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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师，是商周至春秋时期常见

的军礼之一。指双方军队在正式交

战 前 ，各 自 阵 营 派 出 勇 士 进 行 比

试。这种比试，带有观摩和演习的

性质，获胜一方的士气将得到极大

鼓舞。致师也可表现为一方阵营派

出 勇 士 ，冲 向 敌 方 阵 营 发 起 挑 战 。

根据《史记》记载，商朝末年的牧野

之战中已有致师行为。春秋时期邲

之战中，楚军突遣许伯、乐伯、摄叔

架单车向晋军阵营发动攻击并全身

而退，同样属于致师。致师，反映了

先秦时期贵族战争重礼法的特点。

战国以后，致师行为显著减少，到后

来乃至绝迹。

致师

训令，是引领部队练兵备战的指导

纲领和行动指南，是推进军队战斗力建

设发展的根本指导。纵观我军发布训

令、授予训词的发展历史，每个时期的训

令虽有不同侧重点，但始终与部队军事

训练、军事斗争等紧密结合，对鼓舞部队

士气、促进战斗力提升和部队全面建设

起到重要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外抓作风，内强素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内部起初

存在不少土政策、土规定，极大削弱部队

战斗力。1929 年 12 月，红四军在福建省

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党的代表会议，即古

田会议。古田会议深入研究探讨了部队

作风问题，在决议中进行深入具体的剖

析，并制定了整改措施。1930 年 3 月 21

日，红四军司令部发布第三号训令——

《整顿军风纪的训令》，重申“三条纪律六

大注意”，禁止官兵“荡检闲游”等行径，

重申废止肉刑，并派出巡查队查纠违反

作风纪律的情况，官兵关系越发融洽，部

队作风明显改善。

军队打胜仗，战斗力是核心。针对

红四军单兵作战能力良莠不齐的情况，

1930 年 4 月，红四军司令部发布第八号

训令——《加强体力与提高射击技术的

训令》，对全军部队早操训练课目、夜间

体能训练方法、简单训练器材的制作和

使用方法等内容作出规范，并明确要求

每一至两个月，由军部组织体能与射击

比武。训令发布后，红四军所属各部队

掀起练兵热潮，根据地随处可见持枪进

行跑步训练的队伍和战士们自制的简易

单杠、吊环、秋千等训练器材，官兵的身

体素质得到极大增强。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还发布了不少有

关优待和纪律等方面的训令，如《执行红

军优待条例的各种办法的训令》《关于犯

人处理问题的训令》《关于处置俘虏及投

诚官兵的训令》等，极大提升了红军部队

的正规化建设和战斗力水平。

抗日战争时期

军政统抓，整军备战

抗日战争时期，训令成为中央军委、

八路军总部等，向八路军部队发布作战、

整军、组织开展政治工作、后勤工作、生

产运动等命令的重要形式。1937 年 9 月

25 日，在八路军各师相继开赴华北抗日

前线之际，八路军总部发布关于八路军

作战的方针、任务及负担地方工作地区

划分问题的训令。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

和部队作战、建设等需要，八路军总部相

继发布《关于目前抗战的局势及我军的

战斗任务的训令》《关于训练干部和加强

部队政治工作的训令》等。

为进一步整饬部队中存在的军政干

部思想觉悟不高、军事技战术素养落后、

政治工作不健全、游击主义习气重等不

良现象，1939 年 2 月，中央军委、总政治

部发出训令，决定从 1939 年初至 1940 年

底全军分期分批集中进行整训，每期 3

至 4 个月。各部队通过政治整训，进一

步巩固和加强党在部队中的绝对领导地

位，提高军政干部政治思想觉悟，克服军

阀主义和游击习气，使部队在思想上、政

治上、组织上团结起来。同时，部队还针

对编制散乱、队伍凝聚力不强等问题进

行组织编制整顿，健全各种规章制度。

1939 年 6 月，为进一步加强新组建部队

的整顿与建设，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

训令，要求主力兵团应组织考查团、巡视

团等到新部队帮助工作，协同其军事政

治机关制订整理计划，组织干部素质培

训，并传授经验。部队政治素养极大提

高，组织凝聚力显著增强。

解放战争时期

严肃军纪，严明军规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战争规模日益

扩大，亟需全军将士高度一致、密切协

同，并具备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训令成

为发布作战命令、严明作战纪律及组织

开展政治工作、后勤工作等命令的重要

军用文书。1947 年下半年，解放战场开

始转入战略反攻，在战争过程中，部队存

在一些违反纪律和政策的情况。随着更

多城市和新区被解放，若不能及时制止

这类情况的发生和蔓延，将大大制约革

命 胜 利 局 面 的 发 展 。 1947 年 10 月 10

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

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

令》发布。这一新颁布的训令，内容简单

明了、生动贴切，短短数十个字，却切实

管用，使人易懂好记，将革命军人如何对

待人民群众，用最具体、最简要的语言固

定下来，给解放军严整军风纪立下统一

规定。

1948 年 11 月 2 日，中央军委给东北

人民解放军发出《关于整顿全军纪律的

训令》。训令提出，东北地区的部队，应

在沈阳、营口地区战斗结束后，全军进行

整训。11 月 8 日，东北野战军负责同志

在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报告里，详细汇

报所属部队纪律情况。其中提到“部队

路经锦州某地看到大批苹果，战士一个

未动”，充分展现部队优良作风和人民子

弟兵革命本色。解放战争时期颁布的训

令，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整

顿全军纪律特别是群众纪律，使得部队

的军心士气持续高涨，人民群众的拥护

支持更加有力，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

坚实的政治基础。

从发布训令看我军如何提高战斗力
■程宇一 曾令聪

1938 年 6 月至 8 月，新四军第 1 支队

在京沪铁路、京杭国道两侧，发挥近战、

夜战特长，连续对日军展开伏击、夜袭和

突袭作战，先后取得大小数十次战斗的

胜利。

新丰车站战斗，发生在 1938 年 7 月

1 日前夕。当年 5 月，毛泽东在《论持久

战》一文中写道：“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

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这是中

央领导第一次明确提出 7 月 1 日是党的

诞生纪念日。对此，执行作战任务的第

1 支队第 2 团第 1 营，喊出用“新丰车站

战斗的胜利向党的生日献礼”口号。经

3 个多小时激战，我军共击毙日军 40 余

人，缴获一批枪械，破坏一段铁轨，摧毁

车站大部设施，使京沪铁路交通一度中

断。这一场战斗的胜利，令京沪铁路线

上的日军异常恐慌，极大鼓舞了江南抗

日军民坚持敌后抗战的斗志，打开了苏

南敌后抗战的新局面。

高度重视战前动员，激发官兵战斗

热情。重视战前的政治动员，是我军战

时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我军

优良传统所在。

战前，第 2 团第 1 营召开了班长以上

的战斗骨干会议，向他们进行了充分的

战前政治动员。一是向他们传达袭击车

站的任务；二是从政治上解释战斗的意

义，指出这是新四军挺进苏南茅山地区

后的第一仗，又是攻坚战，倘若取胜，意

义十分重大；三是介绍了战斗取得胜利

的条件，如指出该车站驻扎的日军即将

开往武汉前线，警惕性下降、常常酩酊大

醉，为新四军的夜袭提供机会；四是向官

兵阐释战斗的具体部署，深入讲解战斗

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战前的政治动员，有力提高了参战

官兵的战斗情绪，为官兵打好这一仗奠

定了思想基础。第 2 团政治处主任肖国

生在动员中指出，要打好这一仗，向党的

生日献礼。

提前调查摸清敌情，精心拟制作战

方案。新丰车站在京沪铁路线上镇江、

丹阳之间，位于京杭大运河与京沪铁路

的交叉点，是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日

军高度重视，特派第 15 师团松野联队广

江中队的一个约 40 人的精锐小队在此

驻守，另有特务、汉奸、路警等共 100 余

人。为打好这一仗，第 2 团在战前进行

了周密筹划和精心准备。

战斗任务下达后，第 2 团第 1 营营长

段焕竞，派出第 2 连连长张强生和第 1 连

副连长彭寿生以及营部的侦察员，化装

成商人和农民，在丹阳抗日自卫总团人

员的配合下，潜入新丰车站，详细调查了

新丰车站附近的地形、日军居住楼房的

结构、日军的兵力部署和通往丹阳城铁

路两侧的情况，为夜袭的顺利实施提供

了情报支持。

结合侦察小组提供的情况，第 2 团

政治处主任肖国生在排以上的干部会议

上，对战斗的组织实施进行研究。会议

认为，尽管敌人骄横麻痹、兵力单薄，但

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具有一定战斗力。

同时，新丰车站距日军重兵驻防的丹阳、

镇江很近，敌军易于增援。而第 1 支队

初到江南，初次与日军交锋，作战经验缺

乏，且装备较差，必须在思想上高度重

视。针对这些情况，会议决定采取优势

兵力夜间奇袭制敌，速战速决的战法，争

取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灵活调整作战计划，推动战斗取得

胜利。新丰车站战斗中，第 2 团第 1 营

结 合 战 争 态 势 变 化 ，灵 活 调 整 作 战 计

划，布置兵力形成包围圈，使驻扎在车

站内的日军无法突围，推动战斗最终取

得胜利。

6 月 30 日下午，肖国生和段焕竞率

领第 1 营，从丹阳县延陵镇出发，进至新

丰车站东南面的东岗村附近隐蔽待机。

按原定计划，第 1 营第 1 连在新丰车站西

北五、六百米处负责掩护，第 2 连担任袭

击车站的主攻任务，第 3 连为预备队，埋

伏在铁道西面距车站 600 米处支援。夜

10 时许，部队抵达新丰车站附近，因尖

刀排的向导带错路，担任主攻任务的第

2 连走过了车站。此时，段焕竞当机立

断，下令改由原负责掩护任务的第 1 连

负责主攻，避免出现混乱局面。

夜 11 时许，我军原想趁日军酒醉缴

获他们的枪支，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被警铃惊醒的日军发现我军踪迹，立即

组织反击。我军迅速调整状态，与日军

展开白刃格斗，成功歼灭一部分日军。

此时，日军残部退居车站内部楼上，

熄灭灯火，利用窗口向我军射击，妄图死

守待援。由于日军残部对楼口实施了火

力封锁，我军一时受阻，战斗进入相持状

态。与此同时，我军侦察员报告发现敌

人火力超出预期。原来，当晚一部分日

军从南京赶往上海，临时在新丰车站候

车，使敌人防守力量增加了一倍。对此，

段焕竞考虑硬冲会造成更大伤亡，拖延

战斗亦对我军不利。为达到速战速决的

目的，结合日军固守的小楼多为木质结

构等情况，我军决定利用车站上堆放的

柴草和煤油进行火攻。随后，我军迅速

组织火攻班，命主攻连组织火力压制敌

火力点，掩护火攻班接近敌人放火，最终

全歼新丰车站日军。

依靠发动当地群众，全力支援前线

作战。此次战斗，我军最大限度地发动

地方武装和群众参与到战斗中，形成了

打击日军的强大力量。

战前，段焕竞率第 1 营取道吕城过

京沪铁路，到达访仙桥时拜访了丹阳抗

日自卫总团团长管文蔚，与他一起商讨

袭击新丰车站的作战计划。管文蔚欣

然同意了丹阳抗日自卫总团协助作战

的请求。丹阳抗日自卫总团所属的镇

江、丹阳等地，在新丰镇附近的 8 个乡人

民自卫团，各精选 1 个排担任破坏队，展

开破坏铁路、电话杆、电话线等工作，以

切 断 新 丰 车 站 内 日 军 与 外 界 的 联 系 。

此 外 ，管 文 蔚 还 派 遣 自 卫 团 佯 攻 丹 阳

城，吸引日军注意力，为我军袭击新丰

车站作掩护。

另一方面，我军动员了当地近千名

民 兵 和 群 众 ，积 极 配 合 我 军 的 战 斗 。

在 战 斗 打 响 后 ，他 们 协 助 拆 毁 车 站 两

侧 的 铁 轨 ，执 行 破 路 基 、拔 电 杆 、割 电

线的任务，并组织了 1 个担架队以抢救

伤员。正是在地方武装和群众的努力

下，驻扎在镇江、丹阳地区的日军因电

线 被 破 坏 而 情 况 不 明 ，未 敢 在 夜 间 向

新 丰 车 站 实 施 增 援 。 直 至 7 月 2 日 清

晨 ，才 有 100 余 名 日 军 驰 援 新 丰 车 站 。

此时第 1 营已经完成作战任务，分散转

移到预定地区。

这是新四军挺进江南后，首次攻击

铁路线上日军据点的战斗，也是新四军

首次夜间战斗。1938 年 5 月 28 日，陈毅

在《新的战斗条件和新的战斗任务》报告

中指出，新四军作战必须紧紧依靠群众，

充分发扬主动、灵活的游击战特长，以分

散对敌之集中，以伏击、袭击、近战、夜战

等手段，集小胜为大胜，战胜优势装备的

敌人。新丰车站战斗，正是新四军在这

一作战思想的指引下展开的。此次战斗

灵活机动地打击了日军，成为以夜战战

术歼敌精锐联队的经典战例，极大打击

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夜袭新丰车站 献礼党的生日
■张 磊 易青豫

鞌之战，又名鞍之战，发生于公元

前 589 年。此战，晋国联合鲁、卫等国，

在鞌地（今山东省济南市附近）大败齐

国。晋国之所以取得胜利，与其缜密

的战术安排、沉着的战场指挥和全军

上下同仇敌忾分不开。齐国由于盲目

自大，不得不吞下失败的苦果。

联齐不成，以战促盟

邲之战后，中原各诸侯国纷纷倒

向楚国。晋国为挽回颓势，努力拉拢

齐国。公元前 593 年，晋景公派大夫郤

克出使齐国，邀请齐顷公参加晋国主

持的诸侯会盟，以求两国和睦。然而，

郤克因跛足遭到齐顷公之母萧同叔子

的嘲笑。回国后，郤克请求出兵伐齐，

晋景公没有同意。此后，齐国与楚国

交好，出兵讨伐鲁国和卫国。鲁国和

卫国派人前往郤克处请求晋国出兵。

这一次，郤克成功说服晋景公伐齐。

公元前 589 年，晋国出动兵车八百

乘，以郤克为中军将，鲁卫两国也出兵

助战。农历六月十六日，晋齐两军在靡

笄山（今济南千佛山）下相遇。在进行

致师时，齐国大夫高固首先向晋军攻

击，取胜后驾驶缴获的战车返回齐军营

垒，炫耀道：“想要勇气的，可以买我多

余的勇气！”

次日，两军在齐国的鞌地决战。战

前，齐顷公鼓励齐军消灭晋军后再吃早

饭，然后不等给战马披上铠甲，就带头

向晋军发起进攻。齐军战马不披甲，更

易受到晋军远程火力的杀伤，在车战的

近战中很吃亏；齐军将士不吃早饭，没

有 及 时 补 充 体 力 ，不 耐 久 战 ，后 劲 不

足。面对晋军全军上下一心、同仇敌

忾，齐军全线崩溃。齐顷公被裹挟着向

后撤退。齐顷公的车右逄丑父为掩护

国君，偷偷与齐顷公交换了位置。当晋

司马韩厥追上齐顷公的战车后，逄丑父

冒充齐顷公，假意让他取水，借机让齐

顷公逃离。此战以晋胜齐败告终，齐国

被迫向晋求和，与晋国结盟。

谨慎备战，沉着对敌

晋国在鞌之战中成功击败另一北

方大国齐国，迫使齐国求和。晋国能

取得如此战果，与其谨慎备战、沉着对

敌密不可分。

齐国虽已失去霸主之位，实力仍

不容小觑。当晋景公准备派战车七百

乘伐齐时，郤克明确表示，这是晋文公

与楚国在城濮作战时所动用的数量，

而自己的能力无法与前辈大夫相比，

因此希望增加兵力。这反映出郤克对

待 此 战 的 谨 慎 态 度 。 齐 国 是 一 个 大

国，且此次晋国需劳师远征，如果兵力

不足，取胜的希望将大打折扣。《孙子

兵法》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

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郤克尽管

一直欲报受辱之仇，但在整军备战时

始终秉持谨慎的态度，这无疑是战争

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

另外，晋国选择的作战地点，不仅

使自身处于有利态势，而且使齐国人

丧失以逸待劳的优势，达到“致人而不

致于人”效果。齐军闻听晋国发兵后

主动退却，晋军首先进至靡笄山下与

齐 军 对 峙 ，齐 军 在 致 师 中 先 拔 头 筹 。

次 日 ，晋 齐 两 军 又 在 鞌 地 展 开 决 战 。

两军在靡笄山下致师后又在一天之内

移师鞌地决战。这些行动，无疑是在

晋军的主导下进行的。一方面，晋国

努力选择于己有利的作战地点，抢占

有利位置；另一方面，消磨齐军在致师

时积攒的士气，通过调动齐军使其失

去主场作战以逸待劳的优势，可谓一

举两得。

晋军的胜利，还得益于战场上晋

军的同仇敌忾。战争开始后，郤克被

箭射中，伤势严重。车御解张遂将战

车的缰绳捆在左手上，用右手接替郤

克擂鼓，并鼓励郤克道：“我们的战鼓

和战旗是全军的耳目，您还是继续坚

持吧！”郤克身为中军将，当然知道胜

负的关键所在，于是咬牙坚持，拼力挥

舞中军旗帜指挥进攻。晋军将士看到

主将身先士卒、挥舞着旗帜带头发起

对齐军的冲锋，于是纷纷向郤克靠拢，

奋勇冲击齐军。齐军的阵线被晋军突

破，全线崩溃。

盲目自大，縻军致败

齐国低估了战争的难度，与晋国

的小心谨慎形成鲜明对比。齐顷公在

指挥作战时盲目自大，昏招迭出，不仅

使齐军大败，还差点被晋军抓住。

首先，齐顷公未能充分利用主场作

战优势。从靡笄山下致师，到次日鞌地

决战，结合双方军队运动情况看，晋军

在靡笄山采用了故意示弱，主力迅速东

移，最终把齐军引诱到鞌地，在这里进

行决战。频繁的移师，无疑将使齐军丧

失以逸待劳的优势。《孙子兵法》指出：

“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

趋战者劳。”齐国在本土作战，原本处于

“佚”的优势，但在晋军的调动下反成为

“劳”的一方。齐顷公在这一过程中无

所作为，使齐军陷入劣势。

其次，盲目自大是齐国在此战中的

又一大败笔。交战前，齐顷公低估了作

战难度，认为齐军可在短时间内迅速击

败晋军，于是要求齐军“灭此朝食”。从

靡笄山下转移到鞌地的齐，本就军疲惫

不堪，加上未进食便直接作战，导致齐

军后劲不足，被晋军反杀。“夫战，勇气

也”，尽管勇气在战争中的重要性毋庸

置疑，但仅有勇气远远不够。一旦恃勇

而骄，勇气反会成为战争的拖累。

《孙子兵法》有云：“君之所以患于

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

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

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

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

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

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齐

顷公在此战中的表现正是如此，战前

未能进行详细规划，扬长避短；作战时

盲目自大，不知进退。可以说，正是齐

顷公的“縻军”行为，导致了齐国在鞌

之战中的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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鞌之战示意图鞌之战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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