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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风采

陈广祥 *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65 集团军

原副军长王凤桐参加过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攻县城打阻击，多

谋善断，参加过抗美援朝，指挥

有方，在社会主义国防建设中，

构建国防建设的蓝图，在北线留

下他辉煌的足迹。

王凤桐出生在北京市房山区

河北镇三十亩地村一个贫苦农民

家庭，早在十几岁时受家庭的影

响，报效祖国，参加了八路军。

1944 年初春的一天，也是他刚参加八路军没几天，他所

在的独立团一连奉上级命令去昌平沙河执行任务后，在返回住

地时，路遇日军巡逻队。连长命令就地隐蔽，准备袭击这帮日军。

* 陈广祥：新华保险房山支公司原业务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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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军没有任何防御时，还大摇大摆不可一世地走着，被八路

军密集的手榴弹炸得晕头转向。剩下日伪军还想反抗，被八路

军一顿大刀横扫，黄协军全部举手投降。日军还想反抗，但已

被八路军围攻，看形势不妙，只好乖乖被缴，就这样一个日军

巡逻队被全歼。这次战斗也是他第一次参加，而且他机智勇敢，

足智多谋，之后成为一名八路军侦察员。

1944 年 8 月，天气炎热，盘踞在长辛店二郎庄的日军比

较顽抗，在大势所趋的形势下，仍然顽强抵抗。八路军宛平独

立团准备除掉这群日军。派他和另外两名侦察员装扮成给日军

送柴的老乡，混入敌人据点内。在据点伙房内，他们了解日军

吃饭人数、日军联队部位置、弹药库房和岗位人数，还有碉堡

内火力配置。据点外有壕沟，外围还布有铁丝网。而据点里日

军秩序混乱，是攻打的好时机。

王凤桐等人侦察回来，把情况向团长作了汇报。团首长根

据他侦察的情况，制定了攻打据点的方案，同时部署兵力，于

次日凌晨战斗打响。王凤桐所在的侦察排打前阵，他们利用夜

间首先把敌哨兵除掉，后续部队紧随而上，把炸药包扔进敌碉

堡，只听一声声巨响，熟睡的日本兵梦中飞上了天。日军指挥

部还在组织抵抗，王凤桐迅速冲了上去，手持大刀砍向日本兵，

两名日军少佐还没来得及穿衣服就被俘虏了。这次歼敌获全胜，

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还有武器弹药。此次战斗中，王凤桐因多

谋善断，而且作战有功，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部队一

名排级指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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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年 12 月，王凤桐所在的团奉命去打应县城。在路上，

同石友三的一个骑兵连遭遇，前后被夹击。这个疯狂的骑兵连，

向我机炮连猛扑过来。敌军骑兵马背射击，而王凤桐手中冲锋

枪一个点射，敌骑兵指挥官应声倒下马。失去了指挥官，敌骑

兵连乱作一团。这时机炮连轻重武器一齐开火，敌骑兵有的飞

快逃离，有的被打下马举手投降，当场被俘虏。战斗持续大约

半个小时，缴获了弹药枪支，将打死的战马送给附近的村民食

用。部队整装继续前行，奔向雁北战场，准备打应县城。

应县城位于雁北地区，桑干河南岸。城里都是土匪，还有

国民党官兵，这里是土匪经营多年的老巢。匪首头子“巧尔成”

心狠手辣，人称杀人魔鬼，无恶不作，在附近几个县成为一霸。

早在抗日时期，日军几次攻打县城，都没攻打下来，后被国民

党收了编，成为保安大队，编入保安团。在国军有了编制，待

遇与国军一个样，每人都有了军饷，论官行赏，又有国民党正

规军帮助训练，号称当地最强的保安团。

但应县城墙却跟太原城墙不一样，看着坚固，实际不同。

外表都一样，而应县城墙只有外层是青砖，里面堆积的全是渣

土，俗称土城墙。但城墙内全是工事，而且四通八达，能打能

防能守。外围还有 4 米深的壕沟，火力可以交叉射击，全方位

设防，不管哪个方向都有火力控制。而城墙三层火力配备高低

不一，能上能下。城墙前面有 200 米宽的开阔地，无任何遮挡，

接近城墙很困难。

这又是一座古城，城内有世界著名的木塔。整个木塔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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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层，从底到尖都是木质结构，塔内有 6 尊大佛。木塔内部署

了一个营的兵力，而且各个手持大刀，还有短枪，火力配备也

很强。

这股势力存在一天，对于晋察冀建立根据地危害很大，必

须除掉。根据侦察排的侦察，还有群众提供的情况，独立四旅

准备攻打这座应县城，从而发展和巩固晋察冀根据地。旅长马

辉部署任务，一团、二团为第一梯队，三团为预备队，采取挖

沟来接近城墙，爆破组准备了充足的炸药，山炮营做好了攻城

的准备。

王凤桐所在的一营，抓紧挖壕沟通往城墙根。经过两天两

夜的奋战，已接近外壕时，遭到了敌人火力阻击。山炮营摧毁

了敌人的火力点，之后继续挖沟。第三天已挖到城墙下，爆破

组迅速爆破，将城墙炸开多处破口。第一梯队迅速冲进城里，

却遭到木塔内敌人各种火力阻击。团长请示旅长，炮火迅速支

援一营，炮兵营 82 迫击炮只打了 6 发炮弹，塔内敌人停止了

阻击，举着白旗走出塔外投降。王风桐第一个冲了上去，里面

的敌人突然顽强抵抗。王凤桐手持铁把冲锋枪，一顿扫射，迅

速冲了进去，大刀片抡起，顽抗者几乎全部歼灭。剩下的敌人

看到王凤桐英勇顽强，也吓破了胆，纷纷举手投降。就这样，

一个营的兵力，除顺着暗道逃跑一小部分，顽抗者被歼灭，其

余均被俘。

半个多月之后，王凤桐看到 500 多名妇女，她们带着小孩，

提着大包小包，奔向附近各县，这都是从各县抓来的良家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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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作恶多端，逼婚而成。她们跟土匪过了这么多年，如同进

了监狱一般，解放军攻打下应县城，让她们获得人身的解放，

从此回家耕地种田。

1949 年春天，太原战役开始，王凤桐所在的团奉命从顺

义牛栏山出发，途经良乡、保定、五台山直奔太原。路途中与

国军残余部队交火，俘虏了大批国军。在太原王凤桐所在的团，

在东北野战军一个榴弹炮团的支援下，打入城内，同敌警卫部

队交火。太原城火光冲天，震天动地，在强大的火力打击下，

敌人纷纷缴械投降。太原战役的胜利，同华东野战军占领南京

总统府是同一天。

1950 年初，王凤桐所在部队进入天津的小战地区，开展

大生产运动，准备种植水稻。首先，要平整土地、育苗、插秧、

除草、灭蝗虫，机炮连还养了猪等。正当丰收在望，准备收割

水稻时，接到上级指示，部队立即出发，下午 4 点在天津北站

集合。当时谁也不知发生了什么。部队坐上火车，直奔中朝边

境城市丹东，开始了抗美援朝。

1951 年大年三十，他所在的团向三八线前进，进入五音

山脚下。五音山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山峰高达 800 米，而且

积雪很厚，又看不见哪儿有路，只能顺着山坡往上爬，要在三

个小时占领五音山各个高地。

整个山峰东北高、西南低，属横城至洪川公路的咽喉地带，

层峦叠嶂，地势险要。在这里守住五音山，就可阻击敌人向北

进攻。而山的西南是悬崖陡壁，阵地后还有一个美丽的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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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作“店村”，人口不是很多，只有大约 20 户人家。整个

山上满是积雪，覆盖着整个山峦，气温都在零下 40℃以下，而

山上却有四棵青松，还有几块造型优美的怪石。

爬上山后，敌人的飞机狂轰滥炸。王凤桐所在的一营，立

刻修工事，找最好最佳的地势，防敌机轰炸和扫射。他作为机

炮连连长，也是敌攻击的目标。他们利用厚雪加固掩体，最大

限度保护好自己。

战斗的第一天，敌人飞机在天空盘旋，轰炸机对山的两侧

不停地轰炸，同时敌炮兵对山上长时间炮击，步兵营在坦克掩

护下向山上进攻。王凤桐所在的机炮连，轻重机枪一齐开火，

手榴弹同时投下，一次次打退敌人的进攻。

第二天拂晓，敌人改变了战术，又调来 30 门大炮，还有

几十辆坦克。飞机天上投弹轰炸，坦克向阵地进攻，无数发炮

弹投向阵地，步兵又疯狂地扑来，造成志愿军伤亡很大。副营

长私自撤出阵地，团长将其就地免职。此时营教导员传达团长

的指示，让机炮连连长王凤桐代理营长指挥战斗。

王凤桐作为一营的代理营长，重新部署战斗小组，调整火

力配置，加修工事，当时部队伤亡之大，让人难以想象。面对

敌人轮番进攻，战士们相当疲惫，已经坚守三天三夜，每天都

有战士倒下。虽然他们三天饭没吃、水没喝，且天气又寒冷，

但战士都很坚强。阵地上被炸得坑坑洼洼，石头被炸飞，四棵

苍翠的松树被炸成碎片，三名战士毅然坚守在 800 米阵地上。

来犯者一次次退下，侵略者一个个倒在他们的枪口下，他们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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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了战场上的奇迹。第五天，志愿军全线大反攻，向洪川江、

五音山及横城方向追击敌人。团首长任命王凤桐为一营营长，

并指示一营休整待命，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王凤桐所在的一营，在完成五音山阻击战之后，又返回

洪川江南岸，继续组织防御战。一天下午，团首长命令一营撤

出南岸，回到大桥以北的桥头堡，接替四十二军阵地，并掩护

六十六军撤退。当时一营还有 110 名干部战士，进入阵地后，

加固防御工事。侦察班回来报告，美军在五音山以南、横城以

北集结大量坦克，步兵有可能继续对洪川江大桥进攻。

敌机在洪川江大桥上空盘旋。敌轰炸机、地面炮兵及远程

炮兵集中火力向桥头堡一营阵地轰炸扫射。步兵在坦克的掩护

下，沿江两面进攻。两岸为陡峭的山坡，坦克无法上公路，一

营在这里阻击敌人，已经两天两夜，他们遭到敌机、炮轰，还

有坦克步兵猛烈进攻。部队伤亡很大，两天后一营只剩下不足

70 人。完成阻击任务之后，王凤桐带领全营撤出阵地时，被敌

机投下炸弹炸伤。当时他感觉头晕眼花，身上发烧出冷汗，实

际上他已经被敌细菌炸弹感染。他仍然坚持清点人数，打扫战

场，将 31 名伤员集中运走 , 在天黑之后撤出了阵地。

在夜幕的掩护下，一营向团部方向前进。走了一夜，天刚

刚亮，却又遭到敌机轰炸扫射。炮弹落在他们周边，王凤桐被

巨大的冲击波掀进公路旁沟里，不知躺了多久，才被风吹醒。

他迷迷糊糊地坐起，看到周边战士都倒下了，他呼喊着战友的

名字，却没有一个答应。他看到公路上汽车不时开过，只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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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弱的声音呼叫，想让车停下，但汽车却风驰驶过。他用尽全

身气力爬上了公路，当汽车行驶而来时，他拿出手枪向空中鸣枪，

汽车才停了下来。车上下来两名朝鲜人民军，他们将王凤桐抬

上了汽车，送进了一个小山沟，据说这里是人民军伤员转运站。

王凤桐被送到救护站，得到了有效的救治，伤势渐渐好转，

可伤口还在出血，只能回国治疗。他被送到铁源志愿军接待站，

坐上火车从铁源回到通化，回到了祖国。下车后就被送进医院，

所有衣物都进行高温消毒。棉衣消毒后，拿起一抖，死虱子掉

下无数，可见战场上的环境多么恶劣。

死里逃生伤好后，他又回到了日夜思念的部队。

1953 年 9 月，王凤桐作为第三期学员，进入南京军事学

院学习。四年的学习时间，他系统地学习了文化课、军事课和

理论课。在理论课中，重点学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用毛泽东

思想总结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运用，突

出研究总结三大战役的经验和教训，提高学员的思想、战役和

战术水平。

1957 年进行航海实习。从上海吴淞口乘东海舰队的“长

白山”号战舰，在七级风浪中行驶了一天，通过这项训练看能

否登陆作战。下舰后多数学员呕吐，不能进食。这次实习还有

南海舰队护航，曾在舟山岛遭国民党飞机捣乱，航空兵立即出

动阻拦，国民党战机仓皇逃跑。经过四年的学习和实习，王凤

桐毕业时还获得南京军事学院三等奖。

他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后回部队，被任命为一九八师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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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长。他到任后连续搞了三年阅兵，代表六十六军组建阅兵方

队。他自己任方队队长，三年的阅兵训练只阅兵了两次。

阅兵是一项政治任务，不能出任何问题。他作为方队的队

长，深感责任重大。方队由 240 名战士组成，10 个班，每个班

有 24 名战士，而且都必须是政治合格、军事过硬，阅兵方队

都集中在南宛机场训练。1955 年国庆阅兵时，王凤桐是军事学

院方队的一员，接受检阅。1959 年国庆阅兵，王凤桐作为方队

队长参加阅兵。

每当国庆阅兵时走过天安门广场，他们豪情满怀，展现出

威武壮观的气魄，那是军人的荣耀。

随着形势的发展，1974 年 2 月，中央军委决定组建守备

四师，并任命王凤桐为首任师长。守备四师防区地处高寒地区，

而且昼夜温差大，冬天下雪多，寒风刺骨，最低气温可达到零

下 40℃以下。那里积雪时间很长，每年的 4 月积雪才能融化，

当地老百姓称“一年两次风，从春刮到冬，冬天白毛风，春天

黄毛风”，可想当时的气候环境。

可在这种环境下，王凤桐在此任师长近十年。他亲自部署

防御兵力，勘测定点防御工程，及时构建防御工事，狠抓教育

战备训练，有效地提高守备四师在高寒条件下作战的能力，随

时准备抗击入侵者。王凤桐常说：“军人的职责就是能打仗，

而且打胜仗。”在守备四师，王凤桐深知肩上的责任。他在军

队建设中、国防施工建设中，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78 年，总参谋长杨得志视察守备四师的防御作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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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守备四师的战备训练、防御作战能力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守

备四师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完成国防施工、兵力部署、部队

防御，体现出部队政治合格、军事过硬、能打胜仗。

1983 年 3 月，王凤桐被任命为第 65 集团军副军长。他积

极倡导南泥湾精神，在负责后勤保障工作中，他投入大量精力

抓好全军农副业生产，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提供了有力的后勤

保障。

1989 年 7 月，这位老军人离职休养，并被授予独立自由

勋章和解放勋章。        

（根据王凤桐生前回忆录，并由王凤桐侄子王奎武讲述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