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021年 12月 2日 星期四 战 史责任编辑 / 王 钰 陶春晓 Tel：010-66720063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发行电话：（010）66720745 每周一、二、三、四、五出版 本期售价：0.57元 月订价：12.5元 年订价：150元 本报北京印点：解放军报社印刷厂

链接历史链接历史

史说新语史说新语

明清兵学明清兵学

微 历 史微 历 史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

下攻城。”巷战是依托城镇地形，在街巷

中短兵相接的作战方式。巷战中，进攻

方和防守方都可能面临异常惨烈、旷日

持久的厮杀，因此兵家通常都会竭力避

免陷入巷战。近代以来最著名的巷战，

当属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格勒保

卫战中的巷战。苏德双方在不足 100 平

方公里的城市中投入大量兵力，鏖战半

年之久，伤亡 200 余万人。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军队信息化程

度 有 了 较 大 提 升 ，但 巷 战 依 然 令 人 生

畏。在 1994 年 12 月俄军发动的进攻格

罗兹尼战斗中，俄军第 131旅在攻入城内

后陷入苦战，最终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

兵力撤出战场，重型装备几乎损毁殆尽。

在我军战史中，也不乏一些通过运

用机动灵活的战术，以较小代价取得巷

战胜利的经典战例。解放战争时期，解

放四平战斗中的巷战就是其中一例。

四平地处松辽平原中部腹地，是贯

通多条铁路交通的枢纽，是一个具有重

要军事意义的战略要地。1946 年 3 月至

1948 年 3 月，我军共在此进行过 4 场战

役，与国民党军队反复争夺对四平的控

制权。

1948 年 3 月 12 日，我东北野战军第

1、第 3 和第 7 纵队奉命参加解放四平的

战斗。其中，第 3 纵队的主要任务是从

城东北、东南两个方向发展进攻。战斗

开始后，第 3 纵队主力很快突破了敌军

防御，进入城内战斗。该纵队 20 团 6 连

在城南的玉皇庙、耶稣教堂一带展开战

斗，主要任务是夺占玉皇庙、耶稣教堂，

全歼守敌，并控制周边 4 条街道。6 连官

兵在战斗中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的战斗精神，采取了机动灵活的战斗方

法，经过一天的战斗，圆满完成作战任

务，并缴获大量武器装备。

两翼迂回实现分割，
编组灵活各个击破

3 月 12 日 8 时许，6 连随主攻部队突

入 城 内 ，顺 利 进 至 玉 皇 庙 东 侧 道 路 一

线。玉皇庙敌人突然向 6 连猛烈射击，

打乱了他们的进攻节奏。连长、副连长

经过商议后，将 6 连分为 2 个攻击分队，

由 2 人分别带领。从玉皇庙南北两侧迂

回到敌人后方，实现对守敌的钳形攻击，

汇合后再向西挺进。通过翼侧迂回，不

仅可以从防守较弱的“背部”打击敌人，

还可以切断敌人与后方指挥所的联系，

以实现分割包围、逐个歼灭的战斗目标。

连长率领的右翼攻击分队刚通过爆

破开辟前进通路，就有 3 个敌人举着枪

出来投降。据他们交待，耶稣教堂内约

有 1 个 营 的 守 军 ，主 要 防 御 方 向 在 南

面。此时，副连长率领的左翼攻击分队

也消灭了数个敌火力点，成功进至耶稣

教堂东南侧，但遭到耶稣教堂守敌阻击，

与敌军形成对峙态势。分析战场形势

后，连长决定再次改变力量编组，留下 2

个班的兵力，在南面继续与敌对峙、牵制

敌人火力；剩下的兵力分为 2 组，组内又

分成爆破、工兵、突击等力量，充分发扬

小编组“船小好调头”的优势，分别从教

堂东北侧、西北侧两个防御薄弱部位进

行 突 破 ，直 捣 耶 稣 教 堂 守 敌 的 指 挥 核

心。这样一来，敌人在南面苦心经营的

防御工事就无法发挥作用，各火力点只

能在没有指挥的情况下盲目射击，为我

军夺占耶稣教堂创造了有利条件。

全面分析持续调整，
递进攻击战斗增益

四平是国民党军队在东北防御的重

点区域之一。为了保住四平，国民党军

队在多条街道构筑掩体、埋设地雷，在建

筑物内设置隐蔽火力点，甚至在城中核

心地带建设了永久性防御工事，打算利

用这些工事层层抵抗，不断消耗我军力

量、迟滞我军进攻行动，最终实现死守四

平的作战目的。作为进攻方，我军决心

通过层层递进、步步为营的战斗方法，与

敌人争夺每一条街道、每一栋楼房，最终

控制四平全城。这是对我军持续作战能

力的巨大考验。

为实现作战意图，6 连在刚突入城

内和进至教堂东侧两个时间点均调整

了部署，通过短暂停顿和重新编组，让

战士们恢复体力和检查装备，并进一步

细化分解作战任务。全连官兵方向明

确、目标清晰。在对教堂进行突击的过

程中，东北角的爆破小组因炸药设置点

位选择不当，导致爆破的缺口过小，攻

击分队不能快速进入。连长马上再次

调整战斗编组，一面将部分突击力量抽

组为土工作业分队，采取土工作业的方

法靠近敌防御前沿；一面将在西北角完

成爆破任务的小组调整过来，实施二次

爆破扩大缺口。待打开缺口后，把后队

变为前队，快速突入教堂内部，一举拿

下敌人的营指挥所。正是有了对战场

态势全面正确的观察和分析，6 连指挥

员才能够将手中力量进行合理编组，以

层层递进式的战斗方式接近作战目标，

保持了连续的突击力，也极大地调动了

官兵的战斗积极性，为完成任务奠定了

基础。

软硬兼施双管齐下，
战前侦察创造优势

一面进行军事打击，一面进行政治

瓦解，是我军战胜国民党军队的两种重

要方法。尤其是到了解放战争后期，越

来越多的国民党中下层军官和士兵对国

民党当局的反动统治深恶痛绝，接二连

三的败仗让他们逐渐失去了作战的勇气

和信心。从兵力数量上来看，此次作战

中，敌人的兵力几乎是 6 连的 3 倍，但从

作战效果上看，6 连完全掌握了战场主

动，势如破竹，这与我军在战场上的政治

瓦解工作密不可分。

在战前，3 纵就派遣敌军工作队潜

入四平城内进行宣传和鼓动工作，号召

群众不配合国民党军队的巷战设伏准

备 工 作 ，让 国 民 党 军 士 兵“ 进 不 去 门 ”

“喝不到水”“吃不上饭”。城内的地下

党也加强了对国民党军队的瓦解力度，

几乎半数的国民党军官兵愿意临阵起

义或投降。在战斗过程中，6 连把军事

打击和心理战术结合起来，一面集中优

势兵力火力猛攻猛打，给守军极大的心

理震慑，显示我军夺占目标的决心；一

面不断战场喊话接受投降，彻底击溃敌

军的心理防线，大大加快了战斗进程。

此外，在战前的侦察过程中，我军充分

发扬“人心在我”的群众优势，发动群众

将敌人设置的地堡、火力点、地雷、铁丝

网等防御工事和部队部署的具体位置

摸 得 一 清 二 楚 ，真 正 实 现 了“ 知 彼 知

己”，为制定作战方案、实现作战企图创

造了有利条件。

1948 年 3 月 13 日晨，我军一举攻破

国民党守军指挥部，战斗胜利结束。

解放四平战斗作为四战四平的最后

一战，是东北解放战争中的重要历史事

件，锤炼了东北野战军城市攻坚战的能

力，也加速了东北解放战争的进程。

解放四平战斗中的巷战
■孙 薇

军 舰 和 民 用 船 只 ，早 先 曾 是 一

家。蒸汽轮船出现前，二者差距并不

明显。在大航海时代初期，英法等国

用民用船只改装的所谓“私掠船”，与

军舰相比也毫不逊色。蒸汽轮船出现

后 ，军 舰 和 民 用 船 只 差 距 逐 渐 增 大 。

到了近现代，军用舰船与民用船只开

始分道扬镳，向不同的方向发展，但在

功能上也偶有交叉。军舰设计制造的

要求远比民用船只高得多，除了要考

虑 作 战 性 能 ，还 要 考 虑 抗 沉 性 、维 护

性、机动能力、抗打击能力等。现代军

舰种类繁多，主力作战舰艇如航母、巡

洋舰、驱逐舰、护卫舰等，是无法利用

民用船只改装的。

在 近 现 代 战 史 中 ，不 乏 有 民 用 船

只改造成军用舰艇的案例。两次世界

大战中，曾有大量的民用船只被改造

成军舰，如英国的伪装猎潜舰“Q 船”、

德国的辅助巡洋舰、日本的辅助航母

等。美国第一艘航空母舰“兰利”号，

就是由一艘运煤船改造而成。20 世纪

80 年 代 末 ，美 国 海 军 还 曾 推 出“ 武 库

舰”的概念，核心是利用数艘十万吨级

的民用超级集装箱船，在船体中填入

数百发“战斧”巡航导弹，使之成为一

艘极具威慑力的对陆打击平台舰，即

一种导弹“容器”。

这 些 民 船 改 装 而 成 的 军 舰 ，在 战

争 中 确 实 发 挥 了 一 些 作 用 。 在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期 间 ，为 谋 求 海 上 霸 权 ，

日 本 于 1937 年 左 右 开 始 进 行 改 装 民

用 船 只 的 准 备 。 1940 年 与 美 国 关 系

恶 化 后 ，日 本 开 始 大 量 征 召 商 船 ，

1942 年 底 完 成 了“ 飞 鹰 号 ”“ 隼 鹰 号 ”

“ 大 鹰 号 ”“ 云 鹰 号 ”“ 冲 鹰 号 ”等 多 艘

船只的改造。

1942 年 8 月下旬的第二次所罗门

海战中，“大鹰号”为“大和号”战列舰

护航，其任务是把飞机从日本本土运

到西南太平洋岛屿。这是它唯一一次

一线作战经历。之后，“大鹰号”一直

在二线作战。1942 年 9 月，“大鹰号”在

西南太平洋的特鲁克岛遭到美国“鳟

鱼号”潜艇的攻击，被一枚鱼雷命中舰

艇 的 中 部 后 发 生 爆 炸 ，而 后 返 港 维

修 。 1943 年 4 月 ，在 同 一 海 域 ，“ 大 鹰

号 ”遭 到 另 外 一 艘 美 国 潜 艇“ 金 枪 鱼

号 ”的 攻 击 ，鱼 雷 因 引 信 故 障 没 有 爆

炸。4 个月后，“大鹰号”在返航时，避

过美国潜艇发射的鱼雷。不久后，“大

鹰号”在小笠原群岛附近再次遭到美

国“海鲈鱼号”潜艇攻击，右舷被 6 枚鱼

雷击中，但只有一枚鱼雷爆炸，另外 5

枚鱼雷只是把舰体撞出了 5 个坑，又一

次死里逃生。

相 比 之 下 ，英 国 的“ 大 西 洋 运 送

者 ”号 运 输 舰 的 运 气 就 没 有 那 么 好

了 。 英阿“马岛之战”中，英国需远征

南大西洋，由于航母数量不够，军方把

目光投向了民用船只。英国临时征用

了大量商船，“大西洋运送者”号便是

其中之一。为适应军方需求，在甲板

上加装了专门为“鹞式”战斗机起降研

发的钢板，并按部就班地准备了支持

“鹞式”战斗机上船的各种功能性集装

箱。由于条件限制，英军只在船头部

分 设 置 了 一 个 可 以 供“ 鹞 式 ”战 斗 机

和直升机起降的位置，只有前一架飞

机 安 全 离 开 ，第 二 架 飞 机 才 能 够 就

位；前一架飞机降落后安全进入整备

区，后一架飞机才能进入降落区上空

准备降落。

1982 年 5 月，“大西洋运送者”号在

阿森松岛基地搭载着 10 架“鹞式”战斗

机和 10 多架直升机，与其他商船改装

的 支 援 船 组 成 大 编 队 向 南 大 西 洋 开

进。然而，它仅仅被阿根廷“超级军旗”

攻击机发射的一枚“飞鱼”导弹击中后，

就沉没于大海之中。

如今，民用船只用于军事用途的案

例并不多见，但民用船只对于海军的发

展曾有过举足轻重的作用，至今也是各

国海军力量发展的基础。

“民用船只”变形记
■廖磊鑫 罗 健

蛤蟆列阵保口粮

在战争史上，利用动物实施的奇特

战术屡见不鲜。1943 年夏，在山西省沁

源 军 民 围 困 日 寇 的 战 斗 中 ，蛤 蟆 就 以

“特种兵”身份发挥了巨大作用。

当时，驻在当地的日军缺乏粮食，

于 是 征 收 了 大 量 镰 刀 和 麻 袋 ，准 备 在

麦熟之际和八路军抢收小麦。得知消

息后，为了防止敌人抢小麦，陈赓司令

员 在 作 坪 村 召 开 会 议 指 示“ 置 敌 于 疲

惫 不 堪 ”。 要 如 何 高 效 率 地 彻 夜 扰

敌 ？ 军 民 经 研 究 决 定 ，请“ 蛤 蟆 军 团 ”

出战。

出发抢收小麦的前一天晚上，敌人

刚入睡就被据点周围嘈杂的“呱呱”叫

声吵醒，无奈之下只得用机枪步枪乱打

一 气 。 还 没 等 再 次 入 睡 ，叫 声 又 响 起

来，如此反复，搅得日军夜不能寐。

这就是作坪村民兵和八路军给日

军摆的“蛤蟆阵”。他们捉来蛤蟆，喂给

胡椒粒，再放到鬼子据点周围。蛤蟆受

胡椒刺激，通宵大叫不止，弄得敌人无

法入睡。第二天，敌人困乏不堪，作坪

村军民趁机抢先收割了小麦。

蜜蜂攻城打头阵

公元 11 世纪，英国军队攻打耶路撒

冷 古 城 圣 让 达 克 ，曾 使 用 蜜 蜂 来 打 头

阵，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当时城池久攻不下，英军主帅心急

如焚，苦苦思考对策。当他走出营帐，

田野上一群飞舞的蜜蜂使他产生了大

胆的想法。

第 二 天 ，攻 城 开 始 。 城 头 的 士 兵

严 阵 以 待 。 英 军 一 反 常 态 ，不 搭 云 梯

却 派 了 几 名 士 兵 搬 着 箱 子 冲 向 城 下 。

他 们 打 破 箱 子 ，破 碎 的 箱 子 里 飞 出 无

数 蜜 蜂 ，见 人 就 蜇 。 战 场 顿 时 一 片 混

乱，守军顾不上守城，四处扑打却无济

于 事 。 英 军 士 兵 见 时 机 成 熟 ，迅 速 戴

上 手 套 和 防 护 面 具 ，架 起 云 梯 开 始 攻

城 。 守 城 士 兵 无 力 抵 抗 ，纷 纷 溃 退 。

英 军 不 费 吹 灰 之 力 占 领 了 圣 让 达 克

城，小小的蜜蜂就这样成了破城的“功

臣”。

（曹胜杰 刘英铭）

正在进行起降作业的正在进行起降作业的““大西洋运送者大西洋运送者””号号

吉林省四平市四平战役纪念馆吉林省四平市四平战役纪念馆

朱元璋率先示范

明太祖朱元璋的用兵思想与孙子

兵学时有暗合。据现有史料显示，明

太祖朱元璋曾数次和大臣共同讨论孙

子 兵 学 要 义 。 重 视“ 先 知 ”和“ 以 奇

胜”，成为朱元璋击败各路豪强势力、

一统天下的重要法宝。

至正二十三年（公元 1363 年），朱

元璋打败陈友谅后，曾和部下谈论兵

法，指出“伐谋而制胜”，认为“以正应，

以奇变”和“奇正之用合宜”才是百战

百胜的用兵之道。在与句容儒士戎简

会面时，朱元璋又引用《九变篇》中“穷

寇勿迫”一语，解释不对陈氏集团穷追

猛打的原因：

“兵法曰：‘穷寇勿迫。’若乘胜急

追，彼必死斗，杀伤必多，吾故纵之，遣

偏师缀其后，恐其奔逸。料彼创残之

余 ，人 各 偷 生 ，喘 息 不 暇 ，岂 复 敢 战 ？

我以大军临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

师 不 伤 ，二 者 生 灵 获 全 ，三 者 保 全 智

勇，所得不亦多乎？”

就“穷寇勿迫”，朱元璋总结了 3 条

益处，即“我师不伤”“生灵获全”和“保

全智勇”，可见其对孙子兵学有着深刻

领悟。在指示名将徐达如何处置降卒

时，朱元璋也曾以孙子“不战而屈人之

兵”作为要求：“能不战而屈之，乃为上

智尔。”

朱元璋对史籍所载孙子事迹表示

过 怀 疑 ，甚 至 批 评 过 孙 子 的 诡 诈 之

术。但在实际用兵中，他非常重视孙

子的情报先行原则，同时也善于使用

火攻挫败对手，很好地诠释了孙子的

用兵要义。

文臣武将跟进研究

朱元璋的重视，为《孙子兵法》在明

代的传播打下了基础。洪武三十年（公

元 1397 年），兵 部 复 刻 元 版《武 经 七

书》，供将帅学习之用。建文帝初立武

举，英宗时期正式推行武举，有关武举

的各项制度逐步走向规范化。张居正

主政期间，亲自增订《武经直解·孙武

子直解》，试图为武举提供较为准确的

教 科 书 ，充 分 反 映 出 他 对 武 举 的 重

视。通过武举的推广，《孙子兵法》得

到更为广泛的传播。明代有关《孙子兵

法》的书籍甚多，不少流传至今，与官方

的重视不无关系。

相比宋代，明代的武学科考更加

规范和制度化，为应付策试而刊印的

讲义之类，也逐渐发展起来。刘寅的

《武经直解》甚至被官方钦点为教材，

成为法定的军事教科书，取得了无可

替代的地位。刘氏此书，连同赵本学

的《孙子书》等，至今仍是人们研究《孙

子兵法》的重要参考书。除此之外，郑

灵、陈天策、曹允儒、黄献臣、李贽、何

守法等人的注本，也都曾影响一时，对

于研习《孙子兵法》不乏参考价值。

明代还产生了《火攻备要》《火攻

挈要》等系统论述火攻战法的兵书，在

祖述《孙子兵法·火攻篇》的同时，也吸

收西方先进的火器战法，学习和借鉴

西方的火攻理论。这对明代战术的丰

富 和 战 法 的 变 革 ，都 起 到 了 重 要 作

用。在军事科技飞速发展的明代，《孙

子兵法》的兵学理论不仅没有过时，反

而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发挥，地位更加

凸显。

明代著名抗倭将领胡宗宪、俞大

猷、戚继光等人，将研习《孙子兵法》与

自 己 长 期 抗 倭 的 军 事 斗 争 实 践 相 结

合，对孙子兵学思想既有继承也有发

展。其中最为著名的要数戚继光。从

他留下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军

事著作中，可以看到其系统研读《孙子

兵法》，受到深刻影响的痕迹。戚继光

的治军思想及用兵谋略等，也都可以

从孙子兵学思想中找到源头。

文人学者深度参与

明代文人中，许多都喜研习兵书，

如王阳明、李贽等都曾深入研究《孙子

兵法》。王阳明是明代著名思想家和

军事家，从他的军事活动实践和著述

中，可见他对《孙子兵法》有过研究，而

且 善 于 在 战 争 实 践 中 加 以 运 用 。 在

《武 经 七 书 评》中 ，王 阳 明 对《孙 子 兵

法》和《吴子》等兵经也有要言不烦的

评点。李贽注释《孙子兵法》的作品名

曰《孙子参同》，至今仍是研究《孙子》

的重要参考书。

明代兵书不少出自文人之手，体

现出宋代文人论兵传统的延续。其中

较为著名者，要数何守法模仿《孙子兵

法》著述的《投笔肤谈》。是书结合历

代战例阐发孙子兵学思想，不失为一

部有思想和有价值的兵书。何守法特

地将篇数凑成十三篇，甚至每一篇的

篇名都以《孙子兵法》作为参照，受《孙

子兵法》影响的痕迹非常明显。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兵书与《孙子

兵法》有紧密联系。《草庐经略》被誉为

“谈兵者不可缺少之书”，对于《孙子兵

法》有 所 继 承 和 补 充 。 比 如 其 对“ 奇

正”的研究就很有心得，既总结常法，

也揭示变法，并指出“奇正”的相互转

化之术。

《武备志》是明代茅元仪所辑录的

一 部 大 型 军 事 学 类 书 ，其 对《孙 子 兵

法》作过这样的评价：

“先秦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

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谓五

家为孙子注疏可也。”

茅元仪将包括《司马法》《六韬》在

内 的 其 他 五 种 先 秦 兵 书 ，都 当 成《孙

子》的注疏文字，早于《孙子》的，被《孙

子》充分吸收，晚于《孙子》的，则都无

法逃出《孙子》的藩篱。仅就中国古代

军事思想的发展而言，这几句话未尝

不是允当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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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出版的清代出版的《《重刊武经七书汇解重刊武经七书汇解》。》。明代武举包含策论明代武举包含策论，《，《武经七书武经七书》》是武举是武举

考试的重要内容考试的重要内容，，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清代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清代。。

明代对孙子兵学的研
究取得不少成果，在应用孙
子兵学理论方面，不乏成功
案例。不仅许多军事家较
为深入地研究过孙子兵学
思想，一些文人学者也提出
了独到见解。明代成书的
千余部兵书中，有关《孙子
兵法》的就有200多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