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役简介

1968年 1月，越南人民军和越南

南方人民武装力量发动了以溪山战役

为序幕的春节攻势。超过8万越南人民

军和南方游击队对美军驻守的溪山基

地和南越几乎所有的大小城市发起全

面进攻。虽然大部分攻势都在最初的

几小时内受挫，但西贡的交火长达三

天，顺化的激战持续了一个月，美军

溪山基地被围困 77天。从军事上看，

春节攻势越方损失惨重。然而，从政

治上分析，这场进攻给美国上自总统

下至普通民众造成心理上的强烈冲击

和震撼，瓦解了对手的战争意志，成

为越南战争的重要转折点。

社会主义阵营的鼎力支持为越

南人民对抗强敌提供了坚强后盾。

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越南战争期
间，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为越南提供
了大量支援。在越共领导人的请求
下，中共中央从反对美国侵略的战略
全局出发，全力援助越南人民的抗美
救国战争。美国开始轰炸北越后，中
国向北越派遣了铁道兵、工程兵、高
射炮兵等部队，帮助北越抢修、保
障、建设重要公路机场，抗击美军轰
炸。有了朝鲜战场的惨痛教训，美
国人从心底里不希望再与中国军队
进行地面较量，整个越战期间，美
军地面部队自始至终没有越过北纬
17 度线。越南人民军因而有了稳固
安全的后方依托。与此同时，苏联

也给越方提供了军事顾问和武器装
备上的支援，邻国老挝与柬埔寨为
运送战略物资的“胡志明小道”提
供了很多方便。

灵活的战术帮助人民军赢得主动

权并重创强敌。主动权是军队行动的
自由权，恩格斯说“你可能被迫退
却，你可能被击败，但只要你能够左
右敌人的行动，而不是听任敌人摆
布 ， 就 仍 然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占 有 优
势”。越南人民军和游击队争取主动
的基本策略是，一方面尽可能避开美
军发动的大规模搜剿，另一方面积极
主动进攻对手。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
在总结越战教训时曾说：“我们总对
技术抱有幻想，认为敌人太原始，而
我们是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因
而这个仗没什么可打的。我们总想与
北越军决一死战，来一次越南的‘滑
铁卢’、硫磺岛、仁川，但他们拒不
合作。无论我们的打击有多重，北越
军总会隐没进入山岳地带的庇护所或
进入老挝，重新武装，重新组建，然
后又出来打。”从 1966 年到 1967 年，
越南战场上约 80%的战斗都是在人民
军和游击队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进行
的。春节攻势便是如此，无论初期重
兵突袭溪山基地，还是趁着新春佳节
在西贡以及南越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实
施“总攻击”，都出敌不意达成了行
动突然性，有效打乱了敌人的战略部
署。在 9号公路战场上，人民军充分
发挥人民战争威力，从东到西发起连
续进攻，有力配合了溪山围困战。溪
山东北的卡罗尔营地、东河、昆天等
美军重要基地，也像溪山一样在人民
军进攻面前陷入被动挨打境地。越南
人民军切断了从顺化、广治通往东河

的公路长达几个星期，东河基地的美
军只能依靠空运和水路运输。困守卡
罗尔营地的美海军陆战队第 4团团长
不得不承认，越南人民军掌握了主动
权。

装备技术优势是美军在越南战

场的依赖。越南战场上，美军的装
备技术优势非常明显。溪山基地外
围，美军空投了大量电子传感器帮
助飞机和火炮搜寻目标。由于对手
火力太猛，越南人民军对溪山基地核
心阵地发动的大规模进攻并不多。大
战前，美军借助传感器提前侦知了人
民军集结情况，立即抢先组织空中力
量和炮兵实施猛烈打击，令人民军伤
亡过半。溪山战役期间，由于公路被
封锁，美军的各型运输机昼夜不停地
为溪山基地输送补给，CH-34 等直
升机也参与空运，平均每天运送物资
165吨，最多时达 230吨。从 1968 年 2
月中旬到 4月初，美国空军、海军和
海军陆战队航空兵共出动各型战机 2
万余架次，平均每天 350 架次，昼间
几乎每 5分钟一架次。战后统计，溪
山战役中美国空军投弹总当量近 10
万吨，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日
本投下的 2 颗原子弹当量。面对如
此强大的火力，人民军要想集中兵
力实施大规模进攻是困难的。当时
一位美海军陆战队高级军官曾对新
闻媒体说：“在我们的空中打击下，
越军无论在地面上投入多少兵力也
攻不下溪山”。

政略决定战略，军事上的胜利无

法挽回政治上的失败。具有压倒性火
力优势的美军在越南战场上几乎打赢
了每一场战斗，但最终输掉了整场
战争。美军将领发现，大凡敌军进
攻，则敌军伤亡惨重，如果美军进
攻，则敌军伤亡很小。也就是说，
人民军和游击队实力的消耗主要是
由他们自己，而不是由实行消耗战
略的美军决定的。春节攻势，人民军
和游击队在攻击西贡、顺化等南越大
城市的作战中，以牺牲万余精锐的代
价打死千余名美国兵，伤亡比超过
10∶1。从军事上看，人民军和游击
队 损 失 惨 重 。 但 战 争 是 政 治 的 继
续，绝非简单的伤亡数字比较。春
节攻势在美国媒体的热炒下引起公
众高度关注。美国民众在电视上看
到的不是此前威斯特摩兰乐观宣布
的所谓“胜利的曙光”，而是装备简
陋的人民军和游击队冒着枪林弹雨
疯狂地冲锋，杀死一个又一个美国
士兵。大量残酷血腥的画面深深刺痛
了美国人的神经，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著名电视新闻评论员沃尔特·克朗凯
特在直播中的一句话极有代表性：
“见鬼，我还以为我们正在赢得这场
战争！”表面上看，春节攻势在溪山
遭到挫败，在南越的各大城市也纷纷
失利。然而，美国国内由此爆发了如
火如荼的反战示威大游行，时任美国
总统约翰逊的战争神经终于崩溃，不
得不开始筹划结束战争。

●越南战争的重要转折点—

春节攻势：一场攻心夺志的较量
■张 翚 李伟健

讲评析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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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陆战场作战呈现出一些新特
点：作战力量多元一体化，作战规模多
级一体化，作战行动多样一体化，作战
指挥多层一体化，作战手段攻防一体
化等。勤务支援力量应立足新变化，确
立一体化的全局思维，聚焦打赢，深研
战法。

确立一体化保障理念。指挥体制
由“树状”向“网状”转型，使指挥机构、
任务部队、武器平台打破了“物理域”
“时空域”的局限，统一到“信息域”，战
场上侦察情报、通信组网、物资投送、
装备保障等任务看似分工相对独立，
实则是以网络为中心、以信息为主导、
以体系为支撑的有机整体。应打破单
线思维，突破要素间“各自为战”“几台
车+基础通信网”的传统格局，把分散
部署的要素、单元集成为以任务为中
心的支援群队，利用这种要素间强大
的结构性黏合力，产生整体功能的涌
现性，使离散、单一的支援手段和要素
互相融合与渗透，辐射出更多更强的
能量。

探索模块化保障模式。模块化部
队具有便于部署、机动灵活、能力多
样、杀伤力大和持续作战能力强等特

点；模块化保障模式由于结构更加标
准化、编组更加灵活化、功能更加多样
化，能够更有效地满足作战部队的要
求。据资料显示，美陆军在现役部队
和预备役力量中共建有 76 个旅级战
斗队，与之相应建设了 27 个支援旅。
在“伊拉克自由行动”中，美军首次将
模块化支援营、连部署到伊拉克，经过
实战检验，这种模块化保障模式能够
高效地完成保障任务，大大提高了旅
级战斗队的战斗力。当前，在推动勤
务支援部队建设时，应严格对接作战
部队需求，坚持按需筹建、精简层级、
明确职责，着力探索精准匹配的模块
化保障模式。

创新多能化保障手段。一般情况
下，勤务支援部队往往被当作“辅助”力
量使用，但随着“网络中心战”“多域作
战”等作战概念的兴起，传统的兵力、火
力须与信息力、保障力组合起来，才能
形成完备的作战体系。勤务支援部队
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提高行动支
援、战损救援、战斗保障上使实劲，在保
的基础上，提升攻的本领，以“破网、毁
点、断链”为抓手，以破敌体系结构为目
的，以精打巧扰为手段，打“信火硬打
击”和“网电软杀伤”的组合拳，在保、
防、攻三者之间，做到以保助攻、以攻助
防、攻防一体，真正成为战斗力的增效
剂和放大器。

做好陆战场勤务支援保障
■王凤春

一切战略战役战术，都可以看
作是为创造决定性优势而进行的设
计。即时聚优，强调抓住稍纵即逝
的关键性战机窗口，依托智能泛在
的网络信息体系，把多域作战效能
在 最 短 时 间 集 中 到 关 键 域 、 关 键
点，对敌形成即时局部优势，以局
部优势博求整体制衡。即时聚优是
对集中优势兵力思想的继承发展，
是对灵活机动自主作战思想的实践
运用，是具有智能化特征的信息化
局部战争制胜的基本途径。

关键是识别捕捉

创造优势窗口

即时，意为立即、即刻，强调不
是随时、全时，而是基于某一关键时
刻或时节，即通常所说的战机。在千
变万化、错综复杂的战场上，战机始
终是稀缺品。特别是在发现即摧毁的
秒杀战争时代，如何识别、捕捉和创
造战机，成为即时聚优的基本前提。

研敌体系，寻找天然窗口。再
强的敌人也有弱点。作战体系由多
个作战系统构成，庞大而复杂，不
可能每个系统都尽善尽美，其中任
何一个软肋对于对手来说都隐藏着
天然的机会。应深入研究敌作战体
系构成、运行规律及关键节点，结
合对敌作战思想、编制装备和实战
情况的跟踪研究，分析查找其固有
短板弱项，为寻找优势窗口提供依
据。如，敌对网络信息体系依赖程
度较高、兵力集结准备周期较长、
战略基地点多面广防护脆弱、跨域
机动部队作战能力下降等，都可能
是天然的窗口。

造敌困境，捕捉动态窗口。为敌
制造多重困境，使敌决策、行动出现
混乱、迟滞甚至失误，往往能创造意
想不到的战机，为即时聚优提供条
件。主动陷敌于困境，既要依靠先进
装备技术支撑，更要依靠灵活的战略
战术。应充分运用谋略艺术，实施多
域行动，欺骗迷惑敌人，使敌信息不

明、真伪难辨，产生决策困境；用灵
活的佯动、试探，诱敌早动、盲动，
在敌仓促应对中发现其弱点，捕捉一
切动态时机。

击敌之短，创造错位窗口。贯彻
灵活机动、非对称作战原则，积极运
用异质对抗、错位对抗行动，以己之
长击敌之短，让敌瞬时失明、失灵、
失能，造成感知、反应和行动错位，
是战时主动创造优势窗口的重要手
段。如，使用远程精确火力对敌重要
目标实施饱和式攻击，主动出招实施
外线作战，把敌拉到我优势领域实施
“降维打击”等，多种手段可创造性地
加以运用。

核心是多域动态

自主聚能聚势

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
作战领域极大拓展、作战力量整体融
合、作战行动多域联合，赋予集中优
势以新的内涵和时代特征。即时聚
优，核心是由以往单一领域兵力、火
力集中，向全领域兵力、火力、信息
力、认知力聚合转变，本质上是实现
物理能、信息能、认知能的跨域融合
聚集，最终形成局部的、瞬时的决定
性优势。

多域联动聚。一域之优不代表全
域之优，整体优势也不是多个领域优
势的简单叠加。不同作战领域制胜机
理虽有不同，但相互间普遍存有关联
性、耦合性，具有彼此赋能增效功
能。如，信息域的同步压制，可大大
提高物理域各种打击平台作战效能；

而物理域的硬摧毁又可彻底解决信息
域干扰致盲问题。即时聚优，应通过
多域的联动策应，将兵力、火力等实
体力量的跨空间域机动集中，与电
磁、网络、认知等无形力量的跨虚拟
域能量集聚同步运用，使各领域力量
跨域联手，实现多种优势在关键时刻
叠加聚合，产生整体优势溢出效应，
以形成多域对一域、全局对局部的压
倒性优势。

依网动态聚。由于作战过程的
复杂性，集中优势的时机、空间、
目标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依靠
既有兵力布势，或简单机械地把各种
作战单元、作战要素聚集到一处，势
必难以达成目的。即时聚优，应依托
泛在互联、全域覆盖、无缝链接的网
络信息体系，利用网络的渗透赋能作
用，在动态条件下实现各领域力量、
单 元 、 要 素 的 全 域 融 合 、 全 域 协
同，将不同领域、不同空间、不同
方向的多种优势，以及寓于各领域
的作战效能，根据作战需要临机、
精准地聚合。

自主快速聚。即时聚优核心要求
是快速聚优，快速聚优的根本解决方
案是自主聚优。在大数据、移动互联
网、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撑下，不同领
域作战力量、要素通过智能传感与网
络体系，自主感知态势、分析研判情
况、评估聚优时机；通过智能决策和
任务规划系统，自主跨域集中、动态
规划行动、确定聚优目标；通过智能
调控和协同系统，自主发起攻击、协
同完成动作、评估聚优效果。基于目
标的自主聚优，极大简化、缩短了战
场信息链路和打击链路，为实现即时
聚优提供了条件。

目标是精准释能

用优击要制敌

聚优的目的在于用优，即时聚优是
自主联动的“快速蓄电”，精准用优则是
重击要害的“高压放电”。通过重构多域
融合的杀伤链路，瞄准敌体系关节、核心
枢纽精准释能精确打击，毁瘫体系、快速
制敌，是即时聚优的最终目标指向。

精构用优杀伤链路。在“OODA”
作战循环中，从传感器到打击平台的杀
伤链路起着关键作用，决定着释能用优
的速度和精度。应改变以往不同领域
感知、决策、打击、保障等链路相对分
离、独立运行的模式，通过智能化网络
信息体系，将单域、线条式的杀伤链，融
合构建成多域、交错式的杀伤网。确保
不论哪个域感知，都能有最近或最优域
的力量快速响应、快速打击；即使某一
域出现失能，也能有其他域的力量或行
动及时补充，确保用优杀伤连续性。

精选用优打击目标。即时优势是
相对优势，是“错位”优势，同时也是“时
敏”优势，必须针对各域优势的特点、功
能，精选敌作战体系关键节点等核心目
标精准用优，才能达成一击制敌之目
的。应着眼以强击弱、以优击要、以能
击不能，以常规武器饱和式攻击、颠覆
性武器非对称攻击，打敌网信节点瘫网
断链、打敌前沿基地失能断供、打敌纵
深部署破阵断援、打敌天基平台致盲失
聪等，最大程度发挥作战效益。

精控用优击敌行动。依托基于
“云－网－端”架构的指挥网链，精确控制
用优行动，确保即时聚集的优势能量精
准释放，将即时优势转化成多域行动优
势。要使用模块化编组的精锐力量，实
施分布式部署，在行动中依据用优需求，
动态调整编成编组，实现用优力量精确
匹配；依据任务，瞄准目标，即时选取最适
合、最有效、最快速的一域或几域作战力
量，自主规划任务与行动，实现多域优势
的精确分配、靶向用力；实时评估行动效
果，即时调整用优目标、力量、行动，实现
自主响应、灵敏反馈，提高行动效益。

即时聚优：现代战争制胜之钥
■贺润生 程双平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要

点

提

示

●即时聚优，核心是由以往单一领域兵力、火力集中，
向全领域兵力、火力、信息力、认知力聚合转变，本质上是实
现物理能、信息能、认知能的跨域融合聚集，最终形成局部
的、瞬时的决定性优势。

●聚优的目的在于用优，即时聚优是自主联动的“快速
蓄电”，精准用优则是重击要害的“高压放电”。

群 策 集

挑灯看剑

●一旦信息技术被广泛而深
入地运用于战场博弈，敌对双方转
圜腾挪的余地将更充分，跌宕起伏
的节律将更震撼，斗智斗勇的舞台
将更精彩

博弈，语出《论语》。博者，局戏也；

弈者，下棋也。博弈论的朴素思想，即

起源于局戏和下棋。弈林高手对局，总

是周密考虑双方可能的多种走法，经过

精心盘算，确信某一着棋无论对手如何

应对自己均能趋利避害时，便决定落

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就是一种博

弈，有时候需要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冒

险而行，有时候需要在预测成败的情况

下投子而定。

战场博弈，即通过计算、对比和运

筹，选择一种但不限于一种优化方案，

实现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从而增加胜

算的概率。田忌赛马，就是一种简单或

曰原始的战场博弈，在双方都有上中下

三种马匹的情况下，如何对阵才能取得

最佳战果，便是博弈所要解决的问题。

实质上，它是运用数学选择有利路径和

确定最优策略的一种科学方法。马克

思指出，一门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

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苏

联将领瓦伊涅夫也认为，数学计算在军

事上的广泛运用，标志着军事科学发展

到一个更高的阶段。无数战争实践证

明，一旦将数学等科学方法引入战场博

弈，就可以有效避免战争决策的随意

性、概略性和不确定性，增加趋利避害、

扬长避短的稳定性和成功率。早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工程师兰彻斯

特为评估炮兵射击效果，用常微分方程

描述作战双方兵力火力消耗过程，建立

作战解析数学模型，打下了火力运用理

论的数学研究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盟军运用数学方法研究解决深水

炸弹攻击潜艇深度、航空兵部队轰炸瞄

准精度等一系列作战难题，取得了其他

方法难以达到的效果。

战争研究和决策不是凭感觉行

事，而是运用计算、数学模型等方法进

行推演和论证，既是军事科学的进步，

也是战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

求。现代战争涉及胜败的因素和条件

更加复杂，战场博弈面临的决策选择

也就更加困难，需要进行全面而系统

的计算、分析、对比和筹策，在千头万

绪、浩如烟海的数据中作出最佳选择，

确定最优方案。太平洋战争中，美军

得知日军大型护航船队将从新不列颠

岛驶往新几内亚，拟对其实施轰炸。

当时有南北两条航线，日军船队究竟

走哪一条，美军无法得知，甚感棘手。

但运用博弈方法进行计算分析后发

现，如果先炸北线，一旦扑空再转向南

线，还有两天轰炸时间，仍可确保消灭

日军船队；如果先炸南线，虽能赢得三

天时间进行更有把握的轰炸，可一旦

扑空，再返回北线就只剩一天时间，难

以完成拦截任务。于是，美军决定轰

炸北线。结果，日军大型船队几乎全

部葬身海底，战争结局显示了战场博

弈的实用价值与成功范例。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突出特征的新一

轮科技革命正向经济、军事、文化等各

个领域渗透。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

人工智能等前沿信息技术越来越广泛

应用于作战决策、指挥控制和战场管理

领域，使兵力火力部署、战略战术运用、

人力物力保障等有了更广的选择空间

和更多的优化路径，战场博弈也就有了

更好的运用手段和运作平台。一旦信

息技术被广泛而深入地运用于战场博

弈，敌对双方转圜腾挪的余地将更充

分，跌宕起伏的节律将更震撼，斗智斗

勇的舞台将更精彩。无论最后谁胜谁

负，都将经历一场智勇相搏、战技相较、

血火相拼的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大洗礼，

从而大大提升战场博弈的能力和水平。

战争好似一盘大棋，战场博弈始终

贯穿其间，蕴藏着无穷奥妙、无数技巧

和无尽智慧。未来信息化智能化战争

更像一个云谲波诡的大棋局，其玄机之

深奥、变幻之莫测，非一般弈者所能洞

察和驾驭。在这种情况下，谁能更高屋

建瓴、思想敏锐、反应迅捷，善于将最新

信息技术成果运用于战场博弈，借此分

析战争态势、识辨战场情况、决策作战

行动，做到能博善弈、能谋善断、能征善

战，谁就能牢牢掌握战争主动权，最终

抵达克敌制胜的彼岸。搏战尚未开始，

胜败已经料定——这是学习掌握基于

信息技术的战场博弈之“硬核”所系、精

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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