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020年7月16日 星期四 战 史责任编辑 /刘曈曈 Tel：010-66720063

地址：北京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发行部电话：（010）66720702 广告部电话：（010）68589818 每周一、二、三、四、五出版 本期售价：0.57元 月订价：12.5元 年订价：150元 本报北京印点：解放军报社印刷厂

反“绞杀战”，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军民协同下，于
1951年 8月至 1952年 6月，为粉碎美国
为首的“联合国军”（以下以“美军”指代）
以摧毁朝鲜北方铁路系统为主要目标的

“绞杀战”（又称“空中封锁交通线战
役”）、保障交通运输而进行的斗争。反

“绞杀战”分 3个阶段：抗击洪水灾害的
同时展开反“绞杀战”（1951年 8月），全
面展开反“绞杀战”（1951年 9月至 12
月），彻底粉碎“绞杀战”（1952年1月至6
月）。美军“绞杀战”有两个主要特征：一
是空袭有重点，二是空袭重点有变化。
志愿军针对这些特征并结合自身实际，
推行贯穿斗争全程的正确行动原则，取
得反“绞杀战”斗争的胜利。

集中兵力，重点防护。在志愿军反
“绞杀战”斗争第一阶段，美军重点轰炸
朝鲜北部铁路线即满浦线（满浦至顺川）
的价川至顺川段，京义线（今首尔至新
义州）的定州至宣川段、黄州至黑桥
段。在第二阶段，又将空中轰炸、封锁
的重点转向位于清川江以南、平壤以北
的 新 安 州 、价 川 、西 浦 铁 路“ 三 角 地
区”。到第三阶段，则将定点封锁改为
机动重点突击，主要轰炸铁路线两端，
封锁物资运输通道。

志愿军针对美军轰炸情况，集中兵
力防护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区段线路和
运输设施。其中，高炮部队第一阶段重
点防护被敌机轰炸的主要铁路线和桥
梁，第二阶段重点防护铁路干线尤其是

“三角地区”铁路线，第三阶段重点防护
车站、桥梁、兵站、仓库等重要设施。空
军部队在第二阶段参战后，重点防护平
壤以北主要交通线，第三阶段重点防护
清川江以北的运输线。铁道抢修部队
第一阶段重点抢修大同江、清川江、沸
流江上被破坏的铁路桥梁和重点区段线
路，第二阶段重点抢修“三角地区”铁路
及东、西清川江和东大同江3座桥梁，第
三阶段重点抢修重要桥梁、车站和地
段。铁道运输部队第一阶段重点是“抢
桥”运输，第二阶段则变为“抢咽喉地区”
运输。

集中兵力、重点防护，是志愿军各部
队在反“绞杀战”期间普遍遵循的行动准
则，在一定时间、空间内最大限度发挥了
战斗力，使行动更具针对性，从而达成目

的。例如，志愿军将高炮部队重点部署在
铁路沿线之后，美军执行“绞杀战”任务的
飞机被击落、击伤的数量明显增加，特别
是其舰载航空兵因惧怕新成川至高原铁
路沿线的高炮力量，将该地区称为“死亡
之谷”，拒绝轰炸这一地区内铁路。

因敌定策，策略制胜。志愿军的作
战方针根据战况变化而变化，而且各军
兵种各有不同。空军第二阶段采取“轮
番作战”的方针，并随战况发展略有微
调：开始仅在空军第 3、4师之间轮换作
战，随后采取以老带新的方式，即由已参
战的部队带领新部队轮换作战，一般每
个轮换间隔有2个至3个师作战，每个师
作战 2个至 3个月即进行轮换。高炮部
队第二阶段实行“集中兵力、重点保卫”
的作战方针，到第三阶段采取“重点保
卫、高度机动”的作战方针。铁道抢修部
队第三阶段采取“以集中对集中，以机动
对机动”的方针。

志愿军参与反“绞杀战”的各部队普
遍遵循作战方针因军兵种而异、因敌情

而变的原则，保证行动的科学性与针对
性，为最终赢得胜利创造条件。例如，志
愿军空军在斗争第二阶段正是采取轮番
作战的方针，使部队不断积累作战经验、
新部队得到锻炼，先后有 5个歼击机师
参战，击落美机72架、击伤25架，我方损
失战机44架、被击伤16架，以弱胜强，取
得优异战绩。

统一部署，协同行动。一方面是斗
争力量的协同，即军民一体，诸军兵种的
协同。志愿军的反“绞杀战”斗争，从整
个过程看，是在空军、高炮部队、铁道兵
部队、工程兵部队、汽车兵部队、后方作
战部队、广大民工和朝鲜人民群众的参
与下展开的，这是宏观上的力量协同。
在具体战斗中，部分军兵种之间的协同
最为普遍，有的是高炮部队、空军部队与
铁道兵部队协同，有的是高炮部队、探照
灯部队、空军部队之间协同等等。例如，
1952年 4月 21日，在安州地区，志愿军
探照灯部队与高炮部队协同作战，击落
1架B-29型轰炸机，使美空军放弃对该

地的空袭。
另一方面是斗争内容的协同，即防

空、抢修、抢运一体推进。高炮部队按照
统一部署，在敌机封锁的重要路段打击
敌机，降低敌空袭命中率。抢修部队在
高炮部队的掩护下，争分夺秒地抢修，为
突击运输创造条件。运输部队在高炮部
队掩护下，充分利用已抢修路段采取战
时运输手段，突击抢运。斗争力量、斗争
内容的协同，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扬长避
短，整体上增强作战力量和行动有效性，
从而达成制胜目的。

总之，志愿军采用以上策略，对反
“绞杀战”斗争实现了整体有效的指导，进
而凝聚作战力量，使作战行动始终保持
在正确、科学的轨道上，最终克敌制胜。
可以说，策略制胜、因敌定策是志愿军反

“绞杀战”斗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方式。

志愿军一场漂亮的反“绞杀战”
■张 陈

藏在土豆下的轰炸机

1961年，美国意图颠覆古巴社会主
义政权的“猪湾事件”失败后，苏联向古
巴派遣驻军，其中包括 42架伊尔-28轰
炸机，以及相关武器、装备和人员等。
为将轰炸机隐蔽运送入古巴，所有轰炸
机都被拆解打包装上货船，人员也随轰
炸机一同出发。

从苏联到古巴的航程长达两周，晕
船和空气不流通，使苏军人员需要到甲
板上透气，但出于保密考虑，每次只能
在晚上允许25人出现在甲板上。

船队航行途中被美国海军的P-2侦
察机跟踪拍照，甲板上的苏军人员便向
美军侦察机投掷土豆。不过，这一行为
很快被上级制止，因为这些土豆下面是
轰炸机和相关武器设备等。土豆要是
扔光了，这些重要的军事物资就会被美
军侦察机发现。

火力强大的“英俊战士”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研制了
一 型 双 发 重 型 战 斗 机 ——“ 英 俊 战
士”。同知名度更高、采用胶合板和胶
水制造的“蚊”式双发战斗机相比，“英
俊战士”采用全金属外壳结构，机体坚
固，适合执行危险的对地攻击任务，也
比在湿热环境下胶水易失去黏性的

“蚊”式更适应太平洋战场的环境。
“英俊战士”的机体下方安装有4门

20毫米机炮，后续改进型增加了 6挺机
枪。除机炮、机枪外，“英俊战士”还可
挂载炸弹、火箭弹和鱼雷，作为攻击机
使用。承担反舰任务的“英俊战士”一
般两架一组，一架挂载火箭弹，压制敌
舰防空火力，掩护另一架“英俊战士”发
射鱼雷。有飞行员回忆说：“每次开火
齐射的后坐力，让人感觉就像停滞在半
空中。”挂载鱼雷的“英俊战士”，其观察
手却未必有这样令人激动的回忆，因鱼
雷只能挂载在机身中线挂架上，挡住了
座椅下的逃生舱门，飞机出现故障时，
如果不扔掉鱼雷，他就会被困在飞机内
与其一同坠毁。

（谢 键）

先发制人，出自《汉书?项籍传》，
意思是战争中的对抗双方，首先发起
进 攻 的 处 于 主 动 地 位 ，可 以 控 制 对
方，后也泛指争取主动，抢先动手制服
对方。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残酷较量，交
战方都希望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赢得胜
利，因而主动出击、先发制人几乎成了
一条兵家通则。不过，2008年的俄格战
争，率先发难的格鲁吉亚却“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2008年7月底，第29届奥运会开幕
在即。格鲁吉亚企图乘时任俄总理普
京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和俄总统梅
德韦杰夫不在莫斯科之机，倾全军之
力，采取“闪击战”方式，快速攻占南奥
塞梯和阿布哈兹。8月8日2时，格地面
部队在空军支援下向南奥塞梯发动大
规模进攻，主攻方向为南奥塞梯首府茨
欣瓦利。10时，格军完成对茨欣瓦利的
合围。14时 40分，格军控制南奥塞梯
大部分地区，并进攻俄驻南奥塞梯维和
部队。

不料，俄军反应迅速，当天 17时就
发起反击。这是俄罗斯联邦独立以来
首次对外用兵，也是其为对抗西方战略
遏制而对毗邻小国实施的一场小规模、
低强度跨境控制战。为形成“牛刀杀
鸡”的不对称作战优势，俄军先后出动

陆军、空军、海军和空降兵等多个军兵
种的作战力量，对格军实施全纵深、多
维度、多方向的联合火力打击和兵力突
击。俄陆军抵达茨欣瓦利外围后，立即
从北、东、西 3面发起围攻，并向敌后
穿插，切断格军退路，还直接威胁格
首都第比利斯。俄空军对第比利斯
军用与民用机场在内的纵深战略目标
进行空袭。俄黑海舰队对格实施全面
海上封锁，断绝其军事物资供应。俄罗
斯还对格鲁吉亚网络展开全面攻击，使
其官方网站瘫痪。截至8月13日，俄军
以 200余人伤亡的代价，毙伤格军 1500
人以上，将格军驱逐出南奥塞梯和阿布
哈兹。

先发制人的谋略思想，始终贯穿着
战争史。随着时代进步、科技发展，现
代战争的速决性特点愈发明显，甚至可
能出现“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战
争即已结束的情况。无论是数次中东
战争，还是以色列抢先出手摧毁伊拉
克、叙利亚核反应堆的行动，包括俄罗
斯出兵叙利亚打击恐怖分子，都是在
先发制人思想的指导下取得显著战
果。然而，任何军事谋略都有其运用的
客观条件，条件不具备时自作聪明，很
可能会自取其辱。

格鲁吉亚在俄格战争中弄巧成拙

的“先发制人”，在战略指导上犯下两大
错误：一是高估北约提供支持的力度，
二是低估俄罗斯捍卫国家安全利益的
能力和决心。

2005年和 2007年两次俄格矛盾，
由于北约支持格鲁吉亚，俄罗斯选择退
让。尝到甜头的时任格总统萨卡什维
利信心暴涨，以为有北约撑腰，俄不敢
出兵。没承想，格进攻南奥塞梯触犯俄
罗斯安全底线，遭俄军强势反击。格又
寄希望于美国出兵或西方斡旋，但美国
乃至整个北约都“露了怯”。事实上，俄
高层对形势早有清醒认识，一直积极备
战。2008年7月，俄军举行针对性极强
的“高加索-2008”军事演习，矛头直指
蠢蠢欲动的格军。通过演习，俄军熟悉
了俄格边境的作战环境，对可能遂行的
快速反击、城市作战和要地夺控等课目
进行演练。美国的俄罗斯问题专家赫
斯伯灵说：“这一演习与他们数周后在
格鲁吉亚的行动一模一样，这场演习完
全就是一场彩排。”主动挑衅这样的对
手，格鲁吉亚最终深切体会到“以卵击
石”的后果。

先发未必能制人
■张 翚 张思斯

研判战局，析害取利。败阵不等
于败局，若要反败为胜，必须分析敌之
要害而增己之利，只要找到支点，随时
可撬动局势逆转。战争实践表明，多
数战斗的胜利通常基于对前期失败经
验的总结而实现。处于败局时，指挥
员应沉着冷静，不能因一时失利放弃
抗争，而要认真分析胜败因果，通过解
析其中利害关系找出于我有利的条
件，伺机再战。张方败退后，部队士气
低落，情势危急。张方不为乱局所
动，分析兵败之原因是士卒忌惮皇权
以致勇武不足，部队实质性损伤不大，
且皇甫商刚刚取胜必无戒备，遂重新
组织作战筹划，为再次实施进攻创造
有利条件。朱可夫敏锐认识到苏军前
期失利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建立纵深
优势的兵力、兵器，无法防御纳粹德军

“闪电”进攻，导致节节败退。有鉴于
此，朱可夫组建预备队，并在纵深和城
市周围实施有效防御，将德军阻挡在
列宁格勒近郊。特别是在1941年9月
13日，朱可夫命令预备队步兵第10师
投入战斗并实施反击，击退风头正劲
的德军，稳住了苏军阵脚。

塑造态势，趋利避害。失利后，若
没有更高明的计谋和举措，即使再战
也难免重蹈覆辙。败中取胜的先决条
件是实现利害关系的转换，为谋取胜
利，指挥员必须重视对作战态势的主
动塑造，力争形成扬长避短的制胜优
势，从而一举扭转颓势、反败为胜。张
方战败后，研判敌方防守较为松懈，只

要能够隐蔽接敌，定能破城而入。于
是他抓住战机秘密前移兵力，并于城
外隐蔽修筑工事，对敌形成优势，大败
皇甫商。列宁格勒被纳粹德军围困达
数百天之久，维持补给是决定战争走
向的“命门”。苏联政府从1941年9月
开始，就向列宁格勒调拨大量物资、装
备和人员。后勤运输方面的努力不仅
彻底挫败希特勒妄图困死列宁格勒军
民的痴心妄想，也为之后苏军反击奠
定坚实基础。

重塑信心，抑害增利。败中取胜
的最大难点，是消除部队因败战而滋
生的恐惧心理，增强必胜信念。正如
克劳塞维茨所言：“物质的原因和结果
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
真正锋利的刀刃。”张方得知士卒因畏
惧皇权而怯战后，反复对将士申明己
方是讨伐逆臣的正义之师，而司马乂
不过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从而鼓舞士
气、激励斗志，有效消除士卒心中疑
虑，为最终反败为胜重塑信心。同样，
纳粹德军的围困激发了苏联军民顽强
的斗志。列宁格勒军民动员起来，在
被围的第一个冬季和春季，即为部队
输送 10万多名新兵。1941年 7月至 9
月，列宁格勒党组织在市内组建10个
民兵师，其中 7个后来改编为正规
师。正是英勇的列宁格勒人民不屈不
挠、艰苦奋战，彻底挫败纳粹德军占领
列宁格勒的战略目标，并将其北方集
团军群始终拖在西北战场，有力支援
其他方向上的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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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例

《百战奇略》败战篇原文为：
凡与敌战，若彼胜我负，未可畏
怯。须思害中之利，当整励器
械，激扬士卒，候彼懈怠而击之，
则胜。法（《孙子兵法?九变篇》）
曰：“因害而患可解也”。

败战篇认为，对敌作战，若
敌方取得胜利而我方遭到失败，
不可畏敌怯战，要寻找有利因
素，整顿武装、激励部队、鼓舞
士气，待敌方因战胜麻痹松懈
时，抓住时机发起进攻，则可取
胜。诚如古代兵法所说：从不利
中能够看到有利因素，祸患就可
消除。

西 晋 太 安 二 年（公 元 303
年），河间王司马颙讨伐长沙王
司马乂，命张方率军南渡黄河进
攻。司马乂命左将军皇甫商率
军抵抗。交战时，张方部将士望
见皇帝乘舆后心生惧意，导致全
军溃败而散。众将士情绪低落，
多数人提议趁夜撤走。张方力
排众议，指出胜败乃兵家常事，
同时恫以威严、晓以利害，重整
士气。是夜，张方部隐蔽进至洛
阳城外七里处构筑工事，而皇甫
商因胜生骄，未做任何防范，待
发现张方兵临城下时，只得匆忙
应战，最终大败而逃。

1940年 12月 18日，希特勒
发布第 21号训令，即“巴巴罗萨
计划”，纳粹德军北方集团军群
按计划将协同芬兰军队攻占列
宁格勒。1941年 9月 8日，北方
集团军群已三面包围列宁格勒。
危急时刻，苏联组建列宁格勒方
面军，由朱可夫任司令。朱可夫
指挥列宁格勒军民顶住德军进
攻，并发动数次反击，稳定局面。
之后，德军转为对列宁格勒实施
长达数月的封锁和空袭，列宁格
勒军民依靠拉多加湖上的运输
线顽强支撑。1943年1月12日，
苏军“火花”反击战役打响，突破
德军封锁线。1944年1月14日，
苏军开始大反攻，至 27日，解除
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包围。

史说新语史说新语

链接历史链接历史

微历史微历史

列宁格勒战役期间的苏军高炮部队列宁格勒战役期间的苏军高炮部队

志愿军高炮部队保护铁路运输线志愿军高炮部队保护铁路运输线

被击毁的格鲁吉亚军队坦克被击毁的格鲁吉亚军队坦克 被俄军击中的格鲁吉亚海军舰艇在港口搁浅被俄军击中的格鲁吉亚海军舰艇在港口搁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