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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兵学明清兵学

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对“富强”的

认识逐渐转变，他们意识到经济是国防

的物质基础，国防的强大有赖于经济的

发 展 ，因 此 推 行 洋 务 运 动“ 求 强 ”“ 求

富”，其国防思想在忧患意识、战略判断

和发展路径选择上均有所变化。

求强：面对现实的压迫

中国近代国防建设，首先关注的

就 是“ 求 富 ”“ 求 强 ”，但 到 底 是 先“ 求

富”，还是先“求强”，实则很需要战略

眼光。考虑到晚清局势，“求强”大概

是一种本能选择。

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洋务

派的思路一度非常直接且清晰：中国

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坚船利炮，以此

来抗击列强的侵略行径。“师夷长技”

就是发展军工，大量建造利器，以利器

求得“自强”，进而求得“自立”，避免被

西 方 列 强 欺 压 凌 辱 。 他 们 眼 中 的 利

器 ，以 先 进 火 炮 和 远 洋 舰 船 为 代 表 。

晚清时期致力发展的，也正是这两种

武器。

就这一点而言，无论是曾国藩、左

宗棠，还是李鸿章、张之洞，他们的看

法都基本相同。曾国藩说：“购买外洋

船炮，时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左

宗棠则进一步认识到“洋人嗜利，用于

出售之舰船技术未必新、质量未必佳，

若依赖进口，仍将为人所制”，他积极

推动兵工自主制造，将“师夷长技”逐

步落到实处。曾对洋务派给予大力支

持的恭亲王奕，对利器充满热切期

盼，他提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

制器为先”。正是在这些思想的推动

下，清廷以“求强”为宗旨的军工制造，

获得阶段性成果。

求富：筑牢国防的根基

中国古代军事家早就指出了战争

对社会所产生的巨大破坏性，给物资

和财产所带来的巨大消耗。因此，《管

子》有 云 ：“ 故 一 期 之 师 ，十 年 之 蓄 积

殚；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基于这

层考虑，孙子强调战争发起前，需要考

虑“ 千 里 馈 粮 ”和“ 内 外 之 费 ，宾 客 之

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等，高度重视

战 争 准 备 工 作 ，需 要 积 累 社 会 财 富 。

先秦时期法家“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

胜”的观点得到推广，秦国主张耕战，

十分重视农业，由此取得统一天下的

功业。

与古代兵家的主张有所不同，近

代中国不少官员学者不只重视农业，

同时逐渐重视起商业，试图由此求得

富强。曾国藩最早提出“商战”这一概

念，强调西方侵略者背后所追求的经

济利益，指出“商战”是西方列强的国

策，“用兵之时，则重敛众商之费；无事

之时，则由顺众商之请”。曾多次出使

欧洲，并担任过曾国藩幕僚的郭嵩焘，

考虑得更加深远。他将西方国家强大

的原因归于政教，其次是商贾，再次才

是洋务运动所孜孜以求的利器。但这

些主张，显然超出洋务派当时的认知

水平，甚至危及朝廷统治基础，不可能

为当权派所接受。

王韬认为，当时中国之所以会“民

穷财尽”，就是因为工商业没有得到重

视。如果模仿西方国家，加快商品流

通，打破闭关而治的模式，便可以迅速

改变形势。因为发展工商业，既可以

发展和保护中国传统农业和丝、茶业，

又可以扩大贩运之利，带动货物流通，

并且有效抵制外国商品的大量侵入。

洋务派在与西方交涉中感受到西方的

经济侵略，于是开办轮船招商局，打破

西方列强对中国航运业的垄断；开展

外洋贸易为“直捣中坚之策”“使我内

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筹办织

布局，“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权”。

他们通过发展民族工商业，提高生产

力、提升国民经济以抵抗外国侵略。

求新：迈向近代的观念

吴 子 主 张“ 内 修 文 德 ，外 治 武

备”，认为国内政治清明，民众安居乐

业并上下一心，对外才能治理武备，确

保战争取得胜利。自先秦时期就已形

成朴素的富国强兵思想，高度重视国

防建设。

中国传统富国强兵理论，以求富

为根基，再致力于军备。农业自古是

经济命脉，也是国防基础。受“重农抑

商”、以发展农业为“务本”之举等观念

影响，古代兵家几乎一致主张寓兵于

农，兵农结合。晚清时期，保守派充分

吸收这一思想，认为侧重发展农业，便

可驱敌于国门之外。他们反对洋务派

兴办军工，坚信中国根本不需要引进

西方包括军工技术在内的工业技术。

因此，当时若要建构新的富国强兵理

论，就必须重视“耕战”“商战”“学战”

之间的联系，推动社会观念的更新。

近代官员学者的国防观念，实为

一步步发展变化。起初，他们只是单

纯追求坚船利炮，提倡引进西方先进

的武器装备；后发展为学习其制造方

法，改而提倡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再发

展到羡慕西方经济模式，试图以振兴

工商业来提振国民经济，提升国防水

平。然而，他们对政体并不愿意进行

讨论，也不敢有所触及。冯桂芬著《校

邠庐抗议》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

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被概括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中体西

用 ”，成 为 洋 务 派 变 法 图 强 的 理 论 基

础。郭嵩焘思想过于超前，已超过洋

务派所能接受的范围，只能暂时被陋

识所掩埋。大家拒绝郭嵩焘关于重商

和“ 本 末 ”方 面 的 论 断 ，采 取“ 中 体 西

用”模式，在一个极其有限的政治空间

内求变通、求生存、求发展。

总体来看，晚清求富求强的革新

运动，虽说实际成效不大，但促进了民

族国家意识的形成，为中国近代国防

思想的形成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近

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指出，只有

彻底改变中国的现状，才能真正挽救

民族的危亡。为此，他一面呼吁“铁血

之主义”，一面期盼“尚武之国民”，认

为除此则“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

台”。西方近代国防思想被引进中国

之后，受到政治体制等因素影响，没有

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促进学界尤

其是军事理论家的反思，以“求富”“求

强”为核心要义的近代国防思想得以

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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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敌意合围布势，迫敌放弃固守

幻想。 1949 年 4 月 21 日，毛泽东、朱德

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

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

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

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

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随后，我

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强渡长江，一举突破

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先后解放南京、

杭 州 、南 昌 等 地 。 至 此 ，整 个 东 北 、华

北、西北、中原、华东五大解放区连成一

片 。 5 月 9 日 ，中 央 军 委 致 电 林 彪 、萧

克，指出“白崇禧的意图，不是准备在衡

州以北和我军作战，而是准备逐步撤退

至衡州以南”，并指示第四野战军主力

由华北南下提前过江。

第四野战军依照中央军委“先头先

渡”的作战方针，先遣兵团约 12 万人兵

分 三 路 向 武 汉 挺 进 ，矛 头 指 向 武 汉 三

镇。第 40 军夺取孝感后由团风至湋源

口段渡江，直逼汉口；第 43 军由湋源口

至武穴以东之龙坪段渡江，肃清团风至

武穴段长江北岸的守军后包抄武昌；江

汉军区负责清除汉阳西、北外围敌军。

第四野战军与江汉军区通过从武汉的

东、北、西三面合围布势，向国民党守军

施加军事压力。白崇禧“两分天下，划

江而治”的幻想就此破灭，唯恐被聚歼

在武汉，遂改变固守武汉的计划。他命

令武汉地区的部队收缩防线，主力部队

逐次向江南湘赣边境及南浔线撤退，武

汉三镇由国民党军第 58 军担任城防。

战场起义里应外合，围三阙一乱敌

计划。在解放军三面合围、兵临城下的

巨大压力下，白崇禧决定弃守武汉，乘飞

机仓皇逃走。他一边命令部队迅速南

撤，同时破坏道路、桥梁，抢掠物资，还扬

言要炸掉华中这个最大的工业城市；一

边展开城市封锁，企图遮蔽其主力部队

陆续南撤的信息。面对白崇禧的险恶企

图，我军围城部队没有轻易行动。被我

党感召的国民党军第 19 兵团司令官张

轸，率部在湖北贺胜桥、金口起义。张轸

起义，彻底打乱白崇禧的撤退计划，对动

摇中南地区的国民党军起到一定作用。

第四野战军与张轸部里应外合，全盘掌

握了武汉守军的撤离计划和白崇禧企图

破坏武汉城市重要设施的阴谋。与此同

时，为使武汉免遭国民党军破坏，中央军

委与白崇禧代表进行磋商并达成一致，

凡我军已占者照旧，凡我军未占者一律

暂不进占，以利和平接收，同时电令前线

第四野战军派人与国民党守军联络。第

四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决定暂不

围歼据守武汉的国民党军队，而是采取

围三阙一的办法，放开一条口子给白崇

禧部南撤，力求实现兵不血刃完整接管

武汉的作战目标。

积极贯彻群众路线，多重合力共同

作用。虽然黎明的曙光已划破天际，但

武汉三镇的黑暗并没有完全褪去。针

对白崇禧部在撤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

大 爆 炸 、大 破 坏 和 打 砸 抢 杀 等 混 乱 局

面，中央军委决定抓住国民党军队撤退

后短暂的“真空期”，迅速发动潜伏在武

汉的中共地下组织和解放区各级党委

城工部行动起来，动员当地广大民众，

与 国 民 党 反 动 派 斗 智 斗 勇 ，开 展 反 搬

迁 、反 破 坏 、保 护 城 市 、迎 接 解 放 的 斗

争。一方面，宣传发动群众，做好解放

武汉的思想舆论准备。发动中共地下

组织、武汉市委、解放区各级城工部人

员积极开辟“第二战线”，控制《新湖北

日报》《武汉日报》等报刊，突破国民党

的舆论封锁，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人民

解放军八项纪律。利用电台、广播等媒

介，揭露国民党部分官员的丑恶行径，对

国民党官员进行劝说，最终使国民党留

守人员弃暗投明，放弃炸城阴谋。另一

方面，广泛动员开展调查研究，为接管城

市做好准备。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积极号

召下，武汉各界一呼百应，军、民、工、学、

商多条战线齐心协力，对武汉工厂、机

关、学校、金融机构等情况进行全面摸

底，了解人员、资产、房产、地产、税收等

各方面情况，为全面接管武汉提供了重

要的情报依据。最终，在多重合力共同

作用下，武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完整地

回到人民手中。

从军事意义上看，解放武汉三镇是

一 场 没 有 硝 烟 的 战 争 ，也 是 人 民 解 放

军“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典型案例。此

战进一步击溃国民党军据守大城市的

信 心 ，为 我 军 向 长 江 以 南 继 续 进 军 塑

造 良 好 的 战 略 形 势 ，也 为 加 速 中 南 地

区和大西南的解放奠定坚实基础。从

全 国 解 放 的 战 略 意 义 上 看 ，在 武 汉 实

行了不同于北平、天津的解放模式，是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运筹帷幄决

胜千里之外的战略指挥艺术的完整诠

释 ，“ 武 汉 模 式 ”创 造 了 一 种 解 放 大 城

市的新模式。

军民齐心解放大武汉
■王凤春

上海市淮海中路 567 弄 6 号（原上海

市霞飞路新渔阳里 6 号），是一幢坐北朝

南、两楼两底砖木结构的石库门建筑。

一百多年前，中国第一个青年团组织上

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这里诞生。上海社

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最早，后又积极指导

其他地方团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工作，成

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红色起点”。

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之

际，让我们走进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聆

听新青年、新事业、新渔阳里交织的时代

之歌。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唤起了中

国人民的觉醒，也极大鼓舞了以陈独秀、

李大钊为代表，拥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

子。他们怀揣崇高理想，开始学习和宣

传马克思列宁主义。1920 年 4 月，经李

大钊介绍，俄共（布）代表维经斯基来到

上海会见陈独秀，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

题。6 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

统、陈公培在老渔阳里 2 号（今上海市南

昌路 100 弄 2 号）陈独秀寓所开会，决定

成立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当时定名为

社会共产党。8月，陈独秀就党的名称问

题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最后定名为共产

党。共产党组织在上海成立后，进一步

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制定党的宣言纲

领，促进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

为团结更多进步青年加入共产党的

后备力量，陈独秀决定筹建社会主义青

年团，作为共产党的后备军和共产主义

预备校。1920 年 8 月 22 日，经陈独秀倡

导，俞秀松、施存统、李汉俊、沈玄庐、陈

望道、金家凤、袁振英、叶天底等人，在霞

飞路新渔阳里 6 号宣告上海社会主义青

年团成立。之所以将团中央机关办公地

点选在这里，是因为它与老渔阳里 2 号

有一条弄堂贯通，便于往来活动。此后，

渔阳里街区成为共产党在上海早期活动

的重要场所和历史见证地。

9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和上海社

会主义青年团在新渔阳里 6 号又创办了

外国语学社，以公开办校形式掩护社会

主义青年团革命活动，其目的是输送革

命 青 年 赴 俄 学 习 ，为 中 国 革 命 准 备 干

部。杨明斋任校长，俞秀松任秘书，维经

斯基夫人库兹涅佐娃任俄文教员，李达、

李汉俊、袁振英分别担任日文、法文和英

文教员。当年，楼下客堂为教室，教室后

是厨房和餐室。二楼厢房是学员宿舍，

客堂为团中央机关办公室。为避免外界

怀疑，外国语学社在《民国日报》上刊登

招生广告，向外界证明这里仅作为外语

培训学校。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此吸

收 20 多名新团员。他们积极参加革命

活 动 ，帮 助 工 人 群 众 建 立 基 层 工 会 组

织。1921 年春，外国语学社的 20 多名学

员分 3 批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

主义大学学习，其中就有刘少奇、任弼

时、萧劲光等人。可以说，外国语学社实

际上是我党第一个培养青年政治和业务

骨干的学校，即团校的早期雏形。

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引领和感

召下，北京、武汉、广州、长沙等地相继成

立社会主义青年团。随着队伍逐步壮

大，1921 年 3 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

时中央委员会在上海成立，俞秀松任书

记，下设秘书、组织、教育、调查、宣传、编

辑、联络和图书 8 个分处，除日常工作

外，还要领导和协调地方团组织。

由于各种原因，1921 年 5 月前后，上

海 及 一 些 地 方 的 团 组 织 停 止 活 动 。 7

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中共一大决

定继续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吸纳

优秀成员。8 月，张太雷等人从俄国回

到上海，被指派负责恢复和重整社会主

义青年团工作。

1922 年 5 月 5 日至 10 日，中国社会

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

东园召开。大会讨论通过《中国社会主

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

程》及各项决议。高君宇、施存统、张太

雷、蔡和森、俞秀松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

员会委员，施存统任团中央书记。中国

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召开，使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实现了思

想上、组织上的完全统一，成为在政治纲

领和奋斗目标上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

的 全 国 性 的 先 进 青 年 组 织 。 1925 年 1

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

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决定将团的名称改

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此后，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进一步发挥先锋作用，党

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发展迈入崭新阶

段，新渔阳里 6 号也结束了历史使命。

1957 年，上海市将淮海中路 567 弄 6

号 团 中 央 机 关 旧 址 按 原 貌 进 行 恢 复 。

1961 年 3 月 4 日，国务院将位于这里的

团中央机关旧址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2001 年，中共上海市委和共青团

中央对团中央机关旧址进行全面整修，

并成立旧址纪念馆。2004 年 4 月 26 日，

纪念馆建成并对外开放。这座历经百年

风雨的石库门建筑，向参观者诉说渔阳

里的故事，进一步发挥宣传教育阵地作

用，持续焕发百年建筑的不朽青春。

新渔阳里6号：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红色起点”
■郑大壮

武汉三镇旧照武汉三镇旧照。。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

链接历史链接历史

1949年 5月 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 40军第 118师率
先从刘家庙进入汉口城区。5月 17日，第 40军第 153师从葛店进入武
昌。同日，江汉军区独立一旅从蔡甸进入汉阳。至此，武汉全部解放。
武汉是历史文化名城，位于长江、汉江交汇处，为武昌（今武昌区，青山
区，洪山区）、汉口（今江汉区，江岸区，硚口区）、汉阳（今汉阳区）三座重
镇的合称。清末以来，武汉三镇工商业发达，生产实力雄厚，高等学校云
集。正因如此，我军能否迅速、完好地解放这座华中第一大城市，其意义
极为深远。武汉三镇的解放既没有经过大规模城市攻坚战，也没有经过
和平谈判，而是我军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敌军仓促撤退，加上城市党组
织领导的地下斗争与张轸率部起义的紧密配合，多重合力共同作用打赢
的一场战斗。

史说新语史说新语

武汉人民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武汉人民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

洋务运动中成立的近代军事工业生产机构洋务运动中成立的近代军事工业生产机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内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