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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灯看剑

观点争鸣

战斗简介

讲评析理

陈庄战斗，是抗日战争逐渐转入战

略相持阶段后，我军在敌后鲁柏山区进

行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山地歼灭战，也称

陈庄大捷。1939年9月下旬，在贺龙、

张宗逊亲自指挥下，八路军第120师主

力及晋察冀军区一部设伏于河北省灵

寿县陈庄附近，对妄图以突然袭击摧毁

我后方机关和学校、攻占陈庄并以此为

据点，向我北岳根据地进行“冬季大扫

荡”的日军以沉重打击。战斗中，八路

军依托有利地形建立伏击圈诱敌深入，

狡猾的敌人在进攻和逃跑时，反复制造

假象隐蔽企图。八路军判明企图、灵活

应对，经六天五夜激战，全歼日军水原

旅团长率领的独立第8旅团31大队全

部、伪军警备队等千余人，沉重打击了

日军窜袭我根据地的嚣张气焰。

决策以变制变，用兵因敌制胜。获
悉日伪进犯陈庄的情报后，八路军及时
转移当地百姓，并在陈庄敌必经的大路
附近布下“口袋阵”。为引敌进入埋伏
圈，八路军边打边撤，诱敌步步深入慈峪
镇地区。日伪占领慈峪镇后，继续向陈
庄进犯，在钻进“口袋”之际突然停止进
攻，回撤至慈峪。敌军计划采取声东击
西“新战术”，以小部兵力由东南向陈庄
发动正面佯攻，企图迷惑我军，吸引我主
力，继而伪装撤退，主力绕小路由南向陈
庄轻装急进，以求偷袭。八路军以变制
变，先诱敌占领陈庄，后调整部署，在陈
庄东侧高地上再次布下“口袋阵”。占领
陈庄不久，敌开始撤离。据以往经验，日
军往往会沿来路回撤。八路军指挥部经
缜密分析判断，进攻时日军耍花招搞佯
攻，其撤退时极有可能不沿来时小路回
撤，而是顺东南大路逃跑。果然，敌在撤
退中，先沿来时小路佯撤，随后转向大路
组织大部队撤退。八路军及时判明敌企
图，运动中抓住战机，第三次设伏，将敌
牢牢困于“口袋”之中，遂发起猛烈进攻，
敌死伤惨重。至此，日伪寻歼八路军主
力的企图被彻底挫败。陈庄大捷的胜利
得益于指战员洞悉全局、因情而变。实
践证明，只有以变制变，灵活应对，才能
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因敌制胜。

密切战斗协同，广泛发动群众。战

斗前期，八路军 358 旅 4团进至口头镇
以南地区，为伏击做好右翼警戒；战斗
打响后，津南自卫队抵挡住了反复增援
的敌“讨伐队”，赢得了时间主动权；其
他战场方向，5团堵住敌南向逃路，民
兵、游击队和群众卡住大小山沟和荒僻
小道，各参战部队则严格依据计划部署
密切配合，良好的战斗协同为聚力围歼
日伪奠定了胜利基础。此外，深入根据
地的日伪军，像一群无头苍蝇，瞎打乱
撞；由于我军坚壁清野，敌供应困难，且
不断遭我军民袭扰，不得安宁；道路也
被根据地军民破坏，行动不便，完全陷
入被动挨打境地。我军则得到地方政
府和广大群众大力支援：区妇救会的干
部、区政府和各团体密切配合，分片组
织领导各村的支前斗争。各村妇救会
组织青壮年妇女，做饭烧水，护理照料
抬下来的重伤员。男女自卫队员到前
线送饭送水、抬担架、抢救伤员。民兵
和游击队积极袭扰、牵制敌人，密切配
合主力部队作战。实践表明，人民离不
开军队，军队更离不开人民，人民战争
始终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

吃苦意志坚强，战斗精神旺盛。八
路军当时在什么条件下打仗，今天的人
们已经很难想象。经费方面，因经济困

难 120 师 3 个月未发津贴；装备方面，
120 师 8227 人只有 53 把刺刀；粮食方
面，日军战时采取口粮配给，能保证人
体所必需的热量，还接近他们的饮食习
惯。与之相比，八路军则长期缺衣少
粮。即便在这样异常艰苦的环境条件
下，根据地军民的斗争意志始终坚如磐
石，争先恐后上前线打鬼子。陈庄战斗
就是在这样缺经费、缺装备、缺粮食的
情况下打响的。没刺刀一样可以肉搏，
鲁柏山几次白刃战，八路军战士用手中
能用的一切替代品作武器，最后用牙咬
鬼子；716团在战斗中担任主力，哪里战
斗艰苦就冲向哪里；2团进行追击作战，
不怕伤亡疲劳，两天没吃饭仍连续作
战。敌人烧了陈庄后，沿着鲁柏山脚下
的大路向东逃跑进入“口袋阵”。战斗
在 716团 1营阵地展开。争夺战从中午
一直打到下午 4点，1营先后打退敌人
四次冲击、三次肉搏，阵地始终掌握在
我军手里，敌军则一批接着一批倒在淤
泥里。经过六天五夜的激战，八路军全
部、干净、彻底地歼灭敌伪 1380人，我军
伤亡 584 人，其中共产党员 387 人。坚
定的战斗意志和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
历来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力量，是我
军永葆强大战斗力的源泉。

集中优势兵力，充分利用地形。此
次作战，日军投入兵力较大，但八路军
部队仍能经数日激战将敌全歼，其重要
原因是集中优势兵力，并充分利用了地
形。据时任 358 旅旅长张宗逊后来回
忆，“从灵寿到陈庄，除几条绕行道路
外，主要道路是经慈峪镇到陈庄的一
条。我们按常规估计，敌人经慈峪进攻
陈庄。因此确定，除以 4团进至口头镇
以南地区，向行唐、曲阳方向警戒以外，
2团、独立 1支队以及津南自卫队各部
集结于北谭至岔头一线两侧的山岭上，
布成一个口袋形阵势，等待来犯之敌。”
在准确把握敌伪企图的基础上，八路军
在当地唯一的高地——鲁柏山布设重
兵，建立伏击圈，随后诱敌深入，给敌以
致命一击，实现了兵力优势和地形优势
的叠加。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其效果
一是能全歼，二是能速决。全歼，方能
最有效打击敌军，最充分地补充自己。
速决，则使我军有可能各个歼灭敌军的
增援部队，或者避开敌军的增援部队。
有效利用作战地域的各种地形，可有效
弥补我军装备落后的短板，使我军战斗
力得到有效发挥。

（李恒剑整理）

一场堪称经典的山地歼灭战
——解析抗日战争时期陈庄大捷之战斗经验

■贺晓明 口述

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是知识和技

术的比拼。孙武说：“治兵不知九变之

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孙膑

说：“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

民之心，外得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

见胜而战，弗见而诤。”翻翻史书和兵

书，此类告诫随处可见。古往今来，人

类历史上演绎了无数跌宕起伏、波诡云

谲的战争活剧。透过这些情节复杂、令

人惊心动魄的活剧，我们可以得出一个

并不复杂的结论：能够在战场上纵横捭

阖、常操胜券的，总是那些具有渊博知

识并能够灵活运用知识的人。

博识可以趋利避害。战争是人类

依托、利用自然界及其他物质和非物质

条件进行的武装斗争，因而自然界的许

多现象和条件都会对战争产生重要影

响。譬如天气，它对军事行动的影响就

是十分直接和严重的。大雨会影响部

队的行军速度，大风会影响枪炮的射击

精度，积云会影响战机起降和机动的灵

活度，迷雾会影响人与交通工具的能见

度。然而，这些自然现象在给军事行动

带来不利影响的同时，也可以为军事行

动提供有利条件。指挥员若能广闻博

识、善于为我所用，就可以趋利避害、化

危为机。诸葛亮“草船借箭”，就是因

为他熟知并借助江雾的自然条件而如

期收获了十万利箭；韩信“背水布阵”，

恰是因为他知晓“置之死地而后生”的

哲学道理而敢于背水一战；管仲“公贵

买鹿”，则是因为他熟谙“贵热贱冷”的

经济规律而最终成功灭楚。此外，在我

国历史上，隰朋“蚁穴知水”、管仲“老马

识途”、关羽“水淹七军”、郑成功“大潮

登岛”等奇谋异计的成功，无一不是通

晓自然并让自然条件充分为己所用的

结果。

博识可以足智多谋。文化是智慧

绽放的异彩，智慧是知识凝结的宝石。

战争实践证明，面对战场上各种意想不

到的情况，指挥员除了需要坚定的信

念、清醒的头脑之外，还须有过人的智

慧和高超的谋略，而过人的智慧、高超

的谋略所赖以支撑的基础，就是丰富的

知识。在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况面前，谁

的知识越丰富，谁辨识真假虚实的眼力

就越高，应对复杂困难局面的智谋就越

多，化危为机克敌制胜的能力就越强。

现代战争，武器装备越来越先进，其结

构和机理越来越复杂，操作和运用越来

越精细，对军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军

人需要懂得的知识和掌握的技能也就

越来越多。比如，电磁信号的干扰与反

干扰、精确制导武器的袭击与反袭击、

无人机的侦察与反侦察、人工智能的战

场操控与反操控，等等，都充满着知识

与技能、智慧与计谋的较量。如果在知

识、技能和智谋上不能高敌一筹，就不

可能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而可能招致最

后的失败。

博识可以出奇制胜。博识是谋略

的丰沃土壤，是生成奇谋良策的基础

和根本。举凡古今中外能够出奇制胜

的军事家，几乎无一不是广闻博识的

“通才”。诸葛亮乃一介书生，可他凭

着渊博的知识，未出茅庐便知天下大

事，身不佩剑却武略高超、奇谋频出，

指挥蜀军取得无数赫赫战果；曹操被

称为一代枭雄，可他不仅熟知兵法，而

且精通文学、擅长诗词，常常以文学家

的浪漫导演出不乏奇谋的精彩战例；

拿破仑具有很高的军事才能，但他同

时又具备历史、哲学、地理、数学等广

博知识，常常以知识为翅膀翱翔于战

争的天空。人如此，物亦是。第二次

世界大战中，苏军大胆用树枝铺垫沼

泽地，组织装甲部队选择出人意料的

反常路线先敌占领有利地形而获大

胜；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军用高压水

龙头冲击敌方的防守沙堤，结果仅仅5

个小时就使号称“固若金汤”的巴列夫

防线土崩瓦解……凡此种种，都是运

用力学、物理学、地理学等科学知识出

奇制胜的极好例证。

值得指出的是，当今世界已进入知

识裂变的网络时代，包罗万象的网络资

讯和自媒体信息滚滚而来，既拓宽了人

们的阅读视野和途径，也扰乱了人们接

受知识的方式和习惯。在五花八门的

网络知识和信息中，固然不乏真知灼

见，但也有不少谬误和歪理。这就需要

我们对“知识”不能采取一概接受的做

法，而是要有所甄别、有所选择、有所扬

弃，并在战备训练实践中不断加以检验

和论证。唯此，才能掌握真才实学，真

正以博识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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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深刻影响

人机协同作战从态势感知、指挥决策、

目标引导、火力打击到毁伤评估的全过

程，从而极大地提升人机协同作战效

能。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动下，人机协

同极有可能成为改写未来战争规则的

现实手段之一。

人工智能为人机协同作战“补短

板”。通常所说的“木桶原理”，是指一

个木桶盛水的多少，并不取决于桶壁上

最高的那块木板，而取决于最短的那

块。人机协同能否发挥出超过传统有

人编队的特殊优势，无人装备技战术性

能的发挥和人机协同配合的默契程度

是关键因素。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提升

无人装备的自主性和智能化程度，弥补

了传统无人装备的作战短板，实现了人

机协同中的智能感知、智能决策、精确

杀伤，使人机协同更加适应未来“快速、

精确、高效”的作战需求，极大地提升人

机协同的作战效率。

人工智能为人机协同作战提供

“感知引擎”。“感知引擎”指的是人机

协同的智能感知，即通过计算机模拟

人的感觉器官，对外界信息产生感知

能力。比如机器视觉，就是利用光学

感应设备，自动接收并解释真实场景

的图像以获得系统控制信息，从而使

军队具有动态信息的感知能力。在未

来作战中，无人装备可以通过目标的

视频信息，对目标进行解构，利用卷积

神经网络图像识别技术，读取图片中

的信息，自动识别出潜在威胁，为目标

打击提供参考。

人工智能为人机协同作战装上“强

劲大脑”。所谓“强劲大脑”，就是人工

智能将实现人机协同作战的智能决

策。智能决策的实现一般有两种途径：

一是将人机系统获得的战场信息和目

标信息，与专家系统中的数据库和知识

库进行对比，借助人工智能自动推理技

术，经过计算机快速处理，生成相应的

决策；二是通过深度学习，模仿人脑机

制，通过多层的节点和连接，逐步感知

不同层级的抽象特征，通过不断地自我

学习完成高度抽象的人工智能任务，生

成决策。比较典型的智能系统，通常具

有人的“智慧”，可以依据指挥员的个

性、思维习惯和其他感情特征，在几分

钟甚至几秒钟内做出决策判断。

人工智能将助力人机协同作战实

现“精确杀伤”。基于人工智能开发的

智能导弹被认为是构成未来实战能力

的核心支撑之一，其具备的自主跟踪、

自主探测、自主处理情报监视和侦察信

息、自主识别敌我等多种功能，可实现

人机协同作战时的精确自主攻击。早

在2017年就有消息披露，俄罗斯正在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具备“自主思

考”能力的导弹，可在飞行途中自主切

换攻击目标。未来几年，俄罗斯将陆续

推出更加智能的导弹，并装备在第五代

战机上，以大幅提升俄军空中作战精确

杀伤能力。

看人工智能如何改变人机协同
■周小程 高冬明

战法设计作为指挥员作战筹划和
指挥决策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指挥员
指挥打仗必备的军事素质。有效提升
指挥员战法设计水平，对于提高指挥
员整体筹划决策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组织和实施战法设计活动，应重点把
握战法设计的四个关系。

抓住重点与关照全局的关系。战
法设计的定位应聚焦重点，放眼全
局，掌控重点是核心，关照全局是统
领。毛泽东指出：战争的胜败的主要
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
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指挥员进
行战法设计既要围绕打击敌要点、节
点等重点展开，更要从作战全局出
发，把握重点打击与达成作战目的的
关系，以迅速有效达成作战目的为目
标统筹设计作战行动。把握掌控重点
与关照全局的关系，首先应突出行动
设计重点。信息化联合作战，信息攻
防、精确打击、体系对抗等重点行动
都是直接达成作战目的的关键性作战
行动，突出关键性作战行动设计，更
易于快速直接达成作战目的。其次，
应协调主要行动关系。密切行动协同
是发挥作战行动整体效能的基础，作
战行动的实施不是各自为战，而是相
互依存，作战行动之间应加强配合，
形成合力。再次，应确保维护全局利
益。选择和拟定战法设计目的，应从
维护作战全局利益出发，与作战目的

保持高度一致，时刻关照作战全局，
必要时以牺牲局部利益换取全局的胜
利。

继承传统与创新思变的关系。战
法设计的理念应立足根本，致力创
新，继承传统是根基，创新思变是关
键。战法设计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从古至今，中外无数战争史例的
经验总结都是可以借鉴的战法源泉。
但是战胜不复，如果一味照搬照用，
就不能适应时代发展带来的新变化，
不能达到战法设计的新要求，甚至违
背现代作战制胜机理，事与愿违。把
握继承传统与创新思变的关系，一是
要有效转化经验。继承传统优秀战
法，不仅需要充分吸收其精华，还要
结合现代作战特点进行转化，去除传
统战法中不符合现代作战规律的部
分，重新设计为我所用。不可生搬硬
套，贻误战机。二是要勇于改革创
新。改革创新是战法设计中发挥指挥
员主观创造性最突出的特征，也是指
挥员展现指挥艺术最明显的体现。改
革创新战法是获取作战主动权和达成
出敌不意效果的重要手段，唯有创新
才能出奇制胜。三是要遵循制胜机
理。继承传统与创新思变共同的行为
标准是制胜机理。信息化作战战法设
计要遵循信息化作战制胜机理，要强
化信息主导理念，着眼网聚能力，充
分发挥部队信息化建设成果，形成基

于网络信息体系的战法体系，综合开
发信息力来聚合火力和兵力，力求体
系制胜。

正兵布势与奇兵制胜的关系。战
法设计的布局应着眼常规，意在出
奇，正兵布势是支撑，奇兵制胜是要
义。所谓“正兵”就是用常规战法吸
引和牵制敌人，所谓“奇兵”就是采
取非常规的战法出奇制胜。有“正”
无“奇”，作战布局在对手预料范围之
内 ， 容 易 陷 入 被 动 ； 有 “ 奇 ” 无
“正”，一旦遭遇风险，没有后盾支
撑，必定遭遇失败。把握正兵布势与
奇兵制胜的关系，首先应立足常规打
基础。战法设计一味追求出奇，而忽
视常规战法运用，就是搭建没有根基
的“空中楼阁”，是脱离现实的空想主
义。战法设计应立足常规用兵，凭借
敏锐的洞察力，充分把握战机，创造
出精彩战法。其次，应与时俱进出奇
兵。战法设计要做到出奇制胜，就要
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远程精确打
击武器、特种作战力量等新技术、新
装备、新力量，创造出奇的效果。再
次，应奇正互补聚合力。战法设计要
奇正并行，以常规用兵为基础，以奇
兵活用为突破，奇正相互借力，从而
达到灵活可靠的设计效果。

预有准备与临机应变的关系。战
法设计的时机应基于平时，聚焦战
时，预有准备是基础，随机应变是重

心。战法设计本身是一项主动性决策
活动，指挥员具有充分的主动权。战
法方案的形成，是以指挥员平时经验
积累为基础，需要在平时下够功夫，
而非战时灵机闪现、拍脑袋。战时，
指挥员需要根据战场态势变化及时做
好战法方案的调整和完善，从而确保
战法的时效性、实用性和指导性。把
握预有准备和临机应变的关系，首
先，应培养指挥员果断定下决心的能
力。信息化作战战场局势瞬息万变，
指挥员能否根据战场变化及时调整战
法，首要的是指挥员在第一时间果断
定下战法修改决心，决心迟疑不定，
就会错过战机。其次，应锻炼指挥员
迅速构想设计的能力。在定下战法修
改决心后，应根据战法设计的一般流
程，快速完成战法构想的设计。培养
指挥员快速设计能力，需要在没有预
案、没有预兆、没有预演的实战化训
练中，有意识地培养锻炼。再次，应
提升指挥员预先筹划设计的能力。战
法设计要在战前预先制订多套预案，
要充分考虑最大可能情况、最坏极端
情况和最小可能情况，以应对错综复
杂的战场变化。

战法设计的四个关系，揭示了战法
设计的内在规律。充分把握战法设计的
四个关系，能够有效提升指挥员战法设
计水平，提高指挥员综合指挥决策能
力，破解指挥员“五个不会”难题。

把握战法设计的四个关系
■杜双飞

●提升指挥员战法设计水平，
有助于提高指挥员综合指挥决策
能力，破解指挥员“五个不会”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