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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兵学明清兵学

明代中后期，海防局面的变化和火

器技术的革新等，极大促进了兵学理论

的发展，古典兵学迎来一段快速发展的

高 峰 期 ，诞 生 了 众 多 军 事 著 作 。 这 其

中，《武备志》尤为值得关注。明代学者

茅元仪编撰此书，意在为统治者寻求安

邦之策，研讨御敌良方，却恰好在一个

特殊的历史节点，完成了对古典兵学的

阶段性总结。

著述缘起

茅 元 仪（公 元 1594 年 — 公 元 1640

年），字止生，号石民。茅元仪的祖父茅

坤为明代著名文学家，父亲官至工部郎

中。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之下，茅元

仪自幼便博览群书。眼看明朝内忧外

患日趋严重，他开始研究兵略。

茅元仪寓居南京期间，东北的建州

女真逐渐崛起，多次击败明军。茅元仪

以“知兵”之名随大学士孙承宗来到抗

金前线，因收复失地有功被举荐为翰林

院待诏，不久因受宦官排挤被免职。后

茅元仪虽再度受命护卫北京，并升任副

总兵，督理觉华岛（今辽宁省兴城市菊

花岛）水师，最终还是遭到解职，不久抱

憾离世。

虽仕途不顺，但茅元仪著述宏富，

著 有《武 备 志》《督 师 纪 略》《石 民 未 出

集》《石民四十集》《复辽砭语》等 60 余

种。其中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者，首推

《武备志》。该书共 240 卷，附图 730 余

幅。在这本著作中，茅元仪对历代军事

战略、各种阵法战术、主要传世兵书等，

都有较为系统的总结。

阶段总结

《武 备 志》卷 帙 浩 繁 ，但 总 体 结 构

较为明晰，包括《兵诀评》《战略考》《阵

练制》《军资乘》《占度载》等篇章，各部

分都有相对集中明确的主题。他写作

《兵 诀 评》，意 在 阐 发 古 代 兵 学 典 籍 的

要义；撰述《战略考》，意在探究历代重

要战略思想；撰写《阵练制》，意在考察

古今阵法；著作《军资乘》，意在总结物

资后勤保障之法；著述《占度载》，意在

穷 尽 阴 阳 之 变 。 内 容 丰 富 ，基 本 概 括

了古代军事问题的各个方面，因此《武

备志》可称中国古代的军事百科全书，

为人们提供了一份研习兵法的详细参

考资料。

茅元仪的梳理总结，多少受到《汉

书·艺文志·兵书略》的影响。《兵诀评》

和《战略考》讨论内容多属兵权谋和兵

形 势 ，《阵 练 制》和《军 资 乘》所 论 则 多

为 兵 技 巧 ，《占 度 载》大 体 属 于 兵 阴 阳

范 畴 。 茅 元 仪 巧 妙 地 变 换 了 一 种 方

式 ，对 古 典 兵 学 的 研 习 内 容 重 新 进 行

归 类 与 合 并 ，尝 试 进 行 更 加 合 理 的 梳

理总结。

从自序、旁批和点评中，可以看出

茅元仪对军事问题有独到的思考和总

结。茅元仪强调爱民为本，顺应人心。

除了顺应“天时”和力争“地利”之外，他

格外强调“人和”，指出顺应民心、爱民

之道的重要性。与此同时，茅元仪强调

严明治军，希望以此提高军队战斗力。

为了应对不时之需，他主张平时就应注

意选拔不同类型的人才。为做好战争

谋划，茅元仪强调情报先行，尤其注意

料敌制胜，科学使用间谍。最为重要的

是，在战争决策时，要立足“杂于利害”

的 原 则 ，慎 重 谋 划 战 争 。 在 谋 划 战 争

时 ，必 须 周 密 计 算 敌 我 双 方 的 各 种 情

况，进行认真的对比分析，充分掌握道、

天、地、将、法等基本要素。

特点鲜明

相 比 其 他 辑 录 体 兵 书 ，《武 备 志》

具备明显的特点。第一是综合性。该

书是一部大型辑评体兵书，体系宏大，

点评精到。第二是合理性。茅元仪对

古典兵学的分类编纂，思路更加明晰，

结构相对合理。第三是独创性。《武备

志》中有大量的点评文字，均为茅元仪

深 入 研 究 的 心 得 ，对 古 典 兵 学 提 出 了

独到的见解。第四是系统性。该书不

仅完成了包括明代在内的既往兵学经

典 的 系 统 性 总 结 ，而 且 能 够 用 创 新 和

发 展 的 眼 光 看 待 军 事 问 题 ，紧 跟 时 代

发展步伐。

茅元仪在自序中指出，因为看到国

家承平日久，“朝野之间，莫或知兵”，因

此发奋著述，希望能寻找治国安邦和御

敌之策，竭力拯救正在逐步迈向衰亡的

明政权。虽然这一写作目的最终未能

实现，但该书依据史事战例，充分结合

时势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不少发人

深省之论。

对古典兵学进行阶段性总结的

“军事百科全书”《武备志》
■熊剑平 徐 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飞机的大

规 模 参 战 影 响 了 战 场 格 局 和 作 战 方

式。德国对英国国内进行的轰炸，对

英国构成巨大威胁。为防范轰炸，英

国采取了一种看似奇特却颇为有效的

方式——防空气球。

防空气球是一种用钢索与地面相

连的军用系留气球，一般用橡胶和尼

龙膜制成，外加薄金属保护板。其布

置 方 式 主 要 有 两 种 ：裙 式 和 串 列 式 。

裙式是由若干个钢索相连的气球并列

升空，阻拦钢索布设在连接钢索之间；

串列式则分上下两层，每三个气球构

成一组，钢索连成蛛网状。由于钢索

较重，防空气球难以飞高，只能防御低

空飞行的战机。

当时高空轰炸机还未发明，德国

飞行员想要提升轰炸精度，只能采取

低空投弹的方式。在高速飞行中，飞

行员无法看清防空气球的钢索，飞机

的前置螺旋桨一旦撞上钢索或气球，

就会导致损毁。而防空气球内含多个

囊状气球，即使被炮火击中，也只是部

分受损，不影响总升力。

一战结束后，由于防空气球在战

争中发挥的作用，许多国家都开始装

备防空气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不

列 颠 空 战 前 夕 ，英 国 在 本 土 部 署 了

1400 余 个 防 空 气 球 。 为 避 开 这 些 气

球，德国轰炸机只得提高飞行高度，轰

炸精度大大降低。到 1944 年，英国已

在本土布置 3000 个防空气球。与此同

时，德国轰炸机也在采取新方案应对

这些障碍物。一些轰炸机开始配备切

割钢索的设备，在机翼前缘安装一个 C

型切线器，当飞机与钢索接触时可以

弹出切断钢索。

为此，英国也对防空气球进行了

改进，例如“双降落伞连接”和“双降落

伞下降”。前者在切线器切断钢索时，

钢索中的降落伞会突然弹出，将战机

带往地面；“双降落伞下降”则是加强

防空气球本身的安全，降落伞安装在

每条钢索和气球本体上，使其在遭切

断后能缓慢下降，不至于破坏地面设

施，并使得防空气球能够被重新使用，

减少资源浪费。

由于防空气球发挥的作用，德国

的轰炸效果并未达到预期，这迫使其

开始研制和使用高空轰炸机。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由于高空瞄准装置的发

明，轰炸机可以在高空投弹，防空气球

这种简单易用的防空利器逐渐退出了

战场。

战
场
上
的
防
空
气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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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窗口扩影响

1931 年 11 月 7 日，仅能播发文字新

闻稿的红色中华通讯社在江西瑞金成

立，向全国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

时中央政府成立的消息。1937 年 1 月，

红色中华通讯社在延安正式更名为新华

通讯社，担负传播党的政治主张和搜集

国内外新闻信息的任务。为突破国民党

对我军新闻封锁，进一步加强党的宣传

工作，1940 年 3 月，周恩来从苏联带回一

部 功 率 为 10 千 瓦 的 苏 制 广 播 发 射 机 。

随即，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广播委员

会，由周恩来任主任，成员有中革军委三

局局长王诤、新华社负责人向仲华等。

为筹建广播电台，大家不辞辛劳，昼夜奋

战，在山坡上开凿了两孔石窑和五孔土

窑，盖了十几间土坯石板房，分别用作主

播音间、播音办公室和员工宿舍等。当

时延安没有供应电台的大型动力设备，

工作人员就把旧汽车的引擎进行改装，

带 动 发 动 机 发 电 ，还 把 三 根 树 干 捆 成

“Y”字形栽在山坡上支撑天线。1940 年

12 月 30 日晚 7 时，延安的窑洞中发出了

一个响亮而振奋人心的声音：“延安新华

广播电台，XNCR 现在开始播音。”

创建之初，由于缺乏隔音设备，广播

的杂音很大，工作人员用粗羊毛毯子挂

在门口和墙上以减少杂音，用筷子敲碗

发出“当当”声作为报时音。在如此艰苦

的条件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按时按质

将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声音传播出来，

向世界宣告共产主义思想，建立起统一

的思想阵线，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力。

1946年 6月，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刘善本听

了延安新华广播，对共产党、对民族解放

有了更多了解，驾驶飞机起义，投向光

明。更有不少收听了延安新华广播的国

统区青年冒着生命危险，穿过层层封锁，

奔向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

1947 年，按照上级指示，延安新华

广播电台撤出延安，转移到陕北瓦窑堡，

从 1947 年 3 月 21 日起改称陕北新华广

播电台。1949 年 3 月 25 日，陕北新华广

播电台迁进北平，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

电台。同年 12 月 5 日，更名为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历经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的战火，培养出人民广播的第

一批编辑、播音员和技术人员，在极其困

难的条件下建台工作，通过无线电播送

国内国际新闻及抗战消息、中共中央重

要文件等，打破了国民党和日伪的新闻

封锁，打开了我党我军同世界宣传的窗

口，向世界发出站起来的新中国强音，为

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澄清事实提士气

1941 年 12 月 3 日，延安新华广播电

台（以下简称延安台）专门开办日语节

目，向日军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

的反动性，号召日军官兵积极投身反战

活动，对瓦解日军起了一定作用。首次

进行日语广播的播音员原清志是一名日

本人，也是中国对外广播第一人。每个

星期三，她来到延安台，以自己的切身经

历和被俘日军的悔过书向日军传达反战

的声音，许多日军官兵听到她的播音后，

悔过自新，加入到反战的行列中。为此，

日军甚为不安，只能采用大功率电台进

行干扰。

1946 年 6 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

和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其机关报

《中央日报》宣称中共拒绝谈判，并将内

战责任推到我党头上。6 月 30 日，毛泽

东给时任新华社长余光生写信道，“凡

各地蒋军向我进攻之消息，均请发表并

广播。”延安台大量播出国民党军队不

断侵犯解放区的新闻，揭露国民党口头

停战、实际作战的谎言。同时，对我战

争优势和胜利消息进行实时播报，重点

播出陕北和山东战场重大捷报以及东

北 、晋 察 冀 豫 等 解 放 区 发 动 反 攻 的 消

息 。 1946 年 10 月 3 日 ，延 安 台 发 表 了

《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广播演讲，传

递 出 我 军 必 胜 、敌 军 必 败 的 战 争 总 趋

势，坚定军民胜利信念。1947 年 3 月，

胡宗南部进攻延安，我军战略撤退，国

民党大肆渲染以制造混乱。3 月 21 日，

延安台改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以下简

称陕北台），及时报道红军仍在陕北地

区坚持斗争的消息，攻破国民党谣言，

稳定解放区军民的情绪。9 月 12 日起，

陕 北 台 连 续 4 天 反 复 播 出 新 华 社 社 论

《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打倒蒋介石，

解放全中国”口号传遍大江南北，鼓舞

了民心士气，为战争营造良好态势。陕

北台还在节目中邀请党内外知名人士

讲述亲身经历。在国民党发动全面内

战第一天，其空军飞行员刘善本第一个

驾飞机起义，飞到延安，他在广播中讲

述自己驾着美国飞机运送军火，间接屠

杀同胞所受到的良心谴责，呼吁空军战

友退出内战，沉重打击了敌军士气；教

育家李敷仁在广播演讲中，呵斥国民党

残忍杀害同胞的恶劣行径；哲学家艾思

奇号召大家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

国，分化瓦解了国民党军队。

1948 年，国民党处于战争劣势，美

国妄图推动两党重新“和谈”，利用“和

平攻势”挽救国民党军事溃败的局面，9

月 3 日，陕北台向全国播发《新华社奉命

驳斥“和谣”》消息，揭露了国民党戴上

和谈假面具欺骗人民的目的。此外，陕

北台利用国民党官兵渴望了解亲朋下

落，急于寻找个人出路的心理，专门播

送起义军官名单、其家属通讯地址和他

们在解放区的生活情况，有力宣传了我

党对时局主张和优待战俘政策，许多国

民党军官兵听到广播后战场起义或投

降我军。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美国利用其大

功率无线电广播和安装在飞机、坦克上

的喇叭等，对志愿军实施压制性宣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重复播发彭德怀《中

国人民志愿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一文，

揭露美方企图把军事分界线建立在三八

线以北的荒谬无理要求，并积极利用广

播劝说美军士兵莫被政府欺骗利用，还

播放战俘录音以瓦解美军士气。

灵活方式强效果

延安台在播送新闻稿件时，一般会

提前预告，并连续多次播出以加强宣传

效果，甚至对播音语调变化、口语化、语

速快慢、语气连贯、标点符号处理等都有

细致要求。除播送稿件外，1945 年 10 月

起，延安台每周六制作一次文艺节目广

播，如具有时代特色的歌舞和秧歌剧《东

方红》《庆祝胜利》《兄妹开荒》，郭沫若创

作的话剧《屈原》《棠棣之花》片段等。为

纪念七七事变，新华社编播人员还组成

歌咏队在延安台播出《游击队之歌》《在

太行山上》等革命歌曲，这些节目在潜移

默化中激发了全国群众的革命热情。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总政治部要求

优先给志愿军配置收音机，为志愿军开

办专题节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

《美国侵华史》《美国真相》等讲座节目，

还创新了广播大会的宣传方式，把各地

会场联系起来，向民众宣传美国近代以

来侵略中国的罪行和其自身的重重危

机。辽东人民广播电台不顾敌机轰炸扫

射，不间断广播，运用新闻通讯、对话讲

座、文艺等多种形式宣传抗美援朝，保家

卫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首派记者奔

赴朝鲜战场，采访制作文字稿件和录音

报 道 ，并 在 全 世 界 广 播 志 愿 军 英 雄 事

迹。志愿军官兵经常在晚上挤出时间收

听广播，极大鼓舞了军心士气。

向世界传递党的声音
■曹明敏 程宇一

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⑤

1949 年 1 月 31 日，北平和平解放。

不久，军委三局就接管了国民党在北平

的通信机构及相关设施。3 月 25 日，中

共中央、中央军委从西柏坡迁入北平，

进驻香山。在与香山一脉相连的西山

八大处，军委三局先遣人员率无线电总

台已于 3 月 23 日进驻，3 月 25 日三局

机关正式入驻八大处灵光寺和陈家花

园、后搬进西山饭店，无线电总台台部

和收信台驻八大处一处长安寺，发信台

设在魏家村。

军委三局无线电总台是保障全军

通信联络的领导机关，起源于红军建立

的第一个无线电队，此后经历了数次整

编。在红军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中，

无线电队整编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

无线电大队和中革军委无线电总队。

1934 年 1 月 ，中 革 军 委 成 立 通 信 联 络

局，同年 10 月改称为军委三局，负责红

军的重要通信联络工作。红军抵达陕

北后，1941 年 12 月，军委三局第 4、第 5

和第 7 分队合并成无线电集中台，后改

为第二无线电集中台。1943 年，第 3、

第 9、第 10 和第 11 分队合并成第一无线

电集中台。1944 年 9 月，第一、第二无

线电集中台整编为军委无线电总台。

此时，军委三局的主要工作一是逐

步利用已接收的电台代替总台来执行无

线电联络任务；二是寻找中央进入北平

后进行通信联络保障的新驻地。这次率

无线电总台进驻八大处，主要是因为这

里与香山的党中央和军委办公地距离适

中，距离太远收发电报不便，距离太近又

会因大功率电台发射的密集电波暴露统

帅部具体位置。同时，八大处山坡上的

建筑被树林掩映，位置相对隐蔽，是天然

的工作场所。这里成为党中央、中央军

委的重要通信保障和枢纽。

1949 年 4 月 20 日 深 夜 ，军 委 无 电

线总台在西山八大处发出了毛泽东主

席和朱德总司令签发的《向全国进军

的命令》电报。从北京西山八大处发

出的红色电波，传到渡江前线，传向东

面、中南、西南、西北进军的战场，是中

国人民解放战争走向伟大胜利的重要

通信保障。

1949 年 9 月 27 日，军委三局圆满完

成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

通信保障任务。之后，军委三局和无线

电总台精心组织了新中国开国大典的

通信保障工作。据统计，1949 年无线电

总台平均每月收发电报达一百多万字，

为新中国的各项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

1950 年 3 月，军委无线电总台改为

军委通信总台，此后总台也从西山八大

处迁出，开始了新的征程。

西山八大处：

“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从这里发出
■郑大壮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防空气球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防空气球。。

地处太行山西山余脉
的八大处，山寺林立，隐秘
清幽，自古就是风景宜人的
文化圣地。鲜为人知的是，
红色电波在这里曾留下浓
墨重彩的一笔。一台台锈
迹斑斑的通信设备、一封封
陈旧发黄的电报，见证了新
中国成立初期通信战线的
不凡历程，诉说着红色电波
里的革命往事。

在北京西山八大处灵光寺院内举行的红色电波主题展在北京西山八大处灵光寺院内举行的红色电波主题展（（资料图资料图）。）。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枣园街道办温家沟行政村王皮湾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旧址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枣园街道办温家沟行政村王皮湾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旧址。。

1940年 12月，我党创建了
首个口语广播电台，电台人员
积极筹办，克服物资缺乏等困
难条件，创新多种节目形式，利
用无线电波宣传党的路线、方
针和政策，揭露敌军真实面目，
有力配合一线军事斗争，对抢
占道义高地、增强民族自信、瓦
解敌军斗志、赢取战争胜利具
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