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特别策划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

铮鸣，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

容……”古往今来，能给人以深刻印

象的战争史，都要达到表述鲜活、生

动和引人深思，那种枯燥地照本宣

科或“流水账”式的事件罗列不可能

得到受众的欢迎。

笔者从事抗美援朝战争史的研

究和教学有30多年，发表过多本相关

著作，关于抗美援朝的大课在国防大

学也多年被学员评选为优质大课。

我对此感受最深的一点，想搞好这一

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其关键是要深、

要活。

回想40年前笔者在中国人民大

学读研究生时，我的导师、国家一级

教授胡华曾谈到当年他同毛泽东的

秘书田家英一起编中国现代史时，田

家英向他讲述过当时有的党史、军史

编写中的一大缺点，就是行文充斥着

一大堆概念、一大堆番号、一大堆数

字和年月日，叫人“硬着头皮看不下

去”。按照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

文中所批评的，这就是“语言无味，像

个瘪三”。

几十年来，我从事教学和研究

时，总是以毛泽东对“八股”式文风的

批评和当年导师的告诫为座右铭，研

究和讲述历史课总是力求有深刻的

思想性，同时表达方式必须力求活泼

而让人喜欢。

战史教育想达到有深刻的思想

性，首先要确立正确的战争观。例如

讲解抗美援朝战争必须要讲清谁是

侵略者，而不要陷入混淆是非的谬误

中。过去一些年，不少人淡化了理论

学习，讲战史时就事论事，这样的课

自然会显得浮浅，我在带研究生和搞

新教员培训时都反复强调要力戒这

一点。

讲战史时想做到鲜活，就要把复

杂的情况用画龙点睛式的语言精辟

概括，并用生动的例子表达，而且根

据不同的听课对象用不同的讲述方

法。教员想达到这一效果并不容易，

好的歌唱演员称“台上三分钟，台下

十年功”，讲战史同样如此。

我本人的感受是，讲好一个问题

要查阅中外大量史料并加以对比，举

出一个好的例子前必须要将多个事

例放在一起反复选择。有些人搞战

史时以取巧方式只靠在网上查点材

料，再简单拼凑起来，这种“攒出来”

的东西往往错谬甚多，而且味同嚼蜡

让人望而生厌。

如今，面对信息化大潮，对海量

的信息要做好筛选，同样要下苦功

夫。例如我个人多年来研究抗美援

朝战争史，就是对众多当事者、研究

者进行采访，再对中国的史料，美国、

韩国和俄罗斯的资料以及当事人的

考察结合起来，遵循古训“凡出言，信

为先”，讲的话必须有可靠的根据，另

外再练习表达技巧，才能让听众和读

者喜闻乐见。

总之，面对多彩的信息社会，许

多新一代人早已不愿听那种陈陈相

因的说教。以与时俱进的要求搞好

包括抗美援朝战争史在内的战史教

学，这是军事院校的教学人员在新时

代的重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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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70周年，这

门课为何讲了69年？

——“因为它是一部百科全

书，走进这本书、读懂这本书，是担

当起能打仗、打胜仗强军重任的一

门‘必修课’”

1951 年 6月，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
落下帷幕，敌我双方进入艰难的阵地战
相持阶段。

那时候，一大批从前线轮战归来的
战将走上位于紫金山下的军事学院的讲
台，为学员讲述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见闻、
体验和制胜之道。

他们的授课，带着抗美援朝前线
对敌作战的最新实践。自此，抗美援
朝战史成为军事学院最受欢迎的课程
之一。

从军委机关讲到院校、部队、大众媒
体，从国内讲到国外，33年来，接过前辈
“接力棒”的徐焰已记不清多少次讲授这
门课。只要站上讲台，他的授课就如初
登讲台之时，饱含着激情的火焰与理性
的思考。

在他条分缕析的讲述下，70年前的
激情岁月和战火硝烟，如一幕幕扣人心
弦的战争活剧，深刻而鲜活地展现在学
员们眼前：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后
进行的第一场现代化局部战争，是我
军制胜强敌、打出军威的立国之战。
也正是通过这场战争，人民军队从“小
米加步枪”迈向了现代化建设的新征
程。
“为什么要纪念抗美援朝战争？因

为它是一部百科全书，走进这本书、读懂
这本书，是担当起能打仗、打胜仗强军重
任的一门‘必修课’。”徐焰教授这样说。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思想”“根据

作战的需要决定教学内容”，徐焰教授认
为，这些军事和教学思想至少可以追溯
到抗大时期，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扬
光大。

穿越战火的硝烟，南京军事学院还
选派教员奔赴朝鲜前线实地考察、学习
经验。回国后，他们编写的《朝鲜战地见
学报告》等资料，成为教学科研和演习演
训中的重要文献。

时过境迁，一套 1953 年出版的《中
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战例汇
集》，依旧珍藏在国防大学图书馆资料
室。

记者看到，这套珍贵的《汇集》纸张
已经泛黄，是时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
伯承元帅组织从前线回国学习的第二期
学员编写的，共分为“进攻战斗部分、防
御战斗部分、各兵种及其他部分、战时政
治工作部分”4个分册，封面上赫然写着
“战例汇集：刘伯承题”。

“讲好抗美援朝战史，承载着军委首

长的重托。”2012年，王志军教授在解放
军档案馆查阅资料时，意外地发现徐向
前元帅写给军事学院领导的一封亲笔
信。在王志军的进一步研究下，一段尘
封的历史又一次浮现。

改革开放之初，专门培养我军中
高级指挥员的军事学院在北京成立。
1979 年 2 月 7日，时任军事学院院长萧
克、政委段苏权给军委副主席兼国防
部长徐向前起草了一份报告，主要反
映军事学院开设战史课面临的资料缺
乏问题。

没想到 3天后，徐向前元帅亲笔回
信，明确提出，“军事学院设战史课，应视
为一门主课之一。”他还指示军事科学院
帮助提供战史资料。
“从紫金山下的军事学院，到百望

山下的新时代国防大学，最高学府为
战育人的血脉传承中，抗美援朝始终
是不可缺少的一课。”国防大学国家安
全学院领导说，在国防大学的课堂上，
抗美援朝战争如一座挖掘不尽的历史
“富矿”。

近年来，国防大学系统性地设置了
抗美援朝战争战史与战例课，从战略指
挥员培训班到研究生统训班，课程紧紧
围绕着抗美援朝的出兵决策、战略指挥、
经验启示等主题。以国防大学的课堂为
“原点”辐射全军，新时代人民军队备战
打仗的研究与实践，跟 70年前这场战争
的衔接越来越紧密。

今天的指挥员，从这

堂课学到了什么？

——“我们既要具备高人一筹

的指挥艺术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

术，更要有敢打必胜、敢于亮剑的

信念”

9 月 23日，得知徐焰教授要讲授抗
美援朝战史，第 50期领导管理与指挥培
训班学员、某部政委李红军满怀期待，提
前走进教室。

李红军在丹东地区工作过。70 年
前，志愿军将士正是从丹东跨过鸭绿江，
雄赳赳气昂昂地奔赴前线。

1950年 6月，朝鲜内战爆发，以美国
为首的“联合国军”入侵朝鲜，悍然将战
火蔓延到鸭绿江边。当时，中美两国的
综合国力相差悬殊，仅从战略物资来看，
美国的钢产量是中国的 144 倍，工农业
总产值则是中国的28倍。

新中国何去何从？历史又一次走
到十字路口。课堂上，国防大学指挥
员培训班展开了一场开放式的课堂研
讨——
“尽管抗美援朝战争的硝烟早已散

去，但置身于历史情境之中，仍然能感受
到为什么毛泽东同志面临‘一生中最为
艰难的一次选择’，也进一步领略到了那
一代军事家高超的战争指导艺术。”一名

战略指挥员培训班学员说。
在那片距离朝鲜战场最近的国土

上，李红军曾不止一次地思考：如果战争
明天再度来临，新一代革命军人如何带
兵打仗、捍卫国防？
“70年过去了，武器装备、作战模式

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战争规律
依旧没有改变。”李红军说，“我们既要具
备高人一筹的指挥艺术和灵活机动的战
略战术，更要有敢打必胜、敢于亮剑的信
念。”
“对于刚刚从农村包围城市、用‘小

米加步枪’打下江山的人民解放军来说，
又开始将美军当作学用苏式武器的‘陪
练’。”徐焰教授的讲课生动幽默，在课堂
上引来阵阵掌声。
“陪练者”正是代表着世界最高军事

技术水平的美军。除了没有使用原子
弹，美国人将当时所有的技术兵器都用
到了朝鲜战场上，包括 1100多架作战飞
机、近 300 艘海军舰船和大批陆军精锐
部队。
“抗美援朝战争是一次巨大的挑

战。但是，直面挑战的我军最终在这三
个方面同步高歌猛进。”徐焰教授总结
说，建设一支强大军队之路，应该体现为
三方面齐头并进：军事思想的创新、武器
装备的改善、部队编组和作战方式的变
革。

根据党中央“边打边建”的指导思
想，我军作战部队基本上都按照现代战
争要求实行了新编制，建立了诸多新技
术兵种，并将战场作为演习场，实现了由
单一兵种作战向诸兵种合成作战的历史
性转变。

战争期间，解放军的地炮师数量发
展到 17个，高炮师发展到 8个，大部分部
队入朝参加过轮战并重创美军。据美国
军方统计，美军 62%的伤亡系炮火所致，
32%系枪弹所造成。

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联合国军”
总司令克拉克发出叹息：“我们的失败
在于敌人仍然没有被击败，并且甚至
比以前更为强大及更具威胁性。我所
说的‘更为强大’的意思，是指共产主
义的亚洲陆军已学会了如何打近代的
陆地战争。”
“现在空军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

克都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
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
军事学校好。”毛泽东高兴地说。

从战场火线到三尺讲台，从黑板到
信息化手段，国防大学的抗美援朝战史
研究和教学在时代的变迁中也在悄然发
生变化：不只限于具体战役的研究，逐渐
向战略、战役、后勤和装备等立体化方向
深入，研究对象也从我军为主扩展到交
战各方。
“这是自己来国防大学学习印象很

深的一门课，我将以此次战史课学习为
契机，学以致用、学有所成，切实把学习
成果转化为备战打仗的能力素质。”在徐
焰教授授课现场，陆军某红军师政委、学
员黄长升难掩内心的激动。

在抗美援朝战史课堂上，在一张张

斑驳的历史图片里，在一遍遍的思考和
追问中，一批批指挥员班学员找到了答
案。他们带着学习与收获，奔赴强军兴
军的另一个考场，书写军旅人生的新答
卷。

讲授这门战史课的

教员，为什么眼里常含

泪水？

——“今天的中国能这样站立

着，是因为当年志愿军在上甘岭站

立着”

在战争题材“神剧”一度盛行的那段
时间，徐焰暗暗下了一个决心：让更多的
人了解真实的抗美援朝战争。为此，无
论是讲课还是著书，徐焰都立足让大家
走进真正的抗美援朝战争，“希望越来
越多的人对我党我军的历史有着更清晰
的认知。”

早在 1998 年，徐焰就创作出版了
《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
史回顾与反思》。凭借着独特的视角
和详实的考证，一经推出便大受欢迎，
不仅一举登上畅销书排行榜，还被翻
译成英、日两种外文，在国际上引起强
烈反响。

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并担任第二
十兵团司令的杨成武上将读完书稿后欣
然为该书作序，“徐焰同志所写的这本
书，正是从我军现代化建设的角度研究
了抗美援朝战争，这样的学术著作正是
我们所需要的。”

2018 年 退 休 后 ，徐 焰 仍 马 不 停
蹄。他说，能为党和军队写史是我的
荣幸，不管退不退休，都不会停下手中
的工作，“只要党和军队还需要，我保
证做到一声令下，还会像战士一样冲
在最前沿”。

一名名年轻的战史研究教员正在
成长。作为抗美援朝战史教学研究团
队的年轻一员，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
院教员邵志勇非常重视学习研究这场
战争。

今年 6月，邵志勇多年的研究成果
《围猎美军“王牌师”——抗美援朝长津
湖战记》在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他推出
的第二本抗美援朝战记专著。
“学习抗美援朝战争、研究抗美援

朝战争、讲好抗美援朝战争，这是我们
这个教研室的共同使命。”军事思想与
军事历史教研室主任舒健告诉记者，
尽管教员们在专业领域上有所侧重，
但抗美援朝战争是大家共同的研究方
向，“每一次著书写作，每一次登台授
课，我们的内心都涌动着一股激情的
热流。”

9月 26日，研究生院“后天讲坛”座
无虚席，这是“后天”系列公开课的第二
讲，讲授者是王志军教授。细心的学员
已经发现，和以往不同的是，今天王教授
的讲课是坐在椅子上完成的。

讲课过后，学员们才知晓台上这
位激情授课的教员，在 23 天前做完心
脏支架手术。尽管身体还很虚弱，他
依旧坚持授课。10 月 15 日，他又在讲
授抗美援朝战史课的讲台上突发心绞
痛，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这种激情、坚持和使命感，一直在

我们教研室赓续传承。”舒健说。
徐焰等老一辈教员退休后，主讲抗

美援朝战争战史战例课程的任务逐渐落
到了王志军、卢勇、邵志勇、袁野等一批
中青年教员身上。

为了讲好这一课，王志军带领年轻
的教员多次拜访志愿军老战士，奔赴东
北地区考察，收集第一手战史资料，不断
丰富教学内容和创新教学方法。

今年 9月，国防大学研究生院为集
中统训研究生搭设的学术平台——
“后天”系列公开课开讲，在国家安全
学院专家的建议和策划下，他们打造
的第一个系列就是抗美援朝战史专
题。

这个系列教学以“培塑史学思维、弘
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和民族精神、寻
求强军制胜之道”为主题，从抗美援朝战
争出兵决策到战争指挥艺术，从五次战
役战法解析到历史经验及启示，每堂课
都是好评如潮。
“今天的中国能这样站立着，是因为

当年志愿军在上甘岭站立着。作为新时
代的革命军人，我们今天每时每刻都在
感受他们为祖国和人民争得的尊严。”听
完授课后，研究生学员陈帅在日记里写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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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战史课的时代跨越
■本报记者 罗金沐 特约记者 洪大鹏

在全国最高军事学府国防大学，
有一门课，教员百讲不倦，学员常听
常新。

不论将军学员，抑或地方省部级
学员，还是指挥员班学员、研究生学
员，只要提起这门课，纷纷点赞。

这是一门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
战史课。从 1987 年到 2020 年，这门

课，全军知名军史专家徐焰在国防大
学讲台讲了33年。

而这门课在国防大学的历史，则
可以追溯至1951年。

历史的细节，往往能够告诉我们
许多深刻的东西；历史的价值，也往
往在于其宝贵经验能够被后人自觉
传承。

69年，学员一茬茬更迭，人事一
代代更新，不变的是一代代共和国军
人以及国防大学抗美援朝教学团队
的初心与使命。

时光飞逝，我们已经无法完全还
原当年这门课的授课景况。但当年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教学理念，仍在
深刻影响着今天的国防大学课堂。

9月 23日，业已退休的徐焰教授
再次走上讲台，为指挥员班学员讲授
《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百望山红叶层林尽染的时节，记
者走进国防大学，旁听了这门经典战
史课。

图①：国防大学某研究生大队邀请抗美援朝老战士讲述我军光荣传统。
图②：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王志军给联合作战指挥培训班

学员讲授《抗美援朝战争战略决策》。

图③：国防大学组织联合岗位资格培训班学员开展指挥对抗演
习，参演学员进行图上作业。

图片由闫晓强提供

③③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