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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Reasons for the Vic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Volunteers  
in the Battle of Chosin Reservoir

中国人民志愿军长津湖地区
围歼战制胜原因论析*

★ 赵延垒

摘要：长津湖地区围歼战，是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的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作战。中国

人民志愿军第 9 兵团战胜强敌的主要原因有：诱敌深入，创造围歼强敌的有利战机；长途机动，

隐蔽抵达，达到“攻其所不戒”的效果；灵活使用各种战术，弥补装备火力的不足；充分发扬

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以气克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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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冬季的长津湖地区围歼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开东线战局的关键一战，也是一次以弱胜强

的典型战例。此战共歼灭美军 13916 人，占到第二次战役歼灭美军总数的 58% 左右，a 全歼美军第 31 团

级战斗队，重创美陆战第1师b和步兵第7师一部，驱逐美军第10军，掰断了麦克阿瑟总攻势c的右翼铁钳，

完全掌控了东线战场的主动权。

长津湖之战受到了上级的肯定和褒奖。12 月 15 日，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向主战的第 9 兵团

发出贺电，称赞其“取得了很大胜利”，并明确指出：“正由于东西两线的伟大胜利，基本上改变了朝

鲜的局势，迅速地转入对敌反攻。”d12 月 17 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等人电报中再次给予高度评价：“九

兵团此次在东线作战，在极困难条件之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e 志愿军之所以能在恶劣的自然

条件下战胜强敌，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因素：

* 本文系 2019 年全军军事理论研究课题“中国安边作战典型战例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LY2019JL250。

［作者简介］赵延垒，陆军研究院党史军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a 第二次战役共计歼敌 3.6 万余人，其中歼灭美军 2.4 万余人。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上卷，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4 年，第 545 页。

b 陆战第 1 师是志愿军此战中最主要的作战目标，也是美军中著名的王牌部队，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屡立功勋，

特别是在残酷激烈的瓜岛血战中，陆战第 1 师更是以优异表现称雄一时。毛泽东曾专门致电彭德怀等人：“美军陆战第一师战斗

力据说是美军中最强的，我军以四个师围歼其两个团，似乎还不够，应有一个至两个师作预备队。九兵团的二十六军应靠近前线，

作战准备必须充分，战役指挥必须是精心组织的，请不断指导宋、陶完成任务。”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年，第 347 页。

c 第二次战役前，“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作战计划为：集中在朝部队发动钳形攻势，其中以美军第 8 集团军为主

力在西线行动，以美第 10 军为主力在东线推进，两路大军形成钳形攻势，消灭朝鲜境内所有志愿军和人民军，直趋中朝边境的鸭

绿江和图们江，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后来经过记者的报道和渲染，这一行动以“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总攻势”而知名。

d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上卷，第 537 页。

e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 4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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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诱敌深入，主动创造围歼敌军的有利战机

早在第一次战役尚未结束之际，毛泽东和彭德怀等人即对“联合国军”（含其指挥的南朝鲜军）下

一步行动趋向进行了研究。1950 年 11 月 4 日 22 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人：“敌于收集各部略加整理

后有向我军举行反攻之可能，请令我军各部注意，于其反攻时各个歼灭之，尤其注意德川方面。”a同一日，

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提出，第一次战役胜利后，“因消灭敌人不多，我军实力尚未完全暴露，美伪军还可

能重新组织反攻”，并进一步指出，“如敌再进，让其深入后歼灭之”。b

在上述决策过程中，毛泽东和彭德怀对美军动向判断十分准确，而且一致认为应当把握机会“各个

歼灭之”“让其深入后歼灭之”。在此之后，中方采取了多种有效措施诱敌深入。

（一）借助新闻渠道隐蔽实力。为隐蔽真实意图，中方通过新闻渠道对美军实施了巧妙的“心理

诱导”。11 月 5 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为了迷惑人的目的，目前还是不宜以联合司令部 c 的

名义发表战报，而应以人民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发表战报，但在战报中应当有几句话提到此次作战有中

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部队（简称志愿部队，对外不称志愿军，对内则称志愿军）参加，并且

打得很勇敢。”d 周恩来也通过使馆与朝鲜协调了相关事项，要求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一事，“有

几句话略为提到，不必多说”e。

11 月 7 日，新华社第一次公开报道了志愿军总部起草的战报，以援引朝鲜新义州电台广播的形式，

内容十分简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军总司令部顷发表公报称：共和国人民军最近在朝鲜西

北部的作战中取得重要胜利。在此次作战时期，有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部队的组成，这个志

愿部队在人民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之下，和人民军一道参加了作战。”f

报道在概略介绍了第一次战役的经过、战果的同时，也很好地隐蔽了志愿军的实力。同期美国对志

愿军出兵情况的判断出现重大误差，东线直到 11 月 27 日长津湖之战打响之后，方才“判明中共军大兵

团介入”，韩国战史称这一失误“犹如瞎子丢了拐棍”g。

（二）前线部队先阻后撤，灵活示弱。为营造战场假象，志愿军采取了打引结合、先阻后撤的方法。

11 月 6 日，“联合国军”在东、西两线开始试探性进攻。志愿军则按照预定计划，在飞虎山、德川、黄

草岭等地顽强阻击敌军北进，在多个地段与“联合国军”展开激烈争夺。从 11 月 8 日开始，“联合国

军”主力在麦克阿瑟严令之下开始强力推进。相应地，志愿军总部于 11 月 9 日命令西线清川江地区阻

击部队后撤一步，诱敌深入。根据这一命令，当日第 38 军第 112 师主动撤出飞虎山阵地，随后第 39 军

第 117 师、第 40 军第 119 师也相继放弃博川、宁边等地区。h 尽管如此，美军各部畏惧被歼，仍然推进

缓慢，尤其东线的美军陆战第 1 师，平均每天只推进 1 英里。

根据战场实际情况，彭德怀果断决定加大诱敌力度。11 月 16 日中午和晚上，彭德怀等志愿军首长

连续两次发出指示：“我西线不后撤，东线之敌不敢冒进，即便我西线后撤，东线之敌亦有可能不进。”

a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 334 页。

b 彭德怀 1950 年 11 月 4 日 15 时给毛泽东和高岗的电报。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 335、336 页。

c 第一次战役中，暴露出了一些中朝军队协同配合不足的问题。后经协调，于 1950 年 12 月上旬正式组成中朝联合司令部，

从第三次战役开始统一指挥作战。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上卷，第 602 ～ 606 页。

d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 337 页。

e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89 页。

f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上卷，第 407 页。

g 南朝鲜战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战争》第 1 卷，固城等译编，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8 年，第 301 页。

h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上卷，第 4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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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次日开始，志愿军东西两线部队均与“联合国军”脱离接触，西线甚至放弃了至关重要的德川地区。a

部队后撤期间，丢弃部分武器装备物资，巧妙营造力不能支、后撤逃跑的假象。期间又通过释放的美军

战俘传递消息，称志愿军粮食供应不足，即将后撤回国。“联合国军”果然做出错误判断，认为志愿军

不过 6 万至 7 万人，且补给困难，难以抵御严寒，故而被迫后撤。b 从 11 月 18 日开始，“联合国军”推

进速度明显加快，东线美军第 7 师第 17 团甚至一路推进到了鸭绿江边的惠山镇。c

（三）集中兵力，主打敌军一路。志愿军东线兵力 15 万，“联合国军”东线兵力 10.3 万余人 d，志

愿军仅是“联合国军”的 1.45 倍。面对装备优良的美军，1.45 倍的兵力优势可谓微不足道。毛泽东和志

愿军首长深明此理，从一开始就反复强调集中兵力，除第 26 军第 78 师第 233 团外，第 9 兵团 15 万官兵

几乎全部集中使用于长津湖地区。e

由于“联合国军”的判断错误和麦克阿瑟的骄狂心理，其东线部队被一分为四：左路由美军陆战第

1 师和步兵第 7 师一部组成，向长津湖地区开进，这一路是志愿军第 9 兵团的主要作战目标，兵力近 3
万人 f；中路由美军第 7 师主力组成，向惠山等地推进；右路由南朝鲜第 1 军团主力组成，沿东海岸推进；

另以美军第3师守卫后方，该部署虽然有掩护陆战第1师左翼的作用，但却加剧了兵力分散的态势。g由此，

志愿军基本形成了以集中对分散的有利态势，兵力优势迅速扩大至 5 倍左右。

（四）着眼地利，巧妙选择战场。长津湖周边群山起伏，森林密布，交通闭塞。美军进入此地后，

由于狼林山脉阻隔，与西侧第 8 集团军无法取得任何联系，与东面美军第 7 师主力之间的联系也会被赴

战岭切断，完全成为一支孤军。当地道路崎岖难行，从黄草岭到长津湖只有狭窄的山间公路可以通行，

部队行军时一旦遭到攻击，很容易被分割包围，撤退时只能原路返回，缺少回旋余地。长津湖呈狭长状

南北延伸，又可起到分割东西两侧部队的作用，新兴里美军第 31 团级战斗队最终被全歼，原因之一就

在于此。

二、长途机动，隐蔽抵达预设战场

志愿军东线作战主力为第 9 兵团。该兵团原本驻扎于华东地区，担负解放台湾的任务，后来调整为

东北边防军二线部队。第二次战役前，第 9 兵团长途机动，隐蔽开进，按计划抵达预定作战地域，有力

地确保了长津湖战役的胜利。《孙子》曰：“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h

此次第 9 兵团的长途行军，堪称《孙子》上述论断的精准注释：

（一）机动迅速。第 9 兵团最初驻地为华东的上海、杭州等地，后经山东等地一路北上，经中朝边

a 德川位于朝鲜半岛蜂腰部东西海岸线连线中间位置，向东南距离元山、向西南距离平壤各 100 公里，是朝鲜北部山区的

门户。关于德川重要地位的具体论述可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上卷，第 456 ～ 457 页。

b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上卷，第 471 页。

c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上卷，第 473 页。

d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上卷，第 476 ～ 477 页。

e 第 26 军第 78 师原计划留置厚昌，以防备东侧的美军第 7 师。后来为了围歼长津湖美军，该师仅留第 233 团在厚昌，其

余 2 个团均赶到前方参战。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上卷，第 529 页；李治亭：《能攻善守，无往不胜：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六军征战纪实》，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8 年，第 406、408 页。

f Lynn. Montross and Nicholas. Canzona,U.S Marine Operation in Korea, Vol. 3, The Chosin Reservoir Campaign, pp.365-379. 

（赖恩·蒙特罗斯、尼古拉斯·坎佐拉：《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朝鲜作战史》第 3 卷《长津水库战役》，第 365 ～ 379 页）转引自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上卷，第 525 页。

g 参见南朝鲜战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战争》第 1 卷，第 326 页。

h 《孙子·九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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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缉安（今吉林集安）、临江等地，a 进抵预定作战地域长津湖。在这个过程中，第 9 兵团 3 个军 12 个

师 15 万大军，连同全套武器装备，长驱北上 2000 余公里，成功地完成了一次规模宏大的远距离机动。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第 9 兵团此次机动，从温暖的华东地区，进入相对寒冷的山东、华北地区，再经过

严寒的东北地区，向境外高寒地区的跨区域开进，难度之大，不言而喻。

第 9 兵团上述远距离机动，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的。1950 年 8 月底，中央军委决心加强东北边防军

二线部队，并决定第 9 兵团从华东调出，于 10 月底集中于济南、徐州一线。b 9 月 8 日，毛泽东批示要

求第 9 兵团按时抵达济南、徐州一线，并于 11 月中旬开始出国作战整训。c 此后朝鲜半岛形势急剧变化，

毛泽东于 10 月 12 日电令第 9 兵团“提前北上，直开东北”d。根据相关命令，第 9 兵团加速开进，先

头部队第 27 军 e于 11 月 3 日抵达安东，第 20、第 26 军 f也于稍后抵达东北地区。g但即使按照这一时期

的计划，第 9 兵团开赴东北后，也要整训 2 个月左右再入朝参战。h 此后战场形势变化越来越快，特别

是决策层定下第二次战役决心后，第 9 兵团入朝时间再次大幅提前。11 月 7 日，第 9 兵团各部相继渡过

鸭绿江，11 月 21 日左右，第 20 和第 27 军先后抵达长津湖一带。

分析上述过程可以发现，第 9兵团入朝参战，共经历了一次调整任务、两次取消整训。“一次调整任务”

指原本担负解放台湾重任，后调整作为东北边防军二线部队。“两次取消整训”，第一次指原计划抵

达济南、徐州沿线后整训一段时间后再开赴东北，后来却按要求“直开东北”；第二次是原计划抵达东

北地区后整训 2 个月左右再出国援朝，但抵达东北后却立刻赴朝参战。经过如此快节奏的前推和机动，

第 9 兵团 11 月上旬即渡过鸭绿江，这一时间甚至比原计划在济南、徐州沿线开始整训的时间还要早。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军陆战第 1 师的“消极怠工”。在所有美军部队中，陆战第 1 师是最保守

的，虽经麦克阿瑟和第 10 军军长阿尔蒙德再三催促，仍行进缓慢，从 11 月 8 日开始，用时 17 天仅仅推

进 40 余英里。i 两军交锋，兵贵神速。在志愿军快速开进和美军缓慢行军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第 9 兵

团终于先敌一步进入预定战场，未战而得先机。

（二）行踪隐蔽。第 9 兵团入朝时，第一次战役已胜利结束，“联合国军”对中国军队参战戒

备心极强，并采取种种措施对中朝边境地区反复侦察、严密监视。除了以地面部队实施战斗侦察外，“联

合国军”还充分利用空中优势，派出大批飞机进行空中侦察。在如此严密防范之下，第 9 兵团严格执行

隐蔽纪律，严密伪装，巧妙行军，成功隐蔽行踪，直至抵达长津湖。

第 9 兵团的隐蔽机动，甚至瞒过了麦克阿瑟本人。11 月 24 日，麦克阿瑟乘坐飞机沿鸭绿江上空亲

自进行观察。据美方记载，飞机在大约 5000 英尺的高度沿江飞行，“公路和小路都历历在目，但没有

大量使用迹象”j。

第 9 兵团此次机动行军，无论机动距离还是迅速性和隐蔽性，均达到了极高水准，因而能够在预定

战场以伏击战形式实施作战，“攻其所不戒”，从而迅速掌握作战主动权。美国舆论界对第 9 兵团的开

a 第 27 军曾于 11 月 4 日由安东渡江，准备迎击向新义州进犯的英第 27 旅。第一次战役结束后，该军任务改为担负东线作战。

11 月 7 日，该军折返安东，11 月 12 日由临江渡江入朝。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上卷，第 465 页。

b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上卷，第 122 页。

c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 204 页。

d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 246 页。

e 第 27 军下辖第 79、第 80、第 81、第 94 师。

f 第 20 军下辖第 58、第 59、第 60、第 89 师，第 26 军下辖第 76、第 77、第 78、第 88 师。

g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上卷，第 278 页。

h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上卷，第 465 页。

i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上卷，第 449 页。

j  ［美］约瑟夫·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于滨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 年，第 396 页。



中国人民志愿军长津湖地区围歼战制胜原因论析

2020年第 5期 41

进行动极为叹服，称其为“当代战争史上的奇迹”a。

三、灵活使用各种战术，弥补装备火力之不足

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锻炼，第 9 兵团各军战术娴熟，特点鲜明。第 20 军擅长穿插迂回，第 26 军能

攻善守，第 27 军攻击力强悍。长津湖战场上，第 9 兵团首长充分发挥各部队特长进行军事部署，各部

官兵灵活使用各种战术，极大地弥补了装备火力的不足。

（一）分割包围。作战伊始，第 9 兵团即摒弃正面平推阵法，采取两面夹击、侧后迂回等战术。11
月 27 日下午，第 9 兵团发起攻击，第 27 军从正面猛攻，第 20 军则从侧后实施迂回。这一部署既巧妙地

达到了断敌后路、前后夹攻的效果，又充分发挥了两个主力军的特点和优势。

为利于后续各个击破，志愿军在实施总体包围的前提下，又部署部队进一步实施穿插分割。例如，

第 20 军以第 58 师主要担负攻歼下碣隅里敌军任务；以第 59 师攻占下碣隅里西北死鹰岭等地，切断柳潭

里和下碣隅里之间的联系；以第 60 师抢占古土里 b 以北有利地形，阻敌逃窜；以第 89 师攻歼社仓里 c

之敌，以求彻底切断长津湖美军退路。

战至 28日晨，第 9兵团虽然未能歼灭长津湖地区敌军，却成功地将敌人分割包围于柳潭里、下碣隅里、

新兴里等三个主要地区。这三个地区的相对位置为：柳潭里，位于长津湖西侧；下碣隅里，位于长津

湖南侧；新兴里，位于长津湖东侧。三处美军相互隔离，再加上长津湖的地理分割，机动支援严重受限，

形势渐趋被动。

（二）围点打援。围点打援是解放军的常用战术，曾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广泛

运用。长津湖战役中，围点打援再创佳绩。在围歼包围圈内敌人的同时，志愿军时刻不忘虎视眈眈的外

围美军，并部署了强大的打援部队，起到了很好的歼敌作用，歼灭德赖斯代尔特遣队即是其中的一个典

型战例。

长津湖美军被围后，出于保持后路的考虑，美军陆战第 1 师师长史密斯命令位于古土里的美军第 1
陆战团北上增援下碣隅里，打通两地之间的联系。11 月 29 日上午，第 1 陆战团抽调英国皇家陆战队 41
突击队和美军 2 个步兵连、2 个坦克排，约 1000 人组成特遣队，由第 41 突击队队长德赖斯代尔指挥，

在 30 余架飞机的空中支援下，北上增援下碣隅里。d

在此之前，志愿军第 60 师第 178、第 179 团已在必经之路上构筑阻击工事，严阵以待。29 日 13
时 e，歼灭援敌的作战打响。志愿军依托既设阵地，以逸待劳，沉着应对，予敌以重大杀伤。夜幕降临

后，第 60 师发挥夜战优势，连续发起猛攻，将残余敌军分割包围于乾磁开南北地区。志愿军双管齐下，

一面压缩包围圈，一面命令俘虏喊话以瓦解敌人斗志。f 德赖斯代尔特遣队军心涣散，随即派出 4 名军

官向第 60 师第 179 团请降。11 月 30 日 8 时，德赖斯代尔特遣队被围人员全部投降。

此次战斗中，志愿军点援并重，阻援和求歼相结合，火力战和心理战并用，共俘虏美英军 237 人，

缴获和击毁坦克、装甲车、汽车等 74 辆，各种火炮 20 余门，g 予德赖斯代尔特遣队以毁灭性打击，彻

底消除了腹背受敌的危险，保障了后续作战顺利进行。

a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上卷，第 465 页。

b 古土里，位于下碣隅里南侧。

c 社仓里，位于古土里西南方向，担负守卫后方任务的美军第 3 师一部即驻扎此地。

d 另根据韩国资料，德赖斯代尔特遣队共 922 人，汽车 141 辆，坦克 29 辆。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

朝战争史》上卷，第 520、521 页；南朝鲜战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战争》第 1 卷，第 346 页。

e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20 军司令部：《咸镜南道战役初步总结》，1951 年 3 月，第 6 页。

f 南朝鲜战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战争》第 1 卷，第 346 页。

g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20 军司令部：《长津湖战役简报》，1951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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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个击破。将长津湖地区美军分割包围后，志愿军初步掌握了战役主动权，开始对敌实施围

歼作战。美军负隅顽抗，凭借强大火力和占绝对优势的空中支援加强固守，战局僵持不下。在此前后，

根据麦克阿瑟的指示，美第 10 军军长阿尔蒙德决定组织长津湖美军撤退。11 月 29 至 30 日，美军研究

形成了撤退方案，a内容大致为：从西北方向的柳潭里南撤 1个团至下碣隅里，保障下碣隅里的绝对安全；

从下碣隅里派出一支部队北上，营救东北方向的新兴里美军；从下碣隅里南撤，打通连接后方古土里的

道路 b。

同期，志愿军第 9 兵团也对战场形势进行了新的分析，并判断认为，柳潭里、下碣隅里、新兴里三

处美军兵力比战前估计多了 1 倍，有的地区要多出 3 ～ 4 倍。c 根据这一实际情况，第 9 兵团首长决定

修正原定作战决心，集中兵力各个歼灭被围之敌，并把新兴里美军作为首个歼灭目标。

以新兴里美军为目标命中了美军的软肋。首先，新兴里敌人以美军第 7 师部队为主，d 柳潭里、下

碣隅里美军则以美陆战第 1 师部队为主，且整个长津湖战场指挥由美陆战第 1 师负责，敌人如果要救援

新兴里，决策效率和协同意愿必定会打折扣。其次，相对于下碣隅里，新兴里位置比较靠前，且与柳潭

里分别位于长津湖两侧，彼此难以相互支援。再次，在美军的撤退方案中，撤退新兴里美军是最后一步，

这就给了志愿军充分的时间。

以新的作战决心为前提，志愿军调整作战部署，调第 27 军第 81 师进入新兴里地区，协同原在新兴

里地区的第 80 师围歼该处美军。总攻新兴里期间，其他各部志愿军对柳潭里、下碣隅里等处美军实施

钳制性攻击。11 月 30 日晚上，志愿军对新兴里发起总攻。至 12 月 1 日拂晓，4 个主攻团先后突破美军

前沿阵地，大幅压缩美军纵深。12 月 1 日 13 时，败局已定的美军突围逃窜，第 27 军迅即展开追击作战。

12 月 2 日 4 时，新兴里战斗结束，共歼灭美军第 31 团级战斗队 3191 人，先后击毙麦克里安和费斯

两任指挥官，缴获汽车 184 辆、坦克 11 辆、火炮 137 门、枪 2345 枝（挺），击毁坦克 7 辆、汽车 161 辆。e

新兴里战斗是随机应变、各个击破的典型战例，也是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以劣势装备全歼现代化装备美

军 1 个加强团的模范战例。

（四）夜战歼敌。美军害怕夜战，志愿军擅长夜战；美军依赖空中火力，志愿军则常常利用黑暗抵

消对手的空中优势。纵观整个长津湖作战，夜战始终是志愿军克敌制胜的一大战术利器。志愿军的进攻

大多于夜晚或接近黄昏时发起。与此相反，美军往往在白天借助空中火力疯狂反扑，甚至抢占重要阵地，

志愿军则会在夜间重新夺回，这一特点在死鹰岭争夺战和新兴里攻歼战中均体现的十分明显。

死鹰岭位于下碣隅里西北方向。11月27日长津湖之战打响后，第20军第59师在夜幕掩护下连续猛攻，

于 28 日拂晓攻占死鹰岭 1519 高地，f 切断了下碣隅里和柳潭里两地美军之间的联系。美军发现后路被

切断后，反应十分迅速。28 日天一亮，柳潭里美军陆战第 1 师一部约 2 个营，在坦克、飞机支援下，向

志愿军第 59 师第 175 团据守的死鹰岭阵地猛烈反扑。下碣隅里美军也于当日上午向北攻击前进。第 59
师官兵顽强抗击，激战终日，但在美军立体火力攻击下伤亡较大，当日黄昏死鹰岭失守。夜幕降临后，

美军火力优势减弱，第 175 团以第 2 营为主攻部队实施反击，终于在拂晓前收复死鹰岭，g 重新掌握了

作战主动权。

a 南朝鲜战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战争》第 1 卷，第 326 页。

b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上卷，第 524 页。

c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上卷，第 525 页。

d 包括美第 7 师第 31、第 32 团各 1 个营，另有师属炮兵营。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上卷，

第 525 页。

e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上卷，528 页。

f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20 军司令部：《咸镜南道战役初步总结》，1951 年 3 月，第 5、8 页。

g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20 军司令部，《咸镜南道战役初步总结》，1951 年 3 月，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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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里战斗开始后，第 27 军第 80 师充分发挥夜战优势，将敌军四面包围，压缩于面积不足 4 平方

公里的狭小地域内。11 月 28 日天亮后，泗水里、后浦里美军从南面攻击第 80 师新垈里阵地，第 80 师

被迫转入防御，经激烈战斗方才击退敌人。当日晚上，第 80 师重新发起进攻，对新兴里展开两面突击，

一度突入村庄内，但因守军火力猛烈，未能在天亮前解决战斗，被迫于拂晓前退出。此后双方激烈较量，

战局陷入僵持，直到 11 月 30 日晚上，志愿军再次发挥夜战优势，对新兴里展开总攻，终于一举击败守军。

四、发扬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以气克钢”

长津湖之战中，第 9 兵团官兵面对强大的美军，在极其残酷的自然条件下，依靠坚定的意志和高昂

的斗志，克服缺衣少粮等种种困难，英勇战斗，奋力冲杀，攻则一往无前，守则与阵地共存亡，最终创

造了“以气克钢”的奇迹。

德赖斯代尔特遣队北援期间，下碣隅里美军趁机南下，妄图双面夹击，打通南北联系。志愿军第 20
军第 58师第 172团第 3连连长杨根思，率部据守 1071.1高地，成为阻止美军突围的中坚力量。为打开生路，

美军投入绝对优势兵力，在飞机、大炮火力支援下，对志愿军阵地实施狂轰滥炸，连续发动八次进攻，

都被击退。持续激战过后，志愿军阵地上仅有两名伤员幸存，美军趁机发起第九次进攻。千钧一发之际，

杨根思抱着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用生命谱写了一曲革命英雄主义的壮丽赞歌。后来志

愿军总部为杨根思追记特等功，授予“特级英雄”称号。a

长津湖之战期间，当地异常寒冷，气温最低到零下 30 摄氏度以下，几乎超越了人类生存的极限。

第 9 兵团指战员们衣着单薄，粮弹缺乏，忍饥受冻，体质严重下降，冻伤减员严重。在新兴里战斗中，

第 27 军第 80 师第 240 团第 2 营第 5 连冲锋时受到敌军火力压制，全连呈战斗队形卧倒在雪地，最后全

部冻死。b 美陆战第 1 师突围期间，在古土里以南隘路处，遭到第 20 军第 58 师第 172 团两个连顽强阻击。

12 月 8 日，双方激战终日，美军始终无法取得突破。当日夜间，气温骤降到零下 40 度，志愿军官兵衣

衫单薄，但仍坚守阵地。次日天亮后，美陆战第 1 师再次发动攻击，此时守军已全部冻僵。在长津湖极

度寒冷的自然环境中，志愿军官兵展示了人民军队强悍的战斗作风，也是取得长津湖之战胜利的重要原

因之一。

长津湖之战中，志愿军官兵把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发挥到了极致。第 20 军在战后总结中对此给予高

度评价：“虽然此次作战由于匆促入朝，一切准备不足，加上严寒与地形不熟与粮弹供应不及的情况下

进行，但由于全体指战员的努力与高贵的政治品质克服了一切困难，给美陆一师歼灭之打击……这种排

除万难，忍受艰苦，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流血与忘我工作所取得的辉煌胜利，将在世界与中国革命史上

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将为举世歌颂。”c

志愿军的战斗精神甚至得到了战争对手的钦佩。美国《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一书这样

描写：“他们［陆战队］从未见过如此众多的中国人蜂涌而至，或是一次次地顽强进攻。……陆战队

的坦克、大炮、迫击炮和机关枪大显身手，战果赫赫，但是中国人仍然源源而来，他们视死如归的精

神使陆战队肃然起敬。”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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