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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灯看剑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1953年 7

月16日，在台湾

的蒋介石为配

合美军侵朝战争，建立窜犯大陆的据

点，派遣国民党军队万余人，分乘舰艇

10余艘，在空军掩护下突袭我福建沿海

东山岛，企图围歼我守岛部队，占领该

岛。16日3时30分，为配合登岛作战，

敌空降兵支队约500人，分乘18架C-46

型运输机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在8架

战斗机掩护下，于4时47分抵达东山岛

北部的后林、张家地区上空开始伞降，

企图控制八尺门渡口，切断我守岛部队

和大陆的联系，南北夹击我主阵地。我

守岛部队公安80团所属的水兵1连与

当地民兵，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主动对

空降之敌展开反击，多次击退敌之进

攻。为了歼灭空降之敌，我91师272团

3营急速驰援东山岛。在守岛部队与民

兵配合下，大胆勇猛实施穿插分割，经2

小时激战，歼敌空降兵1个支队，毙伤、

俘敌400余名，粉碎了敌人的空降企图，

为后续部队彻底歼灭登岛之敌创造了

有利条件。

东 山 岛 反
空降战斗的胜
利，我军战法得

当，从而迅速扭转态势、化被动为主动，
取得歼敌大部的胜利，成为我反空降作
战的范例。此战体现了现代反空降作
战一些特点规律，对研究指导未来反空
降作战仍有启迪。

快速截击，乱敌空降部署。东山
岛反空降战斗伊始，我守岛军民缺乏
准备。敌开始空降时，我位于渡口的

水兵连正按计划向岛外转移，岛上只
有 7名同志和少数民兵。当发现敌空降
偷袭后，我守岛官兵迅速凭借机枪等
重武器，抢占有利地形，正在渡海的
水兵连迅速返岸加入战斗，对空降之
敌实施猛烈射击，从而打乱敌空降部
署，迟滞其进攻行动，为我组织防御
赢得宝贵时间。在我地面对空火力猛
烈打击下，敌运输机编队出现混乱，
飞行高度被迫由 240 米上升到 800～
1000 米，这导致其空降支队散落到长
约 2.5公里的狭长范围，仅着陆后收拢
集结就用了 1个多小时。此战表明，尽
管我守岛力量薄弱，并且仓促应战，
但敌空降兵在空中机动和伞降着陆之
际，目标暴露，防护力弱，指挥协同
困难，是我歼敌的最好时机。我利用
既有兵力，果断抓住战机先敌开火，
给敌造成杀伤和威慑，能够化解被动
的不利局面。未来战争中，在反空降
作战之时，应使用地面火力对敌运输
机和正在伞降的伞兵射击，力求大量
杀伤敌空降兵，打乱敌空中编队队
形，迫其提升空降高度，增大空降散
布面，使其着陆后难以迅速收拢，从
而有效迟滞其进攻行动。若更早发现
敌空降企图，还可使用远程火力突击
敌空降兵集结装载地域和空中编队，
从源头上打击敌人。

坚守待援，创造有利态势。面对敌
优势兵力的进攻，我军决心依托有利地
形坚守待援，以水兵连扼守渡口码头，
民兵扼守后林。5时许，敌抢占了后林
西南和东南高地，并分兵向南，协同其
登陆部队，对我形成三面包围之势，向

八尺门渡口和后林发起冲击。在暂时
得不到后援的情况下，我水兵连和民兵
相互策应，协同作战，固守核心阵地，克
服弹药和给养缺乏等困难，与敌空降兵
展开了激战，固守长达 27小时，先后打
退敌 18 次进攻和偷袭，给敌造成大量
杀伤和有效迟滞，为增援部队上岛围歼
敌人创造了有利条件。未来战争中，作
战区域内各类目标众多，在反空降作战
的初期，应立足以寡敌众、以弱击强的
被动困难局面，努力抢点控要、坚决抗
击，尽可能杀伤敌有生力量，削弱敌进
攻锐气，迟滞敌进攻行动，同时实时引
导远程打击力量对敌实施火力突击，从
而为援兵到来之后围歼敌人创造有利
态势。

机动增援，围歼着陆之敌。担负
增援任务的 91 师 272 团 3 营，在机动
中动员、在机动中投入战斗，行动果
敢、战法得当，一举扭转被动的战场
态势，实现了围歼登陆之敌的目标。
该营驻地距八尺门渡口约 80公里，途
中两次渡河、渡海。但该营于 16 日 5
时许奉命出发，3个半小时内，行程
76 公里，渡河二次赶到了陈岱集结，
3个半小时内，先头 9连就渡海登岛接
替了水兵连滩头阵地防御。该营到达
陈岱后，迅速明确任务，侦察敌情，
熟悉地形，向渡口开进，结合任务边

走边动员，边走边准备。这都为迅速
登岛投入战斗，最后实现主动围歼空
降之敌争取了时间。未来反空降作
战，增援部队大都在仓促情况下受领
任务，难以有充足的准备时间，这就
要求平时针对敌可能空降地域制定多
种反空降作战预案，建立能够快速机
动歼敌的反空降预备队，具备从空
中、地面、水面等多方式多手段快速
立体机动和攻击能力；战时密切关注
敌空降部队和运输机动向，进行周密
细致侦察，及时预判敌空降企图，修
正和完善反空降预案。发现敌空降后
迅速组织反空降预备队向敌空降地域
机动增援，抓住敌着陆后立足未稳的
有利时机，采取穿插分割，迂回包围
战术手段，以坚决果敢的行动，内
线、外线密切配合，合力歼灭空降着
陆之敌。

东山岛反空降的经验表明，反空降
作战发生突然、情况复杂、准备仓促，应
立足以快制敌，即快速侦察、快速决策、
快速行动，抓住敌集结装载、空中机动、
伞降着陆、立足未稳等有利战机，综合
采用源头打击、空中截击、火力阻击、坚
守待援、分割围歼等战术手段，充分发
挥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整体优势，逐次
消灭空降之敌，才能确保重要目标安全
和作战体系的稳定。

东山岛反空降战斗：化被动为主动的反击战
■唐家明 陈永义

战争发展的历史自然

地把认知推向主导地位

信息时代战争同时发生在物理域、
信息域和认知域之间。需要指出，物理
域、信息域和认知域都不是信息时代战
争的专属领域，一切战争甚至一切历
史，都源于三者的共同作用，它们在战
争历史长河中此起彼伏，交替成为作战
制胜的主导要素。
（一）能量主导打速度、打力量。当

战争形态发生嬗变，物理域的机动力、
杀伤力和防护力的跃升，经常成为作战
制胜的关键。冷兵器战争的铁器、战
马，热兵器战争的火枪、火炮，机械化战
争的舰船、坦克、飞机都是如此，概括起
来就是能量主导。能量主导打速度、打
力量，谁的主战平台更好、更快、更强，
往往谁就更容易取胜。但武器效能不
能无限发展，如今平台机动力已经囿于
人的生理极限而遭遇瓶颈；核武器又告
诉我们，不管火力发展有无上限，使用
必将严格受限。
（二）信息主导打精度、打整体。

信息域重点关注信息的传输和共享。
信息化战争的发展，使作战双方的对
抗“逐渐从强度、物质和能量问题转
变为结构、组织、信息和控制问题”，
信息取代能量成为作战制胜的关键。
信息主导就是打精度、打整体，谁的
武器平台打击精度更高，谁的作战体
系信息共享能力更强，谁就更容易取
胜。但信息优势到决策优势的关联也
并非线性，随着信息量的持续提升，
决策优势的形成还要诉诸于认知域的
智力支撑。
（三）认知主导打智能、打设计。认

知域包括感知、判断和决策等，自古以
来便为兵家之所必争。《孙子兵法》等古
代兵经有“庙算先胜”“上兵伐谋”等丰
富的智胜思想，战争史上依靠谋略取胜
的战例更是不胜枚举。认知主导打智

能、打设计。尤其是当战争形态趋于成
熟，势均力敌的对手之间的对抗，总会
以认知为主导。如果说过去能量和信
息的发展水平，对指挥员筹划设计作战
还有很大制约。那么今天两者的极大
发展，则为他们有效达成意图提供了条
件。想到即能做到，正在使作战制胜的
主导要素自然地向认知转移，智能水平
更高、设计能力更强的一方，往往就能
主导战局发展。

智能化将给认知主

导赋予特殊时代内涵

智能化不是要让机器智能超越、取
代或淘汰人，而是用它辅助、解放和增
强人，通过人机智能融合，实现人的自
我超越。它使千百年来一直利用认知
改造世界、改变战争的人类，首次有能
力改造认知本身，这种改造不再是知识
的积累，而是能力的跃升；不再是少数
精英的专利，而是整个社会的特征。当
它广泛渗透到作战领域，战争形态便跨
入智能化战争，认知主导也就有了新的
内涵。
（一）认知空间拓展。当今时代，人

的因素、武器因素结合得越来越紧密。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无人机、智能化。“智
能化”主要指自主系统，即模拟、物化人
的智能，并移植到机器中。机器智能赋
能将使自主系统轻松突破人的生理极
限，以人类无法企及的速度，进入人类无
法承受的环境，并凭借一定的“现场智
能”，完成人类不能或不愿完成的任务。
它未必能真正提升人的认知，但却一定
会在空间上延伸人的认知，使作战空间
向深空、深海、深地等极限领域拓展。
（二）认知效率提升。认知制胜的

战例不可胜数，但个中原因不外有
二。要么靠感性认知，即情报。信息
匮乏年代，决策水平与信息量成正相
关，信息量由小到大，决策质量几乎线
性提升，所谓“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

天知地，胜乃不穷”。要么靠理性认
知，即判断和谋略。克劳塞维茨说：
“战争中行动所依据的情况有 3／4 好
像隐藏在云雾里一样，是或多或少不
真实的。”优秀指挥员总是能够凭借经
验和推理，揭示出“迷雾”背后的信息，
所谓“众人所知，已成已著也；我之所
见，未形未萌也”。但当信息从匮乏走
向过载甚至“爆炸”，决策质量与信息
量间的函数曲线也开始下滑，利用繁
杂信息形成准确判断变得难上加难。
此时，智能化似乎如约而至，计算智能
未必可在逻辑能力上逾越人类，但其
强大的处理速度，却恰好使信息过载
带来的决策困境迎刃而解。
（三）认知互连共享。作战是武装

集团间的暴力对抗，无论决策还是行
动，都需要作战人员之间进行及时有效
地交流。信息主导的优势是信息共享，
但由于认知的主观性，人们对信息的理
解往往见仁见智，甚至大相径庭，相同
信息并不意味相向而行。随着机器智
能、脑机接口等技术的发展，它们的“硅
脑”将凭借明显优于人脑的可链接性，
推动网络形态由物联网向脑联网演进，
作战交互将随之由信息共享迈向态势
共享、决策共享，作战体系将真正实现
并向发力。

认知主导将在智能

化战争中得到广泛应用

即时优势制胜，就是“在向敌发力
的那一时刻，在战争决定点的对抗，具
有能战胜对方的综合能力和有利态
势”，它是战争的根本制胜机理。夺取
和保持即时优势的主导要素因战争形
态变化而不同，在智能化战争中是认知
主导。
（一）依靠认知夺控时间优势，先知

先决、先发制人达到新水平。时间是唯
一不可还原的作战要素，先发制人是亘
古不变的制胜机理，智能化战争对时间
优势的夺控将更趋激烈。首先要先敌
感知。2017年美军提出“算法战”概念，
就是要利用智能分析技术，从海量数据
中快速提取高价值情报。而未来智能
的普及，将前推情报的智能感知，从源
头上确保先敌发现。其次要先敌决
策。人机融合的混合智能，上下联动的
网络智能，将助力实现分布式的作战同
步筹划，编成内各个层级可实现作战方

案一体生成。第三要先敌行动。部队
可根据联动决策的具体进程，紧前展开
作战准备，一旦作战方案生成，可立即
转入作战。
（二）依靠认知塑造兵力优势，无人

集群、族群作战将成为典型新战法。以
多胜少是“即时优势制胜”在作战力量
运用上的具体化，智能化战争的以多胜
少，主要是利用认知物化，即机器智能，
塑造兵力优势，实施无人集群或族群作
战。首先，智能和增材制造技术的发
展，使自主系统实现成本跳水，可在同
等投入获取平台数量的对敌绝对优
势。其次，自主系统走上战场，无论勇
敢还是坚韧，即使最优秀的士兵也无法
比肩，无人或有人—无人协同集群作战
将兼具猛烈性、饱和性和经济性。此
外，机器智能与仿生学结合形成的无人
族群作战，将通过自我学习、自我协同、
自我治愈甚至自我进化能力，表现出强
大的体系化作战能力。
（三）依靠认知拓展空间优势，跨

域增效、全域融合将升至新境界。智
能化不但会催生新的作战空间，同时
带来联合作战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拓
展。具备一定认知能力的自主系统，
可秘密机动至重点目标或重要通道附
近的深空、深海空间，实施渗透潜伏作
战，对敌形成新的跨域制衡优势。“守
者韬声灭迹，幽比鬼神，在于地下，不
可得而见之；攻者，势迅声烈，疾若雷
电，如来天上，不可得而备也”，可对敌
人形成新的非对称优势。利用智能感
知对作战环境形成更精准认知，利用
智能决策对作战资源实施更合理调
配，利用智能网络为作战平台提供更
灵活接入，实现作战力量弹性部署、全
域联动、高效释能。
（四）瞄准敌方认知攻心控脑，控制

取代摧毁成为制胜新途径。较之传统
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智能化战争的攻
心控脑大有拓展。前者更多强调“道
胜”，重视慑止对手；后者更多的是影响
和控制对手。2017年 12月，俄罗斯驻叙
利亚基地遭受 13架小型无人机“蜂群”
攻击，俄以电子战手段控制其中 6架，即
为攻心控脑之雏形。一是虚造信息来
影响。未来，以假乱真的声像合成，无
孔不入的网络攻击，身临其境的虚拟现
实，将为影响对手认知提供更多有效手
段。二是篡改程序来影响。如利用“攻
芯战”来篡改敌方指挥决策系统的算
法。三是直接控制敌方决策。利用网
络战、电磁战等方式对敌实施控“脑”攻
击，以最小代价实现止战、胜战之目的。

认知域下智能化战争制胜机理
■董治强

“知彼”是对敌情的认识和研究，
是准备和进行战争的重要活动。《孙子
兵法》中曾两次提到“知彼知己，百战
不殆”，都把“知彼”摆在“知己”之前，
道出了“知彼”在获得战争胜利中的
重要作用。信息化条件下，战争系统
庞大复杂，战场情况瞬息万变，隐真示
假手段繁多，只有加强敌情研究，提高
敌情获取、分析判断的能力，才能透彻
地了解敌人，以己之长击敌之短，赢得
胜利。

研究用兵之道“知敌”。用兵之
道，离不开作战理论指导和行动原则
规范，通过对敌作战理论和行动原则
的全面研究和分析判断，就可以知道
敌人的作战思想、作战特点、作战方
法和强点弱点等。用兵离不开特定的
战场环境，在一定的战场环境中，用
兵、用谋和隐蔽的方式手段在现实可
能性上是有限的，通过对战场环境的
研究，就可以从总体上把握敌方的兵
力使用限度，对双方力量进行对比，
判断作战的胜负。“知己”和“知彼”
是密切联系、相互贯通的，通过总结
自己的用兵之道，也可以部分地达到
“知敌”。利用思维活动的共同规律，
“将心比心”，揣摩敌方的内心世界，
分析敌方的真实意图，由“己”及
“彼”，推知敌方行为的规律。

研究“诡道”规律“料敌”。尽
管战争中“诡道”的表现形式各异，

但求胜避败的价值目标、利益需求是
基本原则和目的。“诡道”虽然反复
无常，捉摸不定，但求胜避败的准则
就是各种“诡道”的“常数”，“诡
道”的规律是可以从理性上驾驭的。
“兵以诈立”是“诡道”运用的集中
体现。敌我双方都力求通过用计、用
诈、用间等谋略来迷惑、干扰和误导
对方，使对方侦察失灵、判断失真、
决策失误。“示形”是“诡道”运用
的主要方法。所谓“示形”，即通过
声东击西、虚张声势等示出假形，隐
其真形，有目的、有计划地制造种种
假象，以造成对方错觉，诱使对方做
出错误的判断。识破了这些谋略和假
象，扫除敌方制造的“战争迷雾”，
也就不会被“诡道”迷惑欺骗了。

使用侦察手段“相敌”。“相敌”方
能知敌，只有认真观察敌人活动中暴
露出的各种征候，才能使“知彼”建立
在可靠的基础上。“兵圣”孙子总结出
了许多“相敌”的经验，如“鸟起者，伏
也；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少而往来者，
营军也……”虽然这些方法在今天看
来已经过时，但通过现象看本质的思
维方法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一战时
期，德军从一只波斯猫的活动规律发
现了法军的旅指挥部位置，是“相敌”
的典型战例。战争实践表明，只要深
入细致地观察，就能从细微处发现敌
方动向的重大线索。积极主动的侦察
是“相敌”的重要手段，通过有目的试
探、挑动、引诱、迷惑等侦察活动，探明
敌方的活动规律、优势与弱点、虚实状
况，进而调动、战胜敌人。

知彼者胜
■张自廉

步兵是最为古老的兵种。步兵发

展历史表明，每一次技术进步和战术革

新，都没有使步兵消失，而是助推步兵

快马扬鞭完成了一次次新的蜕变和跃

升。当步兵拥抱“信息化”“智能化”后，

在未来战争中将会以多能、合成、智慧

的更先进的形象呈现，充分发挥其作战

潜力和效能，融入联合作战体系打赢未

来战争。

信息赋能步兵依然“多能”。步兵

的“能”，根本上来自战争是“人与人”之

间的战争，人是武器的操作者，是战略

战术的思想者、筹划者以及实施者。从

这个意义上说，步兵是古老的兵种，也

将是永恒的兵种。相当长时期以来，步

兵都是陆上战场的主宰，从短兵相接、

战场厮杀、集团冲锋，到侦察渗透、战场

控制、特种作战，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

所不能。这一方面基于其适应性、灵活

性，其或能徒步、抑或借助不同的乘载

工具，适应不同的地形、气候等战场环

境和条件，或合聚、或分散，应对不同

的作战目的、作战任务、作战效果的

需要；另一方面基于传统作战释能的

模式主要是依靠人力，而步兵最具备

人力优势。信息化正对未来战争进行

全方位重塑，经过信息赋能的步兵，

依然是未来战争不可或缺的“多能”

兵种。在信息化武器系统、作战平台

和作战终端的助力下，步兵数量规模减

少但作战效能倍增，能够更好地实现搜

索侦察、引导打击、拔点夺要、敌后破

袭、控制占领、沉着指挥等战斗行动，也

将会进一步拓展在低空、超低空、海上、

滩头、网络、心理、认知等领域的攻防战

斗能力。

技术支撑步兵加速“融合”。战争

博弈靠的是合力制胜。从军兵种发展

历史来看，步兵不仅能够单打独斗，而

且最具“联合”基因，能够迅速与新技

术、新战术或新的军兵种相融合，在作

战中找准自身定位、发挥独特作用。

或者通过与战车、战马、舰船、飞机、坦

克等结合而蜕变为一个新的军兵种，

或者与车兵、骑兵、炮兵、海军、空军等

其他军兵种进行战役战术协同。在战

争史和军事技术史上，步兵犹如“源代

码”一般，展现出了广泛的适应性和巨

大的作战潜力。这根源于步兵是人力

智力的集合体，并且装备和战术最为

基础、最为简单。随着高新技术与军

事的深度融合，未来战争呈现出前后

方界线模糊、现实与虚拟空间交织、

有人与无人混杂等特征，作战空间不

仅大大超越了步兵所立足和擅长的地

面和平面空间，而且已经朝立体化、

广域化、虚拟化、无人化的方向走得

很远。步兵面临严峻挑战，但是其自

身也正在加速融合，经过信息化智能

化改造的“未来战士”“超级战士”

正成为一个个超级单兵作战平台，借

助先进的武器和装载工具，步兵正加

速向其他作战领域和空间拓展和渗

透，把网络、低空、超低空都变成了

自己的“地面”。由于有信息化智能系

统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的辅佐，步兵能

够更好地联合、合成，乃至融合，更好

地实现其“百搭”兵种的特性，从而依

靠其既有的优势在未来战争中继续发

挥特有的贡献。

智能助力步兵更加“智慧”。战争

是智与力的博弈，凝结在军事史、战争

史中的智谋，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智

慧的精华。相比其他的军兵种能够依

靠强大的技术与武器装备获得高速

度、超视距、强火力，胜负的结果很大

程度上有赖于武器装备的先进与否及

效能高低，而步兵无论是战术、战役，

还是战略层面的作战，无论是取胜需

要的勇武精神还是战斗力量，步兵作

战最能彰显“活力对抗”的战争本质和

人类的智慧。而建立在步兵作战、地

面作战基础上的战争智慧，更成为其

他领域作战思想的源泉。信息化尤其

是智能化战争的到来，给步兵的发展

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将使其超越

生理、物理层面而在智能层面得到新

的拓展，智能化步兵呼之欲出。在人

工智能的辅助下，单兵将拥有“超级大

脑”，指挥员将更加“神奇聪慧”，不仅

能够迅速学习海量知识、高效处理复

杂信息，而且不知疲倦并且在遭受损

伤后得以迅速修复。在智能化体系和

平台的支撑下，步兵能做到更好地在

复杂环境中遂行复杂任务。

步
兵
真
的
会
过
时
吗

■
焦
德
亮

战斗简介

讲评析理

战争形态嬗变总是与产业革命相伴相生。近年来，智能
化浪潮汹涌而来，并在军事领域广泛深入应用，使人类社会
迎来智能化战争。智能化战争根植于智能社会，以“人机智
能融合”为主要特征，智能的赋能使认知在作战中的地位更
加凸显，认知主导制胜将成为战争制胜的重要机理。

引

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