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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明敌情后正确应对。受战旨在
阐述被敌包围形势下作战应注意的原
则，强调面对敌众我寡的被动局面，要
正视危险情况，下决心紧缩阵地，集中
兵力抗击。在敌众我寡、被敌包围的
不利态势下，是坚决突围，还是撤退逃
走，战略决策事关全局，必须慎之又
慎。因此受战篇原文为“不可轻易遁
去”，而非绝对不可遁去。我方应认真
分析形势，从实际出发，根据敌情、我
情、地形等各方面情况，找到对手的薄
弱环节，打得赢就打，而当实际条件和
能力不足时，则打不赢就走，不可一概
而论。尔朱兆军几乎是高欢兵力的 7
倍，但高欢敏锐地发现了敌内部分歧
和缺乏统一指挥的致命弱点，针对性
采取先攻一路、各个击破的战法，从而
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反包围作战成功战
例。而在延安保卫战中，毛泽东从全
国战局的进展和敌我军事力量对比的
角度分析后，作出了中共中央机关和
部队主动撤离延安的决策，使西北野
战军轻装上阵，打起仗来主动灵活、游
刃有余。

发挥高超的指挥艺术。受战不仅
指要有受围的准备，还强调受围后如
何反击制胜，因此即便被围，也应积极
地“受”，想方设法变被动为主动，化解
被围困境。不讲究技巧一味被动死
守，显然价值不大。“三军之众，可使必
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面对被围，
必须正视和承认实际面临的压力，在
此基础上，奇正、虚实就是应对压力应
采用的策略。受战提出的布列环形阵
地是其中一种手段，需要指挥员发挥

高超的指挥艺术，综合运用各种战术
手段灵活指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中，苏军采取防中有攻、防御和攻击相
结合的战略战术，利用城区纵横交错
的街道构筑大量反坦克堑壕、雷场和
街垒，使擅长野战的纳粹德军坦克部
队无法施展快速突击能力，火力优势
难以发挥，只能依靠步兵与苏军进行
巷战。如此，在兵力、武器方面处于劣
势的苏军逐渐夺回战场主动权，最终
以劣胜优、以弱胜强。

激发将士死战的斗志。“受战”就是
被迫接受作战，处于被动本身不可怕，
可怕的是在被动中丧失信心。战争实
践经验证明，被敌包围时，军心士气是
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身处绝境，
只有上下一心，燃起同仇敌忾、奋力死
战的斗志，才能于绝境中闯出一条生
路。首先，要军民一致，将士一心，受围
后敌必想尽一切办法动摇和涣散我方
士气，此时，主帅要让将士明白唯有拼
死一战才有出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中，苏军和斯大林格勒市民表现出“一
步也不后退”的大无畏精神，使纳粹德
军在苏联战场上处处碰壁，加速了其
覆灭。其次，主将要作好表率，冲锋在
前。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德军主将
鲍罗斯的司令部设在距前线150公里
外的小镇别墅，而苏军主将崔可夫的
司令部距前沿仅400米，但他誓言，决
不会渡河撤退。第三，内部要团结一
致，相互支援，在反攻作战阶段，苏军
仓库和野战医院均紧随部队推进，进
行有效保障，各方面军和集团军相互支
援，形成了共同抗敌的合力。

百战奇略百战奇略原 典

计谋分析

战 例

《百战奇略》受战篇原文为：
凡战，若敌众我寡，暴来围我，须
相察众寡、虚实之形，不可轻易
遁去，恐为尾击。当圆阵外向，
受敌之围，虽有缺处，我自塞之，
以坚士卒心。四面奋击，必获其
利。法（《司马法?用众第五》）
曰：“敌若众，则相众而受敌。”

受战篇认为，大凡在作战
中，若敌众我寡，敌突然对我实施
包围，我方应认真察看敌人兵力、
虚实等情况，不可轻易退走，以防
被敌尾随追击。应当将队伍布列
成环形阵地以迎战敌人的围攻，
虽敌留有缺处，我军应自己把它
堵塞，以此坚定士卒拼死一战的
决心，奋击围攻之敌，这样一定能
获得胜利。诚如古代兵法所说：

“敌人如果兵力众多，就要在察明
敌情后，准备在可能被包围的情
况下迎战敌人。”

北 魏 普 泰 元 年（公 元 531
年）春，高欢率兵讨伐并州刺史
尔朱兆。次年春，高欢攻占邺城
（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尔朱兆调
集 20万人企图四路会师于邺城
以围攻高欢军。在敌方兵力数
倍于己的情况下，高欢将部队依
托韩陵山布列成环形阵地，并将
牛 驴 拴 连 在 一 起 拦 住 部 队 退
路。如此，全军将士都下定决心
拼死一战。高欢挑选精锐步骑
兵从阵地中央突然冲出，向围攻
之敌发起迅猛袭击，最终击败尔
朱兆军。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
对苏联不宣而战。1942年夏，纳
粹德军计划在最短时间内攻占
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地区。苏
联最高统帅部决定坚守斯大林
格勒，于7月12日组建斯大林格
勒方面军。1942年 7月 17日至
1943年 2月 2日，斯大林格勒保
卫战先后经历纳粹德军的大规
模轰炸、纳粹德军攻入市区、巷
战和苏联红军合围等阶段，苏联
最终取得歼敌 66个师约 150万
人的胜利，纳粹德军被迫由战略
进攻转入战略防御。

20世纪中叶，冷战开启了美苏两个
超级大国间的全面较量，其中既有不断
升级的军备竞赛，也包括激烈的外交博
弈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相对其他
领域的对抗，始于 20世纪 60年代初的

“粮食战争”鲜为人知，却为美苏争霸时
代的终结埋下伏笔。

产量不足 受制于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极格局
诞生，双方均拥有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基
础，在国际舞台持续对抗。

“发家史”的相异，让两国对粮食安
全的认识差别很大。起家于“战争财”
的美国，将粮食贸易作为外交手段来控
制反美集团，当时的国务卿基辛格曾表
示 ，“ 谁 控 制 了 粮 食 ，谁 就 控 制 了 人
类”。而从战火中走向强大的苏联虽拥
有全世界最多的耕地资源，却因斯大林
将成为超级工业化国家作为发展目标，
使农业成为“配套产业”。

为集中优势力量在工业领域与西
方竞争，斯大林在农业领域推广工业领
域的经验，建立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
要求土地、生产工具和牲畜国有化。这
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
性。自20世纪40年代起，苏联粮食产量
逐年下降。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苏
联农业产量仅为 1940年的 40%。新任
总书记赫鲁晓夫意识到，粮食已成为苏
联国家安全的软肋。

在新领导人推动下，苏联国内展开
轰轰烈烈的拓荒农耕运动，粮食产量在
5年内增加近 6000万吨。因未触及国
有化和生产工具公有化等核心问题，农
业出现复苏迹象后又陷入低增长率的

怪圈。同时，不注重可持续发展的大规
模垦荒也造成土地肥力下降，1962年
起，粮食出现歉收。曾占据世界粮食出
口总量 45%的苏联，出现了第一次粮食
危机。

“牛奶和面包”最终逼迫赫鲁晓夫
动用黄金储备进口粮食。美国则趁火
打劫，要求苏联低价出口石油以换取
1200万吨粮食出口援助。此举从粮食
和能源两大领域卡住苏联要害，大量低
价抛售的原油致使苏联能源经济遭受
重创。

勃列日涅夫掌权后，更加重视重工
业，在粮食问题上延用拓荒生产和外购
模式。

粮食进口 治标不治本

20世纪 70年代，苏联粮食连年歉
收，特别是1972年的自然灾害加大其粮
食缺口，苏联不得不停止向加盟共和国
提供谷物，国内面粉市场也出现断供。

“吃一堑长一智”，为避免重蹈覆
辙，苏联动用国家资源开展粮食抢购

“暗战”。一方面，外交部对外宣称，苏
联将于 1972年迎来近 20年的最大丰
收。另一方面，美情报机构也闹出一个
大大的“乌龙”，其搜集的卫星图片显
示，苏联各个产粮区“到处都是金灿灿
的麦田”，坐实了苏联的宣传。

上述消息引发美国各地粮商抛售
囤积的粮食。苏联还暗中通过美大
陆谷物公司等商业公司向美农业部
发起游说，各路采购员以低价从美国
和 其 他 西 方 国 家 分 批 买 走 大 量 粮
食。资料显示，这段时期，苏联低价
采购粮食近 3000万吨，苏联粮食紧缺

状况得以缓解。
大规模采购的成功让苏联在两国

第二轮博弈中赢回一局，让美国政府
“吃了大亏”。苏联的大量采买行为间
接导致美国内农产品和肉类价格大幅
上涨，其中肉价上涨 36%以上，国际粮
食价格也上涨 50%。这让美政府大为
光火，随即出台对苏粮食出口限令，要
求出口量超过 800万吨时，需向华盛
顿报备。

这一计划的成功，促使苏联一面继
续通过正常渠道购买粮食，一面暗中通
过第三方与美国粮商进行大量交易，并
加大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进口粮食
的力度。有赖于此，苏联又成功度过了
1977年的国内粮食危机。

俗话说“一招鲜，吃遍天”，但同一
个策略不会总是奏效。勃列日涅夫政
府虽然通过粮食进口度过数次危机，
却因此忽视了农业体制改革，外汇储
备也被大量动用，其将粮食安全寄托
于对手的做法，为美国实施战略反制
留下了隐患。

积重难返 危机爆发

20世纪80年代，时任美国农业部长
布洛克向总统卡特建议，通过控制粮食

“绑架”安全。
借口苏联入侵阿富汗，卡特政府宣

布对苏联实行部分粮食禁运，并与加拿
大、澳大利亚和欧盟结盟。苏联政府被
迫大量动用外汇黄金储备，并加大对美
商界游说力度。卡特“围困”计划效果
不彰，反致美国农场主利益严重受损，
在次年的大选中败给里根。

里根执政后推出“逆向石油冲击”
战略。一方面以“粮食贸易自由化”麻
痹苏联，强化其对美粮食依赖，另一方
面不断打压石油价格，国际原油 5个月
内由每桶 30美元跌至 12美元。苏联外
汇空缺，贷款额积压严重。20世纪90年
代初，全球粮食歉收诱发粮价高涨，负
债 670亿美元的苏联陷入无款可贷、无
处购粮的窘境。

面包和食盐的紧缺打乱了正常生
活秩序，时任戈尔巴乔夫助手的切尔
尼亚耶夫表示，他曾驱车到莫斯科大
大小小的面包店察看，但货架全是空
的。民众不满情绪加重，美国和西方
则趁机煽动“政治变革”，动摇了苏联
的根基。

冷战中的“暗战”

美苏的三次美苏的三次““粮食战争粮食战争””
■孙 敏 刘磊娜

“用兵之法，贵在不复”是公认的作
战原则，不过，也有例外。1937年 10月
26日至28日，八路军第129师386旅772
团在七亘村连续两次伏击日军辎重部
队，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400
余人。刘伯承将七亘村连环伏击战法称
为“重叠设伏”。

正确选择伏击地域。为阻止日军西
进太原，同时支援配合国民党军队在娘
子关作战，1937年 10月 19日，八路军第
129师师长刘伯承奉八路军总部命令率
部进抵山西省平定县马山村，准备侧击
西进之敌。23日，第386旅771团在七亘
村遭日军袭击，伤亡 30余人，并与师部
失去联络。25日，刘伯承一行30余人赶
赴七亘村南三郎庙一带寻找失联部队。
七亘村位于平定、昔阳、井陉3县交界地
带，四面环山、沟壑纵横、峡谷陡峭、道路
奇险，刘伯承发现这里村边小道宽不足
2米，路南是高约10米的土坎，路北是几
十米深的山沟。同时，刘伯承获悉日军
第20师团迂回部队已向平定县城进犯，
其辎重部队 1000余人在距七亘村 10公
里的测鱼镇宿营。刘伯承当即判断，日
军辎重部队次日必经七亘村向平定县城
输送军械、弹药和粮草，而七亘村附近峡
谷地带路窄谷深，左右无处隐藏，首尾难
以相顾，是理想的伏击之地，于是决定在

七亘村伏击日军辎重部队，并将此任务
交给第386旅。

突然袭击一战告捷。10月 26日拂
晓前，第 386旅旅长陈庚命令 772团副
团长王近山率领 3营及特务连 1个排
进入七亘村附近地域设伏。9时左右，
772团 3营特意将日军先头掩护部队
200余名步兵放行，待其辎重部队进入
七亘村村东伏击圈时，抓住有利战机，
以机枪、手榴弹向日军发起突然袭击，
被截击的日军辎重部队一时大乱，狼狈
逃窜。随后，772团主力投入战斗，与日
军展开格斗。由于772团截断了日军掩
护部队和辎重部队的前后联系，加之事
发突然、情况不明，致使日军兵力在地
形狭窄、道路受阻的情况下无法展开，
火力优势也未能有效发挥，伤亡惨重，
残余日军朝东石门方向逃跑过程中，
又遭我预先埋伏的特务连迎头痛击。
战至 11时，日军丢下 300余具尸体、300
余匹骡马和大量军用物资，仓皇逃回
测鱼镇。

大胆决策再次设伏。七亘村伏击战
后，日军进犯平定县城之敌军用物资告
急，使得测鱼镇之敌焦虑不安。日军依
据用兵“不得遵常”的原则，认为八路军
七亘村伏击胜利后会立即转移，遂一面
派部队到七亘村清理战场，一面调整力

量准备再次经七亘村向平定方向运送军
用物资。26日，刘伯承得到两个情报：
一是国民党军决定放弃娘子关；二是正
太路西段的日军正向东运动，娘子关右
翼日军准备偷袭旧关。刘伯承分析战场
态势和日军企图后认为，“日军用兵教
条，屡胜之后非常骄横，不会在意七亘村
的失败，且日军前方弹药粮草告急，而由
测鱼镇至平定方向无其他可绕行道路，
日军必再次通过七亘村运送物资”。深
思熟虑之后，刘伯承一反常规，决定再次
在七亘村设伏。

形于无穷反复用兵。为迷惑日军，
27日测鱼镇之敌派兵到七亘村清理战
场时，刘伯承指挥772团主力佯装败退，
而后乘夜秘密返回七亘村村西埋伏待
敌。28日上午，日军派 100余名骑兵开
道侦察、300余名步兵殿后掩护，将辎重
部队严密保护起来。当日军先头部队接
近七亘村时，其侦察分队采取“严密搜
索、火力侦察、炮击清查”等方式探路，第
386旅 3营官兵沉着镇静、分散隐蔽、严
密伪装，使得日军确信没有伏兵，安心让
其先头开道骑兵通过伏击地区。11时
许，待日军辎重部队进入伏击圈后，3营
指挥员一声令下，设伏官兵利用各种火
器对敌实施火力袭击，随后全体官兵冲
入日军队形，将其辎重部队拦腰截成两

段，与日军展开搏斗。激战至黄昏，我军
共击毙100余名日军，缴获骡马数十匹，
日军少部兵力西逃至平定县，大部兵力
向东退回测鱼镇。

《孙子兵法?虚实篇》指出：“故其战
胜不可复，而应形于无穷。”七亘村“重
叠设伏”之所以能在同一地域用同一战
法成功伏击同一股日军，归功于刘伯承
机动灵活的作战思想和掌握先机的战
场洞察力。在摸清日军意图基础上，我
方采取“佯动迷惑诱骗、微调伏击地点、
严密隐蔽伪装、分段拦截突击”等手段，
因势而谋、量敌而动，反其道而行之，出
其不意实施连续设伏，创造了战争史上
以劣胜优、以少胜多的奇迹，使得七亘
村“重叠设伏”成为中外战争史上的经
典战例。

七 亘 村“ 重 叠 设 伏 ”行 动 规 模 不
大，也未能全歼敌军，但起到了积极牵
制作用，使困在旧关以南的国民党曾
万钟部 1000余人从敌包围圈中突围，
有力支援了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作战，
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提升了军民抗
战胜利的信心。

七亘村伏击战

“重叠设伏”歼日寇
■薛闫兴 孙志云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的苏军士兵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的苏军士兵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七亘村的七亘大捷纪念碑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七亘村的七亘大捷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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