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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 父 之 战 ，爆 发 于 公 元 前 519 年

夏，是吴、楚两国为争霸淮河流域在鸡

父（今河南省固始县东南）进行的一次

重要会战。此战中，吴军把握战机、灵

活用兵、出奇制胜，最终击败楚、陈、蔡

等七国联军，夺取淮河流域州来（今安

徽省凤台县附近）这一战略要地，在此

后的吴楚争霸战中占据优势。

趁敌变故，抢抓战机

公元前 6 世纪初，吴国渐渐兴起，

和晋国缔结同盟后，不断侵扰楚国东

部 地 区 。 地 处 长 江 与 淮 河 下 游 的 吴

国，向西进攻地处长江中游的楚国，无

异 于 仰 攻 ，因 而 一 直 未 有 突 破 性 进

展。于是，吴国将视线转到淮河中游

地 区 ，尤 其 是 盯 上 了 淮 南 重 镇 州 来 。

州来与东面钟离国（今安徽省凤阳县

东）、南面居巢国（今安徽省合肥市西

北）形成掎角之势，一直是吴国难以逾

越的障碍。

公元前 519 年，吴王僚率军进攻州

来。楚平王得知后，下令司马薳越统

率楚、陈、蔡、沈、许、胡、顿七国军队前

往救援，并派令尹子瑕督师。吴军见

联军力量强盛，主动从州来撤至钟离

国一带等候战机。不料，子瑕病死于

军中，横遭变故的楚军士气低落，司马

薳越被迫回师鸡父休整。

兵力原本处于优势的楚国联军，

因子瑕的病故打乱作战节奏。楚国联

军不战而退，为吴军创造战机。所谓

战机，指在战争过程中出现对己方有

利的作战机会。战机，既可以是由于

敌方策略失误给己方以可乘之机，也

可以是一些偶然因素使敌军出现混乱

或 实 力 被 削 弱 。 战 机 往 往 可 遇 不 可

求，即使出现也是稍纵即逝，能否及时

把握战机无疑是对一支军队的考验。

正如《孙子兵法》所强调的“敌人开阖，

必亟入之”，在战争中要灵活机动，因

敌情来决定自己的作战行动。

吴军没有放弃这一良机。吴公子

光向吴王僚建议率军尾随楚国联军，

伺机而动。他认为，跟随楚国而来的

都是受楚胁迫的小国，胡、沈两国国君

年幼骄狂，陈国领军的大夫强硬却固

执，蔡、许、顿三国一直怨恨楚国的压

迫。楚军内部，子瑕去世后，司马薳越

资历尚浅，难以号令联军。七国联军

“同役而不同心”，兵力虽多仍是可以

击败的。吴王僚听从公子光的建议，

率军迅速向楚国联军逼近，在到达鸡

父的次日发起进攻，利用当天“晦日”

的特殊天候条件（古代晦日不打仗），

乘敌不备，以奇袭取胜。吴军突破礼

法限制、反其道而行之，成功抢抓有利

战机，为自身赢得战争主动权。

各个击破，楚师大溃

除抢抓战机外，吴王僚还针对敌情

作出具体周密的作战计划。吴军决定

采取各个击破战术，首先以一部分兵力

击败实力较弱的陈、沈、胡三国，以此扰

乱本就对楚国心存不满的蔡、许、顿三

国军心，最后集中兵力攻击楚军。

一切准备就绪，吴军于晦日当天突

然出现在鸡父战场。此举完全出乎司

马薳越意料。仓促间，将陈、蔡、沈、许、

胡、顿六国军队列于阵前作为屏障。吴

王僚以自己所率的中军、公子光所率的

右军和公子掩余所率的左军等主力预

作埋伏，以不习战阵的 3000 名囚徒为

诱兵，攻打胡、沈、陈三国军队。

双方交战不久，未经正式训练的

囚 徒 难 以 对 抗 正 规 军 队 败 下 阵 来 。

胡、沈、陈三国军队贸然追击，不知不

觉进入吴军主力的预定伏击圈，导致

胡、沈两国国君和陈国大夫被杀。而

后，吴军故意释放部分俘虏逃回己方

阵营。这些侥幸逃过一劫的俘虏口中

高呼：“我们的国君被杀了，我们的大

夫 被 杀 了 。”蔡 、许 、顿 三 国 军 队 见 状

后，军心动摇，阵势不稳。此时，吴军

紧随乱兵而至，乘胜擂鼓呐喊进攻蔡、

许、顿三国军队。三国军队惊恐之下

无心恋战，不战而溃。因为当天是晦

日休军，未及列阵的楚军被逃亡的盟

军冲散，又遭吴军掩杀。吴军大获全

胜，并乘胜攻占州来。

要地之争，关乎全局

自吴国兴起并向西扩张伊始，淮

河中游地区便成为楚国抵御吴国入侵

的前线，也是吴国意欲争夺的首要目

标。鸡父之战后，吴国完全控制这一

地区并建立起对楚国的地缘优势。

此举反映出当时人们已意识到地

理 因 素 对 战 争 的 重 要 影 响 。《孙 子 兵

法》详 细 介 绍 在 不 同 地 域 的 作 战 原

则。其中，“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的

“争地”是指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这

样的地区一般具有如下特点：首先，地

形上易守难攻；其次，位于交通要道，

可连通不同的地理单元；最后，靠近敌

方核心区域，占据者既可将这一地区

作为进攻的跳板，又可作为防御的阵

地，充分占据主动。因此，各诸侯国对

“兵家必争之地”的反复争夺很常见，

战胜方在占据极大地缘优势的同时，

往往更容易在日后消灭敌方。

在春秋时期的吴楚争霸战中，州

来、钟离国、居巢国等地组成的淮河中

游地区是两国必争之地。楚国控制这

一地区时，将此地作为防御前线，三地

形成掎角之势，使吴国处于仰攻的不

利态势，数次进攻无功而返，即便一度

占据州来却无法持久。在取得鸡父之

战胜利后，吴军乘胜拿下州来等地，牢

牢控制住淮河中游一带，势力进入大

别山西北麓，剪除楚国的东部屏障，还

使自身获得稳定的前线阵地，便于向

楚国进一步发起进攻。自此，吴国获

得对楚国的地缘优势，楚人沈尹戌忧

心道“亡郢之始于此在矣”，可谓一语

成谶。十余年后，吴军长驱入郢，正是

得益于此战所奠定的战略优势。

鸡
父
之
战

■
于
涌
泉

1927年 9月，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特

派员被派往湖南,与湖南省委一起领导湘

赣边界秋收起义。在此期间，毛泽东敏锐

觉察到官兵普遍存在文化程度低、军事技

术差等问题。10月，起义部队转移至井冈

山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加剧，加之战事

频繁，无论干部还是士兵都亟待加强军

事训练，以提高军事素质和作战能力。

当年 11 月底，毛泽东在江西宁冈砻市的

龙江书院，创办工农革命军第 1 军第 1 师

第 1 团军官教导队（以下简称“井冈山教

导队”）。

井冈山教导队是我党独立领导武

装 斗 争 后 开 办 的 第 一 所 军 事 教 育 机

构。毛泽东十分重视井冈山教导队建

设，亲自选拔干部，挑选军事素养较强

的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第一团军官

队队长吕赤任教导队队长；调蔡钟任党

代表兼党支部书记。毛泽东还为井冈

山教导队规定了三项任务：一是为部队

和地方培养输送干部，二是改造俘虏，三

是调查研究敌军情况。教导队实行严格

的“三操二讲一点名”作息制度，学习内

容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

授课深入浅出，鼓舞官兵斗志。井

冈山教导队开办后，毛泽东经常为学员

讲授政治课。毛泽东的讲课深入浅出，

循循善诱，从大家最熟悉的事物讲起，

谈笑风生、拨人心弦，给人以启发和鼓

舞。一次课堂上，毛泽东以舂米为例，

生动形象地讲解什么叫作“革命”。他

说，从一个人拿棍子舂米，到用水车舂

米，再到用机器碾米，这就是进步，这就

是革命。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什

么？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所有用

人力的生产，变成用机器生产。要达到

这个目的靠谁呢？要靠群众自己。那

么，群众怎么知道革命的道理呢？那就

要靠我们共产党员去讲，所以，你们要

到哪个地方，都要注意学习这个问题，

红军就是个大学校。”

还有一次，毛泽东发现学员谢华光

因练习刺杀不得要领，而被教官训斥。

问清缘由后，毛泽东突然指着前方对谢

华光大声喝道：“你看，恶霸带着乡丁到

你家捉拿你母亲来了，还不快刺他！”谢

华光听后，昔日家中悲惨的画面浮现眼

前，顿时怒上心头，端起枪向前猛刺，又

狠又稳又准。一旁观看的教官和学员，

无不连声喝彩。毛泽东说：“练刺杀，要

把 阶 级 仇 恨 带 进 去 ，这 就 叫‘ 有 的 放

矢’！”这件事迅速传遍井冈山各部队，极

大鼓舞官兵的革命斗志。谢华光毕业后

回到家乡古城区担任赤卫队队长，带领

赤卫队打土豪、分田地，并在新城、澧田

战斗中有力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成功掩

护大部队安全转移。

三项训练内容，紧密结合实战。井

冈山教导队的军事训练，也在毛泽东的

直 接 指 导 下 改 进 完 善 。 1927 年 12 月 ，

毛泽东发现教导队军事训练只有队列、

射击和投弹等单兵课目，且与实战结合

不够紧密。于是，他帮助教导队总结经

验，要求教导队加强战术训练和夜间训

练，具体规定了三项训练内容。

第一项：“十八字战术”，即“利用地

形 地 物 ，发 扬 火 力 ，消 灭 敌 人 ，保 存 自

己”。具体就是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隐

藏自己，紧盯敌人行动，瞄准敌人开枪，

增加敌人伤亡、减少我方无谓牺牲。第

二项：“十二字游击战术”，即“敌来我去，

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敌来我去，不是

消极逃跑，而是有计划地撤退，在撤退中

找准有利时机杀伤敌人，打乱和迟滞敌

行动，削弱敌优势；敌驻我扰，就是扰乱

驻守之敌，军民联合采取多种方法手段，

潜入敌营地，探察敌情，破坏敌军事设

施，搅得他们昼夜不安、疲劳不堪，并伺

机消灭；敌退我追，就是要乘势追击退却

之敌，重点打击对手的伙夫担子，俘虏敌

伤员，缴获敌枪支弹药，让敌军撤得不痛

快不利索。第三项：加强夜间训练。学

会走夜路，特别是夜间走山路。尖兵班

和排长要注意掌握各条道路各个方向的

敌情，前进中发现敌情要立即查明情况，

及时上报连长处理。同时，要学会夜间

摸敌哨，夜间观察目标、传达口令和命

令。在充实游击战术、夜间训练课目基

础上，教导队还增加了野外实地演练的

课时。

分兵发动群众，集中英勇杀敌。井

冈山教导队既是训练队，也是工作队和

战斗队。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学员们分

头深入古城、茅坪、新城等地做群众工

作，调查农村阶级和土地占有情况，了

解贫苦农民的状况和心声，在实践中掌

握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方法。

井冈山教导队经常跟随部队实施战斗

行动。1928 年 2 月，井冈山教导队跟随

部队参加新城战斗。新城，西连砻市，

南 通 茅 坪 ，北 扼 宁 冈 至 永 新 的 通 道 。

毛 泽 东 决 定 集 中 优 势 兵 力 ，围 攻 新 城

守 敌 。 井 冈 山 教 导 队 负 责 攻 打 北 门 。

战 斗打响后，教导队学员奋力阻击，打

退企图从北门逃跑之敌，随后攻破北门

杀入城内，配合第一团主力将守敌逼退

至西门外第二团伏击圈，为新城战斗胜

利作出突出贡献。

1928年 4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余

部及湘南农军转移至井冈山，与毛泽东

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合编为工农

革命军第四军。原工农革命军第 1师第 1

团改称第 11 师第 31 团，其军官教导队改

称第 31 团军官教导队。由于斗争形势

紧张，井冈山教导队仅开办了一期。经

过井冈山教导队半年多的培养，150余名

学员茁壮成长，为井冈山红色政权的创

建输送了一支富有斗争本领的干部队

伍。他们中有的学员后来成长为优秀的

军政指挥员，如谭震林、贺敏学、谭甫仁

等；有的学员毕业后回到地方工作，深受

当地群众敬重，起到了工农武装革命“种

子”作用，如谢华光、刘仁堪、蔡德华等；

还有不少学员为革命英勇捐躯，如吕赤、

王良等。

井冈山的办学实践，在我党我军教

育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是毛泽东

军事教育思想的生动体现和深刻诠释。

同时，也为我军后来创办各类军事训练

班及军事院校提供了宝贵经验。

井冈山教导队—

开创我军院校教育先河
■钱 锋 廖和春 曾庆友

相关链接

春秋战国春秋战国 韬略兵戈韬略兵戈

各个击破为军事战术的一种，

指在面对较为强大的敌军时，通过

各种方式将敌军分割成多个部分，

然后集中己方优势兵力将各部分敌

军分别消灭。这也是《孙子兵法》中

“ 我 专 而 敌 分 ”“ 我 专 为 一 ，敌 分 为

十，以十攻其一”思想的体现。利用

这一战术可将己方兵力上的劣势转

化 为 优 势 ，从 而 抓 住 战 争 主 动 权 。

从战国时期的伊阙之战将两股敌军

分别击败，到明末时期的萨尔浒之

战将四路敌军分别击败，再到淮海

战场上我军将数路敌军分别击败，

都是采取这一战术。

各个击破

公元前公元前 66世纪末世纪末，，吴楚两国形势图吴楚两国形势图。。

1927年 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办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开启了我军院校教育先河。从井冈山上的艰辛探索到长征路上
的浴血坚持，从抗日烽火中的深入敌后到解放战争中的正规抓建，一所所军队院校始终坚决听党指挥，坚持军政兼优的育人标
准，不仅为部队源源不断输送一大批军政兼通的人才，还边教学边战斗，积极配合主力部队英勇作战，出色完成战斗任务。为使
读者更加了解我军院校建设和发展历史，本版即日起推出“战火中的军队院校教育”系列稿件，敬请关注。

工农革命军第工农革命军第 11军第军第 11师第师第 11团军官教导队旧址团军官教导队旧址——龙江书院龙江书院。。

战火中的军队院校教育战火中的军队院校教育

太原战役，自 1948 年 10 月 5 日起至

1949 年 4 月 24 日 结 束 ，历 时 6 个 月 20

天，是一场艰苦卓绝的城市攻坚战。此

役，我军共歼灭国民党军阎锡山部和地

方保安团 13.5 万余人，结束阎锡山对山

西 38 年的统治，为我军进军大西北创造

了有利条件。

权时制宜，控制外围要点。太原城

位于晋中平原北部，地势险要，易守难

攻。国民党为维持其在山西的统治，在

太原城修建大纵深的环形防御体系，并

在防线上修建 5600 余个碉堡。蒋介石

还空运 4 个团 1.1 万余兵力和大量物资

支援阎锡山。中央军委决定由徐向前、

周士第指挥以华北军区第 1 兵团为主的

18 个旅 11.5 万余人，于 10 月 18 日发起

对太原的进攻。

正当我军逼近太原城郊、进行战役

准备时，太原守军为抢粮和破坏我军战

役准备，于 10 月 1 日以 7 个师分三路南

进。第 1兵团前委权时制宜，决定抓住敌

脱离坚固工事的有利战机，提前发起太

原战役，充分发挥运动战优势，求得在运

动战中歼敌。经过 11 天的作战，我军迫

近且部分地突破太原的第一道防线，歼

灭敌军 1.2 万余人，攻克 90 余个据点，占

领了武宿机场，并用炮火控制城北新城

机场，断绝阎锡山获取外援的空中通道，

达到孤立太原的目的。兵团前委原计划

以城东南为主要突击方向，乘胜突破敌

人外围防线。随着战役推进，发现城东

南虽然地势开阔，利于部队机动，但守敌

工事坚固，且重兵把守，即便攻下后也难

以形成对太原的致命威胁。兵团前委果

断改变计划，选择居高临下、俯瞰全城的

东山作为主要突击方向。东山是太原城

主要屏障，防线上有牛驼寨、小窑头、淖

马和山头四大要点。10 月 16 日，我军对

东山发起进攻，激战至 11 月 12 日，控制

了东山四大要点，歼敌 2.2万余人。

围而不打，开展政治攻势。太原作

为山西省省会，不仅是一座历史文化名

城，还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因此，太原

战役既要歼灭敌人，又要保护文物古迹

和工业设施。在解放太原的过程中，我

军在实施军事打击的同时，积极开展政

治争取工作，从思想意志上瓦解敌人军

心士气，取得良好成效。

11 月 16 日 ，中 央 军 委 出 于 战 略 考

量 ，电 示 第 1 兵 团“ 缓 攻 太 原 、围 而 不

打”。第 1 兵团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

署，以部分兵力坚守前沿阵地，监视敌

军，主力转入休整。同时，广泛开展政治

攻势，瓦解敌军。一是加强组织领导。

第 1 兵团成立对敌斗争委员会，各师成

立政治攻势委员会，团营设政治攻势中

心领导小组，连设政治攻势小组。具体

任务是了解敌情，分析形势，研究敌军心

理，及时提出对策；培训骨干，总结推广

经验，提高斗争水平；改进斗争方式，妥

善安置投诚起义人员；实施会议汇报制

度，及时掌握工作动态。二是强调针对

性。政策能不能奏效，加强宣传的针对

性非常重要。阎锡山虽盘踞山西多年，

根基相对牢固，但是下层官兵多为受愚

弄、受控制、受奴役的对象。针对敌军复

杂的心理状态，第 1 兵团对敌斗争委员

会强调宣传内容着重揭露敌人的谣言和

欺骗宣传，讲形势、讲政策、讲出路。针

对不同情况、不同对象，先后印发宣传品

40 余种 50 余万份。阎锡山部非常注重

老乡关系，我军阵前喊话时，先听对方口

音，再派出与其同县、同乡的战士、民工

宣传政策，收到很好的成效。三是军事

行动与政治瓦解相结合。战场上的瓦解

工作，不能孤立进行，必须以军事力量作

为后盾，与军事行动相辅相成。为断敌

空中援助，我军以一部兵力控制敌新修

的机场。同时以小股部队袭扰敌军，杀

敌士气。这场攻心战一直持续到攻城前

夕，促使 1.2 万余敌军起义投诚。相当数

量的敌军受影响，在攻打太原主城的战

斗打响后，放弃抵抗，大大减少我军攻城

部队的伤亡。

多路围歼，全线解放太原。平津战

役结束后，阎锡山见大势已去，乘飞机逃

往南京。此时，太原守军仍有 6 个军 17

个师共 7.2 万余人。在前期开展卓有成

效的政治攻势基础上，为形成绝对兵力

优势，1949 年 3 月，由华北军区第 2、第 3

兵团改建的解放军第 19、第 20 兵团和 2

个炮兵师开赴太原，会同由第 1 兵团改

建的第 18 兵团等部总攻太原，使太原前

线解放军兵力达到 32 万余人。此时，太

原守军粮弹殆尽，士气低落，而我军经过

休整、补充，士气高涨，战斗力强。4 月

20 日凌晨 2 时，我军集中全部兵力分 10

路向守军发起攻击，首先分割围歼外围

守军，而后会攻太原城。至 22 日，我军

摧毁守军在城外的所有据点，全歼其太

原外围 5 个防区的 14 个师，占领攻击城

垣的出发阵地。

为减少太原市民的生命财产损失，

我军前线司令部向守军发出劝降最后通

牒。在劝降无果的情况下，24 日 5 时 30

分，攻城部队发起炮火准备，以 1300 余

门火炮对城垣发起总攻。第 20 兵团首

先由小北门东侧突破城垣，第 18、第 19

兵团也相继由南面、东面攻入城内，与守

军展开巷战。国民党军在防御太原主城

过程中，将主城划分为数十个防区，守军

主力被限制在各自防御区域内，区域与

区域之间缺少联系，彼此孤立，机动兵力

少，不利于相互配合和支援。我军以小

群多路、穿插迂回的战术，很快将敌人分

割包围，各个歼灭。突击部队与敌人不

纠缠、不恋战、猛打穿插，遇到顽强抵抗，

以小型爆破手段，迅速开辟前进道路，向

守军指挥中心快速穿插。在强大军事压

力下，守军纷纷缴械投降，至 10 时，太原

全部攻克，守军无一漏网。至此，太原战

役胜利结束。

太原战役：

艰苦卓绝的城市攻坚战艰苦卓绝的城市攻坚战
■陈 琪 戚苏源

太原市民迎接解放军入城太原市民迎接解放军入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