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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宗斌

顶天地顶天地，，志凌云志凌云。。山城堡山城堡，，军威振军威振。。

夜色朦胧群山隐夜色朦胧群山隐，，三军奋勇杀敌人三军奋勇杀敌人。。

火光万道迎空舞火光万道迎空舞，，霹雳一声动地鸣霹雳一声动地鸣。。

兄弟并肩显身手兄弟并肩显身手，，痛歼蒋贼王牌军痛歼蒋贼王牌军。。

旭日东升照战场旭日东升照战场，，会师献礼载功勋会师献礼载功勋。。

吟诵开国上将肖华的吟诵开国上将肖华的《《长征组歌长征组歌》，》，8080 多年前长征红军将士痛多年前长征红军将士痛

歼国民党军的英勇壮烈场面仿佛又浮现在眼前……歼国民党军的英勇壮烈场面仿佛又浮现在眼前……

在中国革命紧要关头的在中国革命紧要关头的 19361936 年年，，一场关乎党和红军安危的战一场关乎党和红军安危的战

役役 山城堡战役在陇东山城堡战役在陇东（（庆阳庆阳））打响打响。。

环县山城乡今貌（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山城堡战役纪念馆陈列的展品山城堡战役纪念馆陈列的展品（（山城堡纪念馆供图山城堡纪念馆供图））

山城堡战役纪念园耸立的纪念碑

——

彭德怀亲布口袋阵彭德怀亲布口袋阵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刘志丹、谢子

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

领陕甘边区广大军民，创建了党领导的

西北第一支正规红军部队——中国工

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建立了以南梁为中

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与陕北革命

根据地连成一片扩大为陕甘革命根据

地，成为土地革命后期全国“硕果仅存”

的革命根据地。

1935 年 9 月 18 日，中央红军长征

到达哈达铺，在报纸上知悉陕甘革命根

据地和红二十六军的消息。27 日，中共

中央在榜罗镇召开会议，作出把红军长

征 落 脚 点 放 在 陕 甘 革 命 根 据 地 的 决

定。这一历史性决策，奠定了陕甘革命

根据地“两点一存”的重要地位，使作为

陕甘宁边区西南大门的陇东，在中国革

命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

1935 年 11 月，直罗镇战役后，中央

红军正式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12 月

17 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通

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

的任务的决议》，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政策，加强与东北军、西北军等

部的接触、沟通、交流和团结。经过不

懈努力，张学良、杨虎城等爱国将领与

红军取得共识、形成默契，为陕甘苏区

的发展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打

下了良好基础。

1936 年 10 月，红军一、二、四方面

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蒋介石

不甘心对红军围追堵截的失败，调集以

国民党中央军为主力的精锐部队 260

个 团 疯 狂 反 扑 。 以 第 三 十 七 军（毛 炳

文）、第三军（王均）为两路，由会宁向靖

远方向分进合击；以嫡系胡宗南的第一

军 为 主 力 一 路 ，由 静 宁 向 海 原 方 向 进

击；以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何

柱国部及其骑兵师为一路，由隆德向黑

城镇方向推进，企图将红军“围剿”于甘

肃、宁夏交界地区。

为粉碎国民党的企图，红军计划实

施宁夏战役，集中三方面军主力向北发

展 ，巩 固 扩 大 根 据 地 。 随 着 局 势 的 变

化，静会、宁夏战役计划相继落空，中央

军委决定放弃豫旺以西地区，向陕甘苏

区收缩。国民党军则从静宁、会宁追击

到陕甘苏区，肆意围堵红军部队。

当时，红军所在的陕甘宁交界处，

是 黄 土 高 原 非 常 贫 瘠 的 地 区 ，人 口 稀

少，物资匮乏。数万红军云集此地，不

仅难以补充兵员、筹集粮草，且作战空

间十分有限。加之红军部队因长途跋

涉 和 连 续 作 战 ，没 有 休 整 ，疲 惫 不 堪。

如果这次被国民党得逞，红军可能会被

迫离开陕甘苏区，再次进行战略转移。

内外交困间，红军太需要一场胜利了，

只有痛击国民党军，方能确保陕甘苏区

的安全。

当时两军态势是：胡宗南的第一军

已经向豫旺扑来，第三十七军还在黄河

东 岸 ，第 三 军 占 领 同 心 县 城 后 行 动 迟

缓，基本上就地观望，东北军在张学良

授意下驻军庆阳、驿马镇一带“备战”。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制定了新的作

战计划：对东北军，继续保持对峙，维持

默契；对毛炳文、王均部进行牵制，实施

打击；对国民党主力胡宗南部，则以“逐

次转移，诱敌深入”之法，在预定的有利

地区集中优势兵力，予以歼灭。

11 月 18 日，在充分分析敌情和考

察当时作战的地理条件后，毛泽东、朱

德、张国焘、周恩来、彭德怀、贺龙、任弼

时联名签发了《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

决战动员令》，决定在陇东地区的环县

山城堡一带击溃国民党部队。当晚，周

恩来、林育英来到环县河连湾，与朱德、

彭德怀等共同研究作战方案。

11 月 19 日，彭德怀赴山城堡勘察

地形。这里沟壑纵横，川塬交错，地形

复杂，便于红军设埋伏。山城堡住户很

少，山涧却有一湾清澈的泉水，是当地

唯一可饮用的自然水源。彭德怀判断

国民党王牌军——胡宗南部第七十八

师必先占领此水源，便决定在此布下口

袋，歼灭国民党主力部队。

国民党第七十八师战报国民党第七十八师战报
中说中说““此战损失惨重此战损失惨重，，混乱不混乱不
堪……损失三分之二以上堪……损失三分之二以上””

山城堡，坐落在环县城北百余里的

山城梁上，属毛乌素沙漠与黄土高原过

渡带的沟壑区，海拔 1600 多米。这里

沟涧辐辏，梁峁起伏，北控羌胡，南辖关

陕，历来为兵家要塞。明成化年间，戍

边名将马文升为防止落荒而逃的元朝

后裔瓦剌部卷土重来，在这里构筑了一

座城堡，曰“山城堡”，以此梁为依托，构

成了一个防御屏障，一直保存至今。山

城堡的自然环境非常恶劣，山沟里的水

又苦又涩，唯一的自然可饮用泉水取水

极不方便，当地老百姓实际上靠窖水生

活。1978 年出版的连环画《夜战山城

堡》这 样 描 述 ：“ 陇 东 高 原 喝 水 非 常 困

难，山城堡地下水多数都是苦水，每户

农民家里至少要用三口地窖来储水。”

11 月 20 日，胡宗南部左路第一旅

进 占 红 井 子 ，第 九 十 七 师 跟 进 到 大 水

坑；中路第四十三师向保牛堡前进；右

路第七十八师进占山城堡、小台子、风

台堡等地，并派出三个连沿山城堡至洪

德城大道向南侦察，遭红军伏击后，残

余部队逃回山城堡，进入红军部队包围

圈。

11 月 21 日傍晚，在彭德怀统一指

挥下，红一军团作为主攻，从南面向山

城堡胡宗南部第七十八师一个旅发起

总攻。七十八师是胡宗南按照德国的

战术条令进行严格训练的，是一支战斗

力很强的部队。白天红军跟这个师打，

难以占据优势，可是夜间作战，面对擅

长夜战的红军，七十八师便乱了阵脚。

夜间战斗显示了红军优势，黑暗之

中分不清敌我。为了防止误伤，红军当

时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在胳膊上缠一条

白毛巾、规定哨音口令。还有一个特别

有 意 思 的 办 法 ，是 用 手 摸 ，摸 什 么 呢？

就是摸国民党军队军帽上的帽徽。因

为国民党的军帽上都有一枚 12 个棱角

的 军 徽 ，俗 称“ 圆 巴 巴 ”，叫“ 青 面 獠

牙 ”。 红 军 如 果 摸 到 这 个 帽 徽“ 圆 巴

巴”，就用刀砍、用手榴弹砸。身处“口

袋”中的国民党军很快被打乱阵脚了。

在激烈战斗中，红五团团长曾国华

和政委陈雄带领两个连队，分头从两侧

迂回到国民党部队后面进行突袭。部

队在浓烈烟雾中往上猛冲的时候，突然

受到国民党军设在山下一座碉堡的火

力阻击，转眼间十几名战士倒下了。关

键时刻，陈雄喊了声：“卧倒！”便从身旁

一个战士手里抓起一束手榴弹，冲向碉

堡，将手榴弹塞进了敌堡的射孔，炸毁

了碉堡，战士们冲上去了，陈雄却再也

没有站起来。

经过一昼夜激战，国民党第七十八

师 二 三 二 旅 和 二 三 四 旅 全 部 被 歼 灭 。

同时，向盐池方向进攻的国民党军被红

二十八军击溃。国民党军在红军沉重

的 打 击 下 ，向 西 撤 退 ，整 个 进 攻 被 粉

碎。11 月 22 日上午，山城堡战役胜利

结束。

1936 年，左权担任红一军团代理军

团 长 ，率 部 西 征 并 参 与 指 挥 山 城 堡 战

役。他回忆说：“最有趣味的，是在我们

一担一担地把枪支、子弹、手榴弹往回

挑的时候，那些打散了的国民党士兵，

却 跟 着 跑 来 了 许 多 ，他 们 向 我 们 要 饭

吃，他们不但很饿，而且有病。原来是

他们走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便全跑光

了。没有房子住，找不到粮食，每天只

能煮一杯或两杯没有去皮的麦稞，连水

也找不到。这一带的水本来就很少，而

且大半是苦水。老百姓埋在地下的好

水，他们是没有办法得到。而我们呢，

当然是另一样，不然我们就不会战无不

胜了。”

捐粮捐粮、、送鞋送鞋、、找水……环找水……环
县百姓倾其所有县百姓倾其所有，，给予红军最给予红军最
大支持大支持，，有的还献出了生命有的还献出了生命

毛 泽 东 在《论 持 久 战》一 文 中 说 ：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

众之中。正是人民群众的无私支援，才

使我军获得了一次次作战的胜利。”山

城堡战役的胜利再次证明，人民群众的

支持是革命战争胜利的保障，谁赢得了

群众，谁就赢得了战争。

风记得，黄土记得，环县的百姓记

得。

在山城堡战役陈列馆的一个玻璃

展柜里，陈展着一些当年国民党军的帽

徽，这些正是纪念园开园时，山城堡村

村民樊秀英捐赠的。

据樊秀英老人回忆：“这些帽徽是

我丈夫当年在战场上捡来的。”老人的

儿子郭贤斌说：“父亲在世时，经常讲起

当年那场战役。”

红军长征经过环县的时间虽短，但

播撒了红色火种，传播了革命道理，成

为 环 县 人 民 积 极 投 身 革 命 的 精 神 动

力。

“宁给半碗油，不给半碗水”是山城

堡流传的一句老话，可就是这么珍贵的

甜水，当年红军驻扎在山城堡时，正是

当地百姓领着红军找到了井水。山城

堡战役期间，陕甘宁省委、陕甘宁省苏

维埃政府组织曹拴娃等支前队员，将井

里的水运往前线，解决士兵饮水困难，

曹拴娃在运转送水中英勇牺牲。相反，

国民党军队来了，百姓们就把这口井藏

起来，国民党军只能喝沟里的苦咸水，

一 喝 就 拉 肚 子 ，战 斗 力 一 下 子 就 削 弱

了。后来，这口井被命名为“红军井”。

山城堡村支书冯世志说，这口井以

前叫李井子，是山城堡境内唯一的甜水

井。他们小时候，每天都来这里取水，

后来这口井才“休息”了。透过高高的

水 泥 保 护 台 ，俯 身 细 看 ，井 里 清 水 依

旧。当年，红军在这里排队取水喝，热

闹不已；如今，“红军井”就像一位老者，

静静地守望着。

冯世志说，烈士名单中有一位普通

的村民梁天举，虽然他的大名并不为人

们所熟知，但是他英勇献身的故事大家

都记得。他是山城乡八里铺村村民，山

城堡战役中，主动为红军当向导、送情

报，不久后加入了红军，1946 年在延长

金 坡 湾 战 斗 中 壮 烈 牺 牲 ，被 追 认 为 烈

士。

“没有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这一

仗打不了那么好。”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说，“除了战场上浴血拼杀的指战员，环

县当地的人民群众也为胜利作出了巨

大贡献。在山城堡战役打响之前，陕甘

宁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组织广大群众，

给红军筹集了一个月的粮食，还组织了

担架队、运输队支援红军部队。红军进

入山城堡地区以后，老百姓就纷纷腾出

自己的窑洞，让出自己的水窖，帮助红

军解决食宿问题。战斗结束后，当地群

众又积极配合红军打扫战场，抬运、护

理伤员。相反，国民党胡宗南军队所到

之处，人民群众封压水窖、藏匿粮食、转

移牲畜，让国民党军寸步难行。”

据 统 计 ：山 城 堡 战 役 中 ，环 县 、曲

子、固北 3 县派出向导 1200 多人，筹粮

33000 石。有 6000 多人参军参战，470

多人英勇牺牲。

““这个胜利的战斗是长征这个胜利的战斗是长征
的最后一战的最后一战，，也是第二次国内也是第二次国内
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

毛泽东说：“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

开始了。”

山城堡战役，是红军历史上唯一一次

三个方面军协同作战的典型战例，也是长

征中参战红军将领最多的一次战役。

资料显示，开国十大元帅中，有 5 位

参加了山城堡战役，他们是朱德、彭德

怀、贺龙、聂荣臻、刘伯承。开国十位大

将中，有 4 位参加了山城堡战役，他们是

徐海东、陈赓、黄克诚、肖劲光。前三位当

时都是一线指挥员，肖劲光时任陕甘省委

军事部部长兼红二十九军军长，也为此次

战役做了大量工作。开国 57 位上将中，

有 30 位直接和间接参加了山城堡战役。

杨得志、肖克、肖华、李天佑、杨勇、宋时

轮、宋任穷、王震、韩先楚、邓华、陈再道、

陈锡联、王宏坤等回忆录中都提到了山城

堡战役。开国 177位中将中，三分之一参

与了山城堡战役。张震、王近山是其代

表。开国 1360 位少将，约 200 人参加了

山城堡战役，如魏红亮、邓克明等。

山城堡战役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

打的第一个歼灭战，在中国革命战争史

上占有重要地位。此次战役，打击了敌

人，鼓舞了人民，迫使追堵红军的敌军全

线后退，粉碎了敌人对陕甘宁革命根据

地的“围剿”，为红军赢得休息和重组力

量的时间，使根据地有一个相对稳定的

局面，有利于生产备战。同时，这次战役

的胜利，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和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推动

作用。参与指挥过山城堡战役的聂荣臻

在《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

仗——山城堡战役》中说：“它是我军在

历史伟大转折中的一个重要战斗”“这个

胜利的战斗是长征的最后一战，也是第

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

在 山 城 堡 战 役 胜 利 后 仅 20 天 ，

1936 年 12 月 12 日便爆发了震惊中外

的“西安事变”，结束了长达 10 年之久

的 国 内 革 命 战 争 。 正 如 彭 德 怀 所 说 ：

“ 此 役 虽 小 ，却 是 促 成 西 安‘ 双 十 二 事

变’的一个因素”。

今天，位于环县山城乡的山城堡战

役纪念碑巍然矗立。纪念碑高 28 米，由

代表一、二、四方面军联合作战三个碑

体组成。汉白玉浮雕装饰庄重肃穆，展

示了山城堡战役前后波澜壮阔的革命

历程，让这场彪炳千秋的战役，永远被

后人瞻仰和铭记。

1963 年，山城堡战役遗址被命名为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5 年，山城堡

战役纪念园被命名为甘肃省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园内主要景点有纪念碑、纪

念馆、纪念广场、德胜楼（陈展厅）等。

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无数先烈为

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他们的丰功伟绩已然化作永不磨灭

的丰碑，永远矗立在后来人的心中。

山城堡战役是军民团结谱写的一

部气势磅礴的英雄华章，是革命先烈用

鲜血和生命浇筑的不朽丰碑。他们是

中华民族的英雄，他们的浩然正气与世

长存。80 多年来，虽历经风雨，但英雄

的背影从未因时间流逝变得黯淡，反而

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作者单位：庆阳市委党史办）

红军长征的最后一战 山城堡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