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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任何的漫不经心
和粗枝大叶都可能造成无可挽回
的损失乃至彻底失败

1930年5月，阎锡山和冯玉祥结

成反蒋联盟，发动讨伐蒋介石的中原

大战。为集中兵力消灭蒋介石在河南

的有生力量，阎冯召开联席作战会议，

研究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决定双

方各派一支精锐部队，在河南沁阳会

师，合围聚歼驻扎在河南的蒋介石部

队。会后，冯玉祥的作战参谋很快拟

定了一份作战命令，令部队昼夜兼程

直插沁阳，与阎锡山部会师。谁知，作

战参谋粗心大意，误将“沁阳”写成了

“泌阳”。偏偏河南真的有个泌阳，那

里是蒋介石重兵把守之地。结果，冯

玉祥部进入蒋介石的重兵包围圈，幸

亏撤退及时才免遭重创，但原定的作

战计划却完全泡汤。

就是这一撇之添、一字之差，导致

阎冯联军措手不及，整个作战计划告

吹。尽管那个粗心参谋事后受到军法

处置被枪决，但阎冯联合讨蒋作战却

已然失败。一场本可能赢得胜利甚至

改写中国历史的战争因为一字之差而

功败垂成，这样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代

价太沉痛。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事之成败，

必由小生。战争，往往以敌对双方智

力的对抗和博弈为前提。智力的核心

是思维，智力的高下首先体现在思维

是否缜密上，而思维是否缜密又体现

在工作上是否精益求精、一丝不苟。

战争是一部结构复杂的庞大机器，任

何一个零部件的安放都必须严丝合

缝、衔接紧密，兵力的部署、火力的配

置、部队的协同、重装备的运用等，都

必须经过缜密的思考、精细的筹划、精

确的计算、精准的部署才能完成，不允

许有丝毫粗疏和懈怠。

随着高新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大

数据、物联网等先进技术被越来越多地

运用于作战领域，未来战争对作战筹划

与部署、兵力配置与协同、火力突击与

联合等提出了前所未有的精细化、精密

化、精确化要求。比如，“阿尔法”人工

智能软件可以在分析战场所有传感器

数据后于不到1毫秒的时间内做出决

策，反应速度是人的250倍。这些足以

对人类认知度构成“降域”打击的先进

技术，庶几颠覆了传统的战争形态和作

战模式。它要求运筹多维战场、操纵先

进武器装备的指战员们必须思维缜密、

作风严谨、操作精准，绝不能出现丝毫

差错和疏漏，任何的漫不经心和粗枝大

叶都可能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乃至彻

底失败。

粗枝大叶不仅是一种粗疏懈怠的

工作态度，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工作

作风，其危害性早已不言而喻。军队

的根本职能是打仗和准备打仗，无论

是平时训练还是临战准备，无论是拟

制作战计划还是进行实战部署，都必

须培塑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作

风，倾心尽力做好每一个枝节、每一个

细节、每一个环节，力戒心浮气躁、分

心走神、丢三落四。要从一件件具体

细小、看似不起眼的事情做起，把关乎

战争成败的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十分细

致、精致，力求做到极致。譬如，拟制

作战文书，一定要字斟句酌、精研细

磨，要有为了“吟安一个字”，宁可“捻

断数茎须”的劲头。文书拟制好了，还

要认认真真地反复校对和审核，不轻

易出手。据说，一家出版社有位资深

职业校对，为避免一些常用词句被顺

着跳过去而发现不了差错，干脆将整

部书稿或整篇文章倒过来，从后往前

一个字一个字地校对，结果创造了从

事校对几十年无任何差错的“绝对准

确率”。这种严谨细致的作风值得每

一名部队指战员好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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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 11

月初，国民党东

北军第 57军、

第 67军共 5个

师3万余人从东西两侧、企图合围刚经

过长征到达陕北不久的红军。紧急关

头，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指挥红一

方面军，在直罗镇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

歼灭战。从11月21日开始，直罗镇战

役历时4天，歼灭东北军第57军109师

又106师617团，击毙敌师长牛元峰以

下1000余人，俘虏5300余人，缴获各类

枪械3500余支、战马300匹以及其他军

用物资。整个战役，红一方面军伤亡

800余人，鄜县游击队伤亡50余人。直

罗镇战役，是1935年11月初中央红军

与红15军团在陕北会师、中央成立了西

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取得的第一个重

大胜利。这一胜利，使国民党军“围剿”

红军的企图彻底破产，巩固了陕甘革命

根据地，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

了积极作用。

直罗镇战
役给予我们许
多重要启示，除
战略决策正确、

战役准备充分、红军内部团结、官兵英
勇、群众支持以外，还有以下三个要点。

高度重视运用有利地形，全面掌握

战场主动权。直罗镇，位于陕西省鄜县
（今富县）县城西 45千米，陕北通甘肃
的大道从镇中通过，通达条件比较好，
镇南为旗杆山，镇北葫芦河谷地宽数十
米至 200 米，北侧为柏山，镇子和河岸
阶地均在两侧高地的严密控制之下，地
形有利于伏击，易攻难守。在此次战役

指挥中，毛泽东高度重视掌握战场环境
优势，充分利用地利提升战斗力。11
月 18 日，毛泽东在张村驿主持召开方
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战役动员与
部署。会后，毛泽东和彭德怀带领与会
干部先后两次前往直罗镇，现场察看地
形，研究确定作战部署。研究中，毛泽
东认为指挥员们使用的战场地形图比例
尺偏小，不能详细反映地形情况，指示各
军团组织测绘战场大比例尺地形图。各
军团于 19日至 20日选派测绘骨干抢测
了直罗镇地区大比例尺地形略图。毛泽
东是运用地利克敌制胜，善于研究地理、
军事地图的大家。在此次战役指挥中，
他亲自带领指挥员勘察战场地形，布置
地形图的测绘和应用。正如毛泽东在直
罗镇战役后总结中所强调指出的：“没有
团长以上的地形观察与地形图测绘，便
不能布置得这样适当，打得这样漂亮。”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再次说明掌握地形、
地理是确立军事战略、作战指挥不可或
缺的重要基础工作。

集中优势兵力，持重待机，防止轻敌

麻痹。这次战役中，红军坚持“集中优
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寻求有利条件
下的作战，避免不利条件下的作战”等作
战原则，分割敌军，各个击破，在运动战、
伏击战中歼灭敌人。直罗镇战役前，红
军在不到 1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取得劳
山、吴起镇、榆林桥三战三捷的胜利，沉
重打击了东北军的进攻势头。红军一方
面夺取了战场主动权，获得补充，士气大
振，同时在一些部队中也出现了轻敌情
绪。在11月5日甘泉县下寺湾军事会议
上，有些指挥员认为东北军不堪一击，提
出乘胜出击，进攻南翼连吃败仗的敌第

67军；有的认为可以兵分两路，一路南
攻，一路打击北翼陕北军阀井越秀、高桂
滋部。毛泽东指出，东北军作战失败的
原因，恰恰是由于轻视红军，因此在不掌
握苏区地理形势和红军部署的情况下分
兵冒进，所以吃了败仗。毛泽东认为要
尽快打破东北军的“围剿”，红军一不能
分散兵力，二要集中以东北军为作战目
标，三要坚持诱敌深入寻机歼敌。毛泽
东的分析，统一了红军高级指挥员的认
识，及时杜绝了轻敌麻痹情绪，避免了
“因骄而败”的可能。

充分掌握敌情，因敌施策，大胆用

兵。了解敌情、因敌施策、敌变我变、
量敌用兵，是毛泽东指挥作战的基本
策略。11 月 5 日，毛泽东等领导在下
寺湾军事会议上，详细听取红 15军团
领导的前期作战情况介绍，全面了解
分析东北军的战斗力和高级军官特
点，据此判断东路之敌第 67军遭重创
后会十分谨慎，诱其再次上钩比较困
难，而西路之敌第 57军尚未吃亏，部分
高级将领还很骄狂，诱其深入创造战
机的可能性大，进而决定集中兵力，设
计引诱西路之敌第 57军东进，在其前
进方向上选择了地理上易攻难守、有
群众基础的直罗镇伏击歼敌。在红一
方面军精心布局引诱下，东北军骄纵
冒进，其第 57军军长董英斌于 11月 17
日奉命出动，第 109师师长牛元峰误判

直罗镇一带没有红军主力，于 11月 20
日上午兵分三路在 6架飞机配合下向
直罗镇攻击前进，下午第 109 师 5800
余人进占直罗镇，按红军指挥员的设
计进入了“口袋”。

作战中，红军非常注重从俘虏的东
北军军官处获取情报。例如，从曾担任
过张学良警卫营长高福源口中得知第
57军、第 67军高级军官的很多情况，以
及东北军与西北军、陕北军阀之间的矛
盾，准确判断牛元峰会孤军冒进、董英
斌会龟缩撤逃、东北军吃紧时西北军和
陕北军阀肯定见死不救，从而敢于将红
一方面军集中一地歼敌一路，敢于只派
地方武装牵制、阻拦其他方向的敌军，
敢于以约 1万人的兵力攻歼、追击近 2
万人的董英斌集团，从而取得直罗镇战
役的胜利。

直罗镇战役堪称巧用地利持重待
机的典范。孙子曰：“知天知地，胜乃不
穷”“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
者必败”。红军利用地利取得作战胜利
的实例很多，如四渡赤水、遵义战役、强
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以及保卫、巩固
陕甘苏区的山城堡等战役中，红军都预
先测绘了作战地区的详略地图，有力保
证了指挥员战前把握战场环境、利用地
利巧妙部署兵力，指挥部队作战。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解放军党

史军史研究中心）

巧用地利持重待机
—直罗镇战役的制胜启示

■刘箭章

12月 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纪念日。毛泽东同
志在长期的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中，尤其是在事关国家、
民族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高瞻远瞩，把握大势，成功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战略预见范例，形成了科学的战略
预见思想。今天，学习毛泽东战略预见的思维、方法，
对于提高战略思维水平和战略指导能力，仍具有现实
指导意义。

引

言

战役简介

讲评析理

“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

毛泽东深刻指出：“什么叫做领
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
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
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这就是
战略预见的本质和价值。

战略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

向。战略预见即超前认识、前瞻思维，
是一种“事先知道”“合理设想”。毛泽
东认为：“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
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
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
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
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
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
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1930年，
毛泽东为纠正一些同志的悲观情绪和
错误思想，预断“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
快就会燃成烈火”，革命很快走向高潮，
并形象地指出：“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
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
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
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
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
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
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
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
婴儿。”这才是真正的科学的战略预见。

战略预见为战略指导所必需。“明
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战略
指导源于战略预见，核心是战略预见。
如果缺少战略预见，将会带来盲目性，
减弱其实践指导价值，指挥员可能变为
“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毛泽东强调，如

果对战争没有一个大概的估计，就“只
能跟着战争打圈子，让战争把自己束缚
起来”，陷入被动。他还生动地指出：
“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
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
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
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
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
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
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
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因此，
战略指导应未雨绸缪、见微知著，以增
强主动性、计划性、灵活性。

战略预见具有动员、鼓舞作用。科
学准确的预见能够激励群众，增强斗争
的信心和热情。这是战略预见的一个重
要功能，也是毛泽东战略预见的一个鲜
明特色。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和高超的预
见力，在澄清“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
问中，做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科学
预见；在消除“亡国论”的悲观情绪中，做
出“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正确预断，等
等。这些科学的正确的战略预见，超越
时空、气势磅礴，“使大家在困难中看到
光明的前途”，坚定了信心、鼓舞了人心、
振奋了精神，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顽
强意志，对夺取伟大战争胜利发挥了极
其重要的作用。

“知其大略，知其要

点，是可能的”

毛泽东认为：“战争不是神物，仍是
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不管怎样的战
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
点，是可能的”。这是进行科学战略预
见的依据和前提。

战争有规律可循。战争是一个极
其复杂的特殊领域，较之任何别的社会
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定性。历史上大
多数军事家坚持不可知论，认为“战争
是蒙着一层阴影的科学”“一切科学都
有自己的原理，惟有战争还毫无道理”
“在战争问题上，一个人永远无法有把
握地预测上帝是怎样安排的”等。截然
相反，毛泽东提出军事有自身的运动规
律，“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
样，是客观实际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
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
际的东西”，强调“我之一方是比较地确
实的。敌之一方很不确实，但也有朕兆
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
索。这就构成了所谓某种程度的相对
的确实性”。因此，战略预见就有了客
观基础。这是毛泽东在战略预见上的
一个重要观点。

大方向大趋势是可以认识的、预见

的。毛泽东是唯物主义可知论者，他在
提出战争是有规律的基础上强调：“依
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
是可以指出的”“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
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
的”。他把战略预见的重心放在战争趋
势、形态、进程、结局等未来大势上，对
大略、要点进行超前认识和判断。在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指出农村包围城市
的大方向；在抗日战争时期，描画了持
久战三个战略阶段的大轮廓；在解放战
争时期，绘制了战争进程全盘的大图
样，等等。这些“贯通全战略阶段乃至
几个战略阶段的、大体上想通了的、一
个长时期的方针”，一开始就为战争的
全局、全过程、结果指出了大方向，有利
于对整个战争加以把握和控制，为夺取
中国革命战争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
作用。

难以预见事物发展的全部细节。

毛泽东同时强调：“马克思主义者不是
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
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
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今天要把将来的
事情统统描写出来，是不可能的”。他
在预见抗日战争持久战时直接指出：
“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客观
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
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
年’来。”因此，战争极为复杂，战场情况
多变，具体细节难以预断，只能进行“大
体的计算”，说出大方向、描绘大轮廓。

相反，如果不能辩证地看待，不承认不
确定性，认为战争的详细过程都可以预
见，那么必然走向唯心论。毛泽东还强
调，预见不容易，准确预见是相对的。
偶然性可能带来偏差，预见失误也不可
避免。要认识到这种局限性，不断校正
预见结论。

“描画轮廓的事仍然

是需要的”

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毛泽东总
是比别人站得更高、望得更远、看得更
准，所以“我们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的
任何其他政党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觉
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前途”。他“把
今天联结到明天，把小的联结到大的，
把局部的联结到全体”，形成独具特色
的战略预见思维、方法。

坚持客观全面。毛泽东认为，只有
“采取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
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
论”。反对“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
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战略预见
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是一种综合性的思
考程序，应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
以战略全局、最终目标为起点。必须先
见林、后见树，甚至可以说，只要能先见
林，即使看不清每一棵树，对于战略预
见而言，也不一定会产生严重影响。这
与一般人往往只看见或先看见树、看不
见或后看见林，恰恰相反。毛泽东对抗
日持久战的战略预见之所以正确，就在
于是客观地“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
系产生的结论”。

抓住事物本质。认清和抓住了事
物本质，就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必然
性。毛泽东强调：“看事情必须要看它
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
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
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并进一
步指出：“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
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
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
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
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
战略预见作为一种超前认识，只有揭
示事物内部联系的规律性，掌握事物
发展的必然性，才能得出科学的正确
的结论。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不为美

苏严重对抗的表象所迷惑，指出美苏
不会开战即为一例。

分析各种矛盾。毛泽东指出：“一
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
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
动一切事物的发展。”其中，主要矛盾和
主要的矛盾方面，起主导作用，决定发
展方向。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高潮快要
到来的正确预见，就是建立在“详细地
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
真正向前发展”的基础之上。他还强
调，“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
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
“要设想敌可能变化的几种情况，其中
应包括一种较严重的情况，要准备在这
种情况下有对付的办法”。唯如此，才
能处变不惊、处事不慌、留有余地，随时
灵活处置各种情况。

把握时代特征。鲜明的时代特征
直接影响事物的发展方向，“极为相似
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
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毛泽东把中
国问题放在一定的国际背景和历史范
围内进行考察，提出“中国革命是世界
革命的一部分”，成为科学预见的基本
依据。他在分析抗日战争时指出，虽是
敌强我弱，但这是“日本的退步和寡助，
中国的进步和多助”的时代，“中日战争
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
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
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
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正是
毛泽东把抗日战争看作特定历史条件
下的产物，才科学预见了日本必败、中
国必胜的战争结局。

着眼长远态势。长远性是战略预见
的内在要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
争的战略问题》中强调，“战略指导者当其
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
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那
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
不利的，对于战争也是不利的”。战略指
导的要义是预防，如果领导者缺乏预见的
长远性，指导实践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徘
徊，行动就带有盲目性。因此，战略预见
必须着眼未来、重视长远。

列宁在《预言》一文中指出：“神奇
的预言是神话。科学的预言却是事
实。”总结学习毛泽东的战略预见思想
和实践，仍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

院）

向毛泽东学习战略预见
■郝敬东 熊玉祥 牛玉俊

严寒天气对作战行动影响极大。

有试验数据表明，当气温降至零下20

至30摄氏度时，部队作战效能将下降

40%至60%，以至于古代军事家把寒冬

视为“禁战”季节。然而，战争从来不

会选择天候季节。打仗不分季节，练

兵也就不能分寒暑。应对未来作战，

应重视严寒条件下练兵，提升严寒实

战能力，确保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员和

武器装备战斗效能。

锤炼“胜寒”之气。拿破仑说过，

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利剑和精

神，从长远说，精神总能征服利剑。战

场上，不仅是指挥水平、武器装备、技

术战术的交锋，更是精神和意志的较

量。只有把艰苦环境、复杂困难当成

磨刀石，练就“受得战场千般苦”的品

质，才能适应战争并赢得战争。历史

上，岳家军的战斗力之所以强大，就在

于他们坚持“滂沱雨、大雪降、狂风怒

之日，正是练兵之时”，把军队练得什

么苦都不怕、什么苦都能吃。

摸透“耐寒”之性。严寒条件下训

练，应突出严寒环境中人员和装备的

适应性、耐寒性训练。通过训练让官

兵熟悉掌握防冻伤措施，增强身体抗

寒机能。加强武器装备特别是信息系

统装备、电子设备、指挥控制系统等操

作技能训练，让装备操作、维护、保障

等都能适应严寒作战环境。注重严寒

条件、风雪天气条件下装备作战数据

的采集，对装备的机动速度、杀伤半

径、射速威力等作战性能进行全方位、

全天候的检验论证，建立和完善装备

严寒条件下作战数据库，摸透严寒条

件下武器装备的“脾性”。

严寒不可不练兵
■王光远

挑灯看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