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崤之战是春秋时期晋国和姜戎在

崤山（今河南省洛宁县）隘道全歼秦国

军队的战役。秦国派军队偷袭郑国，

郑国已有防备，秦军无奈班师，途经崤

山时被晋军和姜戎军全歼。崤之战是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伏击战，对于后世

奔袭战和伏击战的战法均具有重要启

示意义。

袭郑不成，崤山被歼

崤之战爆发的根源，在于秦晋两

国 对 霸 权 地 位 的 争 夺 。 秦 穆 公 即 位

后，国势日盛，试图向东扩展势力。最

初，秦穆公采取与晋通好的策略，先后

支持晋惠公、晋文公归国登位，又出兵

助晋打赢城濮之战。然而，晋国霸权

给 秦 国 的 东 扩 造 成 很 大 的 障 碍 。 此

后，秦晋联盟之间裂痕隐现。

公元前 628 年，晋文公、郑文公相

继去世。此时，戍郑的秦将杞子等人

密奏秦穆公，建议秦国派军偷袭郑国，

他们可作内应。秦大夫蹇叔以劳师远

征必会走漏风声为由反对出兵。秦穆

公不听劝阻，以孟明视、西乞术、白乙

丙三人为将，领军出征。出征前，蹇叔

哭着送别秦军道：“看到秦军出征，却

再也看不到你们回来了。”蹇叔之子也

在出征队伍中。蹇叔告诉儿子，晋军

一定会在崤山伏击秦军，只怕到时候

自己要去崤山收拾尸骨了。

秦军顺利通过崤山隘道，越过晋

国南部，抵达滑国（今河南省偃师县）

时，恰与赴周做生意的郑国商人弦高

相遇。弦高断定秦军必是偷袭郑国，

于是一面冒充郑国使者以犒劳秦军，

一面派人火速前往郑国报信。郑国立

刻加强戒备，赶走了杞子等秦将。孟

明视以为机密已泄，郑国已有准备，不

敢再继续攻郑，袭灭滑国后班师。

晋国得知秦军动向后，晋襄公决

定 发 兵 击 秦 ，并 联 合 姜 戎 一 道 行 动 。

晋与姜戎联军在崤山地区设伏，待秦

军进入伏击圈后突然进攻，秦军全军

覆没，孟明视等三将被俘。

长途奔袭，隐秘为先

对于秦国而言，崤之战惨败源于

制定了偷袭郑国的错误决策。因郑国

内部有秦国内应，秦穆公认为偷袭郑

国势在必得。蹇叔却点出了问题的关

键：这种“劳师袭远”的作战方式，要想

成功必须保证不走露风声。一旦消息

泄露，郑国方面必然有所防备，秦军将

难以得手。

奔袭距离遥远，所经国家数量多，

这是无法确保消息隐秘性的最重要原

因。秦军从秦国都城雍（今陕西省宝

鸡市凤翔县）出发，通过晋国南部一路

向东，总距离约 1500 里，且至少要经过

晋国、滑国和东周王室的土地，才能最

终到达郑国。这中间，任何一点意外

都可能泄露机密。在滑国，秦军偶遇

郑国商人弦高，这个秘密随之公之于

众，秦军不得不放弃袭郑的计划。

如果消息走漏的结果仅仅是无功

而返，那么蹇叔也不会有哭师之举。事

实上，消息走漏更大的危险在于，秦军

无法确保归程的安全。在远离国土长

途奔袭的情况下，一旦晋国决定动武，

他们便可借助地形优势，给秦军造成巨

大杀伤。这也是蹇叔判断秦军将在崤

山地区遭遇晋军伏击的主要原因。

伏击作战，地利为重

对于晋国而言，崤之战是一场成功

的伏击战。此战，晋军在姜戎的配合下

全歼秦军，使秦军“匹马只轮无反者”。

晋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

与善用地利进行伏击密不可分。

事实上，在得知秦军袭郑计划后，

晋国内部就是否对秦作战有过争论。

晋国大夫栾枝念及两国的友好关系主

张息事宁人，但元帅先轸明确指出秦晋

矛盾的症结点，秦军袭郑不仅是趁晋国

丧攻打晋国同姓国的“无礼”行为，更是

秦晋两国在争夺中原霸权问题上矛盾

不可调和的表现。最终，晋襄公接受了

先轸的建议，决定对秦开战。

对于伏击战而言，易于设伏、便于

打 击 敌 军 的 险 峻 山 地 必 然 是 首 要 选

择。因此，晋军选择在东、西崤山之间

设伏，这里山高路险，是伏击作战的天

然良所。不仅如此，这里还位于秦晋

交界之处，秦军到达此地时经过了长

途跋涉，人马必然困乏。晋国方面则

可以逸待劳，这也符合《孙子兵法》“击

其惰归”之理。此外，晋国联合了居住

在崤山附近的姜戎部落。姜戎部落不

仅熟悉崤山地形，而且由于其军队以

步兵为主，更适合在险峻山地作战。

公元前 627 年 4 月，回师的秦军进

入崤山隘道，晋与姜戎联军封住了崤

山山谷的两头，对秦军展开了猛烈进

攻 。 秦 军 被 困 在 险 峻 的 崤 山 隘 道 之

上，进退不得，难以展开有效抵抗。最

终，晋国大获全胜，全歼了这支本欲袭

郑的秦军，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

将被晋国俘虏。

崤 之 战 标 志 着 秦 晋 关 系 由 友 好

转为世仇，深刻影响了春秋时期各诸

侯国的战略关系格局。同时，重视地

利 的 伏 击 战 思 想 也 给 后 世 以 重 要 启

示 ，《孙 子 兵 法·九 地》篇 便 详 细 介 绍

了各种地形的分类及对战争策略选择

的影响，并指出当军队身处山林、险阻

等“圮地”和难以通行的“围地”时，必

须格外警惕，避免停留。在后世战争

中，也多见伏兵于险隘之处以打击敌

军 ，或 避 免 军 行 险 地 以 保 万 全 的 战

法。比如，孙膑于马陵设伏大败魏军，

诸 葛 亮 放 弃 险 峻 难 行 的 子 午 谷 。 从

这些案例中，崤之战的回声余响仍依

稀可辨。

崤
之
战

■
于
涌
泉

周密筹划，提前演练。科威特城两

面临海，周边主要为平坦的沙漠。由于

难以依靠城内居民和建筑组织起持久

的巷战，伊拉克军队企图借鉴两伊战争

期间的成功经验，依托城市外围作战，

从而创造有利局势，达到固守科威特城

和整个科威特的目的。

美军为以较小伤亡攻取科威特城，

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工作。战前，美军相

关部队前往欧文堡国家训练中心参加

沙漠作战环境适应性训练。抵达战区

后，又进行了针对性的突破障碍和夜间

作战等训练。为保证部队在沙漠地区

的机动速度，美军组织第 18 空降军在科

威特边境进行车辆机动测试。作为攻

城主力的美军陆战 1 师，专门制作了伊

军在城市外围防御据点的模型，以演练

攻占方法。美空军到达战区后，也立即

开展适应性训练。基于多国部队飞机

数量多、型号杂、系统不一致的情况，美

空军具体划分了作战空域，逐层确定目

标。此外，美军利用军团作战模拟系统

对战斗进行了模拟分析，提出“100 小时

战争”方案。后来的战争进程也验证了

模拟具有合理性，攻占科威特城的战斗

只持续了 70 多个小时。

空袭先导，削弱实力。空袭在此次

攻 城 作 战 中 发 挥 了 至 关 重 要 的 作 用 。

由于科威特城内无险可守，伊军决定将

防御重心前移至城市外围，扩大防御纵

深。伊军一方面在城市外围分梯队部

署大量装甲部队，利用伪装技术和简易

工程掩体进行防护，另一方面用 5 个多

月 时 间 在 城 市 外 围 修 筑 大 量 坚 固 工

事。然而，多国部队充分利用现代化侦

察手段和高精度武器，在地面战斗开始

前就极大杀伤了伊军的外围主力。据

统计，多国部队空军共派出 3.5 万架次战

机空袭科威特境内目标，重点对伊军的

补给线、炮兵阵地和外围指挥所进行打

击 。 美 军 情 报 显 示 ，空 袭 效 果 十 分 明

显，伊军前线各师战斗力被削弱 50%以

上。通信和补给被切断后，伊军防御前

沿的部队无法与城市周边的部队保持

联系，导致伊军预备队无法判断有利的

出击时机。

出其不意，扰乱部署。“兵者，诡道

也。”在城市作战中，防守方依托有利地

形，防御完备，进攻方按常理出牌往往

难以取得较好效果。多国部队为绕开

伊守军的防御正面，实施了大规模欺骗

行动。1990 年 11 月，由美国海军陆战队

第 4 和第 5 远征特战旅及第 13 特战分队

组成的两栖特遣部队，进行了多次登陆

演习，并对此大肆宣传。两个月后，该

部队又在阿曼进行“海上士兵”演习，进

一步增加伊军在滨海地区的压力。除

演习外，美军两栖特遣部队在“沙漠风

暴行动”开始后实施了 5 次小规模两栖

作战。美、英海军持续派遣扫雷舰艇前

往科威特城周边海域进行扫雷，战舰也

按计划对海岸沿线的防御要点实施打

击。多国部队空军派遣战机，对科威特

城 至 海 岸 沿 线 的 重 要 目 标 实 施 攻 击 。

多国部队的佯攻成功吸引了伊军的注

意力，让伊军误判其主要防御方向在海

岸沿线。

空地一体，决战外围。1 月初，伊军

在 科 威 特 战 区 的 战 斗 序 列 已 达 43 个

师。其中第 3、第 4 军为科威特城防御主

力。伊军依托防御阵地和大量障碍物

构筑了两个主要防御地带，企图依靠第

一个地带迟滞多国部队行动，再凭借强

大的师旅级装甲预备队，集中兵力火力

歼敌于两个地带之间。

地面进攻阶段，美军依托空地一体

作战，击溃敌装甲反冲击力量，并快速

向纵深推进，控制城市周边的制高点，

顺 利 夺 占 城 市 。 多 国 部 队 有 3 个 攻 击

集团面向科威特城。东线联合部队沿

海岸向北进攻科威特城；美军第 1 陆战

远征队从侧翼向北进攻穆特拉山口，切

断科威特城和其东北部伊军的联系；北

线联合部队向机场进攻，协同进攻科威

特城。

由于前期空袭效果显著，北线和东

线联合部队均未遭受有效阻击。两支

部队以极快速度向科威特城推进，但美

军第 1 陆战远征队在向穆特拉山口和通

往科威特城的道路上，遭到伊军 3 个师

的猛烈反击。由于前期侦察到位，又经

反复演练，美军最终顺利在东侧开辟了

14 条通道，在西侧开辟了 6 条通道，方便

后续部队进入。在进一步行动中，伊军

部署在科威特城附近的第 36 步兵师、第

1 机步师、第 56 装甲旅及机场附近的第 3

装甲师，对美军发起顽强抵抗。美军第

1 陆战远征队第 2 陆战师第 6 陆战团遭

受伊军装甲部队的反冲击。

在此情况下，美军凭借制空权，继

续进行空地一体作战。A-10 和 AV-8B

战机提前飞往作战区域，等待地面指引

员分配任务。白天每 7 分半钟、夜间每

15 分钟分别有两架飞机在区域待命，实

时 配 合 地 面 部 队 打 击 伊 军 装 甲 力 量 。

在 不 到 一 天 时 间 里 ，凭 借 空 地 协 同 打

击，美军顺利击溃了伊军的装甲力量，

并在战斗第二天就推进至离科威特城

30 公里以内。

此时，仍固守在科威特城内的伊军

3 个步兵师和 3 个特战旅，在接到最新命

令后开始撤退。美军再次发挥空地一

体战优势，第 2 陆战师猛虎旅在空中火

力的支援下，在第三天就迅速攻占了穆

特拉山口，掌握数百公里内的制高点，

控制了科威特城通往外界的主要道路，

阻断了伊军回撤的企图，大批撤退无望

的伊军只能投降。快速推进的北部联

合部队，派遣埃及第 6 旅进入科威特城

西城清扫，东部联合部队也派遣沙特特

战 营 入 城 控 制 局 面 。 2 月 27 日 9 时 11

分，科威特部队入城后，在市中心广场

升起科威特国旗，科威特城未经激烈战

斗便被接管。

伊拉克战前号称拥有“世界第四陆

军”，但面对以美军为首的多国部队，难

以进行对等的空中力量博弈。伊军在

防空体系瘫痪后，未能有效隐藏和掩护

部署在城市外围的部队，也未能充分调

动 城 内 的 有 生 力 量 ，导 致 了 整 体 的 溃

败。双方实际进行了围绕科威特城外

围的非对称作战。此次聚焦城市外围

的立体攻防作战，展现了美军空地一体

战理论对战争实践的指导作用和实际

威力，反映出未来城市进攻作战多维立

体的发展趋势，也反映出城市作战只有

扫清外围才能对城市核心进行有效的

攻击，外围作战的成败关系城市作战的

胜负。此外，防御一方在进行非对称作

战时如何保存有生力量从而反击，也值

得进一步思考。

科威特城市作战：

聚焦城市外围的立体进攻
■王昌凡 戚苏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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崤之战示意图崤之战示意图。。

公 元 前 630 年 ，秦 晋 两 国 联 合

攻打郑国。郑国老臣烛之武为解除

国家的危难，力劝秦穆公退兵。烛

之武指出，郑国靠近晋国而远离秦

国，一旦郑国灭亡，领土必归晋国所

有。晋国势力的增强将对秦国构成

更大威胁，因而秦国不如放过郑国，

使郑国成为秦国与东方诸国交往的

立足点和中转站，秦国也可借此增

强在中原的影响力。秦穆公被烛之

武说动，留下秦将杞子等人帮助郑

国守城，私自撤军。晋国见秦军撤

退也被迫撤军。

该历史事件反映出秦国虽在一

段时期内同晋国保持良好的关系，

但秦穆公早有图霸中原之意，推动

两国关系走向不可调和的深渊，为

崤之战爆发埋下伏笔。

烛之武退秦师

多国部队向科威特城机动多国部队向科威特城机动。。

1991 年 2 月 24 日，
以美军为首的多国部队
发起“沙漠军刀”行动，
由北线联合部队、美军
第 1 陆战远征队和东线
联合部队合围了科威特
城，通过在城市外围的
空地一体作战，歼灭了
伊拉克军队主力，最终
于 27 日夺回科威特城。
此次城市作战重创了科
威 特 境 内 的 伊 拉 克 军
队，加速了第一次海湾
战争进程，反映出在现
代条件下平坦地区城市
外围作战的新特点。

河北省石家庄市繁华的中华北大

街 55 号，坐落着一幢三层水泥砖混结构

小楼。因其表面呈青灰色，当地人亲切

地称之为“小灰楼”。中国人民银行在

这里成立，第一套人民币也诞生于此。

“ 小 灰 楼 ”始 建 于 1940 年 ，最 早 是

日伪华北建设总署和石门河渠工程处

办公室。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先遣部队

抢占石家庄，将此作为司令部。1947 年

11 月 12 日，石家庄解放后成为中共石

家庄市委办公地点，后移交给冀南银行

和晋察冀边区银行使用。1948 年 12 月

1 日，中国人民银行在这里正式挂牌办

公 ，直 至 1949 年 北 平 解 放 才 由 石 家 庄

迁往北京。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历经

艰难困苦走向胜利的过程中，金融工作

一 直 伴 随 着 红 色 政 权 的 发 展 而 发 展 。

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一直到中华人

民共和国诞生前夕，人民政权被分割成

彼此不能连接的区域。各根据地建立

了相对独立、分散管理的根据地银行，

并 各 自 发 行 在 本 根 据 地 内 流 通 的 货

币。这些革命早期的金融工作，在中国

革命胜利的进程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

的作用。这种金融状态，直到 1947 年解

放战争即将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

时，才开始有了实质性转变。

为克服财经困难，保障战争供给，

“动员一切力量，全力准备反攻”，1947

年 3 月 25 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在晋冀鲁

豫解放区的武安县冶陶镇召开华北财

经会议，商讨统一财经问题。参会代表

涉及各大解放区，为了统一思想，中央

派董必武由陕北前往指导会议。董必

武 携 带 夫 人 、孩 子 和 工 作 人 员 一 路 东

行，在途经山西省五台县时，所带的干

粮吃完了。董必武拿出陕甘宁边区银

行所发行的货币交给随行的同志，让他

到旁边的小店里买点吃的。结果，当地

老百姓不认这个票子，说什么都不肯收

下。最后，他们不得已用新布料换取了

食物。经过此事，董必武切身感受到统

一货币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1947 年 4 月，华北财经会议期间，中

央决定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着手统一

华北各解放区财经政策，调剂各解放区

财经关系，董必武被任命为主任。1947

年 10 月 2 日，董必武致电中共中央，建议

“组建中央银行，发行统一货币”，并建

议银行名称为“中国人民银行”，得到中

共中央电复肯定。随后，华北财经办事

处在平山县夹峪村成立了中国人民银

行筹备处，由曾经担任过陕甘宁边区财

政厅长、时任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的

南汉宸担任筹备处主任。随着华北重

镇石家庄解放，经上级批准，冀南银行

与晋察冀边区银行于 1948 年 4 月 12 日

迁至石家庄市原中华北街 11 号（现中华

北大街 55 号）的“小灰楼”内合署办公。

同时，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也从平山县

夹峪村搬到了“小灰楼”。

搞 经 济 的 同 志 们 干 劲 朝 天 ，紧 锣

密鼓地建银行、印钞票，为发行统一货

币做准备。早在 1947 年 11 月前，晋察

冀边区银行印刷局就已经完成几种版

别的票样设计稿。当绘有毛泽东头像

的第一套人民币设计票版报请中共中

央审查时，被毛泽东婉言谢绝。他说：

“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现

在我是党的主席，而不是政府的主席，

因此，票子上不能印我的像。”于是，董

必 武 又 组 织 人 员 重 新 设 计 ，提 出 将 人

民 币 主 图 主 景 改 为“ 反 映 解 放 区 工 农

业生产建设图景”的要求。最终，由晋

察冀边区印刷局经验丰富的设计师王

益 久 、沈 乃 镛 设 计 完 成 了 第 一 套 人 民

币的样稿。

1948 年 12 月 1 日 ，华 北 人 民 政 府

“金字第四号”布告宣告成立中国人民

银行，发行新币。当日，中国人民银行

在 石 家 庄 市 原 中 华 北 街 11 号 的“ 小 灰

楼”宣告成立。首批人民币印出后，立

即被送往西柏坡，由董必武面呈毛泽东

审阅。毛泽东望着崭新的人民币，高兴

地说：“人民有了自己的武装，有了自己

的政权，有了自己的土地，现在又有了

自己的银行和货币，这才真正是人民当

家做主啊！”当天，在石家庄和平山县

发行了面额 10 元、50 元的人民银行新

币，人民币正式诞生。第一套人民币共

计 12 种面额、62 种版别，由董必武题写

了“中国人民银行”6 个字，到 1955 年 3

月停止流通。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和第

一套人民币发行，在中国金融史、货币

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它标

志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民主主义

革命胜利前夕，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金

融机构及其货币由分散到统一的过程，

结束了国民党统治下几十年的币制混

乱历史。

1949 年 1 月，北平和平解放，从 2 月

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陆续由“小灰楼”

迁往北平。而人民银行总行直属印刷

厂（即印钞厂）则从石家庄西北的柏林

庄迁到“小灰楼”里，继续印制第一套人

民币。当时印钞厂在“小灰楼”对外挂

的 是“ 民 众 书 店 ”的 牌 子 ，直 到 1950 年

初，印钞厂与北京人民印刷厂合并，才

搬出了“小灰楼”。“小灰楼”的历史使命

暂告一段落。

2009 年 12 月 1 日 ，修 复 竣 工 后 的

“小灰楼”以中国人民银行旧址纪念馆

暨河北钱币博物馆的新形象重新对外

开 放 ，并 被 列 入 全 国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中国 20 世纪建筑遗产项目”名录，

重新焕发出熠熠光彩。这座繁华街区

高楼掩映下的灰砖小楼，静静地在此矗

立了 70 多年。它见证了新中国金融事

业的起步，记录着那段红色历史。

石家庄“小灰楼”：

见证中国金融事业起步见证中国金融事业起步
■陈二峰 舒龙伟

““小灰楼小灰楼””旧貌旧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