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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厚：屡建奇功的八路军骑兵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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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过年习俗：大人睡觉小孩守岁

黄厚，汉族，1913年出

生，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人。

1929年， 黄厚参加革

命。1930年，他加入中国共

产党。1931年，他参加了中

国工农红军， 先后担任红

六军团16师49团班长、排

长、连指导员等职，参加了

五次反“围剿”。长征中，黄

厚参加了抢渡金沙江、金

华山攻坚战、 龙家寨攻坚

战和龙其口攻坚战等战

斗。长征结束后，黄厚跟随

八路军120师358旅715团

东渡黄河， 在山西参加了

岢岚、武寨、宁武等战斗。

1938年9月， 中共中央

派遣八路军120师358旅715

团组成大青山游击支队，在

李井泉、姚喆率领下，从山

西五寨出发，来到绥远地区

建立抗日根据地。黄厚的部

队参加了打响大青山抗日

根据地第一枪的陶林战斗

和乌兰花战役。1939年，八

路军组建了大青山骑兵支

队，黄厚先后担任营政治教

导员、绥蒙军区骑兵一团副

政委、 骑兵四支队支队长、

骑兵二团团长。黄厚聪明机

智，英勇善战，他根据大青

山地区的特点，采取灵活机

动的战术，先后组织指挥了

井儿沟攻坚战、韩家窑子战

役、 大窑攻坚战等大大小

小上百次战斗。 他率领的

八路军骑兵驰骋疆场，屡

建奇功， 创造了许多巧妙

的战术， 多次被延安抗日

军政大学《抗日军政》杂志

作为典型战例刊发，供学员

们研究。

第一个战例是“土城

子掏心战”。1940年5月，伪

皇协安民救国军一个连流

窜到武川县， 在土城子一

带烧杀抢掠。 黄厚得到情

报后， 率领骑兵九连和直

属侦察排， 将敌人包围并

发起攻击。 敌人武器装备

精良， 战斗打了一个小时

还没有结束。 为了减少伤

亡，尽快结束战斗，黄厚命

令九连作掩护， 他带领侦

察排直捣敌人指挥所，掏

了敌人的“心窝”。敌军见

势不妙，落荒而逃。这一仗

缴获冲锋枪一支、 步枪10

支、子弹500多发、战马15

匹，俘获敌军连长、排长各

一名，士兵15名，而黄厚的

队伍无一伤亡， 仅消耗子

弹300多发。

第二个战例是“金盆

迂回战”。1941年7月，绥远

省陶林县伪蒙军保安队、

伪警察共300多人向龙胜

县卯独兔村一带进犯，敌

人到达金盆， 大肆掠夺群

众财物。 黄厚带领部队在

金盆与敌人交上火， 此时

敌人已经占领金盆南北的

两个山地， 因南山地势险

峻，骑兵不方便展开攻击，

黄厚就用少数兵力牵制南

山的敌人， 大部分兵力向

北山的敌人猛攻， 同时命

令直属特务连迂回到南山

背后偷袭敌人。最后，敌人

因腹背夹击， 难以招架而

溃退。 此战共缴获重机枪

一挺、步枪15支、子弹800

余发、战马30匹，击毙敌人

40余人，俘虏敌人30多名。

第三个战例是“小石

槽子回马枪”。1941年8月，

绥远省伪蒙军和靖安警备

队约200多骑兵，袭击武川

县大、 小石槽子村的大青

山骑兵支队二团和第四支

队。当时，第四支队部分战

士外出执行任务， 剩余的

战士只能仓促应战。 第四

支队和敌人激战了两个小

时，由于兵力悬殊，只好边

打边撤， 并在撤退中重新

集结。敌人见久攻不下，也

开始撤出战斗。 就在双方

都撤退时，黄厚出其不意，

率领部队掉转马头， 向伪

蒙军冲杀过去， 一个回马

枪，杀得敌人溃不成军，落

荒而逃。

第四个战例是“韩家窑

子伏击战”。1944年，上级调

派骑兵二团团长黄厚代理

指挥三团。秋天，日伪军成

立了特工队，在厚和市（今

呼和浩特市， 日伪时期的

改称）到陶卜齐的铁路两侧

活动。黄厚带领骑兵三团一

连和三连转移到扁旦石沟

休息时，获得了日伪特工队

的情报。于是，黄厚来到韩

家窑子村侦察敌人布防和

周围地形，然后和两个连长

商议，决定将部队撤到韩家

窑子附近围歼敌人。 随后，

一连战士爬上村西南的高

山，三连战士爬上村东北的

高山，两个连居高临下俯视

全村。不久，日伪特工队出

动。黄厚指挥一连、三连南

北夹击， 向敌人发起猛攻，

日伪军特工队来不及抵抗，

有的被当场击毙，有的四处

逃窜。

这次战斗只用了半个

小时就将敌人全部歼灭，

缴获轻机枪一挺， 掷弹筒

一个， 短枪六支， 步枪24

支，子弹千余发。

解放战争时期， 黄厚

担任绥东军分区司令员，

先后参加指挥了集宁防御

战、包头进攻战、蒙古寺防

御战等重大战役和战斗。

他结合大青山抗日游击战

的特点，组建了白马连队、

红马连队和黑马连队，英

勇无比，远近闻名，被大青

山地区老百姓亲切地称为

“黄团”。 由于绥东军分区

骑兵部队在抗日战争和解

放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

1949年开国大典，白马连队

组成的方队在天安门广场

接受了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李井泉后来回忆大青山抗

日斗争时，感慨地说：“大青

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是内蒙

古抗日战争时期仅有的一

块武装根据地。大青山抗日

斗争取得了辉煌成就，第一

功臣是姚喆同志，第二功臣

是黄厚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黄厚参加了抗美援朝，

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6

军198师副师长，先后参加

了四次战役， 后来负伤回

国。1955年，黄厚被授予大

校军衔，1964年晋升少将，

荣获三级八一勋章、 二级

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

勋章。 他先后担任绥远省

军区察盟军分区司令员，

内蒙古军区平地泉军分区

司令员，乌兰察布盟军分区

司令员，内蒙古军区副参谋

长、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

谋长。“文革”期间，黄厚遭

受迫害。1976年“文革”结

束，黄厚恢复工作，担任内

蒙古军区司令员。1981年，

黄厚离休，享受正兵团级待

遇。1988年7月，中央军委授

予黄厚“中国人民解放军一

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2

年1月11日， 黄厚因病在呼

和浩特逝世，终年79岁。

（呼和浩特市委党校供稿）

现代人过年节目繁

多，吃喝玩乐不亦乐乎。在

宋朝， 虽然也有放鞭炮及

守岁的习俗， 但是有很多

我们想不到的内容。

宋朝有贫有富， 富人

穷奢极欲，穷人一文不名，

鞭炮再为普及， 焰火再为

精巧， 总有一些人是买不

起的。 没有鞭炮怎么过年

呢？只好恢复传统，恢复鞭

炮尚未发明之时的老风

俗，用爆竹来代替鞭炮。

北宋庄绰《鸡肋编》有

云：澧州除夜，家家爆竹，

每发声， 则群儿环呼曰：

“大熟！”如是达旦。

澧州今属湖南常德，

那个地方的贫民买不起鞭

炮， 除夕之夜往火盆里扔

竹竿。 竹竿虽然能发出类

似鞭炮的爆破声， 但其声

音终归不连贯， 隔上三五

分钟，才会发出“啪”的一

声。 守岁的小孩子在火盆

旁边围着， 就为了听到爆

破声，每当听到一次，他们

就兴奋地高喊：“大熟！”

听，竹竿又爆了，恶鬼吓跑

了， 来年的庄稼一定会有

好收成啦！

爆竹好玩， 宋朝人守

岁更好玩。

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

1063年）春节，苏东坡在陕

西当地方官， 不能回乡与

父亲团聚，为抒思乡之情，

曾经写诗三首，分别为《馈

岁》《别岁》与《守岁》，诗前

有一段小序：

岁晚，相与馈问，为馈

岁；酒食相邀，呼为别岁；

至除夜， 达旦不眠， 为守

岁。蜀之风俗如是。

苏东坡的意思是说，

宋朝四川人过年，有馈岁、

别岁、 守岁之风。 所谓馈

岁，是亲邻之间互送年礼；

所谓别岁， 指亲朋好友互

请赴宴；所谓守岁，指的当

然是除夕一夜不睡。

事实上，非但四川有守

岁之风，宋朝各地均是如此，

所不同的只是谁来守岁。

就宋朝大部分地区而

言，除夕守岁的规矩都是小

孩值夜而大人休息。如《武

林旧事》云：“小儿女终夕博

戏不寐， 谓之守岁。”《新编

醉翁谈录》 云：“是夜（除

夕），京师民庶之家，痴儿騃

女多达旦不寐。” 小孩子兴

高采烈， 围着火盆放鞭炮、

吃甜食、耍铜钱，熬一个通

宵，他们的父母却无需如此，

尽可以早早地上床休息。

如此奇俗看似不合情

理，实则大有学问。

第一， 小孩子盼望过

年， 喜欢过年， 吃完年夜

饭，兴奋劲儿刚刚开始，如

果勉强他们上床睡觉，未

必能成功。 而大人们在此

之前整日奔忙， 为过年操

劳了好些天， 到了正月初

一还要四处拜年和迎送宾

客，除夕应该好好休息。

第二，新正拜年，规矩

颇多，小孩子不懂还添乱。

为了不让他们添乱， 最好

让他们大睡一觉。 怎样才

能让他们大睡一觉呢？最

好的方法莫过于诱导他们

去守岁了。

第三，大人出门拜年，

小孩会闹着跟随， 像是带

着孩子到处跟人讨红包。

为了避嫌， 外出拜年最好

不带孩子。 最好的方法仍

然是让孩子熬上一宿，第

二天呼呼大睡。

第四， 从大年初一到

大年初三，朝廷解除禁令，

官街两旁用红漆木栅栏隔

离出一眼望不到边的玩具

摊、糖果摊、小吃摊、游艺

场， 孩子大年初一出来玩

耍， 必定闹着要钱买东买

西。 为了保住钱包里的铜

钱，最好的方法仍然是让孩

子守岁，第二天起不了床。

不过宋朝人很含蓄，

绝对不把这四条“好处”明

明白白解释给孩子听，他

们只是三百年如一日地坚

持向孩子传播一条民谚：

“守冬爷长命， 守岁娘长

命。” 冬至头天晚上不睡

觉，能让爸爸长寿；新正头

天晚上不睡觉， 能让妈妈

长寿。我的小宝贝，你想让

爸爸妈妈多活两年吗？想。

那还不赶快守岁去！

（据《北京青年报》）

◎呼和浩特革命人物輩輳訛

黄 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