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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全面

失利，中央根据地已到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央

红军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开始了波澜壮阔、艰苦

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杨成武任红

一军团第二师四团政治委员，先后与任团长的耿

飚、黄开湘共事，率领红四团担任长征前卫先锋，

肩负为中央红军打开前进通道的重要使命。

杨成武带领红四团快速突破国民党重兵拦

截的四道封锁线，血战湘江，鏖战乌江，激战娄山

关，为党中央召开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

提供了重要安全保障。特别是 1935 年 5 月 27

日，杨成武带领红四团从安顺场出发，克服山高

路险、频繁作战、极度疲劳的重大困难，以一昼夜

240 里的强行军速度赶到敌军严密防守的泸定

桥，组织 22名突击队战士，冒着守军密集火力，

攀踏河上悬空铁索，穿过桥头熊熊烈焰，飞夺泸

定桥，为身陷重围、四面受敌的红军打开了渡河

突破口，使中央红军顺利渡过天险大渡河，彻底

打破了蒋介石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痴心

妄想。飞夺泸定桥后，杨成武又率领红四团翻雪

山寻路、过草地探道，突破天险腊子口，出色完成

了党中央交给的前卫任务，多次受到中革军委的

嘉奖和毛泽东的表扬，为中央红军胜利完成长征

立下汗马功劳。

20世纪初，保险在中国还是新生事物，保险业

主体基本为外资、合资公司所垄断，其中人寿保险

刚进入中国市场，国人对它的认识尚处于较为陌生

的阶段。

1933年，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

任的胡适，应中华人寿保险协进社之请，欣然撰写了

一则言简意赅的公益广告，发表在4月9日上海《申

报》的“人寿保险专刊”第4期。其内容为：“人寿保险

含有两种人生常识：第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

以壮年要作老年的准备，强健时要作疾病时的计划。

第二，‘日计不足，岁计有余’，所以微细的金钱，只需

有长久的积聚，可以供重大的用度。”胡适笔下的这则

广告篇幅短小，语言平实，含意深邃，以人们通俗易懂

的文句，阐述了人寿保险兼具养老、医疗、储蓄、投资

的功效，对宣传和普及保险知识，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

胡适不仅乐于向国人宣传和推荐保险，他在生活

中更是身体力行，率先购买人寿保险、财产保险，走在

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参与保险理财的前列。1935年

12月30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到浙江兴业银行，

到中孚银行，把寿险费及书籍保险费还了。”文字虽

短，却印证了胡适拥有居安思危的保险意识，并且积

谷防饥，将投保人寿保险和财产保险付诸行动，把自

己的健康和个人藏书纳入年度保险计划之中。

1949年，胡适离开大陆定居美国纽约后，一度考

虑参投医保，却因年老多病，被保险公司无情地拒之

门外。他因此不无感慨地说：“美国资本主义很坏，我

这个年纪大了后，我想保险，他们嫌我年纪大，嫌我心

脏病……”以致他心脏病复发入院治疗时，一度连医

疗费都难以筹措。 ■ 周惠斌 据《人民政协报》

胡适代言保险

杨成武是新中国首次授衔的上将，福建省长汀

县客家人，在70多年革命军事生涯里，从一名普通

农家少年成长为我党我军智勇双全、能征善战的

“百战将星”，被毛泽东称为敢打头阵、勇当先锋的

“军中赵子龙”，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

主义和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 卓翔 高湘媛 据《学习时报》

张家口打响平津战役

1948年11月，随着辽沈战役的胜利结束和淮

海战役的发展，国民党位于平津地区的傅作义部

队已经处于分割包围、孤立无援境地，失败结局早

已注定。为防止国民党华北军队西退绥远和海路

南撤，不利于随后进行的渡江战役，中央军委明确

提出“抑留并歼灭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地区”的作战

方针，制定了“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战役原则，

即在西线首先攻克新保安、张家口，在东线解放天

津，截断国民党军队西退南撤通道，争取在华北地

区就地歼灭国民党军队。

为了实现上述的作战方针，中央军委命令华

北军区第三兵团首先包围张家口，切断傅作义集

团西逃绥远的道路，吸引傅作义派兵西援，使我军

牢牢掌握平津战场的战略主动权。1948年11月

25日，杨成武率领第三兵团第一、第二、第六纵队

由集宁地区东进，于29日向张家口外围国民党军

发起攻击，打响了平津战役第一枪。战至12月2

日，第三兵团对张家口形成完全包围态势。12月

24日，第三兵团发起总攻，将压缩在大境门外西甸

子、朝天洼、乌拉哈达、黄土窑约10公里长、0.5公

里宽山沟内的国民党第十一兵团全部歼灭。是

役，杨成武指挥第三兵团共歼灭国民党军队6.5万

余人，俘敌将级军官13名，创造了当时华北地区一

次作战歼敌之最。

文登川力破“坦克劈入”

朝鲜战争爆发后，杨成武奉命入朝，担任中国

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1951年9月，美

军倚仗装备后勤优势，分别在朝鲜半岛东、西两线

发动了“秋季攻势”。10月，美军在东线集中6个

师兵力向金城、文登川一线发动攻击。彼时，杨成

武率领的第二十兵团刚刚与朝鲜人民军换防，地

形特点、敌军军情、战场态势都不清楚，仓促应对

美军猛烈进攻。美军为发挥装备火力优势，在攻

击志愿军防御阵地时，运用所谓的“坦克劈入”战

术，即每次以20～40辆坦克组成一个集群，在大量

飞机掩护和步兵、工兵伴随下，一面以阵地上的火

炮和坦克炮实行密集射击，一面沿山路迂回割裂

志愿军前沿防御阵地，再由其步兵“逐山占领”。

我第六十七军一个连（排）防御阵地，每天除了遭

受各类飞机多次轰炸扫射外，还要承受1万～3万

发炮弹的轰击，要抵挡坦克集群与步兵协同的反

复冲击，以血肉之躯顽强抗击美军的坦克楔入。

在美军强大攻击势头下，杨成武指挥部队采取边

打边补充、边抢修工事、白天失去的阵地夜间反复

夺回的办法，与美军进行殊死争夺，决不放弃任何

一寸阵地。经过3天恶战，第六十七军顽强顶住了

美军的疯狂进攻，击破了美军的“坦克劈入”，打出

了志愿军的威风胆识，使文登川我军防御阵地固

若金汤，成为美军难以逾越的钢铁壁垒。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杨成武作为“红大”

第一期学员提前毕业，奔赴抗日前线，先后担任八

路军第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独立第一师师长兼政

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率部参加了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雁宿崖战斗、黄

土岭伏击战等一系列抗击日军战斗，有力打击了日

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受到根据地老百姓的广泛称

赞。其中，杨成武亲自指挥的黄土岭伏击战，击毙

了日军“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官阿部规秀中将，是

日军侵华战争以来被击毙在战场上的第一个高级

将领，震惊了日本朝野。

黄土岭位于涞源和易县交界处，是太行山北

部群山中一条五里长山谷，周围被高山险峰环绕，

地形特殊、地势险要，是八路军隐蔽兵力伏击日军

的理想战场。1939年10月中旬，日军调集独立混

成第二旅团、第一一○师团主力共2万余人，对晋

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北岳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企

图一举围歼当地八路军主力部队。11月7日，时任

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的杨成武利

用日军骄横狂妄、急于求战的心理，安排地方游击

队及小股部队将日军引诱至黄土岭，并指挥主力部

队趁着夜色进入伏击阵地、隐蔽待敌。等日军全部

进入伏击区域后，杨成武率领部队突然发动攻击，

使得放松警戒、无处藏身的日军死伤惨重，被压缩

在一条长约二三里、宽仅百余米的谷底狭沟。激战

中，八路军进攻部队发现一独立房屋附近有一群穿

黄呢大衣的日军军官进进出出，随即判定这是日军

指挥部，立即引导军分区炮兵连进行炮火覆盖，当

场击毙日军指挥官阿部规秀中将。阿部规秀是日

军著名“山地战专家”，在日本军界享有“名将之花”

盛誉，其被八路军击毙后，日本以《名将之花凋谢在

太行山上》通栏标题在报纸上连登3天。他的骨灰

运回东京时，不仅所有高级将领和许多权贵都前往

车站迎接，而且东京还降半旗以示哀悼。

黄土岭击毙“名将之花”

长征路勇当“开路先锋”

“军中赵子龙”杨成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