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戍边安民的战备观

吕坤从儒家的传统民本思想出发，

呼吁君主执政为民，并将国家的安危与

百姓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他看

来，国君应“顺天应人”，并推行“合乎民

心”的为政之道。不仅施政依靠民众，

戍边御敌也需仰仗万民同心。吕坤认

为，民心向背始终关系到国家命脉。抗

击外敌入侵，就需要发起戍边的军事行

动，推行必备的安民之举。万历二十年

（公元 1592 年），吕坤出任山西巡抚，提

督雁门等三关，目睹边境将骄兵惰、胡

虏步步紧逼、边民饱受欺侮的现状，为

此忧心忡忡，于是奋笔写下《安民实务》

一书。从书名可见，吕坤著此书的出发

点就是为了安民和保民。

吕坤决心戍边安民、整顿军队、提

振士气，为此制定种种具体的治边安民

之策。在《安民实务》中，他将这些御戎

之策总结为 12 大项 140 款，对士卒的招

募和训练、将帅的选拔和任用、军队的

管理和教育、兵器的制造和使用、军马

的购买和养护、间谍的使用和管理等各

个方面，都作出具体探讨和明确规定。

其中大多内容都是针对明军时弊而提

出，可谓有的放矢、切中肯綮。在掌握

可靠边情的基础上，吕坤努力探寻守边

之策，还写出一部《救命书》。该书认真

检讨当时明军城防的疏失，并研究制定

补 救 对 策 。 在 他 看 来 ，守 城 就 是“ 救

命”，故将书名定为《救命书》。

万历二十年（公元 1592 年），日本

首相丰臣秀吉发动了侵朝战争。明朝

出兵后，大败日军，日本假意与明朝议

和。以兵部尚书石星为代表的主和派，

主张撤兵和解。以吕坤为代表的主战

派，主张将日军彻底驱逐出朝鲜。他分

析局势认为，朝鲜和大明关系密切，可

谓唇齿相依。若日军占领朝鲜，则可

“就地资食，进则断我漕运，退则窥我辽

东。不及一年，京城坐困，此国家大忧

也”。因此，他积极上书主张出兵，吁请

“陛下诚早决大计，并力东征”。事实证

明，这种以攻为守的方针，正是对付侵

略者的良策。在丰臣秀吉第二次发动

侵朝战争时，明廷采纳吕坤的建议，果

断出兵，彻底击败了日本侵略者。

救民性命的守城术

本着“救民性命”的目的，吕坤在

《救 命 书》中 总 结 了“ 城 守 事 宜 ”共 20

项 、“遇 变 事 宜 ”4 项 及“预 防 事 宜 ”11

项，对守城之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和总结。

所谓“城守事宜”，是指日常守卫城

池的注意事项。其中包括对城内居民

的组织管理、粮食等物资的准备等。吕

坤尤其提醒人们注意严防奸细，也对外

敌入侵的特点等进行了总结。为做好

城内的物资和粮食储备，吕坤主张必须

要以“宽绰”作为标准，这样即便遇到凶

年，也可安然无忧。他还特别注意确保

城内兵民的饮水问题，指出：“城中寺庙

空闲之地，或有甜水之泉，务须添井三

五十眼，以备城上城中缓急之用。”

对于击破城外敌兵的方法，吕坤也

进行了探讨。他主张，一旦发现敌人露

出破绽，就应抓住时机果断发起攻击。

例如在深夜派遣小股部队“乘其困倦，

密砍其营”；若敌军已有所防备，可使用

鸟铳、佛郎机等火器发起进攻；见贼兵

聚集一处，则可“乘顺风用油薪纵火焚

之”。在“预防事宜”中，吕坤就平时预

防敌军入侵的注意事项进行了系统总

结，每个细节都有所考虑，甚至居民修

盖房屋时如何烧制砖块、何处取土等，

都有相应的要求。

重视谋略的用兵术

吕坤研究御戎之法，虽然多少因儒

家的立场而抱有德化之念，但也不废谋

略，而且认为谋略是用兵首选。吕坤指

出：“御戎之道，上焉者德化心孚，其次

讲信修睦，其次远驾长驱，其次坚壁清

野，其次阴符智运，其次接刃交锋，其下

叩关开市，又其下纳币和亲。”一旦刀兵

相见，吕坤积极主张充分使用战争谋

略。他总结道：“兵，阴物也；用兵，阴道

也，故贵谋。不好谋不成。我之动定敌

人不闻，敌之动定尽在我心，此万全之

计也。”

在吕坤看来，一旦动用兵革，则已

经预示着“德化之衰”，只能针锋相对，

使用武力予以征伐。至于“兵革”，不仅

始终不可废弃，反而要加以重视。身为

将帅，必须善于谋划，善于权衡利弊、分

析敌情，积极研究破敌之法，主动运用

各种战争谋略战胜敌军。这不仅是由

战争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更是避免

“外夷交侵”的必备之需和万全之计。

吕坤高度重视情报工作，对孙子

“知彼知己”等主张表示出激赏之情。

在他看来，情报工作的重点是考察敌我

双方力量对比和虚实情况，还应对敌我

双方的“精”“备”“勇”“智”等情况全面

掌握。吕坤模仿孙子，总结了一套战胜

之道，也可见其崇尚谋略的主张。他认

为，要想战胜敌人，就得“兵不厌诈”，通

过各种假象来迷惑敌军、调动对手，寻

找可乘之机打击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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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捞到的潜艇

1968 年 3 月 8 日，苏联研制的第一

代常规弹道导弹潜艇 K-129 在出航执

行任务途中，由于不明原因沉没于瓦胡

岛西北 1390 千米处。苏联采取一系列

搜索行动也未能找到该潜艇。由于潜艇

携带 3 枚安装有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和 2

枚核鱼雷，美国中情局决定开展代号为

“亚速尔计划”的秘密行动，打捞该潜艇。

为了不引起苏联的警惕，中情局与

飞机大亨霍华德·休斯秘密合作，建造大

型勘探船进行打捞。1974 年 6 月，洛杉

矶的苏玛公司办公楼遭窃，公司损失 6.8

万美元现金和 2 箱文件，其中就有打捞

潜艇 K-129 的计划。“亚速尔计划”泄露

并被刊登在《洛杉矶时报》，很快传到了

莫斯科。苏联立即向美国提出抗议，认

为其做法违反了国际海洋法，并正式宣

布将在事发海域无限期举行“战斗友谊”

演习，击沉任何无关船只。在这种情况

下，美国只能停止中情局的打捞行动，

“亚速尔计划”就此终止。

捞到的氢弹

1966 年 1 月 17 日，美国空军一架装

载 4 枚氢弹的 B-52 轰炸机，在西班牙上

空 进 行 空 中 加 油 时 ，与 加 油 机 发 生 碰

撞。飞行员迅速采取应急措施——掷下

氢弹，使用降落伞跳出驾驶舱。随后，飞

机在空中解体。

事故发生后，跳伞的飞行员被附近

的渔船救起。搜寻人员在帕利马雷斯附

近的陆地上找到了 3 枚氢弹，但是最后 1

枚氢弹却怎么也找不到。于是，美军成

立专门的指挥部进行搜寻。首先根据前

3 枚氢弹的落点推算其运行轨迹，得出

一个范围；然后让侦察机在空中拍照，将

地 面 分 成 小 区 域 ，派 人 进 行 地 毯 式 搜

索。最后，锁定一个区域中的海域。专

家确信，这枚氢弹一定落在了海里。指

挥部调来航母、驱逐舰等一起搜寻，经过

两个月的艰难打捞，将最后 1 枚氢弹捞

起。美国《时代》杂志将此次帕利马雷斯

氢弹事故列入“史上十大核事故”之一。

（苏 峰 李若铭）

云山战斗是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与

美军部队在朝鲜战场的初次较量，被国际

军事界评价为“世界战争史上少有的遭遇

战”。战斗从 1950年 11月 1日开始至 3日

结束，志愿军第 39军发扬顽强战斗作风，

利用灵活战术，以劣势装备战胜了号称

“王牌师”的美军骑兵第 1师，取得了与美

军和“联合国军”作战的初步经验。

把握战机，出奇制胜。为了隐蔽作

战意图、达成围歼云山之敌的有利态势，

1950 年 10 月 25 日晚，第 39 军兵分两路，

翻山越岭向云山城疾速开进。次日晚，

左路第 117 师进至云山西北 5 公里处的

鹰峰洞。28 日午夜，该师在夜色掩护下

疾速东进，很快控制了云山至温井公路

以东地区，鹰峰洞两侧阵地则由随后跟

进的第 116 师接防。右路第 115 师于 29

日进至云山以西龙兴洞一线。如此一

来，第 39 军从东北、西北、西南三面将云

山之敌包围。

志愿军原定于 11 月 1 日 19 时 30 分

发起进攻，但敌情突然发生变化，美军骑

兵第 1 师第 8 团北上云山准备接替南朝

鲜军第 1 师防务，而南朝鲜军不待美军

完全接防便开始撤离。志愿军政治部主

任杜平回忆：“下午 3 点多，我前沿观察

员发现，云山外围的敌坦克、汽车、步兵

开始向后移动，云山街附近的敌人往来

频繁……”在察觉云山之敌有后撤迹象

时，第 39 军军长吴信泉、政委徐斌洲当

机立断，命令部队抓住敌军后撤混乱的

时机，提前总攻云山。1 日 17 时，总攻开

始，志愿军开始对敌实施炮火急袭。10

分钟后，第 116 师、第 117 师向云山城发

起全面进攻，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第 346 团第 4 连从敌间隙直插云山，沿着

通往龙山洞的干道行进，被美军误认为

是南朝鲜军。过桥后，4 连继续在干道

上北进，直到接近美军骑兵第 8 团第 3 营

时，才突然向其发起攻击。

活用战术，分割围歼。10 月底，“联

合国军”在清川江以北地区兵力猛增至

美军 3 个师、英军 1 个旅、南朝鲜军 2 个

师，共计 6 万至 7 万人，但因对志愿军的

参战意图和参战兵力判断有误，这些兵

力仍处于分散状态。而西线志愿军可集

中 10 个至 12 个师、12 万至 15 万人作战，

在兵力上占据绝对优势。据此，第 39 军

决定以正面突击与侧后攻击相结合的战

法，首先攻占云山，而后向龙山洞方向发

展进攻。具体部署是：第 116 师从正面

沿 三 滩 川 两 侧 山 地 实 施 主 攻 ；左 翼 第

117 师首先攻占三巨里，而后协同第 116

师围攻云山，同时以 1 个团插至上九洞

断敌退路；右翼第 115 师主力向诸仁上

洞、栖凤洞方向进攻，从云山南面断敌退

路，阻敌增援。第 115 师第 344 团于泰川

以北龙成洞地区阻击美军第 24 师北援，

保障 39 军主力侧后安全。

第 115 师师长汪洋回忆：“3 个团从

东、西、北 3 个方向先后攻入云山市内，

与美军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杀声

四起，刺刀见红。美国兵从未见过如此

神速的猛扑，更不适应近距离的白刃战，

渐渐乱了阵脚，溃不成军。”

勇猛战斗，扩大战果。总攻发起前，

第 39 军虽得知美军骑兵第 1 师已经向云

山地区移动，但并不知晓其已接替南朝

鲜军的防务，因此一直在作围歼南朝鲜

军第 1 师的准备。直到进攻发起后，第

39 军各部攻入敌阵，才发现交战的竟是

美军，而且还是“王牌”骑兵第 1 师。这

更加激发了第 39 军指战员们的斗志。

11 月 2 日 1 时 30 分，第 348 团第 2 营

主力行进至云山南 2 公里的公路交叉口

时，发现美军坦克、步兵掩护 1 个榴弹炮

兵营南撤，于是迅速占领公路两侧有利地

形予以拦击。第 2 营指战员将敌先头坦

克炸毁，堵塞道路，然后乘敌混乱，杀入敌

群，与敌展开激烈的白刃格斗。该营 4连

1排乘胜攻占云山机场，缴获敌机 3架。

此时，只有美军骑兵第 8 团指挥机

构和第 3 营被志愿军第 345 团压缩包围

于诸仁桥以北、立石下洞公路以西的河

滩开阔地。被围美军在坦克掩护下，多

次向诸仁桥发起冲击，企图向龙山洞方

向突围。志愿军 1 个连依托桥头两侧有

利地形，在团主力的支援下坚决阻敌逃

脱。美军见突围无望，只得构筑工事，企

图固守待援。

美军骑兵第 1 师主力在美第 1 军军

长米尔本和骑兵第 1 师师长盖伊的亲自

指挥下，向在龙头洞地区阻援的志愿军

第 343 团发起连续猛攻，企图打开一条

通路，接应被包围于诸仁桥地区的第 8

团余部突围。第 343 团顽强作战，以“人

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亡”的革命精

神，顽强地守住了阵地，将美军骑兵第 1

师主力阻于龙头洞以南地区。被围美军

在飞机、坦克支援下多次试图突围，均被

第 345 团英勇击退。3 日晚，第 345 团发

起进攻，将被围于诸仁桥以北地区的美

军全部歼灭。至此，云山战斗胜利结束。

此次作战，志愿军第 39 军重创美军

骑兵第 1 师，歼灭美军 1800 余人，击落和

缴获飞机 7 架，击毁和缴获坦克 28 辆、汽

车 170 余辆、各种火炮 119 门，首创以劣

势装备歼灭现代化装备之敌的范例。

日本陆上自卫队干部学校把云山战

斗作为模范战例收入军官基本教材《作

战理论入门》一书，认为对中国军队来

说，云山战斗是与美军的初次交战，尽管

对美军的战术特点和作战能力还不十分

了解，但“还是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其

主要原因是“他们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

的十大军事原则。对孤立分散的美军集

中了绝对优势的兵力进行包围，并积极

勇敢地实施了夜间白刃战”。

彭德怀司令员高度评价云山战斗：

“美国军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不只打

了南朝鲜军，也打了美国的‘王牌师’，这

个师在美国很有名，又一直没有吃过败

仗，这回吃了败仗，败在我们 39 军的手

下嘛！”这一胜利，极大打击了美军的嚣

张气焰，也进一步坚定了志愿军的战斗

信心。

云山战斗：重创美军“王牌师”
■杜 伟 王克波 于 洋

1948 年 9 月 12 日，东北野战军南下

北宁线，发起辽沈战役。10 月 5 日，东

北野战军前线指挥所迁至锦州附近。

10 月 9 日起我军开始扫清锦州外围据

点。不过，锦州外围的战斗并不顺利，

以至原拟于 11 日发起的总攻延期。其

中最难打的，也是伤亡最大的，是攻打

配水池。

配水池原是日本人在占领期间修

建的供水设施，后来国民党守军以钢

筋水泥将其改造成一个坚固的作战工

事。因其地势较高，又靠近公路，配水

池成为拱卫锦州城北的主要屏障。国

民党守军派出 1 个加强营 800 余人驻守

于此。配水池周围散布着 14 座地堡和

10 余个明暗火力点，外有堑壕纵横相

连，壕外有铁丝网、雷区，壕内部分地

段 有 雷 区 等 障 碍 ，工 事 坚 固 ，火 力 严

密。国民党守军自诩配水池是“第二

个凡尔登”。

东北野战军指挥员深知，配水池是

十分难啃的“硬骨头”，若不啃下它，从北

面进攻锦州的部队就会遭到配水池国民

党守军火力的全面压制，官兵伤亡势必

很大，甚至可能影响整个作战计划。

第 3 纵队司令员韩先楚决定将这

场仗交给全纵队最能打恶仗的第 7 师

第 20 团，20 团又以 1 营作为进攻配水池

的主攻营。行动前，为鼓舞士气，1 营营

长赵兴元带着战士们喊出“攻打配水池

的都是打铁的汉”的口号。10 月 12 日 7

时许，战斗正式打响，3 连率先冲向敌人

的壕沟。此时，壕沟暗堡里有 10 余挺

机枪同时向 3 连扫射，壕沟的坡上还有

预先埋设的航空炸弹，3 连损失惨重。

韩先楚根据实际情况，很快改变了

作战方案，命 20 团以火炮抵近射击，消

灭敌军暗堡。接到命令后，纵队山炮营

不到 40 分钟就将山炮拆开，沿着工兵

事先挖好的交通壕运上前线并组装完

毕 。 此 时 ，炮 阵 地 距 敌 暗 堡 只 有 100

米。连续两发炮弹，瞬间将敌军两个暗

堡炸开，为部队开辟了进攻通道。

赵兴元指挥 1 连、2 连官兵分别从

东北和西北两侧同时进行强攻。2 连连

续开辟通道，迅速占领配水池东北角的

红房子，并以此为依托，向敌阵地发起

猛烈攻击，为后续部队打开缺口。敌为

夺回阵地，向红房子发起疯狂反扑，赵

兴元命 1 连坚守，2 连阻击。敌人的反

击一直打到红房子墙根，不断向里面扔

手榴弹，1 连的战士也以手榴弹还击。

这时，锦州城冲出 4 辆敌装甲车增

援配水池，空中还有两架敌机，企图围

歼 1 营。赵兴元在红房子里紧急召开

党委会，大家态度坚决：必须攻下配水

池，哪怕是战斗到最后一人、最后一颗

手榴弹，也绝不后退半步！赵兴元一边

向团长请求弹药，一边组织战士们捡拾

敌军丢弃的武器，重新调整火力后对敌

进行顽强阻击。

17 时 30 分左右，20 团副团长黄德

懋带领 3 营在西南侧加入战斗。7 连迂

回至敌侧后迅速通过外壕，炸掉西南

侧的大地堡，利用有利地形与敌展开

战斗。与此同时，9 连从正面进攻。赵

兴元带领 1 营剩余战士从红房子冲出，

这 样 一 来 ，就 对 配 水 池 形 成 三 面 围

攻。经过激烈战斗，最终敌人全军覆

没，而 1 营也仅有 20 余人生还。算上

赵兴元自己，1 营能站起来的只剩 6 个

人，而当这 6 名官兵冲上阵地，开始最

后一次冲锋，敌人竟吓破了胆，全部被

俘虏。清点俘虏时，他们才发现被俘

的敌人竟有 150 人。

扫清锦州外围后，10 月 14 日，东北

野战军发起总攻，至 15 日 18 时，锦州解

放。配水池战斗的胜利为东北野战军

攻打锦州打开了城北的门户，为最终攻

锦战斗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为全面

总攻争取了宝贵时间。

“打铁的汉”攻下“第二个凡尔登”
■房笑晗 杨宇聪

云山战斗要图云山战斗要图

微 历 史微 历 史

配水池战斗遗址配水池战斗遗址

吕坤（公元 1536 年 -公元
1618年），明朝著名思想家和政
治家，初字顺叔，后改字叔简，
别号新吾、心吾，晚号抱独居
士，河南宁陵县人。从吕坤所
著的《呻吟语》《安民实务》《救
命书》等书中，可以看出他对军
事问题深切关注，并进行了深
入探讨，有着高远的战略眼光。

吕坤所著吕坤所著《《实政录实政录》》书影书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