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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是怎样炼成的

吴东峰

! ! ! ! ! ! ! !第三章 战功!连载 !""

刘昌毅中将!双堆集一役活捉黄维

淮海战役中，刘昌毅将军任中原野战军
三纵副司令员。双堆集一役，三纵活捉黄维。
将军曾设宴招待之。黄维于席间悄声告将军：
“贵部可直接打过长江去。”将军问：“因何？”
黄维曰：“能败我者，必能败江南之国军。”

陈康中将!豫西伏牛山牵"牛#歼"牛$

豫西“牵牛”，为陈康将军战斗经历中之
精彩之笔。!"#$年秋，时任中原野战军四纵
十三旅旅长的陈康将军奉陈赓、谢富治令，率
部以疑兵之计，扮演陈赓主力，拉大距离，挖
坑增灶，时而攻城拔寨，时而声东击西，引诱
国军李铁军三万大军于豫西伏牛山转圈。后
配合陈粟大军和陈谢兵团主力于西平县祝王
寨、金刚寺围而歼之。李铁军的中将参谋长李
英才被俘后，不胜感慨：“敝军此次失败，一半
是打垮的，一半也是拖垮的。”陈康将军有文
《豫西牵牛》传世。

江燮元少将!%塔山首功当归程子华$

!"#$年 %&月 !&日至 !'日，东北野战
军一部在塔山地区浴血奋战 (昼夜，成功地
阻击住从葫芦岛援锦的敌军“东进兵团”。此
即为著名的塔山阻击战也。塔山，非山也。为
东北锦州、锦西之间一村堡，东临渤海湾，西
傍红螺山，锦州至锦西两公路穿塔山村而过，
北宁铁路于村东与公路平行北上。塔山村后
有一小丘，无名；村前有一小河，名曰“饮马
河”。夫地形乃兵之助也，上将之道也。知此而
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据云塔山
阻击战前，我军兵力扼守重点并非塔山村，而
为村后之小丘。后前移村中，初置一连兵力，
继增一营兵力，再增全团加师警卫营之兵力，
故有塔山阻击战之大捷。提议重兵守塔山村
者谁？至今众说纷纭，难有定论。%"&"年夏，
塔山英雄团原副团长江雪山询之江燮元将
军。将军沉吟片刻，曰：“首功当归程子华。”当
是时，任西线打援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偕四纵
司令员吴克华、副司令员胡奇才、参谋长李福

泽视察前沿阵地，登白台山以东 %'(

高地，程子华指塔山村曰：“这个村作
为团主防御阵地，兵力最少放一个营，
后面丘陵上放不得，是吃炮弹的地
方。”江燮元将军立程子华侧面，亲闻
之。故为权威之当事人。此段经历，江

雪山为余口述甚详，特此记之，以佐正史。
丁盛少将!衡宝战役于敌重围中四面开花

!")"年秋，林彪率四野南下入湘，与国
军白崇禧部决战于衡（衡阳）宝（宝庆）。!(月
&日，时任四十三军一三五师师长的丁盛将
军率部疾行一昼夜，突破衡宝公路，达灵官
殿。当是时，白崇禧正结集重兵封锁衡宝公
路，而四野各部队均奉命止于衡宝公路以北，
独丁盛部因与军部中断联络而孤军贸进，脱
离大部队一百六十余里矣。天将晓，丁盛将军
于灵官殿设指挥部与总部联络，方知已陷入
敌阵中，周围有白崇禧部七军主力四一七一
师、一七二师及四十八军之一三八师、一七六
师等，另由湖南乐昌方向调来一独立师，阻于
阵前。丁盛将军当机立断，指挥各团抢占制高
点，突然于敌重围中四面开花：四!五团击散
歼敌七军军部，四!四团歼敌一七二师师部，
四!三团阻敌西逃。林彪闻讯，急命各部队挥
师掩杀，腰斩白崇禧主力七军。“丁大胆”之名
亦由此叫开。

梁兴初中将!"万岁军$美誉传华夏

!"&(年 !(月，梁兴初将军率三十八军
入朝作战。首战，攻熙川失利。时任志愿军司
令员的彭德怀元帅怒骂梁兴初：“都说梁大牙
是打铁的，一员虎将，我看是鼠将，你那个三
十八军是什么鸟主力部队。”初始，梁兴初将
军沉默无言，继争辩之：“你骂我可以，不要骂
三十八军嘛！”第二次战役，梁兴初将军率三
十八军打德川，果大捷。彭德怀元帅大喜，特
通令嘉奖：“此次战役，我三十八军发挥了优
良的战斗作风，尤其是一一三师行动迅速先
敌占领三所里、龙源里阻击南逃北援，敌虽在
百余架飞机与百余辆坦克终日轰炸掩护下，
反复突围终未得逞，致战果辉煌，计缴坦克汽
车近千辆，被困之敌尚多，望克服困难，鼓起
勇气，继续全歼被围之敌，并注意阻敌北援，
特通令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中国人民志
愿军万岁！第三十八军万岁！”由此“万岁军”
美誉遍传华夏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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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独特的地理现象

位于徐家汇西南，有个漕河泾，漕河泾与
古代运送漕粮有关。元代初年，漕粮要运往元
大都，常取海道，吴淞江是名副其实的“漕河”，
当时一条叫“漕溪”的小河，过蒲汇塘，北连李
漎泾，而后通吴淞江的一条支流变成了“漕河
泾”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全长 %)"公里的
日晖港也早已填埋成为日晖港地区，还有数不
清的小河浜都相继填成了马路，许多古
河道的名字也就相继消失了。

河湖港汊最终填没成马路，古河
道的消失，也是城市发展必须付出的
代价。旧时上海有“沪城八景”之说：
海天旭日、黄浦秋涛、龙华晚钟、吴淞
烟雨、石梁秋月、野渡苍葭、凤楼远
眺、江皋雪霁。这些风景多与河道水
景有关，“黄浦秋涛”指农历八月陆家
嘴附近海潮涌动的盛况，据说当时是
“三江入海接潮还，申浦秋涛涌若
山”；“石梁秋月”则是在中秋节月圆
之夜，人们聚集在小东门外陆家石桥
观桥赏月时的美景；“吴淞烟雨”特指
吴淞地区烟雨蒙蒙之境……今天很
多人对此恐怕已经很陌生了。

考古学家考证出上海史前文明有 (&&&

年之久，上海史前文明如此繁盛，应该归功于
上海独特的地理现象———冈身现象。根据历
史地理学家的说法，今上海地区的西部，有一
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地下贝壳砂带，砂带
比附近地面稍高，古称“冈身”，其西界大约北
起太仓，南经外冈、马桥至漕泾（金山东）以
东；其东界北起嘉定，中经南翔、莘庄、竹港，
南至奉贤、柘林附近。冈身走向略似弓形，东
西最宽处达 !&里，最窄为 *里。这条狭长的
冈身地貌，是远古时代古海岸线的沉积标志，
也是上海滩逐渐成陆的有力佐证。
然而，冈身形成于何时？据历史文献、考

古学、地质勘探学及历史地理各方面专家的
研究成果，远古时代，长江口南岸沙嘴自西北
向东南伸展，到达杭州湾后，最后与钱塘江北
沙嘴相接。宋代绍熙《云间志》（%%"+年）记载：
“古冈身在县东七十里，凡三所，南属于海，北
抵松江，长一百里，入土数尺，皆螺蚌壳，世传
海中涌三浪而成，其地高阜，宜种菽麦。”这是
“冈身”的宋代记载。冈身是古海岸线的沉积

标志。按上海闵行区马桥一带贝壳堤（冈身）
的高度，在远古比现今要高出 ,-*米左右。到
了距今 *&&&年，由于“冈身”这道天然海堤的
保护，冈身以西发展为滨海湖泊平原，随着海
平面的逐渐下降，地势较高的冈阜，相继出现
人类活动遗址。上海地区已发现新石器文化
的遗址很多，就是明证。专家推断距今 ,&&&

年以来，海面接近于今天的海面，但就是直到
今天，上海的海面依然波动不止。

随着冈身的形成，上海的海岸
线稳定下来，冈身以东为尚未成陆
的海疆，冈身以西由低洼地变为淡
水沼泽沉积地域，随后便有人类居
住，开启上海史前文明的新阶段，稍
后才有崧泽文化等一系列考古意义
的文化遗存。冈身，如同一道天然的
保护堤，护佑着诸多的史前文明。上
海是长江的入海口，太湖的泄水口，
气候湿润，光照充足，土地肥沃，海
产丰富，如果缺了“冈身”，就无法吸
引远古先人在此稳固立足，所以，从
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冈身是上海史
前文明的摇篮和“孵化器”。

北宋以前，今上海整个地区基本成陆。南
宋乾道八年（!!.,年）修建的海塘，位于顾路、
川沙、南汇、大团、奉城一线。到明代成化年间
（公元 %*('年—%*$.年）加固，沿称“里护塘”。
在这一线内侧，发现了许多五代、宋、元时代的
遗迹和遗物，说明这里在北宋以前已经成陆。

据 %""(年 $月 %%日《新民晚报》报道：
“本市水利、气象、地矿等多学科专家历经三
年完成‘海平面上升对上海影响及对策’课题
研究，发现濒江临海、地势低洼的申城受东海
海平面上升和地面沉降双重因素影响，未来
相对海平面上升预测值到 ,&%& 年为 %'-,'

厘米，,&/&年为 /&-*& 厘米，,&'& 年为 *'-

'&厘米。”这个信息不容忽视，因为处于大海
边上的城市，海平面的上升将会给城市社会
生活带来严重影响。我们当代人受到海平面
变动的影响，这种影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

这就是上海在地质史上的一个重要特
点，大海赐予了上海先民获得生命必需的土
地，自然形成的“冈身地貌”如同一个饱经沧
桑的老人，无言地诉说着上海这块土地的历
史与沧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