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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兵学明清兵学

从抗倭名将戚继光的诸多论兵著

作中，可以看出他非常重视研究探讨

“攻守之策”。在他看来，战争应尤其

注意“攻守结合”和“攻守适宜”。传统

的奇正之术，也被他继承并发扬光大。

攻守并重，恃险固守

在戚继光看来，所谓御戎之策都

归结于攻与守：“惟战守二端。”如果发

起进攻，就一定要做到战而胜之；如果

决 意 防 守 ，就 一 定 要 守 得 固 若 金 汤 。

其 实 ，就 战 法 而 言 ，无 论 如 何 千 变 万

化，都会归结于一攻一守。也就是说，

进 攻 与 防 守 ，始 终 是 战 争 的 基 本 形

式。故此，《孙子兵法》等兵学经典，对

攻守之道都有很多论述，经常将“攻”

和“守”并列进行讨论，如：“攻而必取

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

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

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等。

考 察 戚 继 光 的 军 事 主 张 可 以 看

出 ，他 全 面 继 承 了 孙 子 的 上 述 观 点 。

他认为，进攻和防守都可以夺取战争

主 动 权 。 戚 继 光 在《纪 效 新 书》中 指

出 ，“ 兵 法 ：‘ 攻 是 守 之 机 ，守 是 攻 之

策。’自古防寇，未有专言战而不言守

者，亦未有专言守而不言战者，二事难

以偏举。”也就是说，攻和守无法截然

分开，虽说是一对矛盾，但始终互相依

存。从中可以看出，戚继光更强调的

是攻守并重，明确反对“偏举”，并且呼

吁加强防守战术的研究。

注重防守，这其实是针对当时明

朝面临外寇大肆掠夺的现状而提出，

非 常 具 有 针 对 性 。 戚 继 光 非 常 清 楚

当时边务松弛的情况，他指出：

“ 当 承 平 久 ，外 寇 以 掠 为 务 而 弗

力攻，故多讲战，腹里尤绝不言守，卒

然有变，何以应之？”

当 时 ，无 论 是 北 边 的 游 牧 民 族 ，

还是南边的倭寇，有不少袭击都是深

入腹地，大肆抢掠一番便撤走。对于

这 种 来 去 匆 匆 、飘 忽 不 定 的 袭 击 ，扎

实 有 效 的 防 守 显 得 更 为 重 要 。 如 果

疏 于 防 范 ，未 能 做 好 防 备 ，那 就 只 能

坐 等 敌 寇 前 来 侵 犯 。 戚 继 光 论“ 防

守 ”，非 常 看 重 依 靠 山 川 之 险 和 修 筑

炮 台 ，认 为“ 守 险 ”和“ 恃 险 固 守 ”，是

“正全国之道”，既可以事半功倍地戍

边御敌，也可以在防守中找到反攻机

会，打击来犯之敌。

进攻：“大战之术”的核心

在反对“偏举”的戚继光看来，大

概只有一种情况下，应该全力以赴地

发起进攻，即发起“大战之术”时。戚

继光认为，一旦发现有利战机，就应迅

速 集 中 兵 力 ，果 断 地 打 击 和 消 灭 敌

人。这便是他重视和反复强调的“大

战之术”。

戚继光的“大战之术”，主张消灭

敌 人 有 生 力 量 ，而 且 明 显 更 强 调 进

攻 。 对 此 他 在《练 兵 实 纪》中 有 具 体

论述：

“大战之术，只是万人一心，数万

人共为一死夫，务使胡虏大创。彼一

败 后 ，便 有 十 数 年 安 ，十 数 年 生 养 受

用，日后我们军士皆过太平日子。”

从 中 可 见 ，戚 继 光 所 说“ 大 战 之

术”，其实是战略决战和战略进攻。也

就是说，希望毕其功于一役，通过发起

大决战来重创对手，使得此后能长久

获得安稳。在戚继光看来，通过适时

组织发起这种“大战”，可以使得敌人

“一战心寒胆裂”，收长久之功。

提出如此主张，其实也在情理之

中。戚继光的作战对手，或是游弋海

上的倭寇海盗，或是游猎草原的骑兵

队伍。他们都具有灵活机动的特点，

都 以 掳 掠 财 货 和 人 口 为 基 本 战 争 目

标。一旦战争目的实现，就会迅速撤

出战斗，消失在茫茫大海或无垠草原，

踪迹难寻。与这样的对手作战，戚继

光必须强调一击制敌。一旦发现作战

时机，就一定不可错过。

奇正：攻守的力量分配

在战争之前，分别“奇正”，即确定

用兵谋略和进攻方向，是进行战略决策

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管子·幼官》中

说“定依（正）奇胜”，意思是说在战前能

正确确定奇正战法的就会在战争中取

得胜利。至于“以奇用兵”，更是兵家圭

臬，经许多战争实践的反复检验。孙子

指出：“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

胜穷也。”孙子不仅主张“以奇胜”，也借

“以奇用兵”发展了“诡道”理论，极大地

丰富和发展了古代战术理论。

戚继光对于奇正的论述，并未超

出传统范畴。他在《止止堂集·策问》

中指出：“用兵之法，不过众与寡。众

寡之用，不过奇与正。众则正用，寡则

奇用，固定法也。然成列而鼓，用正之

经也，将废奇可欤？出其不意，用奇之

权也，将废正可欤？”在戚继光看来，两

军交战，就兵力运用而言，尤其是进攻

的发起，都需注意众寡之用。而且，众

寡 和 奇 正 相 伴 相 生 ：“ 众 则 正 ，寡 则

奇。”不仅如此，运用奇正之术，一定不

能拘泥，而应始终根据战场的实际情

形灵活展开。既需要使用正兵，也需

要同时使用奇兵，将二者很好地结合

起来。

这种结合众寡和奇正探讨进攻的

方法，是从《孙子兵法》到《唐太宗李卫

公问对》等兵典重点讨论的内容，戚继

光对此忠实继承，而且善于灵活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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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3 月 5 日至 5 月 1 日，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 15 兵团指挥第

40、第 43 军等部，在岛上琼崖纵队的配

合下，横渡琼州海峡，粉碎国民党陆海空

军 的 立 体 防 御 ，以 伤 亡 4500 余 人 的 代

价，歼灭国民党军 5 个师 9 个团，共计 3.3

万余人，解放了海南岛全境。海南岛战

役是我军在缺乏渡海登岛作战经验，没

有海空军配合的情况下，仅凭 2000 多艘

木帆船和 100 多艘机帆船成功实施的一

次大规模岛屿进攻战役，创造了我军乃

至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发扬军事民主，正确制定战役方

针。海南岛战役的作战方针，是在毛泽

东军事思想指引下，经过数月的深入调

查研究，反复讨论酝酿，不断修正完善而

确定下来的。战前，毛主席根据登陆作

战的特点规律，对如何确定这次战役方

针问题，先后作出多次指示，并要求前线

指挥员积极对军委制定的作战方针提出

建议。第 15 兵团和第 40、第 43 军指挥

员，在传达学习上级指示要求后，一方面

多次召开作战会，认真讨论军委制定的

作战方针，积极领会理解上级意图；一方

面坚持从战场实际出发，展开反复推演论

证，梳理总结矛盾问题，并多次就渡海登

岛作战的时间、方式、运载船只等重大问

题，向军委和第四野战军领导提出建议。

后经上下级反复磋商，对原定的作战方针

作了修改和补充。一是将原定 2 月以前

开始行动改为春夏两季内；二是兵力投送

方式由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的全部兵力

改为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

合；三是渡海工具由以改装机帆船为主

改为利用东北风，以木帆船为主等。这

一作战方针，是在充分发扬军事民主，集

中全体指挥员智慧基础上确立的，为海

南岛战役的胜利打下坚实基础。

紧盯关键问题，周密组织战前准

备。渡海登岛作战对我军来讲是一个全

新课题，一方面要求战役指挥员必须慎

重从事，认真吸取金门战役失利的教训，

坚决贯彻充分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的

原则，避免仓促莽撞造成过失；另一方面

战局又要求我军必须尽快实施登陆，因

为据守海南岛的国民党军自 2 月起，已

集中第 62、第 64 军等部兵力，在飞机配

合下，向琼崖解放区发动进攻。这都导

致了战役准备时间紧迫却又千头万绪、

困难重重，既有思想准备、物资准备，又

有战术准备、技术准备等等。为此，参战

部队自接受任务起，就一切从最困难处

着眼，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在统筹全局

的同时，坚持突出重点，抓好最关键、最

重要的准备工作，集中力量迅疾完成部

队思想教育、渡海船只征集、海上练兵、

气象水文掌握、给养筹措、装备补充等多

项关键性工作，从而实现以破解关键、补

齐短板、带动和兼顾其他的方式，做好全

面而充分的准备工作。此次作战的实践

也证明，正是由于任务部队着力抓住了

这些准备工作的关键，才有效解决了部

队敢不敢战、能不能上得去、打不打得赢

等问题。

把控作战规律，灵活实施作战指挥。

渡海作战与陆地作战不同，情况复杂多

变，搞不好就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实施

精准指挥的难度极大。为此，第 15 兵团

和第 40、第 43军指挥员对此高度重视，始

终坚持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有针对性地

就敌情、我情和战场情况等方面展开细致

的调查研究，探寻渡海作战基本特点和规

律，明确指挥关系、指挥方式和指挥权责

等内容，制定了详尽的指挥方案，确保了

整个作战过程中指挥不间断、部队不失

控。同时，第 15 兵团还要求各级指挥员

应善于根据战场情况的变化和战役的发

展情况，适时、果断、灵活地实施指挥。其

中，第二批渡海的第 40军 118师加强团在

起渡 1 小时后，海上风向忽然转为南风，

且大雾弥漫，使得灯光联络失效，编队队

形产生混乱，前指当即命令各营以船为单

位各自为战，只进不退，强行登陆。由于

风向和水流的问题，结果登陆点偏东约 27

海里，且建制均被打乱，此时登陆部队按

照预案快速收拢，建立指挥关系，完成新

的部署，后经顽强作战，除少数船只失去

联系外，大部与岛上部队胜利会师，到达

琼西根据地。纵观整场战役，我军之所以

能牢牢把控战场主动，避免被动，准确认

识和掌握渡海作战的特点和规律，实施灵

活指挥是关键。

依靠人民群众，全力加强支前工

作。海南岛战役自始至终都是在人民群

众的支援和琼崖纵队的密切配合下进行

的，打的是一场渡海作战的人民战争。

战前，叶剑英亲自主持召开全省支前工

作会议，华南分局专门作出《关于支援海

南岛作战的决定》，从各方面给予渡海作

战部队以全力支援。广大人民群众在中

共海南区委和临时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以“一切服从迎接大军渡海解放海南”为

指导，积极开展“一元钱，一斗米”支前活

动，短短 3 个月不到，就动员募集了 40 万

银元、250 万公斤粮食、各型船只 1000 余

只、船工 1400 多人。此外，还组建了 6 万

余人的支前队伍，跟随部队开赴前线，采

用肩挑、车拉、船运等方法，源源不断将

各类物资送到一线。战役发起后，琼崖

纵队一方面积极展开反击，牵制国民党

军力量，策应渡海作战兵团实施登陆；一

方面又及时组织部队开赴各个预设登陆

场做好接应，有力保证了我大兵团登陆

的成功。在展开追击作战阶段，海南岛

各族人民在琼崖区委和琼崖临时人民政

府的领导下，全力支援配合登陆部队勇

猛追歼溃逃之敌。民兵武装展开广泛的

破袭战、伏击战，阻击逃军；当地群众自

发组织起供应站、救护站、情报站，帮助

部队行动，既保证了部队后勤供应，又给

予指战员极大鼓舞。

海南岛战役的重大胜利，不仅瓦解

了薛岳自诩固若金汤的“伯陵防线”，也

粉碎了国民党军固守南海诸岛的企图，

为解放沿海其他岛屿的作战提供了宝贵

经验，极大鼓舞了部队夺取最后胜利的

信心，对于捍卫国家领土主权，保卫广阔

海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雄师飞渡琼州海峡
■姚小锴 王凤春

在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

教育基地武强年画博物馆，有着一批特

殊的年画。它们大多创作于革命战争年

代，其内容却与普通年画驱凶辟邪、祈福

迎祥的主题有所不同。革命战争年代的

武强年画，将保家卫国、拥军爱民的情怀

融入传统民间艺术，尤其是在延安“鲁

艺”革命画家与武强年画艺人的结合创

新下，焕发出新的生机。

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瓜

分中国，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浪潮风

起云涌。在这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武

强年画艺人以画笔、刻刀反映民情民意，

创作出大批反帝反封建及民主革命内容

的政治年画。

作为木版年画之乡，清末民初在武强

县城南关画业一条街，有字号可查的年画

作坊有 144家，周边 68个村庄还有一千多

个年画作坊。但是，自从 1937年 9月日军

占领武强，画店作坊也遭受灭顶之灾。当

时南关的“恒兴永”画店，业务十分红火。

日军占领武强后，怀疑这家画店内藏着八

路军，开枪打死了店主贾世权的姐姐，并

用硫磺弹烧毁画店和画版。这只是日军

残害武强年画的一个缩影。

“到敌人后方去。”1938 年秋天，革

命美术工作者阎素来武强学习民间艺

术，他借用武强年画套印方法制作的《打

日本打汉奸》抗战门画，颇得群众赞赏。

这一时期，晋察冀边区政治部文协版画

家彦涵等文艺工作者，也纷纷深入冀中，

采用武强年画木刻技法创作了《王三群

全家被害》等新版画，在抗战军民中引起

极大反响。徐灵利用武强民间年画“天

官赐福”的形式，雕刻了装饰性很强的

《抗日光荣》《立功喜报》，轰动一时。他

们在吸收借鉴民间艺术的过程中，几经

探索和研究，为配合军事胜利，创作了

《木刻捷报》，由群众敲锣打鼓赠送给军

烈属、功臣家属，使武强年画成为宣传抗

日、鼓舞抗日的特殊武器。

随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华北联合

大学美术系和北平、天津的进步画家响

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纷纷奔赴冀

中，与武强年画艺人一同成立了“冀中年

画研究社”。后来，冀南木刻团的画家也

到冀中与其汇合，形成一支文化劲旅。

江丰、古元、彦涵、王朝闻、罗工柳、吴劳

等一大批艺术家，在学习武强民间年画

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对旧年画进行了“旧

瓶装新酒”的改造，并同武强的年画艺人

郝云甫、陈文柱、张福旺、张万年、肖福荣

等一起，创作出许多宣传、鼓动抗日的优

秀作品。他们创作的《打日本救中国》

《战斗英雄》《人民靠山》《欢送新兵上前

线》《开展民兵爆破运动》《兄妹开荒》《夫

妻识字》《人民救星共产党》等一大批新

年画，历经战火的考验，冲上了人民战争

的前沿阵地。

抗战时期的武强年画，在革命老区

的对敌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当时的

《保卫边区》年画，把武强年画中威风凛

凛的“门神”换成了骑马挥舞战刀的八路

军勇士，成批刻印后张贴在敌占区家家

户户的门上，不仅为抗日军民加油打气，

而且针锋相对地同日本侵略者的“新民

文艺”“兴亚文艺”等殖民文艺、汉奸文艺

作斗争，在打击敌人、瓦解敌人方面起到

一定作用。

铁匠庄村民间画家王兰坡，曾师从

齐白石，他的画落款常书“拜石馆王兰

坡”。日军占领武强后，千方百计地想收

买他。王兰坡严辞拒绝并以诗言志：“画

高六尺价三千，可惜老夫不爱钱。粮米

本是活人物，嗟来之食不可餐！”

革命战争时期的武强年画将严肃的

革命主题与传统年画的娱乐性结合起

来，把送祥纳福祈求平安的愿望与革命

崇高理想相结合，创造性地将革命化、民

族化、大众化融为一体，以广大群众喜闻

乐见的形式，生动反映了边区军民如火

如荼的对敌斗争、政治生活、大生产、学

文化、参军支前、土地改革等重大题材，

不仅对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夺

取革命胜利发挥促进作用，而且提升了

武强年画的艺术效能。

20 世纪 80 年代，武强年画博物馆以

抗战时期的革命年画为主题进行专题陈

列展出，武强年画博物馆被命名为河北

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河北省国防教育

基地，革命年画成了进行爱国主义和国

防教育的活教材。

战争年代的“革命年画”
■曹永雷 刘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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