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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4月4日，美军第1骑兵师第
5骑兵团第 2营的多支分队在巴格达北
部萨德尔城，与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民
兵组织“马赫迪军”展开激战。交战中，
由于指挥、组织不力，该营“科曼奇”红
色排 20名士兵被围困在萨德尔城中心
偏北地区。由7辆美军坦克组成的坦克
分队深入萨德尔城，经一番战斗成功解
救出被围20名美军士兵。

此次救援行动中，美军在面对出
现的各种意外时所表现出的临机反
应能力，值得深入分析和借鉴。

准备充分和装备优势是行动成功
的前提。“科曼奇”红色排发出求救信
号后，美军派出无人机和空中侦察机
进行侦察，发现“科曼奇”红色排防御
严密，人员装备战斗力尚存，虽然处于

“马赫迪军”控制区域内，但短时间内
没有危险。这一情报通过营指挥网传
送至指挥部。事后证明，这一情报对
于美军开展救援行动发挥了重要作
用。正因得知红色排战力尚存，美军
得以从容制订救援计划，采取更为慎
重和稳妥的行动。

受萨德尔城内狭窄街道和各类建
筑物布局的限制，美军坦克分队无法保
持以排为单位的固定战斗序列，这就要
求作战单元之间能够快速、及时进行通
信联络，因此救援全程基于连指挥网而
非排指挥网实施。一方面，当装备有
RPG火箭筒的“马赫迪军”接近时，美军
各坦克之间可以直接相互提醒，无需将
信息从排指挥网转发到连指挥网。另
一方面，指挥员也可通过连指挥网与部
队联络及时了解战况，确定下一步战斗
行动。

高效通信保障同时确保坦克分队
与上级的联络不间断。救援过程中，参
谋人员不仅将“科曼奇”红色排的被困
位置准确通报给救援部队，而且能够及

时通报友邻部队位置及情况，便于指挥
员随时调整火力，降低误伤风险。3小
时的救援行动，美军各部队之间没有发
生误伤事故。

正确战术手段是行动成功的关键。2
营C连蓝色排作为快速反应部队，在接
到求援信号10分钟后即从基地出发，先
是沿“埃洛斯”路向东北方向，然后沿

“佛罗里达”路向西北方向，最后沿“德
尔塔”路向东北方向前进，以期快速抵
达“科曼奇”红色排被困地点。

其间，蓝色排得到了C连红色排“红
色 1号”“红色 4号”两辆坦克及“十字军
6G”共 3辆坦克的加强，组成一个加强
排，前往救援“科曼奇”红色排。

蓝色排救援途中，当遭遇道路两侧
“马赫迪军”轻武器火力袭扰时，美军即
用车载12.7毫米机枪压制敌火力以确保
坦克分队正常行军。当遭遇火箭弹袭

击时，位于坦克队列之首的“红色 1号”
用坦克炮发射高爆弹，对火箭弹发射点
进行火力压制。美军强大火力迫使“马
赫迪军”转入小巷、商店和单层建筑屋
顶等隐蔽角落进行袭扰，火力杀伤效果
因此大打折扣，未对美军人员、装备造
成实质损伤。

当蓝色排进至萨德尔警察局以北
时，由于路灯及建筑物较多，所有坦克
被迫以一路纵队行进，坦克炮塔亦无
法向两侧转动，坦克分队侧翼暴露，美
军临机决定打开坦克舱盖作战。

“红色 1号”和其后的“蓝色 1号”
打开舱盖，由坦克车长和装填手以车
载 12.7毫米机枪和轻武器对坦克分队
侧翼提供火力掩护。在美军持续的火
力压制下，“马赫迪军”无法在建筑物
高处对美军坦克实施密集攻击，来自
地面的平行射击又无法威胁到出舱射

击的坦克乘员，蓝色排得以顺利通过。
指挥员专业的指挥和处置是行动

成功的保证。此次救援行动中，指挥蓝
色排的 2营 C连上尉连长约翰?C?摩尔
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便于指挥，摩尔将配备有 2部电
台“蓝色 1号”坦克作为指挥车，该车可
分别接入营、连指挥网，能与上级指挥
员直接通话、与友邻部队随时联系。同
时，为方便观察和及时掌握战场态势，
摩尔将“蓝色1号”编入坦克攻击队形前
部，确保指挥通畅及时。

坦克分队行进中，摩尔根据敌情和
地形变化随时指挥坦克分队变换队形，
同时由于交战区域内有大量非军事人
员，摩尔时刻关注和确定需要攻击的目
标，并不断重新分配火力。

当蓝色排突破“马赫迪军”重重封
锁到达“科曼奇”红色排所在位置后，
摩尔立即命令 4辆坦克负责外围警戒、
两辆坦克负责中心部分和后方安全。

在此期间，“马赫迪军”从美军北侧
利用汽车和卡车先后发起 3次进攻，均
被负责防御的“蓝色 3号”和“蓝色 4号”
坦克击毁。之后，摩尔召唤 C连另一辆
坦克“铁拳 6号”赶来支援，补充坦克分
队消耗殆尽的各型弹药。

确保安全后，摩尔跑至“科曼奇”红
色排临时防御阵地，指挥红色排清点人
员、装备，将伤员装上“蓝色 1号”坦克，
用车辆清理阻挡撤退路线的卡车残骸，
从制订撤离计划、下达命令、救助伤员、
清理小巷直至准备撤离，用时约 30分
钟。随后，摩尔指挥部队沿“德尔塔”路
东北方向机动，又转向东南上“白银”
路，最终将红色排安全护送至营地。

一部反映中央苏区“扩红”时期父
送子、妻送郎、八子同时上战场的电影
《八子》，目前正在江西省瑞金市加紧
拍摄。

该片根据“八子参军”这一赣南革
命老区流传已久的真实故事改编。当
年，中央苏区瑞金下肖区七堡乡农民杨
荣显一家八兄弟争当红军、最后全部在
革命战争中壮烈牺牲。类似的故事在
苏区还有很多，如瑞金叶坪乡黄沙村华
屋村民小组，当年仅有 43户人家，却有
17名青年加入红军。这 17名红军战士
同杨荣显家八兄弟一样，也都先后牺牲
在长征途中。

据史料记载，上世纪 30年代初，为
打破敌人所谓“围剿”，中央苏区多次
开展大规模“扩红”运动。据不完全统
计，仅赣南 13个县，参加红军的人数就
累计达 33.1万余人，这与我党我军和
苏区各级政府有力的“扩红”工作是分
不开的。

“扩红”工作中，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临时中央政府、红军和苏区地方政
府在宣传动员工作中，联系苏区群众
在土地革命前后截然不同的境况，充
分讲清参加红军、保卫苏维埃政权、保

卫土地革命胜利成果的重大意义，讲
清参加红军是每个苏区群众义不容辞
的责任，激发广大翻身农民参加红军
的革命热情。

同时组织“扩红”宣传队，深入田间
地头、工厂作坊、街道圩场、屋场家庭，
采取口头演讲、化装演讲、戏剧歌舞表
演和标语、传单、漫画、墙报、黑板报等
形式，进行宣传发动。充分利用《红色
中华》《青年实话》《红星》等各种新闻报
刊，大量报道宣传各地“扩红”情况、先
进典型和苏区群众踊跃报名参加红军
的动人事迹。

在苏区的“扩红”宣传动员工作中，
各类群众团体尤其是妇女组织、少先
队、儿童团等组织发挥了突出作用。苏
区各地，到处涌现妻子劝郎、父母劝子、
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场面。

此外，根据地创建之初，苏区各地
党和政府就十分重视做好优待红军和
红军家属的工作。

1931年 11月召开的第一次苏维埃
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工农红军
优待条例》，使优待红军和红军家属工
作有了法律保障。这部条例共 18条，
对优待红军及其家属的政策作了详尽

规定。如红军及其家属与其他贫苦农
民一样分得土地、山林、水塘，外地红
军战士应分得红军公田，各级苏维埃
政府应做好优待红军家属工作,保护红
军婚姻等等。

1934年 1至 2月间，中共中央、苏
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又连续颁布《关
于优待红军家属的决定》《优待红军家
属礼拜六条例》《优待红军家属耕田队
条例》。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中
央领导和中央各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带
头执行“优红”条例，积极参加优待红军
家属活动，帮助军烈属砍柴、挑水、耕
田，促进各项优待红军条例的落实。

“扩红”工作的顺利展开与落实，使
得红军队伍能够不断发展壮大，为之后
取得战略大转移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
实的组织基础。

（作者系江西省瑞金市人武部政治
委员）

“金马刺之战”

公元 1300年，法国国王腓力四
世将佛兰德斯伯国（今荷兰的一部
分）并入法国。但由于法国的横征暴
敛，佛兰德斯贵族和平民均对法国产
生不满。1302年，佛兰德斯的布鲁
日、根特等地爆发起义。

腓力四世派出由 2500名贵族骑
兵、1000名弩兵、1000名矛兵和部分
轻步兵组成，总人数不超过 7000人
的部队前往佛兰德斯“平叛”。

佛兰德斯起义军与法军在要塞
城市科特赖克城外展开激烈战斗。
起初，职业化的法国步兵相比市民、
工匠组成的佛兰德斯起义军拥有巨
大优势，逐渐占据上风。而此时法军
主帅命令步兵退后，骑兵冲锋，却导
致法军大败。

佛兰德斯起义军装备一种叫作
刺槌的武器，这种武器在木杆顶端安
装有圆筒状铁锤头，锤头正上方安装
一个厚重结实的四棱铁锥，不仅可以
用于砸击，还可以刺穿铠甲，使得缺
乏训练的佛兰德斯起义军能够对抗
法国贵族骑兵。再加上当地小溪、沟
壑遍布，不利于骑兵作战，最终法国
贵族骑兵被佛兰德斯起义军击败，上
千法国骑兵阵亡。佛兰德斯起义军
在战场上缴获了 500副法国贵族骑
兵使用的金马刺，所以这场战役也被
称为“金马刺之战”。

卢象升斩首马翩翩

曾任明朝太子太师、兵部尚书的
卢象升，虽是文士却精通军事。在研
究古代名臣名将方略的同时，也喜好
练习骑射武功。卢象升皮肤白皙、身
形偏瘦，却身手矫健，不输于武人，他
箭术高超，50步内每射必中。卢象
升练武使用的大刀重达140斤，至今
仍保存在其故居内。

卢象升不仅武艺高强，也具备武
将所需的机敏果断。当时有一个名
叫马翩翩的匪首，率领400余部众为
害齐、鲁、燕、晋等地，各地官府无良
策镇压。卢象升则率领民壮，找准马
翩翩落单的机会，实施“斩首行动”，
一举将其抓获。为防止事态生变，卢
象升立即决定将马翩翩斩首，其部众
也随之溃散。

（王旭光 吕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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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战奇略》寡战篇原文为：
凡战，若以寡胜众，必以日暮，或
伏于深草，或邀于险路，战则必
胜。法曰：“用少者务隘。”（语出
《吴子?应变第五》）。

寡战篇大意为：凡是作战，
如果要以少胜多，应选在黄昏
时，或在草林深处用伏兵，或在
狭窄险要地方拦击敌人，这样才
能取得胜利。正如古代兵法所
言：兵力少的部队作战，一定要
利用狭窄险要地形打伏击战。

寡战篇所附战例为，公元
537年东魏大将高欢带兵进犯西
魏，宇文泰率西魏军渡过渭河到
达沙苑进行防御。由于己寡敌
众，宇文泰听从部将建议，进抵渭
曲，背靠渭水设下埋伏。黄昏时，
东魏军到达渭曲，他们见西魏军
兵少，争相冲锋，战斗队形大乱。
待东魏军进入埋伏区，宇文泰下
令擂鼓，部队立即出击，西魏军主
力正面同东魏军交战，左、右两翼
则出击包抄，大败敌军。

1939年 11月 4日，被日本
政、军界称为“名将之花”的阿部
规秀率大批兵力，对我太行山区
进行“扫荡”。晋察冀军区一分
区司令员杨成武决定利用黄土
岭一带复杂地形将部队隐蔽起
来，形成四面合围的埋伏圈。
11月 7日拂晓，日军开始向黄土
岭运动。15时，日军全部进入我
设伏地域。我军迅速出击，1团
迎头阻击，2团和 3团从西、南、
北三面包围，把日军紧紧压缩在
2千米长、200米宽的山谷里。黄
昏时分，我军四面夹击，日军尸
横遍野，阿部规秀也被我军炸
毙，直接导致日军“华北扫荡计
划”彻底破产。

寡战篇是众战篇的姊妹篇，与众
战篇要求于平坦开阔处指挥部队作
战不同，寡战篇强调要充分选择并利
用夜暗、地险等时机和战场环境，或
设伏、或截击，形成众寡、优劣的转
化，克敌制胜。该篇引用自《吴子?应
变第五》的“用少者务隘”，是战争中
以少胜多的重要指导原则。

选择合适时机和地形保存自己是
前提。以寡敌众，逞匹夫之勇，显然不
是明智的选择。在人数、兵器不占优
势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保存己方有生
力量是根本前提。最好的办法就是选
择隐蔽、险要地形进行埋伏，因山岳丛
林、深沟危壑之地可以最大限度限制
敌大部队兵力的展开，削弱敌兵力优
势。而对于机动灵活便于指挥的己方
部队来说，隐蔽、险要地形又是不可多
得的天然屏障，不仅可以有效保护自
己，还可以不断骚扰敌人，将其拖垮。
公元前 480年，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
斯率300名斯巴达勇士坚守一面靠大
海、一面临峭壁的温泉关，阻挡了几十
倍于己的波斯大军，杀敌近2万人，直
到被波斯军队抄袭后路全部阵亡。当
然，除选择隘地外，设伏时间同样是不
可忽视的因素，“必以日暮”意指利用
暗淡光线更好地隐蔽自己，更大程度
地迷惑敌人，敌人进入狭窄地形后，兵
力难以展开，加之光线暗淡不辨方向，
此时趁其不利、不便而攻之，岂有不胜
之理。

运用多种战术手段出敌不意是
核心。寡战篇主张以埋伏取胜，而占
据有利地形把“门”关紧后，如何“捉
贼”也是一门学问。无论是西魏军的
正面迎击结合左右突击，还是我军的
诱敌深入、四面夹击，都是通过出敌不
意的攻击以少胜多。历史上著名的包
围战中，也不乏分割围歼、围点打援、
断绝粮路、掌握主动等经典战术，攻其
不备无一例外都是核心要求，也是寡

战的灵魂。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
面对数十倍于己、来势汹汹的国民党
军，正是因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完全
放弃灵活机动、出敌不意的战术，用所
谓“正规”阵地战与强敌抗衡，完全暴
露自身实力与意图，才使红军被动挨
打，被迫退出根据地。需要强调的是，
信息化条件下战场“透明度”大大提
高，军队部署和行动随时处于监控之
中，仅凭夜暗和复杂地形是无法隐蔽
真实企图的。这就要求指挥员要敢于
打破条条框框，运用多种方法以更好
地隐蔽真实企图，从而想方设法对强
敌形成包围之势并一举歼灭。

讲究“势”的变化是最终意图。
势者，因利而制权也。从古至今，无
数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中无不以追
求“势”的变化为最高境界，本质就
是 在 局 部 时 间 、有 限 空 间 内 完 成

“众”与“寡”的相对转化，这也是寡
战的最终目的，其真谛是“敌分而我
专”。“敌分”就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条
件使敌人分散兵力，而我则集中兵
力，这样虽然在总体上是我寡而敌
众，但在局部、具体的战斗上则是我
众而敌寡的有利态势，随着时间的
推移和形势的变化，我就由寡转变
为众，敌则由众转变为寡，最后完全
扭转战局。宇文泰指挥西魏军“绝
其军为二”，从中间把敌截为两段，
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这样西魏军在
每段都具备兵力优势，分而胜之。
黄土岭战役中，八路军将日军紧紧
压 缩 在 一 个 狭 长 山 谷 后 再 四 面 夹
击，形成对被围日军的绝对优势。
毛泽东关于战略上的内线和战役战
术上的外线，战略上的持久和战役
战术上的速决，战略上的分散和战
役战术上的集中等理论与实践，更
是对寡战中“势”的变化作了淋漓尽
致的发挥，为中国革命战争取得胜
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黄土岭战役黄土岭战役，，我军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我军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图为当时日本图为当时日本《《朝日新闻朝日新闻》》的报道的报道

■苏 波 杨松坡

坦克突击入城拯救“骑兵”
美军萨德尔城救援行动

史说新语史说新语

微历史微历史

■刘 波

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参军
—中央苏区的“扩红”运动

链接历史链接历史

““扩红扩红””运动为红军后来的战略大转移奠定了组织基础运动为红军后来的战略大转移奠定了组织基础

在救援在救援““科曼奇科曼奇””红色排的行动中红色排的行动中，，美军坦克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军坦克发挥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