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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 惊 中 外 的 中 原 突 围 战 役 ，是 解

放战争的首战。我军中原部队在敌众

我寡、敌强我弱、周有围敌的不利情况

下 ，在 鄂 、豫 、皖 、川 、陕 境 内 创 立 革 命

根据地并成功牵制敌 30 万重兵。此役

中，我军灵活运用舆论战，取得了良好

成效。

揭露敌方阴谋。从 1945 年 8 月至中

原突围初期的 1946 年 6 月，我党通过报

纸宣传、领导人宣讲、印发材料和座谈

讨论等方式，积极教育引导全党全军和

广大人民群众，兵民思想高度统一。

1945 年 8 月 11 日，毛泽东在为中共

中央起草的《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

的决定》中指出：“苏联参战后，日本已

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

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

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我党提出

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主张和平、主张民

主的口号，掌握政治主动。国共两党宣

布停战后，中央宣传部适时发出《关于

停战后的宣传方针的通知》，要求“教育

全党全军与各界人民，不要幻想蒋会真

的变成民主派，不要幻想他会改变消灭

解放军八路军新四军与共产党的企图，

不要幻想此后的政治斗争，相反的，在

武装斗争结束以后，政治斗争与秘密的

特务斗争必将更加激烈”，始终绷紧打

仗的弦。

1946 年 4 月，《解放日报》报道国民

党反动派以 11 个军 26 个师 30 余万人，

从各个方向对中原军区实行包围的计

划已经完成，并揭露“自 1 月 10 日停战令

下达至 4 月 13 日止，据不完全统计，国民

党对我进攻 225 次，进攻点 227 处，侵占

我城镇村片 124 处”，将敌假和平真内战

的阴谋公之于众。

扰乱敌方阵脚。 1945 年 10 月 30

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兼新八军

军长高树勋响应我党号召，拒绝蒋介石

内战命令，率领 1 万余人于邯郸磁县举

行起义，发表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的通

电，在国内引起轰动。我党借势推力、

主动出击，指出“邯郸起义在目前时局

中，是有全国意义性质的重大事件。因

此，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扩大邯郸

起义的宣传，从国民党在内战中的致命

点上来痛击国民党，瓦解国民党军队，

促成第二第三个邯郸起义的爆发，制止

内战的无限期延长”。

为进一步瓦解敌军，争取更多的国

民党官兵起义投诚，中央决定直接向国

民党军队发起舆论攻心战，在《关于对

国民党军队进行宣传攻势的指示》中明

确 ，“ 认 真 对 顽 军 进 行 有 力 的 政 治 攻

势”，并有针对性地制定一些浅显口号，

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好男儿要学高

树勋”“日本打完了，全国应该和平了，

你们应该复员回家了，为什么老远的从

南方到北方来打八路军”，通过直白的

语言，动摇瓦解敌军心士气。

夯实群众基础。中原突围前期，我

军 中 原 部 队 遭 遇 重 重 围 困 ，军 民 长 期

缺 衣 少 食 ，而 此 时 国 民 党 军 队 还 大 举

加 强 对 中 原 地 区 的 封 锁 ，军 民 处 境 雪

上加霜。

为揭露国民党军的暴行，宣扬我人

民军队性质，争取广大群众支持，我党

对敌展开了有力的舆论攻势。《新华日

报》接连刊登《国民党军封锁进攻双管

齐下 新四军第五师陷绝境》《为新四军

五师呼吁》《国民党军加紧封镇进攻 新

四军五师处境危急》等文，宣传驻地军

民 严 重 粮 荒 、食 用 草 根 树 皮 等 窘 迫 境

地，不断揭露敌好战恶行，这些呼吁得

到各界人士的同情和响应，相继有一批

大 学 生 将 捐 款 2 万 元 及 慰 问 信 托 新 华

日报社转交中原部队，7 名公务员将捐

款 4500 元及慰问信托新华日报社转交

中原部队。重庆某工厂女工致函新华

日 报 社 ，并 附 捐 款 1 万 元 ，信 中 写 道 ，

“我们是知道政府不让人民的军队生存

的，但我们人民自己要帮我们自己的军

队解危”。

激励我方士气。中原突围期间，军

事上敌强我弱，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敌

人 气 势 汹 汹 ，叫 嚣 要 三 个 月 消 灭 共 产

党。面对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我党

通过正面激励，引导官兵树立战胜反动

派的必胜信心。

在 七 七 事 变 九 周 年 之 际 ，中 共 中

央 向 全 国 同 胞 发 出《为 纪 念“ 七 七 ”九

周 年 宣 言》，号 召 全 国 同 胞 树 立“ 敌 必

败，我必胜”的思想和信念：“目前民族

的 危 机 仍 然 严 重 ，我 们 的 奋 斗 虽 然 还

要 经 过 许 多 曲 折 ，但 是 我 们 的 前 途 却

是 无 限 光 明 的 。”“ 目 前 中 国 反 动 派 的

猖獗，不是表示他们的强大和有生命，

而是表示他们的软弱和回光返照。任

何 国 家 的 法 西 斯 统 治 ，都 具 有 这 种 性

质 ，中 国 不 能 是 例 外 。”该 文 刊 发 后 的

第二天，中央宣传部即发出《关于学习

与宣传“七七”宣言的指示》，要求全党

开 展“ 七 七 ”宣 言 讨 论 ，克 服 悲 观 失 望

情绪，号召党外人士参加座谈讨论，实

现 政 见 统 一 ，并 将“ 宣 言 ”编 印 散 发 。

随后，毛泽东在《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

石的进攻》指示中，分析了党必须打败

蒋 介 石 的 原 因 和 条 件 ，指 出 在 军 事 上

战 胜 蒋 介 石 的 方 法 ，并 在 与 美 国 记 者

安 娜·路 易 斯·斯 特 朗 的 谈 话 中 ，提 出

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

断 ，进 一 步 鼓 舞 了 广 大 军 民 战 胜 美 蒋

反动派的信心。

中原突围中的舆论战
■高 凯

从人造卫星入手

1957 年春，时任苏联国防部第 4 研

究所副所长、航天火箭技术专家尤里·

莫兹若林中校带着一份国家级任务来

到格鲁乌。当时，苏联即将发射首颗

人造地球卫星，而苏联航天部门还没

有专门的人造卫星运行监视系统，一

旦卫星严重偏离预定轨道无法及时发

现。因此，他们计划利用军方的远程

无线电定向装备跟踪人造卫星在轨道

上的运动情况，方案是在卫星上安装

一个无线电发射机，平时工作频率为

20 兆赫，电波有效穿过电离层时则为

40 兆赫。为让无线电定向人员熟悉情

况、开展训练，无线电侦察员和航天部

门领导人还专门动用一架图-16 飞机

搭载卫星无线电发射机，从莫斯科飞

抵堪察加再返回，一路上不停发射信

号，模拟人造卫星的信号效果。

随着卫星升空日期临近，应用无

线电监测卫星飞行状况的技术也日趋

完善。彼得·什梅廖夫中将回忆说：“10

月 4 日，我一大早就收到通知说，发射

时间定在当天莫斯科时间 21 点左右。

我与鲍·图佐夫上校来到克利莫夫斯

克，亲自参加对人造地球卫星的首次

观察工作。图佐夫当时是指挥远程无

线电定向系统的军官小组负责人，在

南北方定向站竣工、修建备用站网络、

提高无线电侦察能力和应用新技术器

材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他卓有成

效的努力下，无线电定向站通信系统

得到极大完善。”

21 点左右，指挥中心通知卫星已

经发射，约 15 分钟后，伊尔库茨克定向

站报告接收到卫星信号，并通报了时

间和方位。这些数据令人振奋，但指

挥中心需要等待第一圈飞行结束后，

才能最终确认卫星顺利入轨。在离卫

星进入莫斯科定向站无线电能见区计

时开始之前，无线电定向员就报告接

收到了卫星信号。很快，显示器上的

噪声点变成了脉冲条，熟悉的信号声

越来越清晰。卫星进入无线电能见区

前，整个机房都能听到信号声，屏幕上

的目视标志变得清晰稳定。机房里爆

发出一阵阵欢呼声，大家热烈庆祝卫

星发射成功。10 月 5 日，苏联塔斯社向

全世界宣布，世界首颗人造地球卫星

发射成功。

完善太空通信保障

1959 年 1 月 4 日，“月球-1”号飞船

发射升空，飞抵距月球表面 6000 公里

处；当年 9 月 14 日，“月球-2”号飞船首

次抵达月球表面；10 月 4 日，“月球-3”

号飞船顺利发射，完成了世界首次拍

摄月球背面的创举。这些太空飞行，

都是由格鲁乌的无线电定向专家们负

责保障卫星与地面间不间断的无线电

通信，技术越来越臻于完善。

1961 年 4 月 12 日，苏联宇航员加

加 林 成 为 世 界 首 个 乘 坐 宇 宙 飞 船 进

入 太 空 的 人 。 从 发 射 升 空 到 顺 利 返

回地面，格鲁乌专家可谓目不转睛地

紧盯飞行情况，确保加加林与地面通

信顺畅。

1961 年，为跟上日新月异的太空

技 术 发 展 步 伐 ，格 鲁 乌 虽 然 成 立 了

由彼得·科斯钦将军领衔的太空侦察

中心，但传统的无线电侦察手段仍为

宇宙飞船飞行任务提供保障，甚至数

次 立 下 大 功 。 什 梅 廖 夫 回 忆 说 ，有

一次飞船着陆系统失灵，返回舱落在

东 西 伯 利 亚 一 处 原 始 密 林 里 。 当 时

返回舱的无线电信号非常微弱，几乎

难 以 定 位 。 克 利 莫 夫 斯 克 的 无 线 电

定向站长彼得·卡谢耶夫发明并制作

了 一 个 可 以 大 大 提 高 无 线 电 定 向 装

置灵敏度的仪器，捕捉到极其微弱的

无线电信号，引导离着陆点更近的定

向站启动设备，最后确定了返回舱着

陆 地 的 坐 标 。 搜 寻 小 组 终 于 抢 在 自

毁 装 置 启 动 前 赶 到 着 陆 地 点 ，回 收

了返回舱。

“祖国听见了”

无线电侦察手段还曾在搜寻和抢

救宇航员时发挥作用。1965 年 3 月 18

日，苏联宇航员阿列克谢·列昂诺夫进

行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太空行走。

这次试验其实并不顺利：着陆前

飞船的自动定位系统失灵，同事帕维

尔·别利亚耶夫手动为飞船定向并开

启了制动发动机，飞船最终降落在彼

尔 姆 市 北 180 公 里 处 的 原 始 森 林 里 。

列 昂 诺 夫 回 忆 说 ：“ 我 们 落 到 厚 厚 的

积 雪 里 ，只 有 头 部 露 在 外 面 ，面 面 相

觑 ，非 常 可 笑 。 雪 像 盐 粒 一 样 扎 人 ，

四周一片寂静。我们立即打开电台，

我 像 导 航 员 一 样 用 飞 船 上 的 电 报 键

开 始 嘀 嗒 嘀 嗒 地 发 报 。 可 距 离 太 远

了，有几千公里，既没有应答，也没有

问候，什么也没有。”苏联报刊曾在报

道中称，搜寻队伍第 3 天才找到他们，

宇 航 员 被 迫 在 雪 堆 里 忍 饥 挨 饿 了 整

整两天。

事实并非如此。2008 年 3 月，直升

机驾驶员弗拉基米尔·霍姆科洛夫对

《共青团真理报》记者透露说，实际上 3

月 19 日当晚返回舱一着陆，宇航员们

的所在位置就被定位，彼得·卡谢耶夫

发明的装置立下了汗马功劳。还有一

次，宇航员弗拉基米尔·科马罗夫在太

空飞行结束后着陆时也发生了意外。

无线电侦察员发现返回舱飞行速度过

快，立即报告给飞行指挥中心，及时处

置了这次情况。

格鲁乌的无线电侦察员们在航天

飞行中严密监视飞船运行情况，为宇

航员们提供帮助、保驾护航。苏联歌

曲《祖国听见了》早在加加林进行太空

飞行前就已问世，却在他返回地面之

后才迅速风靡全苏联。因为正是有了

无线电侦察部门的技术支持，地面人

员才真正听到了太空中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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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建立后，戍边卫国成为朱元璋

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朱元璋一方面

以“不征”为主导思想，致力于缓和周边

关系，另一方面注意防范主要对手，尤

其是北方的蒙元势力，为此在政治、军

事上、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拉拢一帮 严防一方

朱元璋处理国家矛盾的总原则可

以概括为：“拉拢一帮，严防一方。”其核

心要义是少树敌人，集中力量对付蒙元

势力。朱元璋担心后世子孙偏离这一

重要原则，于是将其写进《皇明祖训》，

并且列于《祖训首章》，定为长期执行的

基本国策。

朱 元 璋 以 天 子 自 居 ，视 四 方 为 蛮

夷，向海外各国颁发《大统历》，希望各

国按时向明朝贡以示臣服之心。如果

表示臣服，则尊重各国自主权利，允许

他们按自己的礼俗进行治理。

为笼络邻邦，朱元璋一贯施行“厚

往薄来”政策，不仅优礼接待外国使臣，

还特许对方展开自由贸易，并且给予免

税的优惠政策。为了不让外国来朝时

因携带贡物太多而加重负担，朱元璋特

令礼部严格限制贡品数量，对回赐各国

的 礼 物 则 一 再 要 求 从 优 从 厚 ，以 实 现

“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

的目标。

为缓和与蒙元关系，朱元璋可谓煞

费苦心。他一方面重兵布防北疆，一方

面采用怀柔之策，多次专门遣使致书，

对其进行拉拢说服，甚至宣称“华夷一

家”，理应一视同仁：“华夷抚御之道，远

迩无间。”对被俘的蒙元皇室及其他官

员大多以礼相待，甚至加以册封。

从积极征讨到“固守疆宇”

蒙 古 人 在 退 出 中 原 后 ，仍 然 拥 有

广 袤 的 势 力 范 围 和 数 十 万 控 弦 之 士 。

朱 元 璋 不 得 不 在 塞 北 重 兵 布 防 ，以 消

解来自塞外的蒙古贵族势力威胁。从

明 朝 初 期 来 看 ，其 边 疆 问 题 主 要 还 是

与“ 北 元 ”残 余 势 力 的 矛 盾 。 洪 武 年

间，明廷与“北元”之间爆发的战争，规

模 较 大 的 有 7 次 ，规 模 较 小 的 则 难 以

计数。

为清剿扩廓帖木儿残部，洪武五年

（公元 1372 年）正月，朱元璋再次任命徐

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

冯 胜 为 征 西 将 军 ，兵 分 三 路 ，出 师 塞

外。此役最终仅冯胜率领的西路战果

丰硕，东路则进展不顺。李文忠率军深

入蒙古腹地后，遭到蒙元军队的激烈抵

抗。由于轻敌，明军在断头山一带接连

遭受败绩，丧师万余，损失惨重。

20 多年后，朱元璋回忆此役仍后悔

不 迭 ，称 当 时 应 该“ 正 欲 养 锐 ，以 观 胡

变”。此役过后，朱元璋深感蒙古军事

力量强大，一时难以平定，于是将积极

进 攻 的 策 略 改 为 积 极 防 御 ，“ 固 守 疆

宇”。这一策略的改变，与时势变化直

接相关，也是基于双方实力的考虑。

加强戒备 筑牢防线

明朝对蒙元的策略由积极进攻转

为“ 固 守 疆 宇 ”，体 现 的 是 积 极 防 御 思

想。明军虽不再轻易挥师越境、穷追猛

打，但仍须进行周密的军事部署，做好

战争准备，以随时应对来犯之敌。

朱 元 璋 用 兵 ，非 常 强 调 实 力 为

本。朱元璋曾与文武大臣探讨用兵之

道，指出：

用 兵 之 道 ，必 先 固 其 本 。 本 固 而

战，多胜少败。

这 里 所 说 的“ 本 ”，就 是 指 军 事 实

力。为此，朱元璋非常重视平时战备，

即孙子所强调的“先为不可胜”。

为保证边境兵力，朱元璋对军制进

行了重大改革，在全国推行卫所制：“革

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

这种新的军事体制将耕种与防务合而

为一：设置卫所，立足点在防务，所以要

占据要害之地；卫所通过屯田实现自给

自足，不再需要国家补给粮食，还能够

稳定保障兵源。

明 朝 将 蒙 古 视 为 防 卫 重 点 ，因 此

在从东北到西北的漫长边境配置了大

量兵力，并将严防蒙古的战略写进《皇

明祖训》，要求子孙们“必选将练兵，时

谨备之”。明初在北方布置兵力 100 多

万 ，占 全 国 兵 力 的 一 半 左 右 。 朱 棣 即

位 之 后 ，又 增 设 京 军 三 大 营 ，即 五 军

营 、三 千 营 、神 机 营 ，全 部 由 精 锐 步 骑

组成，装备火枪、火炮等火器。这也导

致一旦北边有事，坐镇都城应天（今南

京市）的朱元璋难免鞭长莫及。为此，

朱 元 璋 不 得 不 仰 仗 诸 皇 子 ，命 他 们 率

重 兵 镇 守 各 处 要 津 ，利 用 大 小 藩 王 构

筑 起 一 道 戍 边 的 坚 固 防 线 ，藩 王 也 由

此有了“塞王”之称。

为 提 高 防 御 能 力 ，明 朝 自 洪 武 年

间 开 始 修 筑 长 城 ，希 望 借 助 坚 固 的 城

墙阻挡蒙古骑兵的南下袭扰。自先秦

时 期 便 开 始 修 建 的 万 里 长 城 ，因 朱 元

璋 推 行 积 极 防 御 的 战 略 ，其 功 能 再 次

受到重视。

明朝前期戍边方略
■熊剑平

苏联画家列昂科夫和索科洛夫的画作苏联画家列昂科夫和索科洛夫的画作《《星球上的星球上的““东方东方””号号》》

1961年 4月 12日，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乘坐“东方”号宇宙飞
船首创人类进入太空的纪录。在 108分钟的飞行和返回地球过程中，
他与地面的所有通信联络全部由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格鲁乌）的
无线电侦察部门保障。

《《新华日报新华日报》》报道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报道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破坏停战协定破坏停战协定

明长城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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