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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学世家

戚继光出身将门之家，其祖辈曾

负责山东的防卫，并世袭军职。父亲

戚景通曾担任登州卫指挥佥事、都指

挥，也曾在北京担任过专习火器的神

机营副将。戚景通不仅热爱习武，而

且 熟 读 兵 书 ，潜 心 钻 研 御 寇 理 论 ，并

颇 有 心 得 。 这 对 戚 继 光 产 生 了 重 要

影响。

由于出身兵学世家，戚继光自幼

受 到 良 好 熏 陶 。《明 史》记 载 ，戚 继 光

“家贫，好读书，通经史大义”，学习刻

苦。戚继光出色的军事素养，与他善

于总结战争、不断从战争中汲取经验

直接相关，也与他长期研读兵典、借鉴

传统兵学密不可分。

因为从小就打下了良好的军事基

础 ，戚 继 光 在 乡 试 武 举 中 一 考 即 中 。

山东总兵沈有容称赞戚继光“世胄起

家，得读父书，所谓将门出将，故师出

以 律 ”，充 分 肯 定 了 戚 继 光 的 家 学 渊

源。因为有长期学习古代兵学经典的

背景，戚继光对于以《孙子兵法》为代

表的传统兵学，在各个方面都有所继

承。在战争筹划和攻守战术等方面，

都可以看出传统兵学对戚继光军事思

想的影响。

研习兵典

从戚继光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

非常注意对古代兵典的学习。他不仅

自己学习，而且要求部下将“《武经七

书》白文，次第记诵……拟而研之，研

而拟之”。当然，戚继光尊奉兵典，也

反对拘泥兵典，他强调学习应重在“师

其意”，而“不泥其迹”。

戚继光曾从《武经七书》中寻章摘

句，集结成册，将其作为教科书，与部

下共同探讨。古代兵典中，他对《孙子

兵法》尤为熟悉和重视。在奏疏、信件

中，戚继光多次引用孙子“知彼知己，

百 战 不 殆 ”等 经 典 名 句 。 从《止 止 堂

集·愚愚稿上》可以看出，他曾对《孙子

兵法·计篇》进行过详细注解，也对《唐

太宗李卫公问对》等兵书进行过深入

探讨。

孙 子 的“ 庙 算 ”，堪 称 古 代 战 略

分 析 的 经 典 范 式 ，得 到 中 国 古 代 众

多 军 事 家 的 继 承 。 戚 继 光 也 继 承 了

这 一 理 念 ，并 改 称“ 算 定 战 ”。 戚 继

光 在 给 部 下 讲 授 军 事 理 论 时 ，提 出

“ 算 定 战 ”的 主 张 ，并 与 舍 命 战 、糊 涂

战进行比较：

“夫大战之道有三：有算定战，有

舍命战，有糊涂战。何谓算定战？得

算多得算少是也。何谓舍命战？但云

我破着一腔热血报朝廷，敌来只是向

前便了，却将行伍等项，平日通不知整

饬是也。何谓糊涂战？不知彼不知己

是也。”

戚继光将战争分为 3 种：“算定战”

“舍命战”和“糊涂战”。戚继光所主张

的“算定战”，要求在未战之前，将影响

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关于敌我双方

的重要情况，都调查清楚，由此知道己

方“得算多少”，是否能达到“全胜”战

略目标，然后再决定战或不战。这就

是对孙子兵法的继承。

兼收并蓄

戚继光为官的时代，明朝已经开

始逐步走向没落，内忧外患渐显。相

对而言，外患比内忧更加严重：东南沿

海有倭寇袭扰，北部边境则是蒙古人

进逼，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家国

不幸，却正好显现出了一代名将戚继

光的才华与抱负。

在转战南北的军旅生涯中，戚继

光注意总结经验教训，及时调整战略

战术，改进治军方法，改善武器装备。

与此同时，戚继光还善于学习当时的

优秀军事家如谭纶、俞大猷、胡宗宪等

人的军事思想，对内阁首辅张居正的

政略思想也有所借鉴。俞大猷有关水

军建设的思想及多兵种协同的战术思

想等，对戚继光启发尤多。正是因为

兼容并蓄，戚继光的兵学思想显得气

象万千，既见传统兵学的影子，又体现

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生戎马的戚继光始终不忘研读

兵学理论，并对自己的军旅生涯及时

进 行 总 结 ，所 撰《纪 效 新 书》《练 兵 实

纪》等军事著作影响深远，以至于“谈

兵者遵用焉”。《纪效新书》通行本为 18

卷本，系戚继光于嘉靖三十九年（公元

1560 年）前 后 在 浙 江 任 参 将 时 所 作 。

此外还有 14 卷本，系万历十二年（公元

1584 年）在广东任总兵时在前书的基

础上删改而成。从思想内容来看，《练

兵实纪》可视为《纪效新书》的姊妹篇，

它们都是将军事训练作为主要论题，

重点讨论抗击倭寇的治军之术和训练

之术，也涉及阵法训练，还结合火器探

研实战之法。

抗
倭
名
将
戚
继
光

继
承
发
扬
传
统
兵
学

■
熊
剑
平

廖

闪

1913 年夏秋之际，朱德被时任云南

都督的蔡锷委以重任，出任云南陆军第

一师第三旅步兵第二团一营营长，驻守

滇南的蒙自、个旧一带。除了日常驻防

任务，朱德统率的一营还有一个重要任

务——剿匪。

当时滇南土匪主要以晚清遗留的

散兵游勇和一些当地山民为主，有一

定的军事训练基础和作战经验，加之

长期在这片山岳丛林地带活动，对当

地的地形、天候、民社情等了解比较充

分。在与正规军作战时，土匪往往能

够利用山高林密、峡谷纵横的地形特

点，充分发挥“来去自如”的优势，让朱

德的队伍吃了不少苦头，剿匪任务一

时毫无进展。

为了摸清土匪的行动特点，朱德亲

自挑选数十名擅长跑步、攀登、爬树的

士兵，带领他们到丛林中“探险”——熟

悉山路、侦察敌情。晚上，他结合在讲

武堂学到的军事理论，反复研究正规部

队与土匪作战失败的战例，探索克敌制

胜的战术打法。通过研究，朱德发现正

规部队在与土匪作战过程中，往往采用

讲武堂讲授的“制式战法”——规规矩

矩、一线平推。而土匪恰恰是抓住这一

特点，将己方队伍化整为零，让浩浩荡

荡的剿匪部队找不到敌人，再乘其不备

突然袭击。这种方法屡试不爽，导致剿

匪部队处处被动。

朱 德 决 心“ 以 其 人 之 道 还 治 其 人

之 身 ”，以 更 为 灵 活 机 动 的 战 法 来 搜

索、歼灭土匪。他将战法概括为“26 字

真经”：秘密、迅速，化整为零、声东击

西、忽南忽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

走。朱德将步兵一营分为 20 多个战斗

分 队 ，在 多 条 进 攻 道 路 上 搜 索 前 进 。

发 现 小 股 敌 人 ，就 追 击 到 底 ，力 求 全

歼；发现大量敌人，就跟踪监视，同时

迅速联络附近友军，形成兵力优势之

后再围而歼之。这样，部队的机动性、

灵活性大大增强，从根本上扭转了对

土匪“找不到、跟不上、灭不净”的被动

局面。

在 随 后 两 年 时 间 里 ，朱 德 带 领 部

队与土匪战斗数十次，歼敌千余人，打

垮了十几支臭名昭著的土匪队伍，还

有许多土匪逃离滇南地区，匪患基本

消除。

值得一提的是，3 年之后，朱德出任

滇军少将旅长，在驻防的川南地区也开

展了声势浩大的剿匪战斗，他的“26 字

真经”也在实践中发展深化。

1937 年 5 月，朱德在同美国作家尼

姆·威尔斯谈到滇南往事时，曾这样说

道：“我用以攻击敌军而获得绝大胜利

的战术是流动的游击战术，这种战术

是我从驻在中法边界时跟蛮子和匪徒

作战的经验中得来的。”这种经典的游

击战术，后来成为人民军队克敌制胜

的法宝，也是朱德军事思想的重要组

成部分。

滇南剿匪滇南剿匪往事往事
朱德在滇军时期摸索朱德在滇军时期摸索““游击游击””战术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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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坦克“大象枪”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坦克的出现

使英德正面战场的作战方式由堑壕战

转变为阵地战。当时德军深受坦克之

苦，为弥补反坦克装备的不足，1918 年

毛瑟公司研制生产了 M1918 反坦克步

枪，装备于西线德军。

这款反坦克步枪采用半浮动枪管

设计，口径 13.2 毫米，空枪重 18.6 公斤，

其 装 配 的 K 型 子 弹 穿 甲 效 果 优 秀 ，在

100 米内以 90 度角命中可击穿 26 毫米

钢板。因为其外形笨重、噪音极大，且

缺乏反后坐装置，前线士兵称之为“大

象枪”。

虽然有诸多弊端，但“大象枪”在反

装甲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第二

次世界大战初期反坦克火器的研发提

供了重要的实战数据。

“黏性”手雷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联军防

线在纳粹德军机械化部队的迅猛攻势

下崩溃，英国本土能应对纳粹德军装甲

部队的反坦克火器十分缺乏。

在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的紧急批

准下，生产便捷、造价低廉的 74 号反坦

克手雷应运而生。截至 1943 年，凯氏兄

弟公司共生产了约 250 万枚 74 号反坦克

手雷。这款反坦克手雷由铁壳、装有硝

化甘油的玻璃球和其表面的强力黏合

剂组成。在设计者看来，它不仅可以发

挥常规手雷的爆破威力，而且可以粘在

装甲表面，发挥反装甲效能。1943 年 2

月，纳粹德国非洲军团向塔莱进军时，

英军利用它摧毁了 6 辆纳粹德军坦克。

然而，威力巨大的“黏性”手雷并不

受英军士兵喜爱。在实战中，它很容易

粘在己方制服上，且因为硝化甘油的物

化 特 性 ，这 款 手 雷 不 能 长 时 间 稳 定 保

存，很快便被淘汰。英军并没有将“退

役”的反坦克手雷销毁，而是将它作为

援助物资送给了法国游击队。

（曹胜杰 由晓沂）
链接历史链接历史

明清兵学明清兵学

史说新语史说新语

《《练兵实纪练兵实纪》》书影书影

戚 继 光（公 元 1528
年-公元 1588 年），字元
敬，号南塘，晚号孟诸，登
州（今 山 东 省 蓬 莱 市）
人。《明史》评价戚继光“在
南方战功特盛”，对他抗
击倭寇的佳绩给予充分
肯定。事实上，戚继光也
曾长期守御北疆，贡献卓
著，使得“边备修饬，蓟门
宴然”。

滇军时期的朱德滇军时期的朱德

红河流域位于云南省南部，紧靠中越边境，
自古以来就是中越水陆交通的枢纽地带，也是茶
马古道、滇越铁路的必经之处。民国初年，这里
商业发达、物产丰富，无数商人大贾往来贸易，这
里也因此成为土匪强盗抢掠财富之地。由于匪
患猖獗，当地的民生经济和社会稳定受到严重影
响，甚至出现了“自大理至腾越，非有军队护送，
不能通行”的情况。1913年，时任滇军军官的朱
德被派驻滇南，开展了一系列剿匪行动。

潍县攻坚战，又称昌潍战役或胶济

路中段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

解放军在华东战场上的第一场城市攻坚

战，也是我华东军民转入战略反攻后，取

得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

1948 年 3 月，我山东兵团在胶济铁

路（青岛—济南）西段取得周（村）张（店）

战役的胜利后，潍县已是夹在鲁中和渤

海两块解放区中间的孤城，被确定为下

一步要解放的目标。

潍县是山东省较大的工商业城市，

位于胶济线的中心，公路交通发达，是连

接渤海、胶东、鲁中的枢纽。当时，国民

党军在县城及其外围据点部署了大批兵

力，总指挥为国民党整编 45 师师长陈金

城。潍县县城周围地形开阔，白浪河纵

贯南北，将县城分为东西两部分。西城

高出东城 5 米，城垣工事坚固，明碉暗堡

交错，利于防守，是胶济铁路中段军事重

地，被国民党称为“鲁中堡垒”。

稳扎稳打，逐次歼敌。对潍县战役，

中共中央曾作过明确指示。中央指出：

“潍县工事强固，土顽的战斗力不低于蒋

匪主力。在围攻潍县之前，须作周密布

置。”遵照中央的指示，中共华东局也向

山东兵团明确提出：“昌潍战役对整个山

东战局关系重大，故必须特别谨慎，并预

做充分的准备。”根据党中央和华东局的

指示，山东兵团在发起潍县战役前，从战

地侦察、战略战术选择，到思想动员、物

资筹集等各方面都进行了周密筹划，做

了大量准备工作。

虽然西城在城防工事和守备力量上

都比东城要强，看起来东城更容易攻破，

但由于西城地势比东城高 5 米，进攻东

城势必会遭到西城守军的火力钳制。即

使优先拿下东城，也要顶着西城守军居

高临下的高强度炮火发起进攻。因此，

山东兵团决定首攻西城，打乱潍县防御

指挥系统，打破东、西城相互支援的体

系，从而将守军逐个歼灭。

根据当时的战场态势，进攻部队制

订了分割潍县与昌乐等外围据点的联

系、扫除四关守军、夺取攻城阵地，而后

集中主力先攻西城，得手后居高临下夺

取东城，最后肃清守军的作战计划。另

以渤海军区第 3 军分区部队包围昌乐、

田马，西海军分区部队包围寒亭；以第 7

纵队及渤海纵队新编第 13 师在长白山

及其以东地区阻击济南援军；以第 13 纵

队第 39 师、胶东军区新编第 5 师和滨北、

南海军分区部队于大沽河沿岸阻击青岛

援军；第 13 纵队主力为总预备队。

分割包围，两面夹击。1948 年 4 月 2

日，渤海纵队、鲁中军区部队首先开进，

切断昌乐、潍县的联系，主力于 4 日开始

行动，8 日完成对昌潍外围守军的分割

和对潍县县城的包围。随后袭占飞机

场、九龙山、凤凰山等要点，并展开争夺

城关的激烈战斗。战至 18 日，我军攻占

外围要点 50 余处，肃清了四关守军，夺

取了攻城阵地。之后我军便暂停攻击，

转入敌前练兵，隐蔽地实施近迫作业，进

行攻城的直接准备。这一行动麻痹了守

军，敌方误以为山东兵团“伤亡甚大，放

弃攻城企图”，竟在济南开会庆祝“潍县

解围”。

4 月 23 日黄昏，以猛烈炮火结合坑

道爆破的方式，我军开始对潍县县城实

施南北夹攻。在城北，担任主攻任务的

第 9 纵队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已接近

城墙。因敌地堡群火力猛烈，我军受阻

于城墙外。根据战场情况瞬息万变的现

实情况，第 9 纵队指挥员临机应变，决定

调整战场局部部署，将进攻西关的 25 师

调至北面与 27 师共同进攻北关。

24 日凌晨，第 9 纵队第 27 师第 79 团

第 3 营开始爆破进攻，经过 50 分钟的连

续爆破，城墙被炸开第一个突破口，5 个

连由此突进潍县。国民党守军将领见城

墙被我军突破，调兵拼死抵抗，企图以猛

烈的炮火封锁突破口，敌我双方展开了

争夺突破口的激战。我军将士奋不顾

身，英勇作战，终于扼守住突破口，大部

队 随 即 突 入 城 内 ，与 敌 军 展 开 激 烈 巷

战 。 此 时 ，在 城 南 助 攻 的 渤 海 纵 队 11

师、鲁中军区第 4 团也炸开突破口，突入

城内，投入纵深作战。敌将陈金城、张天

佐见大势已去，遂率残部逃往东城。24

日晚，潍县西城宣告解放。

保持锐势，乘胜追击。 26 日夜，攻

城部队依托西城，乘势发起对东城的总

攻击，一举突入东城。陈金城眼看支撑

不住，化装潜逃，被我军俘虏。至 27 日

12 时，东城战斗结束，潍县全城解放。

此役，我军共歼国民党军 1 个整编

师主力和山东人民痛恨的反动地主武装

张天佐、张景月等部共 4.6 万余人，争取

潍 县 和 诸 城 自 卫 队 等 1600 余 人 起 义 。

首先突破城垣的第 9 纵队第 27 师第 79

团，被中共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授予“潍

县团”荣誉称号。

潍县、昌乐地区的解放，拔掉了国民

党的“鲁中堡垒”，使渤海、胶东、鲁中解放

区完全连成一片，释放了山东解放区发展

生产、支援战争的潜力，进一步孤立了济

南、青岛之敌。我军成功接管潍县，也为

之后接管大中城市提供了宝贵经验。

华东战场第一场城市攻坚战

把胜利旗帜插上潍县城头
■曹亚铂 高亚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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