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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说新语

步兵是人类战争史上最早出现的
兵种，至今以步兵为主的陆军仍是决
定战争胜负的核心力量。海湾战争和
科索沃战争后，“陆军无用论”一度甚
嚣尘上，但之后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
汗战争，又使人们对陆军，尤其对步兵
的地位作用又有了新认识。

步兵作战要特别重视地形影响。

“兵因地而强，地因兵而险”。2500 年
前，兵圣孙武就提出筹划作战应“知天
知地”，充分考虑地势高低、路途远近、
险要平坦、广阔狭窄、宜攻或宜守等不
同的地形条件。冷兵器时代，步兵对
抗车兵、骑兵等速度快、冲击力强的兵
种，一般都要借助复杂地形，限制敌方
优势发挥。如果没有有利地形条件，
就要人工构筑工事、障碍。晋军救援
幽州，遭遇契丹大军时，李存审命步兵
砍伐树木设置鹿角阵，结成营寨。契
丹兵难以突破，只得绕寨而过。晋军
寨中万箭齐发，射杀大量敌人。“落锤”
行动中，反美武装也充分利用“地利”
优势。一是利用山高林密的复杂地
形、浓雾天气和夜色掩护，多次成功避
开美军先进侦察器材监视，在美军机
动途中隐蔽设伏或是沿美军无法观测
到的山间小道秘密抵近美军阵地发起
突袭。二是成功翻越陡坡、峭壁等美
军疏于防备的难行之地，出其不意地
出现在美军阵地附近，展开近距离缠
斗，迫使美军难以有效实施空中火力
打击。三是依托有利地形精心选择构
筑伏击阵地，巧妙实施隐蔽伪装，使美
军难以发现和定位，火力打击效果大
打折扣，有效降低自身伤亡。

步兵作战要注重诸军兵种配合。

晋军击败契丹军，是步骑兵配合作战
的结果。冷兵器时代，优秀将领就非
常重视诸兵种配合协作。现代战争是
体系与体系的对抗，更强调发挥诸军
兵种的整体合力。“落锤”行动中，面对
恶劣天气、复杂地形和本土作战、顽强
抵抗的反美武装，美军之所以能够取
得一定战果，没有被阿富汗反美武装
彻底击溃，关键是军兵种配合良好。
美军作战编组在战术分队深度联合，
联合战术空中控制员和联合火力观察
员直接嵌入连排级战斗分队，直接召

唤和引导空地火力进行精确打击，实
现空地一体、立体作战。“凯克提”特遣
队的兵力输送、火力打击、战场救援和
战后撤离等各环节均通过空中机动和
立体突击方式实现。美军以立体攻防
对抗敌平面作战，非对称优势较明显，
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反美武装在战法
上的优势。

步兵作战要重视使用灵活的战术。

步兵部队在面对其他类型的军兵种时，
优势并不明显，这就需要步兵部队在作
战中使用灵活的战术，扬长避短，削弱
敌方优势，充分展现己方特点。“落锤”
行动中，反美武装避实击虚、以弱击
强，战术非常灵活。一是将火力震慑
与精确狙杀相结合。反美武装武器装
备非常落后，但能在战斗中集中火力，
对美军关键目标和有生力量进行火箭
弹齐射，有效震慑敌方。利用美军震
惊慌乱之机精确狙杀，毙伤多名军官，
沉重打击美军士气。二是综合运用小
群多路突袭、近距离贴身缠斗和快打
快撤等战法袭击美军。反美武装编为
班规模的战斗小组，从多个方向对美
军支撑点和直升机着陆场发起“蜂群
攻击”，攻击队形不规则、进攻时间无
规律、攻击手段难预测，贴身缠斗造成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战局面，使美
军难以实施空中火力支援。反美武装
甚至穿着阿富汗安全部队军服偷袭美
军，既迷惑、打击美军，又令美军难辨
敌友，对配合作战的阿富汗安全部队
疑虑重重，降低作战效能。三是主动
出击，转守为攻。反美武装没有坐等
对手清剿，而是趁敌立足未稳，主动出
击、先发制人，全程袭扰、伏击美军，创
造攻守易位的态势，迫敌被动应对，有
效迟滞美军。反美武装的取胜之道体
现了“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作战指导
原则，并展现出新特点，即实施非对称
自主作战，坚持自己打法的同时积极
抑制敌方优势发挥，破坏敌方行动部
署、打乱其作战节奏，不让敌方按熟悉
打法和擅长套路出牌。

《百战奇略》步战篇所附战例为，唐
末五代时期的晋王李存勖麾下大将周德
威在担任幽州（今北京及周边地区）节度
使期间，边备松懈，北方契丹趁机攻占新
州（今河北省涿鹿县涿鹿镇及周边地
区）。周德威试图夺回新州，未果，败归
幽州。契丹乘胜追击，围困幽州超过半
年。晋将李嗣源得到消息，约李存审等
将领，集结 7万兵力前去解围。晋军步
骑配合，先后以鹿角阵、燃草生烟等策略
大败契丹骑兵，解幽州之围。

2011年 6月，美军在阿富汗库纳尔省

瓦塔普尔山谷发起“落锤”行动，以一个
营级规模的“凯克提”特遣队，在空军配
合下，进入山谷清剿当地反美武装，企图
彻底铲除所谓“滋生叛乱的温床”。装备
落后、力量弱小的阿富汗反美武装没有
坐等进攻，而是充分利用天气、地形和本
土作战等优势，灵活运用战法，在掌握美
军技战术特点的基础上打击其薄弱环
节，令美军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美军
“落锤”行动时间由原计划的48小时延长
至7天。美阿联军多人伤亡，尽管最终勉
强达成预定目标，但并未重创反美武装。

合纵、连横是起源于我国战国时

期的战略思想，在当时影响了中国大

一统局面的形成进程，也被之后中国

历朝历代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所借鉴，

至今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历史的发

展证明，在合纵和连横这两个互相具

有对抗性的战略思想之中，连横最终

帮助秦国战胜山东六国（指崤山以东

的楚、齐、燕、赵、韩、魏6个诸侯国），统

一天下，而合纵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保

证六国的安全，但最终没有抵挡住秦

国统一天下的步伐。

合纵连横纵横捭阖。合纵战略由

公孙述、苏秦等倡导，是以组织山东六

国合力抗击秦国为目的而设计的战

略。“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合纵

即为团结整合山东六国的力量建立联

盟，共同应对秦国威胁。

苏秦为使六国合纵结盟，合力抗

秦，先后游说山东六国，从地理、军事、

经济、周边形势等方面详细为六国国君

分析各自的优势、劣势，同时也指出六

国合纵抗秦的益处。如苏秦在劝说燕

文侯时提出，鉴于燕国相对羸弱的国

力，应实行“近交远攻”策略，发展与邻

国关系，保证周边安全，与其他诸侯国

合力抗秦。苏秦在说服赵肃侯时，预测

了秦国的扩张战略，构想利用六国在地

理位置上的优势陷秦国于多线作战的

困境之中。为保证合纵联盟的团结和

行动的有效性，合纵联盟内部还设有惩

罚机制，“诸侯有先背约者，五国共伐

之”，若有诸侯国背弃合纵盟约，其他诸

侯国将以军事打击作为惩罚。

连横战略由张仪倡导，“而衡者，

事一强以攻众弱也”，连横即为分化瓦

解合纵联盟，通过与六国分别结盟破

坏合纵，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逐一

消灭六国，一统天下。

张仪在游说六国、分化合纵联盟

的过程中，注重突出六国各自的弱点

与合纵联盟内部的矛盾。如张仪在说

服魏哀王时，指出魏国乃四战之地，同

时受到楚、韩、赵、齐四国威胁，合纵联

盟内部利益分歧巨大，魏国安全无法

得到保证，秦国的强大实力可使魏国

免受四国威胁。同时，张仪还通过欺

骗手段，利用楚怀王目光短浅、贪图小

利的特点，离间楚国与齐国的关系，使

合纵联盟中的两大强国无法合作形成

合力。

内有隐患的合纵联盟。虽然合纵

战略在保证山东六国的安全方面起到

很大作用，使“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

年”，但仍然被连横战略分化瓦解，六

国接连被秦国灭亡吞并。

首先，山东六国合作基础薄弱，各

有考虑。由于地理位置和国力的不

同，直接面对秦国威胁、国力弱小的魏

国和韩国，同地理上据秦国较远、国力

较强的齐国，它们各自面临的安全压

力是不同的，战略考虑显然也有不同，

对合纵联盟也会产生不同态度。同

时，六国在政治、经济等其他方面的联

系薄弱，整个联盟联系并不紧密，使得

合纵联盟易被瓦解。

其次，联盟内部存在利益冲突。在

当时的情况下，除一些在夹缝中生存的

小诸侯国外，战国七雄无不想要借形势

变化扩张领土、增强实力。合纵联盟内

部各诸侯国也自然将盟国作为扩张的

目标，这不仅与合纵联盟维持现状的要

求相矛盾，也使得盟国之间的矛盾更为

激化，破坏了联盟的团结。

再次，合纵联盟合作机制薄弱。

史书记载，“苏秦为从约长，并相六

国”，苏秦虽为合纵联盟首脑，同时担

任六国丞相，但这也使合纵联盟的维

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苏秦的个人魅

力和能力，以及他与六国国君、重臣的

个人关系。一旦苏秦个人境遇发生变

化，合纵联盟也会受到影响，史书同样

记载“苏秦去赵而从约皆解”，合纵联

盟在苏秦离开赵国后瓦解。

最后，联盟内部惩罚措施单一。

合纵联盟内部的惩罚措施仅有军事打

击一种，转圜余地小，本就在联盟和秦

国之间摇摆不定的诸侯国，很可能在

合纵联盟军事打击的压力之下，为保

证安全彻底倒向秦国。

以实力为后盾的连横战略。连横

战略之所以能够分化瓦解合纵联盟，

首先是因为秦国相比山东六国有着更

为强大的实力，这是连横战略成功的

重要后盾。张仪在游说六国期间，都

以秦国更为强大的实力对六国进行威

胁，逼迫它们与秦国结盟，或是以秦国

强大军力惩罚背叛秦国的诸侯国。如

史书记载，“三岁而魏复背秦而从。秦

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复事秦”，秦国

以强大军事实力逼迫魏国重新服从于

己方。

其次，张仪着重突出六国之间的

矛盾、威胁，淡化秦国的威胁，塑造秦

国可作为弱国依靠的形象。如张仪在

游说魏哀王时，突出魏国与楚国、赵

国、齐国、韩国的矛盾，游说燕昭王时，

突出燕国与赵国之间的矛盾。

再次，采取与六国单独结盟的方

式。合纵联盟由6个诸侯国组成，利益

攸关方多，利益分歧和矛盾也很多。

六国中不存在一个实力大大超过其他

盟国的诸侯国可以成为联盟的支柱，

承担协调解决矛盾，维持联盟团结的

任务。囿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政治

发展程度，合纵内部也不可能建立完

善的争端解决机制和惩罚机制。在连

横战略指导下，秦国采取分别结盟的

方式，秦国的各盟国之间不发生联系，

秦国可充分利用六国间的矛盾为自己

谋取、营造良好的战略环境。同时，这

种单独结盟的方式，降低了维持联盟

的难度，可以较为容易地解决联盟内

部的矛盾。

最后，相比合纵战略，连横战略具

有一定后发优势。连横战略产生于合

纵战略之后，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分化

瓦解合纵联盟，可针对合纵战略的弱

点进行攻击。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谈

到了连横战略的这种后发优势，“夫张

仪之行事甚于苏秦，然世恶苏秦者，以

其先死，而仪振暴其短以扶其说，成其

横道”。

大门不够高，飞机

进不去怎么办

瑞士在上世纪 60 年代引进法
国达索公司研制的“幻影”Ⅲ战斗机
后发现，该型战斗机垂尾顶端，也就
是机体最高的位置，竟然比洞库大
门要高，无法正常进入洞库。

相比改建洞库，对飞机设计进行
修改更为划算。瑞士将“幻影”Ⅲ战
斗机原有的前起落架支柱改为可伸
缩调节的形式。在战斗机经过洞库
大门时，前起落架支柱升高，垂尾高
度降低，正好可以通过洞库大门。

初次交手，一笔糊涂账

B-29“超级堡垒”轰炸机在二
战后期曾使用凝固汽油弹和燃烧弹
对日本本土进行大规模焦土轰炸，
所以日本人称其为“地狱火鸟”。然
而，日本人与“地狱火鸟”的第一次
相遇，双方的交战记录完全是一笔
糊涂账。

1944 年 4月 26 日，日本陆军航
空队第 64 战队队长宫边英夫驾驶
Ki-43“隼”战斗机与美军 444BG大
队的一架 B-29 遭遇。宫边英夫向
B-29 发起攻击，成为第一个向 B-
29发起攻击的日本人。在持续半小
时的战斗中，B-29自卫武器大多被
打坏，只有尾炮手的两挺 12.7 毫米
机枪还可使用，这名叫作哈罗德·拉
纳的尾炮手声称他击落了宫边英夫
驾驶的 Ki-43。宫边英夫则声称他
击中了这架 B-29 的右侧发动机并
使之起火。实际情况是，这架 B-29
带着机身上的 8个弹孔安全返回基
地，宫边英夫也毫发无损地驾驶着
Ki-43返回了基地。

（乌 沃）

德国《亮点》周刊（德国目前最大的
时事社会生活杂志）将苏联的 T-34 坦
克称为纳粹德军在入侵苏联后遇到的一
个“致命惊喜”。一直坚信自己坦克优越
性的纳粹德军，在遇到 T-34 坦克后发
现，他们当时使用的Ⅰ、Ⅱ和Ⅲ号坦克像
玩具一样不堪一击。

T-34是当时最现代化的坦克。倾
斜的正面装甲和低矮的炮塔提升防护性
能。高功率发动机、仅 30吨的车体重量
和更宽的履带使 T-34具备优异的机动
性和越野能力。当时德军的 37毫米反
坦克炮无法击穿 T-34的前装甲。德军
Ⅲ号坦克的 50毫米口径主炮，也只能击
穿T-34车体侧面和后方的装甲。

优异的性能加上出色的指挥，T-34
在战争爆发时的表现优于德军坦克。在
莫斯科保卫战中，操纵T-34坦克的德米
特里·拉夫里年科车组在1941年9月到12
月期间，击毁54辆德军坦克，拉夫里年科
也成为盟军最为出色的坦克车长之一。

T-34简洁而坚固的结构也使大批量
迅速生产坦克成为可能。T-34的产量达
到 84万余量，是二战期间产量最高的坦
克。德军坦克在设计上强调工艺水平，因
而只能由少量专业工人生产，工时较长，限
制了生产规模。

但 T-34也存在缺陷。苏军只有指
挥坦克才装备无线电系统，如果指挥车
被击毁，坦克编组便会与上级失去联系，
而且坦克之间也无法相互通信，这极大

限制T-34坦克部队的协调行动。T-34
坦克的光学瞄准设备也落后于德国同类
产品。忽视质量的大规模生产也导致
T-34故障率很高。在战争开始时，苏军
没有为 T-34配备穿甲效果更好的硬芯
穿甲弹。此外，T-34由车长兼任炮手的
安排也降低了作战效率。在后续改进
中，T-34部分解决了上述问题。

在T-34的压力下，纳粹德国开始研
制新型坦克作为应对。第一个型号是
“虎”式坦克。“虎”式坦克的火力和装甲
全面超越 T-34，但动力、行走系统故障
较多，生产数量也远远落后于T-34。真
正对 T-34 形成威胁的是“豹”式坦克。
“豹”式坦克是针对T-34设计的，但它的
重量达到45吨，机动性上不如T-34。同

时，“豹”式坦克故障率也很高，生产数量
同样也少于T-34。

有很多人认为，德国如果想要复制
T-34的话，易如反掌。采用德国技术的
德国克隆版 T-34 将装备更强大的火
炮，具有更好的操控性，完备的无线电通
信系统和精良的德国光学瞄准设备，战
斗力肯定会超过苏联原版。

但 T-34 上的一些苏联技术，德国
无法复制。德国坦克通常采用汽油发
动机，T-34 采用的则是具有多气门技
术的 12 缸 V 型柴油发动机，动力性能
更为优异。此外，T-34 的发动机重量
轻，因为苏联人使用的是铝合金铸件。
由于缺少铝合金，德国也无法复制这种
设计。

灵活运用步兵克敌制胜

“鹿角阵”破敌与“落锤”行动
■张 翚 陈志龙

百战奇略

《百战奇略》步战篇原文为：凡步兵

与车骑战者，必依丘陵、险阻、林木而战

则胜。若遇平易之道，须用拒马枪为方

阵，步兵在内。马军、步兵分为驻队、战

队。驻队守阵，战队出战；战队守阵，驻

队出战。敌攻我一面，则我两哨出兵，从

旁以掩之；敌攻我两面，我分兵从后以捣

之；敌攻我四面，我为圆阵，分兵四出以

奋击之。敌若败走，以骑兵追之，步兵随

其后，乃必胜之方。法（《六韬》）曰：“步

兵与车骑战者，必依丘陵、险阻；如无险

阻，命我士卒为行马、蒺藜。”

步战篇介绍步兵与车兵、骑兵作战

时应注意把握的一般原则和方法，认为

步兵对抗车兵、骑兵，必须依托复杂地形

才能取胜。如无合适地形可供利用，就

应使用装备器材设置障碍阻挡敌方突

击。另外还要针对敌方不同行动，灵活

运用不同战法克敌制胜。在信息化时

代，尽管情况发生很大变化，但步战篇所

蕴含的机动灵活的步兵作战指导思想仍

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
刘

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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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历史

苏联T-34坦克
纳粹德军的“致命惊喜”—

■刘 晨

链接历史

计谋分析

战例

原典

公元前260年，战国时代形势图

城墙前密集树立的木制防御工事即为鹿角，亦称鹿砦

保存至今的T-34坦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