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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兵学明清兵学

名将戚继光在学习和继承传统兵

学之外，也结合自己的军事斗争实践，

创新和发展兵学理论，其中结合火器

而设计的战术，尤可见戚继光根据形

势变化而锐意创新的意识。

立足传统，继承创新

从戚继光留下的《纪效新书》《练

兵实纪》等军事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

他深受《孙子兵法》的影响。戚继光将

作 战 类 型 分 为“ 算 定 战 ”“ 舍 命 战 ”和

“糊涂战”3 种。他反对与敌人硬拼的

“舍命战”，更反对“不知彼不知己”的

“糊涂战”，而提倡充分掌握情报并经

过周密分析和筹划的“算定战”。这种

“算定战”通过双方实力对比，计算出

所 得 算 筹 ，进 而 判 断 能 否 与 敌 作 战 。

这是对孙子“庙算”理论的继承。

虽说逻辑体系与孙子大体一致，

但戚继光没有就此止步不前。他认为

这种计算模式不一定非得在庙堂之上

进行，而应贯彻在日常的战争决策之

中，随处展开。任何一座茅草棚，都可

成为战争决策之所。有专家认为，戚

继光的“算定战”更多属于战术层面，

目 的 是 教 授 手 下 将 士 兵 法 ，而 非 战

略。戚继光研究传统兵典，是为取得

抗倭的胜利，着眼于实战战术而对兵

典进行全新解读，这是一个典型例证。

戚继光还高度重视探听倭情，对于

战术情报给予更多关注。除了在各地

多层设防外，担任巡哨任务的情报人员

也有严格的选拔标准。为更好地帮将

士研判海上敌情，戚继光在《纪效新书》

中总结了著名的“海上相敌 20 法”，既

有模仿孙子相敌之法的痕迹，又更侧重

从实战总结经验，比如倭寇在海上的行

动规律等，这对于冷兵器时代海上敌情

研判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人与武器，双剑合璧

戚继光的战术设计非常丰富，其

主要特点可总结为两个方面。第一，

充分发挥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当时

明军已经拥有火炮、火铳等较为先进

的热兵器，无论是对付蒙古骑兵，还是

对付倭寇，都具有一定优势。就海上

作 战 而 言 ，明 军 的 舰 船 也 较 为 先 进 。

为了对付骑兵，明军还专门研制了狼

筅、大棒等特殊兵器，结合快枪鸟铳等

远射火器杀伤敌人。戚继光战术革新

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更加充分

发挥武器方面的优势。第二，寻求人

与武器的最佳结合。通过合理的战术

编组和扎实训练，使得士兵和武器之

间、各种武器装备之间，形成良好的配

合，尤其是冷热兵器有机结合在一起，

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

《明史》中记载了戚继光组织车营

战术的基本方法：

“ 车 一 辆 用 四 人 推 挽 ，战 则 结 方

阵，而马步军处其中。又制拒马器，体

轻 便 利 ，遏 寇 骑 冲 突 。 寇 至 ，火 器 先

发，稍近则步军持拒马器排列而前，间

以长枪、狼筅。寇奔，则骑军逐北。”

这种战斗阵型的组织，讲究多种

武器性能的结合，可以最大程度发挥

士卒的战斗力。按照戚继光的设计，

让年纪稍长的士兵手持防御性兵器；

年轻而又力气未稳的，手持藤牌；年轻

力壮的，手持狼筅等进攻性武器。一

方面注意冷热兵器结合，另一方面则

强调长短兵器结合，使得各个战术编

组的战斗力大大加强。

戚继光还注意寻求车兵、骑兵、步

兵和水师等多兵种之间的合同战术。

戚继光将车兵、骑兵和步兵合而成为

一营，通过合理编组和严格训练，令骑

兵、车兵和步兵不仅不可分离，而且紧

密相依、步调一致，避免发生“车前马

后，马前车后之误”。三者之间，以车

兵为正兵，车上多配各种火器，车与车

之间有步兵护卫，车兵和步兵，车兵和

骑 兵 ，骑 兵 和 步 兵 可 以 互 相 形 成 支

援。这种战术编组也强调变化，在遇

到复杂地形时，骑兵可以前出列阵，防

止整个战队遭到敌人伏击。另外，在

各种不同地形，作战的主力也会发生

变化。平坦开阔地带以车兵为主力，

山林地带则以步兵为主力。

为寻求战术变化，戚继光大胆推

出鸳鸯阵法。此阵法由 12 名武艺娴熟

的士兵组成一队，左右对称排列，命名

为“鸳鸯阵”。鸳鸯阵的实质是最大程

度地挖掘士兵的作战潜能，充分发挥

各种长短武器的优势。阵型中的士兵

必须密切协同，巧妙配合。比如，配置

在右边的持方形藤牌的士兵，需要稳

定本队阵脚，做好护卫。左边持圆形

藤 牌 的 士 兵 ，适 时 掷 出 标 枪 ，引 诱 敌

兵。如果引诱成功，那么后排两名士

兵则迅速用狼筅将敌人扫倒于地，手

持长枪的同伴一跃而上，将敌人刺死

或戳伤。最后两个士兵除了负责保护

本队后方之外，还要随时支援前方士

兵。这种战斗模式，和当代的班排战

术 一 样 ，都 高 度 强 调 士 兵 的 团 结 协

作。这种阵法经过实战考验，表现出

灵活多变、攻防兼备的特点，对抗倭起

到了很好的作用。

围绕火器，仍有缺憾

总体上看，戚继光的战术变革内

容非常丰富，而且在抗倭战争中卓有

成效，但也并非完美。

比如，戚继光一度主张放弃海上

御敌，改而退守陆地。他虽然主张“水

陆兼司”，却更强调“陆战尤切”。戚继

光抗倭的主要战绩，有不少都发生在

陆地，这与他平时的一贯主张保持一

致。相比那些主张海上寻敌作战的将

领，戚继光的战术显得相对保守。要

想从根本上治理倭患，还是要依靠大

量消灭倭寇的有生力量，单纯防守则

始终处于被动。

戚继光虽然高度重视火器发展，

而且在他的军队中，火器配置的比例

也有了大幅度提高，但并没有真正促

成冷兵器向热兵器的完全转变。其战

术设计仍然较多依赖于冷兵器，所以

有学者指出，戚继光没有发展出一套

以 火 器 技 术 和 装 备 为 中 心 的 作 战 方

式，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真正提出以火

器为中心的新型战术。

考察明朝中晚期的兵学转型，围

绕火器确实作出了不少努力。孙承宗

的《车营叩答合编》以及众多学者围绕

火器探讨并撰写的火器类兵书，都在

进行尝试，但都没有真正完成。戚继

光同样没能跳出这一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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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家岭是一道葫芦形山梁，位于甘

肃省兰州市南侧。站在岭上，可以俯瞰

整个兰州；顺岭北下，可直逼兰州中心

区域，素有“兰州锁钥”之称。解放战争

中，沈家岭战斗是第一野战军解放兰州

的关键之战。此次战斗，歼灭了马步芳

部 队 主 力 ，粉 碎 了 马 步 芳 企 图 与 马 鸿

逵、胡宗南部相互依托，固守西北伺机

反攻的阴谋。

乘胜追击完成合围。 1949 年 8 月，

我军在扶眉战役全歼胡宗南集团 4 个军

4 万余人。马步芳见势不妙未敢增援，

西撤甘肃。我第一野战军乘胜从关中

地区一路追击进入甘肃，直逼兰州。解

放西北的关键在兰州，解放兰州的关键

在沈家岭。沈家岭呈南北走向，北缓南

陡，东西两侧均为深沟陡坡，很容易获

得兰州城区支援，而我军只能由南向北

仰 攻 。 因 此 ，国 民 党 守 军 在 此 苦 心 经

营，用钢筋混凝土构筑了坚固的“永久

性”环形防御工事，并削掉阵地前沿部

分山体，形成两个高度 3 至 9 米的断层绝

壁，与工事前沿低碉堡群、堑壕和雷区

相结合，易守难攻。

马步芳将其主力 7 万余人部署在兰

州，并派其子马继援坐镇指挥，企图依

托兰州外围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消耗

迟滞我军有生力量。这是一支封建家

族式的武装，顽固守旧，血腥残暴。

根据形势的快速变化，为加速西北

地区的解放，第一野战军决定发起兰州

战役。19兵团由静宁沿西兰公路经定西

直插兰州，从城东攻击；2 兵团由通渭经

定西以南直取洮沙，由南向兰州攻击；1

兵团和第 26 军由陇西、渭源方向，北渡

黄河攻取西宁；19 兵团 1 个军于固原佯

动牵制宁夏马鸿逵部，防止其增援。至 8

月 20日，我军完成对兰州的合围。

果断改进战术战法。21 日 8 时，我

军发起全线攻击，沈家岭方向进攻任务

由 2 兵团 4 军担负，左翼 10 师沿狗牙山

一 线 进 攻 ，右 翼 12 师 沿 皋 兰 山 一 线 进

攻，中路 11 师为主攻部队，向沈家岭一

线 进 攻 ，32 团 担 负 主 攻 任 务 。 战 斗 伊

始，沈家岭守军居高临下，以猛烈火力

阻止我前进，32 团几次冲击均未成功。

趁我军中午部队轮换时，敌突然发起反

击，我军伤亡惨重。至中午 12 时，除左

翼 10 师占领上、中狗牙山外，其他进攻

均未取得预期战果。

彭德怀司令员果断命令全线停止

进攻，总结经验，改进战法，以 3 天为准

备时间，重新组织进攻。按照野战军要

求，11 师对国民党守卫部队战斗力重新

进行评估，仔细研究战场地形和敌我态

势，重新确定了“火力压制、迂回包抄”

的进攻方案。

由于 32 团在 21 日攻击过程中伤亡

过大，师部决定由 31 团替换 32 团担负正

面主攻任务，1 营、2 营为第一梯队，3 营

为第二梯队，协同 1 营、2 营向敌纵深发

展，32 团 2 营、3 营担负助攻，沿沈家岭西

沟乘夜迂回到敌人侧后方，配合主攻部

队，33 团为第二梯队，待 31 团攻入敌纵

深后，由右翼突然发起攻击，30 团为预

备队。总攻时间定于 8 月 25 日拂晓。

血战顽敌决战决胜。8 月 25 日 5 时

许，担负迂回攻击任务的 32 团趁着夜色

在山间运动 7 个多小时，越过西沟，攀上

沈家岭左侧后陡坡，抵近敌阵地前沿，

先头部队不慎被敌发觉，该团被迫提前

向敌发起攻击，击退了敌连续 7 次反扑，

虽然伤亡惨重，但是阵地岿然不动，牵

制了大量敌军。

5 时 55 分总攻开始。31 团向沈家岭

主阵地发起了猛烈攻击，11 师炮兵连集

中所有火力对敌碉堡群进行覆盖射击，

支援 31 团进攻，敌第一道、第二道堑壕

接连被突破。为挽回败局，敌集中所有

兵力进行反扑，一、二营伤亡越来越大，

情况非常危急，该团立即将 3 营投入战

斗，一举击溃敌人反扑。敌不断增兵，

实施疯狂反击。7 时 30 分，33 团从右翼

突然发起攻击，3 个团对敌形成钳形攻

势，敌顿时乱作一团，慌乱逃窜，我军攻

占沈家岭主阵地。

丢失主阵地的敌人孤注一掷，从其

他作战方向急调 3 个团另 2 个营兵力支

援沈家岭战场，以整连、整营密集队形

蜂 拥 扑 来 ，在 主 阵 地 与 我 军 展 开 肉 搏

战 ，阵 地 几 易 其 手 ，双 方 均 伤 亡 较 重 。

正当战事胶着之际，30 团突然杀出，我

方战斗力得到大大加强，敌人无力再组

织起有效反扑，守敌除少数逃窜，其余

全 被 歼 灭 。 19 时 ，我 军 完 全 占 领 沈 家

岭，打开了“兰州锁钥”，兰州敌军全线

崩溃，开始溃逃。26 日，解放军进入城

区，兰州宣告解放。

此次战斗是解放西北战场上最大

的一次攻坚战，我军根据战场形势和敌

我情况，及时调整战术战法，集中优势

兵力、火力于主要突击方向，正面攻击

与侧后迂回相结合，同时掌握强大预备

队，梯次投入战场，连续不断向敌人发

起攻击，彻底摧毁敌人的抵抗意志。

兰州战役共歼灭马步芳部队 4 万余

人，其中俘虏 2 万多人，马步芳部队精锐

损失殆尽，从此西北再无大战，宁夏、青

海、新疆等地国民党部队纷纷起义或投

诚，西北全境相继获得解放。

血战沈家岭
打开“兰州锁钥” 一战平定四省

■胡开尧 周亚洁 贾保华

“铁桶运输”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瓜岛战役后

期，盟军逐渐取得战争优势，对瓜岛附近

海域日夜封锁，致使日军无法向守军运

送补给物资。对此，日军制定了“铁桶运

输”计划，他们打算将补给物资和急救药

品装入铁桶，用绳子串联，由驱逐舰带到

瓜岛附近海域，再割断绳子释放串联的

铁桶，让其随潮汐漂流到近海海域，再由

岛上部队派出汽艇拉回。

1942 年 11 月 29 日 ，日 军 第 一 次 实

施“ 铁 桶 运 输 ”计 划 ，6 艘 驱 逐 舰 携 带

1000 多个铁桶向瓜岛高速行进。起初，

美军误以为驱逐舰扔下的铁桶是水雷，

见日军派出汽艇打捞，才意识到日军在

运送物资。后来，再次尝试“铁桶运输”

的日军遭到沉重打击，携带的铁桶只有

约五分之一被拖回海滩，其余的被美军

飞机尽数扫射击沉。经过数次失败，日

军最终不得不放弃“铁桶运输”。

“黑寡妇”战斗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军的

夜间轰炸给英国带来重大损失。因此，

盟军迫切需要能在夜间作战且火力强大

的战斗机。

就在这一时期，美国人杰克·诺斯罗

普设计了一款夜间战斗机，代号为 P-

61。机身长 14.9 米，翼展 20.2 米，配备两

台大功率活塞螺旋桨发动机和大口径机

关炮。P-61 全身涂装为黑色，便于在夜

间“隐身”出动。它采用了英国当时最先

进的雷达导航技术，配备的雷达系统可

在夜间搜索和打击敌机，是名副其实的

“夜战机”。其出色的进攻能力让飞行员

们为其取了“黑寡妇”的绰号。P-61 也

是世界上第一款有 3 位乘员的重型战斗

机。1942 年 5 月，“黑寡妇”实现首飞，此

后陆续交付使用。在欧洲，“黑寡妇”中

队所向披靡，不仅击落多架纳粹德军战

机，还曾成功拦截纳粹德军用来打击欧

洲各国的 V-1 飞航式导弹。

1944 年 10 月，美军第 426 和 427“黑

寡妇”中队相继被派往中国参战。两个中

队的作战区域东起湖北老河口，南抵广西

桂林，北至陕西南部地区，曾多次为盟军

战机提供护航，也多次击落日军战机。

（张 军 郑大壮）

摩托车一经问世便因机动性强、方

便灵活的特点而倍受人们喜爱，其在军

事领域更是用途广泛。除用作运输工

具，各国军队都曾普遍采用摩托车作为

武器搭载平台，搭载的装备五花八门，

其中，“小车拉大炮”的反坦克摩托，设

计尤其与众不同。

反坦克摩托的历史可追溯到第二

次世界大战时期，战争前期苏军部队损

失惨重，急需灵活简便的反坦克武器应

对德军装甲部队。在众多反坦克方案

中，出现了将火炮装载到摩托车上的初

步构想。苏军最初试图在摩托车上捆

绑一门无后坐力炮，使之具有机动能

力，但抵达战场后必须拆解组装后方能

部署。后续改进方案虽然实现了行进

间射击，反装甲效果却始终难达要求。

二战后期苏军装甲力量不再处于劣势，

这个方案也就逐渐不了了之。

反坦克摩托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与

空降兵的发展密切相关。上世纪 40 年

代后期，苏联研发列装米-4 直升机，这

种直升机载重能力有限，无法直接吊运

过重的武器装备。为使空降兵得到足

够的火力支援，苏军特意设计了一款三

轮摩托式反坦克“自行火炮”，即 SD-57

型 57 毫米反坦克炮。该炮是在著名的

ZIS-2 型 57 毫米反坦克炮的基础上，加

装一台 M-72 型摩托车发动机制成的，

全炮仅重 1.3 吨。尽管简陋，这种模式

却相当成功。以此为蓝本，苏军又陆续

研发 SD-44 型 85 毫米反坦克炮和 SD-

13 式 125 毫米自行反坦克炮。

上世纪 50 年代，坦克因其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中的出色表现，备受世界

各 国 青 睐 ，掀 起 了 一 个 新 的 发 展 高

潮。同样是出于对空降兵部队的反装

甲能力要求，法国也研制了一款反坦

克摩托。由于缺乏资金，法军就地取

材 将 意 大 利 比 亚 乔 公 司 设 计 生 产 的

Vespa（意 为 黄 蜂）踏 板 摩 托 和 M20 型

75 毫米无后坐力炮改装组合使用。黄

蜂反坦克摩托车采用了 VB1T 型号 150

毫升容量的二冲程发动机，它可以驱

动摩托车达到 60 千米的最大时速。在

战斗时，一般采用双车组成战斗小分

队，其中一辆车身安装有一门 M20 型

75 毫米无后坐力炮。该炮是美国在二

战后期研制的装备，重量约 10 千克，可

发射榴弹、烟雾弹、破甲弹，其中破甲

弹可以击穿 100 毫米厚的钢装甲。炮

管位于坐垫下靠左的位置，向前贯穿

前挡板，后部在车尾露出尾喷口。同

时，摩托车还配有脚架，骑手可以展开

脚架后操作火炮射击，也可以取下炮

管安装在三脚架上射击。

彼时，二战已经结束，百废待兴的

法国急于在国际舞台树立威信，共生

产了约 600 辆反坦克摩托车，并在阿尔

及 利 亚 和 中 南 半 岛 的 战 场 上 投 入 使

用。令法军意想不到的是，其实战效

果“一言难尽”。雨林地形使得摩托的

机动性难以施展，而火炮更是毫无防

护，炮手直接暴露在敌人火力中。不

久，这种收效甚微的反坦克摩托车便

退出历史舞台。

我军历史上也曾研制过类似的反

坦克摩托，只不过从未列装。在军事

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各式便携的反

坦克导弹早已取代反坦克炮，各种性

能优异的车辆载具更是层出不穷，作

为武器装备大家庭中奇特的存在，反

坦克摩托最终如一道涟漪消失在历史

的长河中。

“小车拉大炮”的奇思妙想
■曹胜杰 罗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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