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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武汉 会战万 家岭大捷的客观原因为
: 日军在初 战得胜后 骄纵胆 大

,

孤军深入
,

加 之 作

战地区全为山地
,

日军运行困难
,

孤立 少援
,

较为被动
。

其主观原因 为
:

我统帅部 抓住敌万 上述 弱点
,

采用集中优势兵力
、

各个歼 灭敌人的作战方针
,

一卷 将敌包 围而 子以痛歼
。

此外
,

我军在这次大捷
t
招

所表现出来 的优良战斗作风
,

亦为克敌制胜的重要因 素
。

〔关 键 词 二武汉会战
; 万 家岭大捷

; 集中优势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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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 日战争中
,

由于中日两 国综合国力悬殊这

一根本原因
,

我军在较大的战役
、

战斗中难以取得胜

利
。

武汉会战 (或称武汉保卫战 )为抗日战争初期也

是整个抗战时期的一次最大战役
。

它是由许多大大

小小的战役和战斗组成的
。

这次会战虽然以武汉失

守及 日军的其他胜利而告结束
,

但中国方面亦 曾获

得一些战役和战斗的胜利
,

赣北万家岭之役便是这

些胜利中最突出的一例
。

这次大捷歼灭 日军第 1 06

师团官兵 1 万余名
,

给敌以极为沉重的打击
。

但以往

的研究只重视平型关
、

台儿庄等大捷
,

而对万家岭大

捷却缺乏深入研究
。

甚至有学者认为
,

这一胜利是由

于中国军队
“

第一兵 团边战边退将 日军引入万家岭

口袋阵地
” 、 “

运用 口袋 战术
”

所取得 的 [`」(第 1 0 页 )
。

笔者未敢苟同
,

特依据原始资料提出拙见
,

以与同仁

商榷
。

在战争中
,

一方的胜负与另一方有关因素密切

相关
。

中国军队之所以能够取得万家岭之役的胜利
,

日军的孤军深入是一个重要 因素
。

1 9 3 8 年 6 月上

旬
,

中国军队在黄河南岸花园 口 掘堤
,

阻敌西进
,

加

之平汉线北段两侧我军频繁出击
,

不断歼敌
,

日军企

图占领郑州
,

沿平汉线南下攻略武汉 的计划濒于破

产
。

在此情况下
,

为发挥陆海空军联合作战的优势
,

并 以长江水道为后方交通线
,

日军改以长江及其两

岸西攻为主要作战路线
。

由于江北岸为湖沼地带
,

不

宜于大兵团作战
,

而江南多山
,

易守难攻
,

于是 日军

以江南为重点作战地 区
。

这样
,

在江南战场
,

为争夺

每一座重要 山头和每一条交通要道
,

中日双方展开

了激烈的战斗
。

7 月 25 日九江陷落后旧 军于 7 月

31 日计划以一部继续沿江西攻
,

企图占领江南之瑞

昌
,

而以另一部进攻南得路
,

妄 图夺取德安图 (第 1 23

页 )
。

上述计划之重心乃在后者
。

因为南得路不仅地

处庐 山西侧
,

影 响该地战事甚矩
,

而且它是南 昌
、

九

江间的唯一交通要道
,

进可攻占九江和袭击长江水

道
,

退可固守南 昌
,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

而德安位于

南得路中途
,

其得失直接影响南得路安危
。

有鉴于

此
,

中国统帅部亦决定在德安一带与敌进行决战
。

于

是
,

中 日双方争夺南得路及德安的战斗于 8 月初开

始
,

十分激烈
。

9 月 3 日
,

敌第 10 6 师团沿南得路进

占德安以北之马回岭
,

而 自瑞昌向东南进攻的日军

丸 山支队先于此师团抵达该地
。

随后
,

由于丸山支队

很 快调 回瑞 昌
,

而 自都 阳湖西岸星子 登陆的敌第

10 1 师团于庐 山南麓受阻
,

加之我军 在马回岭
、

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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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之乌石门一带利用 山地构筑一倒
“

八
”

字形阵地
,

使日军不敢贸然攻击前进
。

这样
,

日军第 l d6师团侵

占我德安重镇的企图未能得逞
。

9 月 20 日
,

敌第 n

军为加强江南攻势
,

加速武汉会战进程
,

决定再次命

令第 10 6 师团夺取德安
。

但其作战部署不再是沿南

得路南攻
,

而是经南得路以西突破五台岭一带我军

阵地
,

进入德安西南地区
,

从侧背进攻德安附近
。

并

且规定
,

在准备攻击的阶段
,

特别要对作战意图保

密 [ ,〕 (第 1 7 5 页 )
。

9 月 2 5 日
,

第 1 0 6 师团除留一部守

卫曹家坡
、

马回岭外
,

主力开始行动
。

在避开乌石门

以北我军倒
“

八
”

字形阵地后
,

经南得路西之阂家铺
、

面前山
、

五台岭南下
。

然后
,

芦师分左右两个纵队行
进

,

但左纵队在万家岭东南之层岭遭我攻击
,

进退两

难
;
右纵队在万家岭北方之 马尾塘

、

何家山遭我攻

击
,

未能再进
。

那么
,

第 10 6 师 团孤军膏进陷入困境是怎样造

成的呢 ?

其一
,

这是 日军骄纵胆大所致
。

本来
,

九江陷落

后
,

我军在南得路方面布置三道 防线
,

英勇阻击敌

军
,

使第 1 06 师团伤亡甚重
,

其参战的中队长
、

小 队

长伤亡约半数
。

同时
,

在庐 山南麓配合第 1 06 师团夺

取德安的第 1 01 师团亦因战斗失利
,

与我军对峙
。

日

军在接连遭受挫折后
,

决定改变作战路线
,

从侧面进

攻德安以北地区
。

8 月 21 日
,

第 n 军发布《吕集作

命第 34 号 》文件
,

令第九师团以有力一部
“

经瑞昌附

近击败途中驻在之敌
,

向德安以北地区前进
,

切断庐

山西麓之敌退路
”
图 (第 1 58 页 )

。

此后
,

第九师团派丸

山支队自瑞昌经新塘铺
、

山民山
、

河里余村绕攻马 回

岭
,

终于占领德安以北地区
。

对于 日军来说
,

这次攻

占马回岭成功造成两个后果
,

一是敌被阻于德安以

北我乌石门 一带倒
“

八
”
字形阵地

,

难以沿南得路正

面再进
;
二是日军以为我军在南得路以西兵力单薄

.

,

不堪一击
。

若攻取德安
,

可像绕攻马 回岭一样
,

采用

迂回战术
,

孤军深入
,

即再来一次绕攻
。

于是
,

骄横放

肆的第 27 师团便奉命自瑞昌沿瑞 ( 昌 )武 (宁 ) 路攻

向薯溪 (万家岭西偏南 )
,

以威胁德安西侧
,

为其友军

第 10 6 师团前进解除团境
。

但出乎意料的是
,

我第

3 0 集团军等部 已先敌一着在薯溪 以北
、

万家岭以西

构筑纵深工事
,

正等着敌人
。

9 月 25 日以后
,

第 27

师团在覆血山
、

麒麟峰
、

白水街一带接连受挫
,

一部

向北溃逃
。

稍后
,

企图与第 27 师 团相贯通的第 10 6

师团右纵队因被阻于何家山一带
,

这样
,

第 27 师 团

既难攻取答溪
,

又不能靠近第 106 师团
,

处于进退无

门的境地
。

总之
,

日军三次孤军深入
,

只有第一次获

得成功
,

其余两次皆因骄横妄为及其他原因而失利
。

其二
,

这是我军予敌重创的结果
。

日军虽为孤军

深入
,

但由于所携粮弹较为充足
,

武器装备精良
,

以

及空投条件优越
,

仍有较强的作战能力
。

在此情况

下
,

我军努力歼敌
,

曾几度将孤立少援之 日军截成数

段
,

使之交通补给线断绝
,

相互联络中断
,

以致孤军

无援
。

在瑞武路方面
,

我陈沛部第 60 师为收复白水

街
、

麒麟峰
,

与敌肉搏达旦
。

后敌不支
,

被迫由朱家塘

向北溃退
。

我第 91
、

第 14 2 师曾在小坳地区将第 27

师 团后方交通线截断
。

在第 1 06 师团方面
,

我军于面

前山等地将其补给线截断
。

因当时天气不 良
,

敌机亦

未能进行侦察和补给
,

因而该师团因粮食不足影响

战斗力
。

其实
,

我军在瑞昌至马回岭间作战失利
,

主

要由于准备不足
,

各部配合不力
。

但以后总结了教

训
,

故在敌第二
、

第三次迂回绕攻时
,

我军凭借 已筑

好的的工事奋勇抵抗
,

协同一致
,

使敌陷入困境
。

其三
,

这是我军利用有利地形的结果
。

瑞昌
、

武

宁间以及马回岭
、

万家岭间均为山地
,

其 山岭高度大

都在海拔 3 00 公尺以上
。

由于山高林密
,

敌方重武器

运行 困难
,

部队行进速度缓慢甚至给飞机侦察带来

不便
。

在此情况下
,

我守军利用复杂多变的山地地

形
,

给敌以沉重打击
。

敌前进时
,

多取道两山间的河

谷地带
,

这也是山区公路所经之处
。

而我军居高临

下
,

正好予以痛歼
。

在武汉会战中指挥江南战事的敌

第 只 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曾深有感触地回忆说
,

攻占

武汉时
, “

敌非敌
,

地形是敌
” ,

甚至哀叹
“
长江南岸地

区山连山的地形
,

使人烦恼
’

,s[ 〕 (第 35 8 页 )
。

很显然
,

其苦衷应包括上述山地作战
。

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
,

中国军队是靠
“
口袋战

术
”

取得万家岭战役胜利的
。

那么
,

实际情形如何呢?

难道一 向狡黯的 日军突然变得愚蠢起来
,

竟然 自投

罗网 ? 首先
,

我们应弄清楚
,

日军第 10 6 师团是怎样

到达万家岭附近地区的
。

万家岭位于德安以西 20 公

里处
,

而德安至万家岭以东栗林阂村间共约 14 公里

为丛 山峻岭
,

最高峰达 51 5 公尺
。

所以
,

第 10 6 师团

左纵队欲攻德安西南
,

必绕过高山地带
,

经万家岭附

近南下
。

在右纵队方面
,

原计划 自五台岭向梨 山 (拓

林东北 15 公里 )
、

二房郑 (万家岭东北 2 公里 )一线

前进
,

以与左纵 队呼应
,

并靠近第 27 师团
。

由此看

来
,

第 106 师团两个纵队抵达万家岭附近
,

是由其战

略 目的所规定的
,

不是受我方行动的影 响而临时改

变路线
。

当然
,

敌右纵队由于在何家山一带受阻
,

未

能到达梨山一线
,

因而距离万家岭还较远
。

敌抵万家岭附近后
,

中国军队到底是怎样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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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万家岭一带为山区
,

大小山岭连绵不断
。

但在万

家岭
、

邓家山
、

梨山
、

张古山之间因地势相对平坦
,

分

布着一些村庄
。

以作战地之一的万家岭命名的此次

战役就发生在这 4 山之间
。

不过
,

战前我军并未在此

部署兵力
。

自敌在层岭
、

何家山等地受我攻击后
,

觉

得形势不妙
,

停止前进
。

为抢占附近有利地形准备顽

抗
,

敌左纵队自层岭向西北方行动
,

于万家岭及其以

西之田铺苏
、

以南之箭楼苏构筑工事
。

而敌右纵队则

陆续南下
,

与左纵队会合
,

修建工事
,

以便一 同抵抗

我军进攻
。

其间
,

我军在万家岭东北两面兵力有限
,

故双方未发生大规模战斗
。

这就说明
,

日军到万家岭

地区虽为我逼迫所致
,

但并不是薛岳兵团
“

采用边战

边退的办法
”

对敌实行
“

引诱
”

的结果
。

敌孤军深入
,

早就引起第九战区第一兵 团的高

度重视
。

9 月 24 日
,

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决定于万
家岭方面增加第九集团军 :而第九集团军副总司令

李汉魂改由薛岳直接领导
。

此后
,

他们 2 人立即赶到

修河北岸督战
。

当蒋介石从薛岳和陈诚的电报中得

知孤军深入之敌第 10 6 师团已中止前进
,

正向万家

岭一带集结
,

其补给线多次被截断的情况后
,

于 10

月 2 日命陈诚转令各部
: “

应乘胜进攻
,

挽回危局
。

诚

千载一机
,

望力图之
’ ,① 。

10 月 4 日
,

薛岳在修河以

北
、

万家岭以南之 白搓与李汉魂
、

叶肇 (第 “ 军军

长 )
、

俞济时 (第 74 军军长 )等彻夜商讨万家岭地区

作战事宜
。

当时
,

敌虽受我打击
,

处境不利
,

但后方交

通线并未完全被截断
,

空中运输因天气转晴业已恢

复
,

增援部队仍陆续到达
。

在此情况下
,

若第 27 师团

自白水街以西至薯溪以北一线再次东进
,

与第 10 6

师团会合
,

我军则难以
“

挽回危局
” 。

针对敌方这些有

利条件和可能发生的行动
,

我军决定立即抽调数倍

于敌的兵力将万家岭地区 日军包围起来
,

予以歼灭
。

早在 9 月底
,

薛岳令德安方面抽出第 4军及第 74 军

第 58 师
“

转用于左翼作战
” 。 。

至 10 月 3 日
,

第 4 军

已占领公母岭 (不含 )
、

小金山 (万家岭以北 )
、

大金山

(万家岭以南
、

不含 )一线
,

第 58 师 已占领大金山
、

狮

子岩 (大金山以南 )一线
,

在万家岭东北
、

东南构筑工

事
,

向西截击
。

前来增援的永修方面第 1 39 师一旅
、

乐化附近第 1 87 师一旅则 由狮子岩西南之墩上郭东

西一线迎击
。

但由于敌援兵不断增加
,

我守军伤亡甚

重
,

势将不支
,

故 自 4 日始
,

我 由瑞昌火炎 坳调第

1 4 2 师
,

由德安调第 51 师
,

由庐 山西南隘 口调第 “

军
,

向万家岭
、

石堡山 (万家岭与梨山之间 ) 一带作

战
, “

先解决此于我最有危害之敌
’ ,③ 。

与此 同时
,

为

防敌第 27 师团在突波我覆血山
、

马鞍岭一带阵地后

夺取薯溪
,

再东进万家岭地区以南
,

我遂将白水街方

面新编第 13 师
、

昆仑山 (白水街以西 )方面第 60 师
、

预备第六师转至杨家洼
、

来龙岭一带
,

对北占领 阵

地
,

迎击南窜之敌④ 。

原在何家山作战的冯占海部第

91 师亦在万家岭地区西北之凤凰山
、

马鞍 山及头 口

占领阵地
。

至此
,

中国军队在万家岭地区四周对敌第

1 06 师团的包围圈正式形成
。

日军发觉被我包围后
,

立即以飞机
、

炮火猛轰我

四周阵地
,

并掩护其部队之进攻
,

企图突围
。

当时
,

我

空军因飞机损失太大而补充困难
,

未能出击
,

只能靠

陆军作战
。

我军逐步压缩包围圈
,

并于 5 日开始第一

期攻势
。

自此以后
,

战斗主要在东起万家岭
,

西至潘

村附近
,

北起刘鞭鼓村
,

南至背溪街
、

张古山
,

约 15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进行
。

5 日
,

我军在击溃扁担山向

大金山
、

狮子岩突围的一股日军后
,

又在背溪街
、

长

岭作战
,

并在长岭以西之张古山
、

杨家山歼敌数百

人
。

6 日
,

我军在石堡山
、

长岭
、

张古山等地与敌发生

激战
。

由于敌机狂轰滥炸
,

华军伤亡很大
,

张古山北

端失守
。

至 7 日
,

我军攻势虽进展不大
,

但鉴于须在

敌陷入困境而未得增援前对其连续攻击
,

遂决定 自

当 日夜开始第二期攻势
,

即实行总攻
。

此后 3 天
,

战

斗愈来愈烈
,

我军将万家岭地区大金山
、

狮子岩
、

长

岭及王家山
、

熊家坂
、

樟树宋
、

石堡山
、

梨 山
、

石马坑

刘等地收复
。

自 9 日晚开始
,

第一兵团薛岳部决定乘

胜实行决战
,

进行第三期攻势
。

因此时敌被压缩于万

家岭
、

田铺苏
、

背溪街一带狭小地区
,

援兵断绝
, 一

顾此

失彼
,

为我歼敌的好时机
。

经一夜血战
,

至次日即 10

日上午 8 时
,

万家岭战场核心 区之箭楼苏
、

田铺苏
、

聂村
、

万家岭
、

潘村
、

背溪街等被我军攻占
。

残敌一股

千余人 向张古 山一带逃窜
。

而另一股数百人 自第

1 0 6 师团司令部驻地刘鞭鼓村向西北逃之夭夭
。

其

师团长松浦淳六郎差点被我生擒
。

这就是万家岭大

捷的主要经过
。

显而易见
,

中国军队在万家岭战役中主要采用

的是集中优势兵力
,

包围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
,

决不

是什么
“
口袋战术

” 。

从理论上讲
,

战史上 只有伏击

(埋伏 )
、

夹击及包围等战术
,

并无
“
口袋战术

”

这个名

词
。

究其原因
,

皆因作战双方的指挥员一般不是极愚

蠢者
,

不会甘心情愿地朝敌方
“
口袋

”

里送死
。

从实际

上讲
,

第 106 师团部队陆续进入万家岭地 区时
,

而其

四周并不都有我军占据
,

无所谓
“ 口袋阵地

” ,

更无所

谓 我军
“

边战边退
” ,

将敌
“

引诱
”
到这个

“
口 袋阵地

”

中
。

如前所述
,

先有 日军进入万家岭地区
,

后有我军

调抵该地区四周
,

逐步实行包围
。

要知道
,

在大批 日

机参战
,

每天对我陆续侦察的情况下
,

我方是无法将

偌大的
“
口袋阵地

”

隐藏起来的
。

因此
,

日军亦不会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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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睛朝我方
“
口袋

”

里钻
。

在武汉会战中
,

国民政府军的抵抗是 比较努力

的
。

而在万家岭之战时
,

其抵抗更为英勇
。

这是取得

此次胜利的又一基本原因
。

其主要表现为
:

第一
,

能走能打
,

不失 战机
。

兵贵神速
,

当我军对

万家岭地区之敌的包围时机成熟时
,

须当机立断
,

以

最快的速度抽调数倍于敌的兵力部署于该地区
。

而

在执行这一决定时
,

被调部队是否如期到达 目的地
,

就成为能否取得此役胜利的关键
。

在奉令调动的 10

余个师中
,

原驻地远在乐化荟南 昌以北 )
、

永修
、

德安
、

隘口等地者兼程前进
,

不顾破山涉水之苦
,

按时赶到

战场
。

为保持行动秘密
,

第 “ 军 自隘口 出发时
,

只得

选择黄昏时分
,

因而遇到不少困难
。

两天后
,

当敌发
现我转用兵力时

,

第 “ 军色在万家岭地区参加战

斗
。

欲捉住战机歼灭 日军
,

不仅要对战场内的敌人适

当进行分割
,

解决于我最有危害者
,

而且须将第 27

师团隔离于战场之外
,

使之不能直接援助第 1 06 师

团
,

这就要求我军在某些重要阵地必须打胜仗
。

背溪

街位于潘村
、

田铺苏
、

箭楼苏和 张古山之间
,

其得失

于我影响甚大
。

在第三期攻势中
,

敌在友军增援下
,

于背溪街东南小庙附近凭着工事拼死抵抗
,

战斗至

为激烈
。

王耀武部第 51 师经反复拼搏
,

终将此地攻

下
,

为夺取万家岭地 区南部战斗的最后胜利起了重

要作用
。

自第 27 师团于 1。 月 2 日
、

5 日先后攻占修

河北岸大桥河
、

筹溪后
,

万家岭地区西南形势更为紧

张
。

于是
,

我军一面沿修河南岸拓林
、

龙腹渡
、

答溪至

津 口一线派兵守备
,

一面于大桥河附近之棺材山
、

罗

盘山及答溪以东抵挡敌军
,

因而
,

在万家岭战役期

间
,

日军两支大部队无法接援
。

第二
,

连续作战
,

不顾疲劳
。

在万家岭战役期间
,

自从远地调兵
,

至将包围圈内敌军歼灭
,

前后大约经

过 9 天时间
。

因此
,

我军连续作战是保障取胜的重要

因素
。

否则
,

敌可能乘隙突出包围圈
,

使我功亏一赘
。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
,

每个山头
,

每处村庄
,

反复争

夺
,

1 日数易其主
。

若稍有松懈
,

必遭失利
。

在扁担山

战斗中
,

陷入窘境之 日军担 心被俘
,

拼命抵抗
,

我军

亦愈战愈烈
,

以致该地 5 次易手
,

但最后为我攻取
。

9

日夜 8 时
,

第 5 1
。

师突击队向张古山北端进攻
,

以夺

取制高点
,

战斗极为艰难
,

双方争夺凡 5 次之多
,

卒

被我克复
。

这种不分昼夜地战斗
、

直至最后击败敌人

的部队为数甚多
。

从我全军来看
,

连续血战达 9天 9

夜
,

以致双方伤亡皆重
,

而敌方伤亡尤大于我
。

第三
,

英勇抗敌
,

不怕牺牲
。

在战斗处于不利之

时
,

日军根据风向
、

光照等条件施放毒气
,

欲置我于

死地
。

我官兵不顾一切
,

顽强抵抗
,

以致中毒受伤
、

牺

牲者常有出现
。

团长梁佐勋中毒后五官出血
,

仍坚持

指挥所部与敌争夺阵地
,

毙敌数百名
。

由于中毒甚

重
,

他壮烈牺牲
。

在战斗中
,

由于双方距离很近
,

日机

不敢投弹
,

我军便与敌展开肉搏战
。

8 日午后
,

我第

51 师一部为攻占张古山制高点与敌肉搏
,

第 3 05 团

团长唐生海
、

营长胡雄均负重伤
。

因我顽强拼搏
,

毙

敌近千
。

至黄昏时
,

我集中全力出击
,

终于克复此制

高点
。

在万家岭战役中
,

无论阻击战
、

争夺战
,

还是围

歼战
,

我军都打得极为英勇
。

在这些部队中
,

以第 74

军第 58 师 (冯圣法为师长 ) 最为突出
。

该师自 9 月

3 0 日起
, “

与敌激战九昼夜
,

伤亡营长六员
,

连排长

1 27 员
,

士兵 4 0 0 0 余名
” 。

战斗结束时
, “

全师战斗兵

仅编并一营
,

干部已伤亡殆尽
” ⑧ 。

第 58 师的作战地

先后为万家岭
、

箭楼苏
、

背溪街
、

张古山
、

墩上郭等
,

这是万家岭战场的主要作战地区
。

该师以英勇作战

和巨大的伤亡为我军夺取此役的胜利
,

立下了汗马

功劳
。

综前所述
,

万家岭大捷是我军充分发挥主观能

动作用的结果
。

即是 日军孤军深入
,

亦与我军对其打

击有关
。

假若没有南得线上我方顽强的阻击战
,

造成

敌巨大损失
,

日军则可由南得正面攻取 马回岭及德

安
,

而不必以 3 次大的行动
,

经山地实行孤军独进
,

绕攻我据点
。

至于庐山南麓之敌第 10 1 师团遭我打

击
,

与我处于胶着状态
,

进展极慢
,

未能有力配合南

得方面友军
,

亦为促使第 1 06
、

第 27 师团孤军深入

的重要因素
。

更重要的是
,

为充分发挥广大指战员的

战斗力
,

以弥补武器装备等不足
,

我军采用了集中优

势兵力
,

包围歼灭敌军的作战方针
。

此为这次战役中

我军指挥艺术的精髓
。

在国民政府军进行的武汉会

战及其他会战
、

战役和 战斗 中
,

由于往往 采用机械

的
、

保守的方法部署和使用兵力
,

因而常常失利
。

具

体说来
,

这种方法为处处设 防
,

官兵奉令死守一地
,

无机动灵活的余地
,

结果处处被动
。

对此
,

援华苏联

总军事顾问亚
·

伊
·

切列潘诺夫深有体会地批评

道
,

中国人
“

在 日本人可能发动进攻的狭窄战线上堵

上防御
`

塞子
’ 。

” 总的说来
,

中国人整个防御是消极

抵抗
:

充作
`

塞子
’

的军队在打仗
,

而其余军队通常都

在待命
。 ’
心〕 (第 6 17 页 )但万家岭战役却不是这样

。

我

军在集中优势兵力
,

包围歼敌的过程 中
,

将阵地战
、

运动战和游击战结合起来
,

打得比较灵活
。

当然
,

集

中优势兵力不是 简单的问题
,

它要求指挥者对于敌

我双方诸种情况有极周到 的了解和极深刻的分析
、

判断
。

10 月 5 日
,

中国统帅部在讨论是否将隘 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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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第 “ 军西调时
,

曾发生过分岐
。

因调此军支援

武宁薯溪附近 (后第 “ 军改调万家岭以北 )友军
,

有

动摇我庐山南麓阵地而影响德安
。

最后还是决定抽

调第 “ 军
。

因为从战略上看
,

宁可失德安
,

不可失武

宁
。

若失德安
,

将危及南昌
。

但宁可失南昌
,

不可失

通山阁 (第 39 3 页 )
。

由于通山
、

武宁为粤汉路屏障
,

关

系武汉安危甚柜
,

因之
,

粤汉路重于南得路
。

故这一

决定颇有战略眼光
。

结果
,

因万家岭之役我军胜利
,

德安亦得以保住
。

由此看来
,

万家岭大捷中我军采用

的集中优势兵力
,

包围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
,

是克敌

制胜的重要方法
,

也是总结抗战时期正面战场成败

而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

月 1 5 日陈诚致蒋介石电以及 1 9 3 8 年 10 月 n 日蒋介

石致何应钦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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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iv e s i t u a t i o n
.

T h e s u b ie c t i v e r e a s o n s a r e t h a t o u r s u P r e m e e o m m a n d m a d e t h e e n e m y b e s u r r o u n d e d a n d

a n n i h i l a t e d b y t a k i n g t h e a d v a n t a g e o f t h e e n e m y
, 5 w e a k p o i n t s , a n d a d o p t i n g t h e o p e r a t i s n a l p o l ie y o f e o n -

e e n t r a t i n g a s u p e r i o r f o r e e t o w i p e o u t t h e e n c血 y o n e b y o n e
.

In a d d i t io n t o t h e s e ,
t h e e x e e l l e n t b e h a v io r

o u r a r m y d i s P l a y e d i n t h e w a r w a s a l s o t h e m a jo r f a e t o r e o n t r i b u t i n g t o t h e g r e a t v ie t o r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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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 ii a l i n g ; e o n e e n t r a t i n g a s u p e r io r f o r e 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