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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说新语史说新语

链接历史链接历史

明清兵学明清兵学

锦州攻城战是东北野战军于 1948

年 10 月 14 日至 15 日发动的攻城战斗。

攻城战斗仅持续 31 小时，全歼国民党守

军 10 万余人。此次攻城战是我军诸兵

种合同攻城的成功范例，极大推动了辽

沈战役的胜利，加速了东北解放。

阻敌东西增援，扫清外围据点。

1947 年底至 1948 年 3 月，东北人民解放

军组织了规模空前的冬季攻势作战，相

继攻占和收复 18 座城市，将国民党军压

制于沈阳、长春、锦州 3 个城市。锦州作

为连接东北和华北的关键枢纽，被称为

东北的门户。如果攻克锦州，关闭东北

的“大门”，就可以完全切断东北国民党

军与华北的联系。1948 年 9 月初，根据

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当面敌情，东北野战

军拟订了率先攻克锦州的作战计划。之

后，东北野战军接连攻克北宁线上的绥

中、塔山、兴城、义县等城市和锦州外围

据点，使锦州完全孤立。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发觉我军攻打

锦州的意图，迅速调遣军队增援。国民

党军范汉杰集团固守锦州，以求吸引并

消耗东北野战军主力。蒋介石急令第 9

兵团司令官廖耀湘指挥的“西进兵团”11

个师另 3 个骑兵旅，令第 17 兵团司令官

侯镜如指挥的“东进兵团”11 个师，联合

夹击我军。

为此，东北野战军调动 25 万余人，

参与锦州攻城及相关战斗，具体部署如

下：以第 2、3、7、8、9 纵队和第 6 纵队第

17 师以及炮兵纵队主力和特纵坦克分

队攻城；以第 4、11 纵队和热河 3 个独立

师，在塔山一线阻击国民党军援锦“东进

兵团”；以第 5、6（欠第 17 师）、10 纵队和

第 1 纵队第 3 师、独立第 2 师等在彰武地

区迎击国民党军援锦“西进兵团”；以第

1 纵队为总预备队，视情参加阻击或攻

城作战。

从 10 月 10 日清剿外围据点开始，到

15 日攻城战斗结束，以第 4 纵队为主力

的塔山阻击部队，鏖战 6 昼夜，成功阻止

国民党军“东进兵团”援锦。我军另一支

阻击部队采取“纠缠扭打、牵制滞留”方

式，阻止国民党军“西进兵团”的前进，使

其一直徘徊在彰武地区。

阻击部队的英勇表现，为攻城部队

创造了有利条件。攻城部队集中精力迅

速完成清扫外围据点的战斗，沿锦州城

东方向先后攻占紫荆山、北大营、西梁等

据点，沿城南方向攻占松山、大岭、南山

等据点，沿城北方向攻占配水池、合成燃

料厂、黑山团管区等据点。攻城部队在

歼灭部分敌军的同时，逼迫剩余外围守

军退居城内。

诸兵种协同，顺利打开突破口。在

攻城过程中，侦察兵、工兵、步兵、炮兵和

装甲兵部队密切配合，快速打开突破口，

向敌城区纵深推进。

正式攻城前，东北野战军派遣数支

侦察分队依托外围地形高度优势，反复

侦察城区内敌军部署情况，较完整地掌

握了敌军配置在城区的防御要点和城墙

一线防御前沿的火力点，准确定位了大

型防御工事的坐标位置。同时，通过其

他情报手段，了解到敌指挥所部署在城

区中心铁路局办公大楼内。在此基础

上，我军指挥员靠前观测，确定主攻方向

和突破口。

根据前期攻打义县的经验，东北野

战军积极运用工兵部队构筑交通沟，以

便部队和攻城装备安全快速地接近敌

军。为尽快修筑足够大部队正面攻城

使用的交通沟，东北野战军命令各纵队

至 少 派 出 6 个 营 兵 力 配 合 工 兵 部 队 。

在正式攻城前，我军各攻击方向部队的

交 通 沟 均 挖 掘 到 敌 防 御 前 沿 150 米 左

右位置。

14 日 10 点 ，我 军 正 式 发 动 攻 城 战

斗。第 2、3 纵队和大部分炮兵从城北担

当主攻，第 7、9 纵队以城南方向为助攻，

第 8 纵队以城西方向为助攻。炮兵部队

以 500 余门各式火炮齐射，经过近一小

时的火力压制后，顺利在主攻方向上打

开了城墙的大面积缺口，并摧毁敌军防

御前沿的大部分工事。随后，炮兵继续

为攻城部队提供充足的火力支援。据战

后被俘的敌守军指挥官范汉杰回忆：“14

日中午，我的炮兵就没有弹药中止射击

了。解放军的炮兵仍然在持续打击我大

型防御据点，对我士气挫败很大。”此次

攻城作战，我军投入 4 个炮兵团（含 1 个

高炮团）。炮兵部队的强大火力不仅摧

毁了敌军坚固的防御工事，也打击了国

民党军守城的决心。

随后，在 15 辆坦克支援下，第 2 纵队

第 5 师迅速从交通沟里突进，迅速消灭

了没有坚固防御工事依托的敌残留守

军，巩固了炮兵开辟的通道，保证了后续

部队继续由此向纵深推进。主攻方向上

的第 2 纵队由惠安街、良安街进入市区，

第 3 纵队由省公署一侧进入，助攻方向

上的第 7、8、9 纵队也顺利攻入城区。

此次破城战斗，东北野战军根据炮

兵、坦克和步兵配置情况，划分了作战区

域和战斗分界线，诸兵种在战斗中密切

协同，取得了良好作战效果。

“先吃软的，后敲硬的”。攻入城区

后，东北解放军紧接着展开了激烈的巷

战。锦州城内既有日伪军过去残存的防

御工事，又有国民党军新建工事。根据

国民党军工兵指挥部方案，锦州城内新

筑现代化钢筋水泥工事，以连为战斗单

位构建据点，由带坑道的子母碉堡构成，

储备弹药、粮食和医疗急救物资，能保障

守 军 持 续 作 战 。 整 个 城 区 分 为 5 个 防

区，由碉堡连接成周密的火力网。

根据前期侦察的信息，为减少部队

在巷战中的伤亡，东北野战军在城区作

战时贯彻了新的作战原则：“一个营打一

条街，先吃软的，后敲硬的。”即每个营负

责清扫一条街道上的地堡和火力点，先

歼灭被炮兵和坦克部队击毁的碉堡内的

敌军，再绕过坚固碉堡，向敌军指挥部中

心区域集结，最后再由炮兵通过坦克、爆

破等方法逐个清扫剩余据点。

我军根据预定计划，在巷战过程中

大胆穿插，不在边缘地区与敌纠缠，各部

于 15 日凌晨在市中心的白云公园和中

央银行地区汇合，集中兵力歼灭了敌第

6 兵 团 指 挥 部 和“ 东 北 剿 总 锦 州 指 挥

所”。尔后，待敌军和其指挥部失联后，

将其各个攻破。各纵队依靠坦克的配

合，逐个攻破中央大街、交通大学等坚固

据点。在攻打锦州电影院等大型据点

时，我军使用大重量弹药爆破，第一次使

用 75 公斤炸药未能奏效，第二次使用 17

箱约 300 公斤炸药爆破，直接摧毁了据

点内敌军。在数十个大型据点和地堡被

我军接连攻破后，敌指挥官见大势已去，

弃城逃跑，其余守军在组织零散抵抗后，

大部向我军投降。至 15 日 18 时，锦州攻

城战正式结束。

锦州攻城战是我军诸兵种合同攻城

的成功范例，为后来大城市攻坚战提供

经验。例如，攻城前各单位配合工兵大

量挖掘交通沟能大幅度减少部队突击时

伤亡；巷战中先打击敌薄弱点以扩大城

区控制范围，尔后依靠兵力、火力优势歼

灭坚固据点敌军等。锦州攻城战的胜

利，奠定了辽沈战役成功的基础，标志着

国民党军依托大城市固守东北的企图彻

底破灭，也为东北野战军解放沈阳、长春

等城市乃至东北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锦州攻城战：

诸兵种合同攻城的典范
■王昌凡 戚苏源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在“自强”的

旗帜下，清政府着手加强军事力量建

设，一面以“船坚炮利”为标准，下力气

改善部队武器装备；一面对“以骑射为

本”的传统练兵思想和训练模式进行

改革，以近代训练之法训练士兵。甲

午战争失败后，面对国内外局势，清政

府决定进行军事变革，使军队的训练

内容和训练方法逐步迈向近代化。

知耻奋发
练兵观念彻底转向

甲午战争失败后，在海军被基本

摧毁的情况下，清政府只能加快步兵

的训练改革步伐。当时，一些官员学

者提倡深入学习西方军事理论，如徐

建寅指出“古来兵书，半多空谈，不切

实用。戚氏《纪效新书》虽稍述实事而

语焉不详，难以取法”。眼见日本军队

以“西式之法”战胜清军，清政府下决

心按照近代化标准操练军队，对传统

营制进行大幅改革。袁世凯主导的小

站练兵拉开了陆军近代化序幕。新建

陆军被改造为步兵、骑兵、炮兵和工程

兵多兵种合成军队。训练内容也紧贴

战争需要，紧跟近代军事技术。

为保障新建陆军训练与近代化军

事发展相适应，袁世凯专门聘请德国

军官慕兴礼、祁开芬等人担任教官，新

式军事学堂的毕业生为辅佐，依照新

法开展训练。由于袁世凯领导的新建

陆军在军制、装备、训练、官兵素养等

方面达到了近代化水平，荣禄曾奏称

“日臻精熟”，这支新军一般被称为“中

国第一支近代化军队”。除新建陆军

外，两江总督张之洞创建的自强军，也

以新型模式建成有骑兵、步兵和炮兵

等多兵种合成部队。军机大臣兼北洋

大臣荣禄节制的武卫军，在编制体制

和武器装备以及治军模式和训练方式

上，也尝试迈向近代化，显示出与传统

决裂的决心。

忠义为本
不变的封建核心

晚清倡导的新式训练，强调制式

教练及战斗教练的作用，认为设置专

职教练的宗旨就是训练指挥官与士兵

的战斗能力，促使其遵守军纪，养成良

好秩序。在平时训练中，军队注重培

养士兵养成遵纪守法的习惯，还有服

从命令、听从指挥等作风养成。为加

强训练，部队设有单人教练、排教练、

队（连教练、营教练、标教练、协教练），

以便分层施教、因材施教，使训练更具

针对性。另外，晚清的新式训练已经

注意加强对军官的训练。《训练操法详

晰图说》就设有“训将要言”“训将弁躬

亲教练说”等章节，强调要提高军官的

全面素质，教育他们学会亲近士兵，并

勇于承担危难，同时也要关注世界军

事 形 势 的 发 展 变 化 ，对 西 方 政 治 、军

事、经济、军备及西方军事学术的发展

变化保持跟踪了解。这些训练课目和

要求，其中有不少是中国传统“训将”

内容的题中之义。

虽说在训练方法上清军可以贴上

近代化的标签，但在治军统军时则一

如既往地高度强调“忠义”：“惟夫忠义

之勇历久而不渝上戴”，始终将“忠义”

作为一种核心价值一并向士兵兜售。

此举无非是要达到两个目的：一是要

求官兵效忠清廷；二是引导官兵“义”

字 当 先 ，以 壮 官 兵 之 胆 气 ，为 朝 廷 舍

命。从曾国藩开始，就已将忠君勤王

和捍卫封建礼教作为练军和治军的主

要内容。到了袁世凯的新军，这一点

也没有发生变化。袁世凯主导的《训

练操法详晰图说》格外强调“忠义”，认

为惟有“忠臣谋国”才是亘古不变的常

胜之理。只是这种以封建道德训导官

兵的模式，并不能挽救摇摇欲坠的清

王朝。部分接受“忠义”思想训导的官

兵，最终成为支持袁世凯复辟称帝的

帮凶，后来又转而投靠北洋军阀政府

继续祸国殃民。所幸，包括袁世凯所

精心打造的忠义军在内，晚清政府所

着力建设的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军队

中，也有众多官兵奋起参加辛亥革命，

最终推倒了这个腐朽帝国。

改弦更张
训练内容标准化

洋务运动时期译著的西方军事书

籍 ，主 要 集 中 在 武 器 装 备 技 术 方 面 ，

《陆操新义》《临阵管见》等少有几部论

述 战 术 训 练 思 想 的 理 论 译 著 未 受 重

视。火器的大规模运用，导致军队战

斗力的强弱越来越决定于人与武器的

结合，军队训练仅仅教会士兵如何使

用武器是远远不够的。军事训练推行

系统化、标准化改革，逐渐演化出新式

野战条例并确立了新标准。甲午战争

的失败，导致国人以一种前所未有的

低姿态投入学习，有力推动了军事训

练改革的进程。

1899 年编成的《训练操法详晰图

说》以训练为主题，成为新军训练的基

本依据。该书突出强调步兵、炮兵、骑

兵、工程队等专业兵种部队的作战技

能训练，认为“马兵不练则控纵失灵，

炮兵不练则施放无据，工兵不练则操

作难期迅速，步兵不练则无以为诸队

之根本”。意思是步兵要训练操枪法、

步队阵法等，炮兵要求掌握火炮基本

知识、火炮操法，骑兵要掌握各种基本

阵法、马上操刀法，工程队要求熟练掌

握各种桥梁安装之法、通过沟垒等各

种复杂道路的保障之法，以及电线和

地雷等安装方法等。训练时也注意结

合特殊地形条件，设计特殊战场环境，

意在加强部队的应变能力，强调“练为

战”的宗旨。

新建陆军须遵守严格的训练时间

规定，对每天的日程进行统一安排，对

每名士兵的一日生活进行规范。按照

训练章程，每名新兵要接受一年的基

本技战术训练，循序渐进锻炼体能素

质，进而训练步伐、行军、进退等战术

动作，之后才能加入战斗序列。同时，

在训练标准化程度上有极高的标准。

以 步 法 训 练 为 例 ，《训 练 操 法 详 晰 图

说》对便步、慢步、正步和跑步等行进

步伐，从步长、步频、离地高度等方面

都有精确细致的规定。如果说清末的

军事训练改革成果已达到近代军事训

练标准还言过其实，毕竟纸面的规章

制度难以全面落实，数年时间也难以

完成彻底转型，但在这个漫长的进步

过程中，此次改革是影响极其深远的

一环。

清
末
军
事
训
练
改
革

■
徐

寅

熊
剑
平

3 月 28 日至 4 月 8 日，美国和菲律宾

举行“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演习中，

一艘美军舰船格外引人瞩目，它就是服

役未满一年的“米格尔·基思”号远征基

地舰。作为吨位仅次于美军现役的核动

力航母、目前全球最大的常规动力舰船，

“米格尔·基思”号不是正规军舰，而是

“民改军”舰船。

“民改军”舰船，即由民用船只直接

改造或者直接采取民用标准建造的军

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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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现代以来，随着科技发展和战争频发，

军舰的指标要求提高，二者开始往不同

方向发展，差距逐渐拉大，但功能并非完

全互斥。美军远征基地舰，是近年发展

的新舰种，该舰种以民用大型运输船改

造而成，基本构造为双层扩展甲板，之间

以立柱支撑，上层为飞行甲板，可搭载武

装、运输直升机，下层为集装箱任务舱，

可存储扫雷艇、快艇和武器弹药等，采用

模块化技术实现多用途平台功能。美军

作为军事大国，不乏航母建造技术，也不

缺经费，依旧选择“民改军”舰船作为“海

上巨兽”使用，可见“民改军”舰船有其独

特优势。

民用船只建造技术成熟。各国民用

船企要想在全球市场获得竞争优势，必

须尝试新兴技术，保持较快的技术革新

速度。军舰要考虑作战可靠性，一般是

新技术成熟后才广泛应用。此外，船企

可以买卖除核心技术外的很多技术专利

和工艺材料，有利于民船升级换代。军

舰要考虑作战安全性和国防工业体系的

独立性，基本是独立建造，升级换代较

慢。全球能造排水量几万吨以上民船的

船企不胜枚举，但能独立建造排水量几

万吨航母的国家寥寥无几，二者技术难

度天差地别。

民用船只生产成本低廉。大型民

船可在各国自由买卖，订单越多单船成

本越低，生产线可不断档，薄利多销累

积利润，从而形成订单增加、利润提升、

技术革新、生产扩增的正向循环。军舰

订单主要来自本国军队，数量少、成本

高、利润低。航母、两栖攻击舰等大型

战舰出于保密只能本国建造，服役期达

几十年，战舰下水几乎意味着生产线暂

停 。 以 美 军“ 米 格 尔·基 思 ”号 为 例 ，9

万吨的庞然大物造价仅为 5 亿多美元，

而 10 万吨的“福特”号航母，造价高达

130 亿美元。

“民改军”舰船服役周期短。据统

计，各国“民改军”舰船如果由民船直接

改造，仅半年即可形成战斗力，即使从

零建造，一年时间也绰绰有余，战时更

会成倍压缩时间。大型军舰的建造需

要考虑抗毁性、安全性、机动性和环境

适应性，以及舰上指挥、武备、动力等各

作战分系统的有效整合，对一个国家船

舶设计研发、产业工艺、材料研究生产

等各方面能力要求极高，从建造到形成

战斗力周期较长。目前全球驱逐舰和

两栖攻击舰的建造周期约为 2 年，普通

航母的建造周期长达 7 年至 10 年，造一

艘航母的时间足够造出一支“民改军”

舰队。

“民改军”舰船使用方式灵活。在

两次世界大战中，大量民船被各国改造

成登陆舰、运输舰，辅助航母参战，活跃

于各大海战场，发挥的作用不亚于正规

军 舰 。 步 入 21 世 纪 ，对 于 非 战 争 军 事

行动和低烈度局部冲突来说，动用航母

这种战略重器显然是大材小用，军费花

销和官兵的战备压力也吃不消。“民改

军”舰船则可以搭载不同任务模块，在

热 点 地 区 进 行 军 事 威 慑 ，使 用 灵 活 方

便，从而腾出主力战舰运用在关键战略

位置。

“民改军”舰船虽有优点，但大量采

用民船标准的优势也成为其劣势，为遂

行作战任务带来巨大隐患。

首先是防御力堪忧。当前，信息化

条件下的海战呈现空、天、电、网、水面、

水下多维一体，民船在建造时不必考虑

自身防护问题，但“民改军”舰船走上战

场这将会是致命伤。缺乏指挥控制，无

法和前方、后方构建完整信息链路，无

法和舰艇、潜艇、航空兵等部队有效协

同；缺乏战场感知，红外、声呐、雷达、光

电侦察能力弱，普通的电磁攻击就会使

其 成 为“ 瞎 子 ”和“ 聋 子 ”；缺 乏 防 御 武

备，即使装备便携式导弹，在面对水下

潜艇、水面舰艇、空中战机的立体攻击

时，毫无招架之力。“民改军”舰船上战

场必须要靠护卫舰、驱逐舰，甚至航母

作“保镖”才能确保自身安全，仅能在平

时没有较大威胁的热点地区遂行非战

争军事行动，在战时取得制海、制空权

时作为二线力量参战，起到辅助保障的

作用，去一线前出支援无异于自杀。去

年 10 月，“米格尔·基思”号航行至冲绳

附近海域，被海底火山碎石堵塞海水箱

过滤器，丧失行动能力只得返港维修，

脆弱性可见一斑。

其次是抗毁性不足。民船航行环境

较为安全，海况恶劣时可以停航规避，考

虑到经济成本，航速通常为十几节，使用

的钢材屈服强度一般是 200 兆帕至 300

兆帕，先天使用的材料和设计结构注定

“民改军”舰船不会有较强的抗毁性，普

通导弹的破坏力在其身上会成倍放大。

1982 年英阿马岛海战时，英国“民改军”

临时航母“大西洋运送者”号，被阿根廷

空军战机发射的“飞鱼”反舰导弹击中，

连同 14 架战斗机和 10 架直升机葬身海

底。军舰首要考虑的是生存，其次才是

经济成本，航速普遍 20 余节，航母普通

部位的用钢屈服强度就已达 800 兆帕，

甲板、龙骨等关键位置要求更高，装备有

空中、水面、水下进攻和防御武备，雷达、

声呐、信息指控等战场感知设备，底舱设

计防沉隔舱结构，只要没有被命中要害

部位，即使进水短时间内也不会沉没。

2000 年，美军“科尔”号导弹驱逐舰左舷

被恐怖分子炸出近十米的大洞也没有沉

没，返港维修后仍继续服役。

“民改军”舰船的出现并非偶然，是

基于战争和科技发展的必然产物与应急

之需，虽存在缺陷与隐患，但其成本低

廉、建造周期短、使用灵活等优势，依旧

值得关注。

““海海上巨兽上巨兽””还是还是““纸老虎纸老虎””？？
—“民改军”舰船的优与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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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人民解放军进行锦州攻城战东北人民解放军进行锦州攻城战。。

清朝末年编练的近代化陆军清朝末年编练的近代化陆军。。

美军美军““米格尔米格尔··基思基思””号远征基地舰号远征基地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