，

最后只剩李连山、王文兴、刘荣奎、宋聚

奎、邢贵满五人，共产党员李连山高喊

“誓死不当俘虏”，带领大家跳下悬崖。晋

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

发布通令，嘉奖五勇士，“宁死不当俘虏，

英勇顽强，精神可佩”，号召全体指战员

向他们学习。

八路军严格执行党的纪律，面对敌

人的“三光”政策，部队要求战士挖野菜，

要让乡亲们先挖；撸树叶，要到离村子

15 里外的地方，到山里去撸，近处的留

给老乡。军爱民，民拥军。群众经常冒着

生命危险，将山区土产外销，将急需品运

送进根据地。平西人民为抗战作出了重

大贡献和牺牲。抗战时期房山区牺牲的

烈士有 512 名，该区一个名为史家营的

地区，虽人口 5000 余人，但烈士就有 116

名，村村有英雄烈士、家家有红色故事、

人人有革命贡献。

渊杨云鹏冤

四平收复战：解放战争中我军经典城市战

在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博物馆内，

珍藏有一块密布着 138 个弹孔的雨搭

子。这块雨搭子属马口铁质，上宽下窄，

高 100.5 厘米，宽 86.5 厘米，面积约 0.8

平方米，被鉴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正是这块铁皮雨搭子，见证了胶东抗战

第一枪的打响。

1937 年 12 月 24 日，中共胶东特委

在山东文登领导了天福山起义，建立了

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胶东第一支

抗日武装———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

三军（以下简称第三军）。起义后，部队

随即深入胶东各地去组织群众，开展抗

日斗争。1938 年 2 月初，日军沿青烟公

路侵占烟台等地。为打击日军嚣张气

焰，鼓舞群众抗战热情，中共胶东特委

书记理琪率第三军到达文登、牟平两县

交界地区，待机与敌作战。2 月 5 日，日

军占领牟平，并建立了伪政权。2 月 13

日晨，理琪率领第三军部分兵力，趁敌

立足未稳，一举奇袭了牟平城，歼灭了

伪政府，俘虏伪县长以下 100 余人。

为防止烟台方向的日军反扑，我军

随即撤出牟平城，于当日上午 10 点左

右撤至城南 1 公里处的雷神庙休整，并

开会研究下一步行动。雷神庙是个独立

的四合院，北面是正殿，东西各有一座

厢房，南面是南倒厅，四周建有砖石围

墙，庙外东、南、西都是开阔地，无险可

守，北面几百米处有一个村庄。在开会

期间，日军飞机曾先后两次突然出现在

雷神庙上空，不断盘旋俯瞰侦察。待敌

机离去后，理琪随即命令大部队带着俘

虏先行转移，并安排战士在雷神庙外围

警戒。

下午 1 时左右，会议刚刚结束，我

军正准备转移，从烟台赶来的日本海军

陆战队 100 余人在飞机的引导下，迅速

包围了雷神庙，随即开始向庙内射击。

理琪等指挥员迅速冲入院内观察敌情，

发现突围困难后立刻开始布防，指挥众

人占住各个屋子，分配射击方向，利用

庙舍内的各处掩体形成了相互支撑的

交叉火力网。当时，在庙舍内的我军干

部战士仅有 20 余人，面对数倍于己且

装备精良的日军，我军指挥员沉着应

对，指挥部队依托庙舍奋勇杀敌。

敌人在飞机提供的侦察帮助下持

续展开进攻，首先用机枪封锁正门，对

内进行火力压制，尝试从正门突破，但

敌人几次冲进院内都被我军交叉火力

打退；正面进攻受阻，敌人随即爬上屋

顶、揭开瓦片准备向下射击，我军战士

察觉到屋顶异常，迅速将敌人打下；敌

人又转到东厢处，企图撬开窗户上的铁

皮雨搭子攻击屋内，窗户上一连扎进了

五六把刺刀，我军坚守东厢的指战员立

即展开反击。一番激战过后，敌人只得

重新退回到庙外。日军进攻不成，又放

火点燃了南倒厅，以压缩我军活动空

间，战士们迅速转移到东、西两厢，继续

战斗。一时间，南倒厅火势凶猛，形成了

一道火墙，敌人不敢冒着火焰往里冲，

这反而成为我军的一道防线。

天黑后，南倒厅被烧塌，我军正面完

全暴露，而敌人仍在不断进攻，用机枪对

着门窗扫射。情况危急之下，我军指战员

坚持战斗，顽强地抗击着敌人。晚上 9点

钟左右，雷神庙东边传来了增援的枪声，

敌人害怕被两面夹击，慌忙向北撤退，我

军随即整理物资，收拢兵力，带着伤员一

起从雷神庙的西便门成功突围。此时，雷

神庙已全部起火。雷神庙战斗中，我军

20 余人以劣势装备顽强地抵抗住了装

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本海军陆战队 100

余人 8 个多小时的围攻，共歼灭日军 50

余人。这次战斗拉开了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胶东武装抗日的序幕，使胶东抗战

出现了一个新局面。

激烈的战斗在雷神庙东厢窗户上

那块面积不足 1 平方米的铁皮雨搭子

上留下了足足 138 个弹孔，这块铁皮见

证了胶东抗战的第一枪———雷神庙战

斗的打响，向人们讲述着胶东人民抗战

到底的斗志和信念。

渊李相业 王维康冤

一块铁皮，见证胶东抗战打响第一枪

1923 年，受李大钊委派，共产党员

李子洲回陕西开展工作。1924 年 5 月，

李子洲出任位于绥德的陕西省立第四

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四师”）校长。在开

学典礼上，李子洲发表讲话，表示自己

“迁就此职”不“只为师资教育、个人职

业”，而是“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种

子”“建设人类最科学最美满最理想的

共产主义中国”。

上任后，李子洲确立了“发展青年

身心、培育积极道德、注重科学教育、造

就优良师资”的办学宗旨，大刀阔斧地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李子洲从北大、北

师大等处先后聘请共产党员王懋廷、王

复生和进步知识分子田伯荫、杨明轩、

常汉山等人到“四师”任教，作为改革旧

教育和培养新人才的依靠力量。这批教

师团结在李子洲周围，积极组织制定新

的教学大纲，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学

生的必修课。

在李子洲的主持下，学校不仅引入

了《社会科学概论》《社会进化史》等课

程，还在国文、历史、地理等课程的教学

中补入有关新思想、新文化的内容。凡

路过绥德的共产党员和知名人士，李子

洲都把他们请到学校，给学生们作报

告。学校图书阅览室购入《中国青年》

《向导》《共进》《列宁传》等图书、杂志

2000 多本，供学生自由阅读。除授课

外，李子洲还主持成立了图书杂志辅导

委员会，给学生们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

知识，启发教育学生们关心国家大事和

人民疾苦。

在李子洲的指导下，大批青年走上

革命道路。不久，“四师”成立了学生会，

组织起进步团体共进分社、陕北青年

社，创办了进步刊物《陕北青年》。

李子洲率领青年学生积极投身

对群众的宣传、组织和动员工作。为

锻炼学生演说和宣传工作的能力，李

子洲等每周领导学生召开讲演竞赛

会，自由选题。他还指导学生排演新

剧，每月演出一次或两次，在学校大

操场欢迎各界人士观摩。寒暑假期，

李子洲号召学生利用回乡时机，对家

乡父老宣传新思想、新风尚、新精神。

“五卅”惨案后，李子洲等人带领学生

走上街头。他们散发传单，在街头发

表演讲，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得到

了群众的热烈拥护。李子洲等人在

“四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陕北

特别支部，帮助其他学校建立中共党

团组织，从中选派一批党团员进黄埔

军校学习，还派一批党团员到陕北军

阀部队做兵运工作，发展百余名官兵

加入了中共党团组织。

随着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四师”声

名远播，吸引了来自陕西及邻省的大批

有志青年前来投考。为满足这些青年的

求学愿望，李子洲将一年一度的招生制

度改为春、秋两季招生，并号召“四师”

学生利用寒暑假期改造私塾，开办平民

夜校。在他的主持下，学校老师还改编

出一套适合平民教育的教材供夜校学

子使用。

在李子洲的领导下，“四师”面貌焕

然一新，迅速成为陕北地区传播马克思

主义的一个主要阵地。1926 年 6 月，在

“四师”成立了中共绥德地方执委会，统

一了陕北各地中共组织的领导。

渊缪平均冤

李子洲：

在陕北地区倾力传播马克思主义

烈士鲜血沃红花
———北京平西抗日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中华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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