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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建立后，火器技术迎来了新

发展。社会经济的繁荣、钢铁冶炼业

的 进 步 、手 工 业 的 发 达 、对 外 交 流 的

拓展，加之外敌入侵和科学技术进步，

都极大推动了军工产业的迅速发展，为

火器技术的进步创造了良好条件。从

流传于世的明代兵书中，可以看出这

一 时 期 火 药 和 火 器 技 术 快 速 发 展 的

概况。

性能提升

明代的火药品种已经非常丰富，

军 用 火 药 品 种 及 实 际 配 方 达 90 多

种。相对于宋元时期，明代火药成分

配置更加合理，火药质量进一步提高，

燃烧性能和爆炸威力等也达到了较高

水平。

从明代兵书和史籍中可以看出，

当时的匠人对火药配方的认识和配制

技术，与过往朝代相比，有很大提高。

《武备志·制火器法》中详细记载了爆

炸、喷射火药等品种的配方情况。《兵

录·火攻药性》中记载有火药配方数百

种，说明明代匠人已掌握了火药的组

配规律。茅元仪《武备志·火药赋》、唐

顺之《武编·火》、焦勖《火攻挈要》等兵

学典籍，都指出了火药具有“硝性竖而

硫性横”的特点，对不同品种火药的性

能和功用研究得非常清楚。何汝宾在

《兵录》中指出：“性直者主远击，硝九

而硫一；性横者之爆击，硝七而硫三。”

这说明当时的匠人已经非常善于利用

火药的特性，并努力寻找火药配置的

最优方案，力图最大程度发挥火药和

火器的攻击效能。明代火药制造技术

提高、火药质量比宋元时期有明显提

升，正是匠人们反复探索的结果。

品种增多

到了明代，火器种类进一步增多，

初步形成了多种火器品种群。如枪支

类，既有单管枪，也有多管枪。单管枪

分无敌手铳、快枪、连子铳、剑枪、千里

铳等；多管枪则从双管、三管、四管，直

至数十管。再如火炮，可分为轻型火

炮 和 重 型 火 炮 。 轻 型 火 炮 分 为 虎 蹲

炮、旋风炮、飞礞炮等；重型火炮则分

为大将军炮、威远炮、攻戎炮、千子雷

炮、灭虏炮等。火箭分单发火箭和多

发火箭，其中单发火箭又分大筒火箭

和后火药箭等；多发火箭则分神机箭、

火弩流星箭、七筒箭、百虎齐奔箭等。

爆炸性火器也有多个品种，可分为万

人敌、慢炮、地雷、水雷等。不仅如此，

定时炸弹也已研制成功，当时称“慢炮

法”“火线至一二时才发”，且已具备较

大杀伤力。

嘉 靖 年 间 佛 郎 机 与 火 绳 枪 的 传

入，也促进了国内火器制造业的进步，

带动了枪支研发水平的提高。无论是

仿制西方先进火器，还是改进传统制

造工艺，各种火器的科技含量大大增

加，品种得到丰富，军队的装备也随之

得到更新。明代中期的火箭，既有利

用弓弩发射的火药箭，也有利用火药

燃气反冲力推进的火箭。明代的管型

火器，与近代枪炮越来越接近，在性能

上有极大提高。有的火器品种不仅改

进成连发，还附带瞄准和可以有效防

止后坐力的装置。爆炸性火器也有长

足发展，形成水、陆等多个门类。明代

对燃烧性火器研究力度相对偏弱，但

也涌现出很多新品种。

著述繁荣

明代兵书中有关火器火药的论著

为数甚多，流传至今的有 10 多种。明

代末期，内忧外患加剧，火器制造技术

也被西方超越，于是国内开始引进西

洋大炮。当时有些关于火器的著作是

直接从西方翻译得来，仅是对西方科

技理论的模仿。这些著作难称完善，

正如当时人所总结的那样：“其中法则

规制，悉皆西洋真传，然事关军机，多

有缜密，不详载不明言者，以致不获兹

技 之 大 观 。”这 一 时 期 ，利 玛 窦 、汤 若

望、南怀仁等传教士都留有关于制炮

技术的著作。品种各异、主题多样的

火器类著作随着我国古代火药研究学

者的努力陆续涌现。这些论著或研究

火器的制造与使用，或探讨操作与训

练，或总结战术与阵法，极大地改变了

明代兵学的面貌。在明代火器制造与

使用的理论著作中，影响深远的专著

有《火龙神器阵法》《火攻挈要》《神器

谱》《西法神机》等。此外，《武编》《纪

效新书》《练兵实纪》《武备志》《大明会

典》《兵录》《筹海图编》等著作，也都从

不同的角度对火器的制造与使用原则

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火龙神器阵法》对利用火器发起

进攻的方法、火器的制造以及火药的

配制等，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火攻

挈要》为焦勖根据汤若望传授技术所

撰，集中记载了明代火器技术成就，大

量吸收了西方造炮技术的先进成果，

作者称该书集“名书之要旨，师友之秘

传，及苦心之偶得”。《神器谱》也是一

部火器类专著，其中对火绳枪的制造

与使用有详细记录，反映出明代中期

单 兵 枪 的 研 制 和 使 用 水 平 。《西 法 神

机》则是我国较早全面介绍西方火器

技术的专著，反映出明末学习和引进

西方先进科技的情况。

综合性兵书也对火器有所关注。

《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对嘉靖年间所

创制的虎蹲炮、地雷等新式火器的情

况，均有较为详细的记录；《筹海图编》

则重点介绍了明军的海战武器和使用

方法等；《兵录》辑录了明朝吸收借鉴

西 方 国 家 火 炮 制 造 和 使 用 方 法 的 情

况。被称为古代军事百科全书的兵学

巨著《武备志》，更是辟有 16 卷的篇幅，

记载了 180 余种火器，不仅记录了各类

火器的形制和构造，也简要说明其使

用方法，对我国古代火器发展的成就

有着全面详实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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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宣传本身就是一场战斗, 一

种力量，一种发展自己消灭敌人的战斗

力量。”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中的关键一

战，其中的宣传鼓动工作为战役胜利提

供了有力的思想保障，既瓦解了敌军，又

鼓舞了军心，还争取了群众，表现出强烈

的战斗性、创造性和群众性，成为与军事

斗争同步展开的“第二战场”。

揭露国民党政府的独裁与腐朽统

治。吊民伐罪是战争中把握舆论主动的

重要形式。淮海战役中，解放军通过告

群众书、传单、广播、报纸、宣传品、口号

等多种渠道大力揭露“蒋政府的腐败黑

暗与横暴”，其政府官员和军队将领生活

奢侈，而底层官兵却吃不饱穿不暖，以此

引导国民党官兵正确认识蒋介石集团的

真实面目，号召他们厌战、反战、罢战，甚

至战场起义。

向敌军宣传战役形势及其不利处

境。1948 年 11 月 15 日，中共中央中原局

就指出，“各地对蒋军应大量散发宣传

品”，强化对敌军的宣传瓦解工作。

在强大的宣传攻势下，不少国民党

官兵看清形势，从而改变了态度。伴随

着强大的军事攻势，20 天内国民党军队

投降人数达到 14000 余人，有效削弱了

敌军力量。1948 年 11 月 27 日，毛泽东以

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名义，向黄维兵团发

布广播稿，向国民党官兵阐释了他们被

解放军包围的现状，号召国民党官兵“赶

快 掉 转 枪 口 ，和 我 们 一 道 打 到 南 京 去

吧！”同日，刘伯承、陈毅也向黄维兵团发

表讲话，号召国民党官兵投降。这些广

播和讲话稿件，在国民党官兵中产生了

很大的反响，使其军心动摇。

向敌军宣传我方的方针政策与主

张。战 役 中 ，解 放 军 大 力 宣 传 自 身 的

政治理念及战争未来的走向。1948 年

12 月 26 日，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在《关于

抓 紧 时 机 大 力 开 展 政 治 攻 势 的 指 示》

中指出，要向敌军介绍“我们是什么军

队”和“我军政策”等内容，主要通过报

纸、广播、喊话、大字标语、宣传弹等方

式 进 行 。 优 俘 政 策 的 宣 传 ，是 瓦 解 敌

军 的 重 要 内 容 。 1948 年 11 月 27 日 ，

《人 民 解 放 军 总 部 向 黄 维 兵 团 的 广 播

讲 话》中 指 出 ，“ 人 民 解 放 军 的 宽 大 政

策 你 们 是 知 道 的 ，无 论 是 不 是 蒋 介 石

的嫡系，只要放下武器，就给以宽大待

遇 ，不 论 官 兵 ，一 律 不 杀 不 辱 。”同 时 ，

在前沿阵地上树立牌子，上书“欢迎国

民党官兵自动投诚”“放下武器一律优

待”“过来是生路”等政策，效果十分显

著 。 杜 聿 明 曾 就 此 指 出 ，解 放 军 的 广

播 、喊 话 、送 信 、架 电 话 、送 饭 吃 等 ，起

了瓦解蒋军士气的作用。

大力加强对解放军官兵的宣传动

员。振奋军心是赢得战争的重要一环。

淮海战役前，解放军对官兵进行了充分

动员，及时传达上级作战意图、介绍敌军

情况、布置战斗任务。双堆集攻坚战中，

我军大力宣传毛泽东撰写的《中国军事

形势的重大变化》，对部队当时政治情绪

鼓舞极大。文章指出，“现在看来，只需

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

将 国 民 党 反 动 派 政 府 从 根 本 上 打 倒

了”。同时，华东野战军前委发布《关于

全歼黄百韬兵团的政治动员令》，号召全

体官兵要“不怕打烂建制，不怕伤亡，不

怕困难，不怕疲劳，不怕饥寒，发扬连续

持久的战斗精神”。1949 年新年到来之

际，新华社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

年贺词，介绍当前战争形势，对官兵进行

动员，有效提升了官兵的斗志。此外，我

军还召开英雄模范座谈会、党员会议、战

时嘉奖等活动，及时有效激发官兵的荣

誉意识、使命意识。

及时宣传战争胜利情况以鼓励军

心。淮海战役规模较大，持续时间长，

由多个小战役战斗组成。解放军各部

在战争中，均十分注重向官兵宣传战争

形势，特别是针对战役战斗中的胜利进

行 大 力 宣 传 。 11 月 6 日 ，战 役 甫 一 开

始，新华社就向其下属的华东分社和华

东野战分社发文，要求“凡有重要战果，

如攻克城市，歼灭大量敌军及俘获重要

将领等，则应迅速发表”。华东野战军

政治部也指出，各部要宣传东线兵团歼

灭黄百韬 5 个军、10 个师、10 余万人的

大胜利，又要求介绍中原野战军将黄维

兵团 4 个军、1 个快速纵队、12 个师、12

万人马围困在双堆集的事迹，并大力宣

传了杜聿明 3 个兵团、10 个军、25 个师、

约 30 万人马向西南逃跑的消息。这些

宣传报道，既总结了战争的成功经验，

又有效鼓舞和激发了官兵的战斗意志，

增强官兵必胜的信念。在这个过程中，

报纸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中原野战军的

《军政往来》《时事新闻》，华东野战军的

《华东前线》《人民前线》，再如二级军区

渤海军区的《前锋报》，胶东军区的《前

线报》，鲁中南军区的《前卫报》等。这

些报纸刊登了大量文章，及时介绍战争

形势，总结战斗经验，反映官兵心声，激

发了官兵斗志。

值得注意的是，解放军还十分注重

对群众的宣传动员。陈毅曾指出，“华东

战场上的国民党反动派是老百姓用独轮

车把他推倒的”。淮海战役中，解放军及

时制定《民工政治教育提纲》，要求加强

对民工的时事、政治、技术、纪律、防空、

卫生、政策、文化等方面的教育，不断提

高民工政治认识与阶级觉悟，启发民工

自觉自愿服务后勤工作。针对支前民

工，提出了“年年都有年，明年还有年，打

垮反动派好过年”“打垮反动派永远翻

身”等具体生动的口号，有效激发了广大

群众支前的动力。

淮海战役中的宣传工作

战场上的“无声号角”
■张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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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0 日 ，北 京 2022 年 冬 奥 会 火

种顺利抵达北京。全球的目光即将再

度聚焦中国北京，奥林匹克的激情与梦

想将再度在奋进的中国点燃。中国冬

奥健儿们个个斗志昂扬、摩拳擦掌，力

争为祖国书写新荣光。回顾波澜壮阔

的历史征程，我党我军曾在极端艰难的

环境条件下，通过军事训练与体育竞技

相结合的方式，狠抓战斗力提升，对巩

固红色政权、赢得革命斗争最终胜利具

有重要意义。

井冈山时期——
体育竞技助力练兵备战

燃起“星星之火”

在井冈山时期，面对白色政权围剿、

革命进入低潮的困难局面，为巩固革命

根据地，红军部队广泛组织开展体育运

动以提升军队作战能力。井冈山地势险

峻，易守难攻，红军部队因地制宜组织开

展练兵比武活动。例如，在高山丘陵地

带的行军过程中，组织开展武装越野、穿

越障碍、投弹等训练，使官兵学会利用地

形优势完成战术动作，提升部队在复杂

地形下的作战能力；利用作战和队伍休

整间隙，适时组织跑步、跳跃、攀爬、刺杀

等基础训练，并对表现优异的战士进行

表彰。后来这种训练方式逐渐完善成为

“三操两讲”制度。在井冈山时期开展的

体育活动，极大激发了官兵训练热情，锤

炼了红军战士顽强不屈的意志和吃苦耐

劳的品质，为后来红色体育在中央苏区

时期的发展奠定基础。

中央苏区时期——
体育竞技推动练兵备战热潮

在国民党残酷的军事围剿和严密

的经济封锁下，中央苏区物资匮乏，生

活环境极其艰苦。红军部队转战赣南

闽西后，队伍壮大，战斗力参差不齐，人

员整训迫在眉睫。以强健体魄、提高军

事技能为目的的体育运动在中央苏区

时期蓬勃发展。结合军事训练需要，部

队早操时间通常安排持枪体操或徒手

体 操 ，晚 上 安 排 各 种 运 动 ，如 竞 走 、踢

球 、叠 罗 汉 等 项 目 ，强 化 官 兵 基 础 体

能。红军部队还组织战士利用单杠架、

吊绳、吊棍、吊环、爬城索等简单器械进

行训练，并在训练间隙组织射击知识授

课和竞技比赛。带有浓厚军事色彩的

体育活动让战士练就了“飞毛腿”“神枪

手”。此外，红军还把军事课融入体育

运动中，教学内容主要根据实战需要，

以 技 战 术 要 领 为 重 点 ，其 中 包 括 运 动

战、夜战、袭击战和山地战等战术，帮助

官兵熟练掌握攻击、防御、追击、袭击、

侦察等战斗要领。在这一时期，红色体

育事业和部队战斗力建设互相促进、相

辅相成，提升了军队的作战能力，砥砺

了部队顽强的革命意志和高昂的战斗

精神，确保了根据地的安全稳定和建设

发展。

长征时期——
体育竞技活动提升部队

在极端环境下的生存能力

长征途中，虽然条件受限、时间难

以 保 证 ，但 红 军 部 队 仍 然 结 合 任 务 需

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极

大鼓舞了官兵士气。1935 年 5 月 1 日，

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州炉霍县举办运动

会。这场运动会设有跳高、跳远、跨越

障碍等实用性较强的竞赛项目。为提

升官兵野外生存能力，红军部队还临时

增 设 了 架 桥 、搭 帐 篷 、挖 灶 、生 火 等 项

目。在过草地时，红军部队还组织开展

识图、测距等训练，帮助官兵识别地形

地物、分辨沼泽地带等。在过雪山前，

红军适时组织开展登山、越野等训练教

学，确保了部队在极端恶劣环境下完成

作战目的和战略意图。

抗日战争时期——
体育竞技助推革命军队

“从胜利走向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的体育竞技活动，主

要是围绕提升部队战斗力水平，夺取抗

日战争最终胜利而展开。这一时期，部

队广泛开展投弹、射击、刺杀、爆破和土

工作业的“练兵五大技术”体育训练，常

态组织近身格斗训练和障碍跑战术训

练。为了提高部队近战拼刺刀能力，陈

赓要求部队以真枪在野外不齐地形或山

地练习刺杀，让战士逐渐在训练中掌握

刺杀动作“快、准、狠”的要领。部队进军

冀中后，为了适应水上作战，还组织战士

学习游泳和划船，凭借水上功夫，神出鬼

没打击日本侵略者。由于弹药有限，部

队还通过据枪瞄准带有日军标识的稻草

靶和投石、掷标枪等方式，开展射击投弹

训练。此外，部队还充分利用缴获物资

组织开展体育运动。例如，把缴获的日

军皮鞋鞋底钉上冰刀，当作战士滑冰训

练的冰鞋；借助缴获的日军战马，组织开

展马术训练；等等。

这一时期的体育活动推动了部队战

斗力建设水平的提升，为抗日战争胜利

奠定了坚实军事基础。

我军体育竞技源远流长我军体育竞技源远流长
■程宇一 杨云翔

长征时期，红四方面军举办“五一”运动会

淮海战役中的支前民工淮海战役中的支前民工 19481948年年 1212月月 1010日的日的《《人民前线人民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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