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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制度使苏军兵源不断
当然， 这个新成立的师在战斗力方面肯定不如刚开赴前

线的那个师， 但它毕竟是一个师。 这名新师长是一位训练有
素、经验丰富的军官，而且多年来一直在部队一线工作，充当
一位真正作战师师长的替代角色。 那些担任团长、营长和连长
的军官也都是现役作战军官，而非预备役人员。 这些军官平常
与现役士兵和新式武器装备打交道， 参加过严格的军事训练
和演习，个人军事技能过硬，拥有丰富的管理经验。 此外，这个
新成立师的全部军官，从师长一直到连长，彼此共事多年，十
分熟悉，保证了新指挥机构的高效运转。

那么，这个新成立师的武器装备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个问
题很简单。 这些“隐形部队”使用的都是老式武器。 例如，当苏
军炮兵开始改装自行火炮时， 替换下来的老式牵引式火炮肯
定不会被全部当作废钢铁熔化掉，它们会被封存起来，供“隐
形部队”使用。 这些“隐形部队”都是使用老式装备的部队，它
们没有精密的武器装备，平时维护经费极其低廉，但是在关键
时刻，他们可以以惊人的数量增援那些装备新式武器的师。 可
以说，正是这个制度拯救了苏联，使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始
终保持着源源不断的兵力来源。 （据新华网）

1949年的双清别墅

毛泽东在六角红亭读报的珍贵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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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香山公园东门往西南走， 山坡上有一座
极为幽静别致的庭院，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这
就是双清别墅。院内有个几十米见方的池塘，池
中水清澈见底， 五颜六色的金鱼在水中自由嬉
戏。 池塘边，一棵高大的银杏树似顶华盖，为树
下的一座红色的六角亭提供了清凉的树荫。 六
角红亭的北侧，是一排坐北朝南、红窗白墙的清
代风格房屋，

1949

年
3

月
25

日中共中央从西柏
坡迁至北平后， 毛泽东就在这里工作生活了半
年。如今，毛泽东当年在此居住时的陈设仍旧摆
在那里，那些墙上挂着的大幅作战态势图、宽大
的木板床、衣架上打着补丁的中山装、床下磨出
洞的皮拖鞋等简朴物件，都在默默诉说着历史。

1949

年
4

月
21

日，在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
中共代表团提交的《国内和平协定

(

最后修正
案

)

》后，毛泽东、朱德在双清别墅签发命令，指
挥百万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挥师南下， 向全国
进军。

4

月
24

日上午，陈毅给毛泽东打来电话，

报告说我人民解放军已经进驻南京“总统府”。

收到这个捷报，一夜未眠的毛泽东睡意全无，兴
奋之情溢于言表。历经艰苦鏖战，现如今蒋介石
的老巢已经被我攻占， 国民党反动派的日子已
经不多了。 这巨大的好消息让毛泽东不由得诗
兴大发。 他慢慢走出房间，沐浴着和暖的阳光，

在院子里慢慢地踱来踱去， 嘴里也不断吟诵着
即兴创作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就在这时，秘书兴冲冲地走来，递给他一张
刚刚出版的《人民日报》号外，说是南京解放的
捷报。毛泽东接过报纸，坐在六角红亭边的一把
椅子上，从头到尾认真阅读起来。

碰巧的是，那天，一直跟随中共中央执行摄
影任务的徐肖冰也在现场。 看到毛泽东在院子
内漫步沉思， 他就在构思用什么样的角度抓拍
一张照片，记录下这难得的场景，可又怕打扰了
首长的思路，就没敢轻举妄动。当毛泽东坐下来
聚精会神地读报纸的时候， 职业的敏感让徐肖
冰立即认识到， 这是一个绝佳的拍摄机会。 于
是，他选好位置，调好光圈，悄悄地按下快门，拍
下了毛泽东阅读报纸的镜头。 快门的“咔嚓”声
还是惊动了毛泽东，他抬起头来，朝徐肖冰微微
笑了笑，又埋头读起了报纸。

就这样， 毛泽东在双清别墅六角红亭边读
报纸的珍贵历史瞬间保留了下来， 让全国人民
永远地记住了那个非常时刻。照片上，毛泽东神
情凝重，深邃的目光仿佛穿透了报纸，在直视着
渡过长江的百万大军。 手中的报纸上，“南京解
放”四个大字标题赫然醒目，明白地告诉了人们
何时何地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现在，这张令徐肖冰感到最满意、最有意义
的历史照片就一直摆在双清别墅显眼的位置，

自
2011

年
6

月双清别墅重新改造后，展室内这
幅照片已换成一幅大型锻铜浮雕。 （李国红）

苏联“隐形部队”

二战中多次重创德国

“隐形部队”二战中拯救苏联
69

年前仲夏的那个不眠之夜， 纳粹德国发动了
世界军事史上最大规模的闪电战， 从列宁格勒到乌
克兰，德军几百万军队长驱直入，毫无准备的苏军成

千上万地被分割包围。 然而令德军百思不得其解的
是，苏军非但没有被迅速消灭，反而越打越多，魔术
般地组建了无数新的师团，粉碎了德军的如意算盘。

越打越多的苏军
为了发动对苏联的突然袭击，德军作了充分的战

争准备。德军统帅部在
1940

年
12

月就发布了未来对
苏战略行动计划，该计划中含有一份对苏联红军战斗
力评价的附录， 它是根据德军情报部门提供的材料，

经过综合分析编写的。附录中，德军将领们普遍认为，

苏联国防军虽然拥有
182

个师（包括步兵师、坦克师、

摩托化师和骑兵师）的庞大兵力，但由于日本关东军
在苏联亚洲边界上陈兵百万， 必须在远东地区保留
41

个师，在西部战线只有
141

个师可用来对德作战。

因此，德军最初的战略构想，就是在短时间内将苏军
的

141

个师全部消灭或重创，进而攻占莫斯科，饮马
伏尔加河。

1941

年
6

月
22

日，炽热的炮火映红了黎明前的
天空，纳粹的铁蹄踏上了苏联的领土。对德军来说，战
争初期的发展态势是再好不过了。 最初几小时内，数

以千计的德军飞机猛烈轰炸了苏联机场，难以计数的
苏军坦克和火炮甚至还来不及从仓库内运出即遭摧
毁。在战争的头几天，苏军整师、整军的部队被德军包
围消灭，甚至连整个集团军也不能幸免。 胜利的钟声
似乎已经为德国人敲响了。 然而，面对一眼望不到头的苏
军俘虏队伍，头脑清醒的德军将领们开始感到一筹莫展了。

一名德国将军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过低估计了他们
的力量，经过对俘虏的仔细甄别，现在被我们发现和
识别出来的师已经有

360

个了！ ”德军
153

个师再加
上附从国的

37

个师，总共只有
190

个师，即使在战局对他
们最有利的情况下，也无法消灭全部苏联红军。 况且，这名
德军将军谈到的还只是当时在西部地域作战属于第一梯
队的苏军师。第二梯队还有多少个师呢？第三梯队又
有多少个师呢？ 经过几次大规模的会战以后，为什么
苏军的数量没有减少，反而神奇般地恢复了呢。

不为人知的“隐形部队”

其实，德军将领们之所以困惑，在于他们只是机
械计算了苏军编制序列中的部队，而对苏军“隐形部
队”的存在一无所知。 苏联红军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
即开始秘密采用“隐形部队”制度，它高效、可靠，而
且几乎用不着什么物质资源。 该制度能使一个师在
一夜之间变成两个师， 它使苏军总参谋部在极短的
时间内，就将师的数目整整翻一番。

二战时期部队的组建主要取决于人员和装备，

其中以指挥机构的组建最为关键。 以一个普通的苏
军步兵师为例。平时这个师有两名副师长，一名履行
日常职责， 另一名除了参加正常的训练战备工作以
外，还有一个秘密头衔———“隐形部队的师长”；师副

参谋长同样有两个，其中一名也有秘密头衔，即“隐
形部队的师参谋长”；依此类推，每个团、每个营、每
个连，甚至小到排班情况都是如此。 可见，每个师都
有另一套完整的指挥机构作为备份。

当战争爆发，这个步兵师接到命令，立即开赴前
线的时候，这个师就只带一个副师长，也就是那个履
行日常职责的副师长，而另一名“隐形部队的师长”则依
然留在驻地。同样，从团到排，整个师一级的备份指挥机构
也都留了下来。 他们的秘密头衔现在公开了，“隐形部队”

终于浮出水面。这个新成立的师于
24

小时以内，即可得到
1.8

万名预备役士兵的补充。 老部队刚刚开拔，空闲
的军营很快就被新成立部队进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