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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经验思维的感
性认知

所 谓 经 验 思 维 ，就 是 试 图 用 过 往

经 验 解 决 未 来 问 题 的 思 维 方 式 。 基

于 经 验 思 维 的 感 性 认 知 ，是 人 类 对 经

验 进 行 梳 理、归 纳、总 结 ，从 而 对 事 物

规 律 建 立 初 步 认 识 的 认 知 方 式 。 其

优 点 是 生 动 具 体 、高 效 快 捷 ，在 面 对

问 题 时 ，能 够 在 短 时 间 内 快 速 形 成 解

决 方 案 ；其 缺 点 也 显 而 易 见 ，由 于 一

切 事 物 都 处 在 变 化 之 中 ，用 旧 的 做 法

去 解 决 新 的 问 题 ，往 往 容 易 出 现“ 水

土不服”的现象。

虽然感性认知是认识事物的初级

阶 段 ，但 并 不 意 味 着 它 不 重 要 。 事 实

上 ，感 性 认 知 是 理 性 认 知 的 前 提 和 基

础 ，是 人 类 在 漫 长 进 化 史 中 主 要 运 用

的 认 知 方 式 。 对 于 战 争 而 言 ，感 性 认

知 的 结 果 正 确 与 否 ，主 要 取 决 于 思 考

的 深 度 。 思 考 越 深 入 ，得 出 的 观 点 就

越 接 近 战 争 的 本 质 。 例 如 ，《孙 子 兵

法》《战争论》等兵家名著，其中很多论

述 ，是 前 人 梳 理 总 结 无 数 战 争 经 验 后

得出的观点体系。这些论述基于感性

认知，源于战争经验，但经过军事家的

深 度 思 考 ，具 有 很 强 的 合 理 性 和 适 应

性 。 时 至 今 日 ，它 们 仍 然 具 有 较 强 的

战争指导意义。

但 是 ，感 性 认 知 如 果 放 弃 深 度 思

考 ，完 全 照 搬 既 往 经 验 ，只 总 结 表 象 ，

不 探 究 原 理 ，就 很 容 易 招 致 失 败 。 例

如，1944 年 3 月，在东南亚战场上处于

战 略 防 御 态 势 的 日 军 为 摆 脱 困 境 ，乘

盟 军 反 攻 准 备 尚 未 完 成 之 际 ，抢 先 以

近 10 万 人 的 兵 力 ，分 3 路 袭 击 盟 军 东

南 亚 战 区 的 后 方 基 地 英 帕 尔 ，进 行 了

著名的英帕尔战役。为解决长途跋涉

的 后 勤 保 障 问 题 ，日 军 指 挥 官 牟 田 口

廉 也 准 备 效 仿 蒙 古 骑 兵 ，提 出 了 所 谓

的“成吉思汗作战”计划。他从缅甸搜

刮 了 三 万 头 牛 羊 ，行 军 途 中 既 可 以 用

来驮运物资，又可以当作口粮，以解决

运输和补给问题。但牟田口廉也忽视

了 二 者 之 间 的 重 要 区 别 ：蒙 古 骑 兵 是

在 冷 兵 器 时 代 的 草 原 作 战 ，而 日 军 是

在热兵器时代的丛林作战。这三万头

牛 羊 在 丛 林 中 跋 涉 ，不 仅 减 慢 了 进 攻

速 度 ，而 且 让 日 军 成 为 盟 军 空 袭 的 目

标。结果日军设想的轻装突袭变成了

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加之雨季来临，大

批 日 军 死 于 饥 饿 和 瘟 疫 。 战 争 结 束

时，日军共损失近 8 万人，其中非战斗

伤亡就有 4 万多人。英帕尔战役，也被

后世称为“忽视后勤的无谋之战”。其

实更准确地说，这是一场“照搬经验的

无谋之战”。

基于机械思维的理
性认知

所谓机械思维，并非死板、教条的

思维，其核心思想是确定性（或可预测

性）和因果关系，即世界万物的运行遵

循着确定性的基本规律，而这些规律是

可以被认识的。它的形成可以追溯至

古希腊的思辨思想，经过不断完善，于

17 世纪至 18 世纪初得以确立。基于机

械思维的理性认知，逐渐构筑起自然科

学的宏伟大厦。其典型代表包括欧几

里得、托勒密、牛顿等科学巨匠提出的

理论学说。

如 ，欧 几 里 得 提 出 的 公 理 化 几 何

学 ：他 首 先 总 结 出 5 条 简 单 到 极 致 且

相 互 独 立 的 公 理 ，也 就 是 说 ，任 何 一

条 公 理 都 无 法 从 另 外 4 条 中 推 导 出

来 ，接 下 来 几 何 学 的 一 切 定 理 都 由 这

5 条 公 理 直 接 或 间 接 地 演 绎 得 出 ；接

下 来 是 托 勒 密 提 出 的“地 心 说 ”：他 将

圆 当 作“ 元 模 型 ”，通 过 相 互 嵌 套 ，用

机 械 运 动 模 型 清 晰 描 述 了 当 时 人 们

所 知 的 天 体 运 行 规 律 ；之 后 是 牛 顿 提

出的“万有引力”和“三大运动定律”：

他 创 立 了 经 典 力 学 的 理 论 体 系 ，把 机

械 思 维 的 方 法 论 从 数 学 、天 体 学 拓 展

到 整 个 自 然 科 学 领 域 。 这 些 科 学 家

的 最 大 贡 献 并 不 仅 限 于 其 成 就 本 身 ，

更 在 于 其 对 欧 洲 人 持 续 的 思 维 改

造 。 这 促 使 近 代 西 方 涌 现 出 无 数 科

学 家 和 发 明 家 ，并 直 接 叩 开 了 工 业 革

命的大门。

理性认知同样给战争领域带来了

深刻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 一 ，持 续 推 动 军 事 技 术 的 进

步。理性认知加速了人类对自然科学

的 探 索 ，由 此 推 动 军 事 技 术 持 续 进 步

和 武 器 装 备 的 不 断 升 级 ：打 击 类 兵 器

从刀、矛、剑、戟、弩等发展为滑膛枪、

线 膛 枪、机 枪、火 炮 乃 至 导 弹、巡 飞 弹

等 ；运 载 类 武 器 从 马 匹、马 拉 战 车、帆

船 发 展 为 步 战 车 、飞 机 、潜 艇 乃 至 航

母 ；侦 察 通 信 类 装 备 从 烽 火 台、信 鸽、

信号旗发展为无线电步话机、雷达、卫

星乃至“星链”……军事技术的进步引

发 战 术 不 断 变 革 ，先 后 涌 现 出 骑 兵 战

术、线式战术、纵队战术、散兵线战术、

合 同 战 术 、联 合 战 术 、有 人/无 人 协 同

战 术 等 。 战 术 围 绕 技 术 不 断 变 革 ，战

争形态也随之不断演变。

其 二 ，持 续 推 动 军 事 理 论 的 发

展。随 着 军 事 技 术 的 变 革 ，近 代 西 方

涌 现 出 许 多 著 名 的 军 事 理 论 ，如 马 汉

的《海 权 论》、杜 黑 的《制 空 权》、富 勒

的《装 甲 战》等 等 。 这 些 理 论 紧 密 结

合 军 事 科 技 最 新 成 果 ，普 遍 具 有 思 辨

色 彩 浓 厚 、联 系 现 实 紧 密 、论 证 逻 辑

自 洽 等 特 点 。 尤 为 突 出 的 是 ，1915

年，英国工程师 F.W. 兰彻斯特提出了

著 名 的“兰 彻 斯 特 方 程 ”，建 立 了 用 来

描 述 交 战 过 程 中 双 方 兵 力 变 化 关 系

的 微 分 方 程 组 。 基 于 这 一 方 程 组 ，我

们 可 以 深 刻 认 识 到“ 集 中 兵 力 ”这 一

军 事 思 想 背 后 的 数 学 原 理 。 在 1805

年 特 拉 法 尔 加 海 战 中 ，英 国 海 军 大 胜

法 国 舰 队 。 时 隔 100 多 年 后 ，人 们 发

现 使 用 兰 彻 斯 特 方 程 计 算 得 出 的 结

果 ，与 当 时 海 战 的 实 际 战 损 竟 然 惊 人

的一致。

其 三 ，持 续 推 动 训 练 模 式 的 转

变。随 着 机 械 思 维 的 普及，理性认知

的 疆 域 逐 渐 拓 展 到 军 事 训 练 领 域 。

1811 年 ，普 鲁 士 的 冯·莱 斯 维 茨 发 明

了 一 套 描 述 战 争 过 程 的 游 戏 —— 兵

棋 。 与 绝 大 多 数 军 事 史 学 家 不 同 ，他

描 述 战 争 过 程 的 方 法 不 是 文 字 和 绘

图 ，而 更 像 是 研 究 一 门 工 程 技 术 ：用

规 则、模 型、数 字 和 计 算 。 自 此 ，他 开

启 了 作 战 模 拟 和 军 事 仿 真 这 一 全 新

学 科 的 大 门 。 如 果 说 传 统 的 战 争 研

究 就 像 一 个 旁 观 者 ，只 是 被 动 地 汲 取

战 争 经 验 中 蕴 含 的 智 慧 ，从 中 探 寻 制

胜 之 道 ；那 么 兵 棋 推 演 就 像 一 个 试 验

师 ，主 动 地 模 拟 战 争 进 程 、预 测 战 争

结 果 ，从 而 验 证 新 的 战 术 思 想 和 军 事

法 则 。 随 着 数 学 、工 程 学 、军 事 运 筹

等 学 科 的 发 展 和 计 算 机 技 术 的 成 熟 ，

兵 棋 由 纸 上 游 戏 升 级 为 系 统 仿 真 对

抗 ，已 经 成 为 现 代 军 事 训 练 不 可 或 缺

的组成部分。

基于大数据思维的
数据驱动认知

所谓大数据思维，是指在大量数据

中挖掘其内在相关性，通过逻辑分析和

量化处理，洞察事物内在规律或提供最

优解决方案的思维方式。其核心思想

是不确定性和相关性。所谓不确定性

是指，一方面，世界是个复杂混沌的系

统，涉及变量非常多，无法通过简单的

公式或模型进行预测；另一方面来自客

观世界本身——不确定性是宇宙的一

个特性，如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原理”

和“薛定谔的猫”。所谓相关性，是指事

物是普遍相互关联的，而因果关系只是

一种“强相关”关系。连接不确定性和

相关性的桥梁是数据，而数据承载着信

息。根据香农的信息论，信息的本质是

为了消除不确定性。由此我们可以知

道，大数据思维的原理就是：在无法确

定因果关系时，数据中所包含的信息可

以帮助我们消除不确定性，而数据之间

的相关性可以取代因果关系，帮助我们

得到想要的答案。

简而言之，如果说机械思维的流程

是“提出问题→分析原因→找到根源→
解决问题”，那么大数据思维的流程就

是“提出问题→分析数据→找到关联→
解决问题”。大数据思维并不关心产生

问题的原因，只关注解决问题的方法；

即不管“为什么”，只管“怎么办”。要做

到这一点，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所以

可将其视作一种“数据驱动”的认知方

式。例如，2016 年，谷歌的 AlphaGo 计

算机战胜了天才围棋选手李世石。Al-

phaGo 在围棋方面有很高的智能，来源

于它能分析总结几十万盘人类高手的

对弈。实际上，AlphaGo 底层算法并不

复杂，也并没有总结出战无不胜的行棋

法则，AlphaGo 的团队只是把机器智能

问题变成了一个大量数据和大量计算

的问题。

战 争 领 域 ，这 种 数 据 驱 动 的 认 知

方 式 同 样 存 在 。 1935 年 3 月 20 日 ，一

位名叫雅各布的瑞士作家出于对纳粹

的 义 愤 ，出 版 了 一 本 名 为《战 斗 情 报》

的 书 ，向 外 界 公 开 披 露 了 德 军 的 组 织

结 构 和 编 制 实 力 ，揭 露 了 其 扩 军 备 战

企 图 。 德 军 调 查 后 发 现 ，《战 斗 情 报》

的全部材料都是从德国公开发行的报

纸 、丧 葬 讣 闻 甚 至 结 婚 启 事 上 经 过 汇

总分析得来的，没有任何人泄露军事秘

密 。 再 比 如 美 国 寻 找 本·拉 登 。 2007

年，“9·11”事件嫌犯曾提及本·拉登的

联系人。2010 年，美国依靠大数据关联

分析技术和人类行为模型算法，通过对

世 界 各 地 高 级 头 目 通 信 数 据 追 踪 分

析，确认艾哈迈德为本·拉登与基地组

织 的 唯 一 信 使 ，然 后 经 过 对 其 联 络 和

行动监视，终于获悉了本·拉登的藏匿

地点。

三 种 认 知 方 式 相 比 ，区 别 主 要 在

于认知方法不同。感性认知主要依赖

经验类比，理性认知主要依赖逻辑推

理，数据驱动认知主要依赖关联分

析。三 者 并 不 冲 突 ，且 互 为 补 充 。 通

过观察会发现，现阶段，感性认知和理

性 认 知 更 适 用 于 人 类 ，它 重 点 解 决 问

题 背 后 的 深 层 次 原 因 ，有 助 于 拓 展 人

类 的 认 知 深 度 ；而 数 据 驱 动 认 知 更 适

用于机器，它重点解决问题本身，有助

于辅助提升人类的认知能力。这种组

合方式类似于人类大脑中直觉和理性

的 分 工 。 直 觉 不 追 究 原 因 ，只 提 供 方

案，这也是人类决策的主要方式；理性

喜 欢“刨 根 问 底 ”，分 析 问 题 背 后 的 因

果 逻 辑 ，但 不 如 直 觉 的 效 率 高 。 数 据

驱 动 认 知 就 像 是 机 器 的“直 觉 ”，不 问

前因后果，只管快速给出答案，但它对

数 据 存 储 和 运 算 能 力 的 要 求 非 常 高 。

这 也 解 答 了“莫 拉 维 克 ”悖 论 ：理 性 思

考 算 法 复 杂 ，却 只 需 要 较 少 的 数 据 和

算力；直觉算法简单，却需要极大的数

据和算力。

生 物 进 化 史 上 ，人 类 先 进 化 出 主

要 负 责 直 觉 的 边 缘 系 统 ，后 进 化 出 主

要 负 责 理 性 的 前 额 叶 皮 层 ，而 后 者 是

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主要特征。机

器 进 化 史 上 ，目 前 机 器 的“直 觉 ”已 颇

具 雏 形 ，可 以 预 见 ，机 器 的“ 理 性 ”也

许 会 在 不 远 的 未 来 进 化 成 形 。 届 时 ，

可能实现人的作战筹划与无人智能装

备 的 战 斗 决 策 功 能 的 分 离 。 即 ，指 挥

员 要 专 注 于 思 考“打 不 打 ”“打 到 什 么

程度”“达成什么目的”，而具体的“打

哪里”“如何打”“毁伤效果如何”等问

题 则 交 给 智 能 化 无 人 装 备 。 这 就 意

味 着 ，未 来 机 器 的 智 能 化 程 度 对 战 争

胜 负 的 影 响 将 越 来 越 大 。 而“ 数 据 ”

和“ 算 法 ”，分 别 代 表 驱 动 人 工 智 能

“直觉”和“理性”进化的核心要素，必

将 成 为 未 来 战 争 争 夺“ 制 智 权 ”的 主

阵地。

透视战争认知三个维度
■毛炜豪 聂晓丽

军事智能化是当今世界军事领域研

究的重点，但对什么是军事智能化、其内

涵是什么，尚未形成明确、统一的认识。

一般来说，军事的定义为“一切与战争、

国防、军队直接相关的事项”。参照信息

化的定义，智能化可以理解为人工智能

及相关技术群发展并在社会生产生活中

应用到一定程度的一种状态，也可以理

解为向这种状态发展的进程。

据此，我们尝试给军事智能化作一

定义：所谓军事智能化，是指以人工智能

技术为核心，包括物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等支撑技术以及新材料、新能源、增材

制造等相关前沿技术群，在与战争、国

防、军队直接相关的事项中得到高度应

用，实现感知、记忆、思维、学习、决策等

能力充分拓展，使军事活动中个人、自主

化装备个体、组织的行为决策和资源利

用合理、高效、优质的状态。同时，也是

上述技术群不断创新发展并在军事领域

广泛扩散、深度应用，使军事组织、结构

和运行方式不断完善，趋于达到上述状

态的一段持续的历史过程。这一定义的

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军事智能化是对军事活动中

人的感知、记忆、思维、学习、决策等智能

能力的拓展。从军事装备发展、科技对

人体能力拓展的角度分析，机械化可以

认为是对人四肢能力的拓展，信息化可

以认为是对人眼、耳等感官能力的拓展，

而人工智能技术群发展催生智能化装

备，拓展的是人大脑的智能，使得人多了

一个科技“外脑”乃至自主化机器个体，

能够辅助人快速、高效地利用军事活动

中的信息，能够代替人认知信息、进行判

断决策，甚至自主实施行动。

第二，军事智能化是利用拓展的智

能能力来实现军事活动的合理、高效、优

质。拓展了的智能能力，需要按照科学

的方式融入战争、装备研制生产、武装力

量动员、战场建设等军事活动的各领域，

并通过这些能力的科学运用，实现全面、

实时的数据获取，高效、准确的算法运

用，快速、有效的信息处理，使得这些军

事活动的质量效益达到相较于信息化时

代更高的水平。

第三，军事智能化是一个不断发展

提高的过程。首先，作为军事智能化基

础的人工智能技术是不断发展的。仅

从达特茅斯会议上提出人工智能概念

到现在的 60 多年来看，人工智能技术的

发展就经历了三次繁荣、两次寒冬。尽

管目前人工智能已经在多个领域战胜

最高水平的人类对手，但仍属弱人工智

能，向强人工智能发展还需在数学、计

算机学、仿生学等许多方面的科学理论

与技术上实现突破。其次，人工智能技

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面临着以战争环

境高复杂性、边界不确定性、信息不完

全性、响应高实时性、博弈强对抗性为

核心，与其他领域不同的、具有自身独

有特点和规律的许多特定问题，需要一

个从点上突破、到局部连贯成线、再到

全面融入的过程，需要军事思维不断改

造、军事理论不断创新、军事实践不断

深入的过程。再次，不同于信息化、机

械化时代技术一般在成熟后应用于军

事活动实践、随着新的成熟技术发展阶

段性地升级换代，智能化技术是在与军

事活动结合之后，借助于学习这种特有

能力，通过连续而非阶段性地演化升级

实现发展和深化的，而且这种演化可以

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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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齐国军队远征孤竹国，

隆冬时节班师回国。途中，部队没有水

喝，一众人马饥渴难耐。将领焦急之

际，大臣隰朋忽然想到了“寻蚁掘水”。

蚂蚁夏居山阴面，冬居向阳面，始终离

不开水，找到蚂蚁就能找到水源。他建

议兵分数路到山南寻掘蚁穴，果然如愿

以偿，找到了水源。从蚂蚁想到水，由

蚁穴找到水，正是隰朋善于运用知识并

进行联想的结果。

联 想 思 维 ，是 人 脑 记 忆 表 象 系 统

中，由某种诱因导致不同表象之间发

生联系的没有固定思维方向的自由思

维活动。世界上的事物都是普遍联系

的，因而联想思维是人的一种普遍而

经常性的思维现象。人类有史以来的

许 多 发 明 创 造 ，都 可 归 功 于 联 想 思

维 。 中 国 古 代 工 匠 鲁 班 由 割 破 手 的

锯齿边茅草产生联想而发明了锯子，

英 国 发 明 家 瓦 特 由 沸 腾 的 开 水 壶 产

生联想而发明了蒸汽机，美国工程师

斯 潘 塞 由 微 波 能 熔 化 巧 克 力 产 生 联

想而发明了微波炉，德国气象学家魏

格 纳 由 大 西 洋 两 岸 地 形 相 似 产 生 联

想而创立了“大陆漂移说”……凡此种

种，都是联想思维带来的伟大发明和

奇特创造。

战争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现

象，与生活常识和自然现象有着诸多

联系，因而不少军事发明创造也都源

于 联 想 思 维 。 比 如 ，潜 艇 ，是 由 大 鱼

深 海 潜 游 捕 食 小 鱼 的 联 想 而 来 ；雷

达 ，是 由 蝙 蝠 靠 超 声 波 识 别 障 碍 实

现 顺 畅 飞 行 的 联 想 而 来 ；战 场 伪

装 ，是 由 拟 态 生 物 高 超 的 模 拟 伪 装

技 能联想而来……武器的发明如此，

谋略的产生也是如此。孙子从“水无

常 形 ”联 想 到“ 兵 无 常 势 ”，刘 伯 承 从

牛 、马 、狼 的 斗 术 联 想 到 灵 活 机 动 的

战 术战法……如此等等 ，都是联想思

维产生的奇特结果。二战期间，苏军

准备进攻彼列科普。某日晚，集团军

炮兵司令正在思考作战方案，抬头看

见 刚 从 外 面 进 来 的 参 谋 长 肩 上 落 了

一层薄薄的雪花，而肩章边缘的雪花

已开始融化。这位司令蓦然联想到：

天气转暖，德军掩体及出口的积雪将

要 融 化 ，敌 人 必 然 会 清 扫 积 雪 ，以 免

道 路 泥 泞 而 不 便 行 动 。 他 命 令 部 队

加强观察和侦察，尽快找到敌人的兵

力部署位置。果然，他们从德军工事

外湿土与积雪的对比中，判断出敌人

兵力部署情况，然后在总攻发起前实

施猛烈而精准的炮击，迅速突破了德

军防线，拿下了克里木半岛。

在未来高新技术武器主宰战场的

信息化智能化战争中，联想思维必将有

着更加广阔的用武之地。许多高新技

术武器本身就是联想思维的产物，诸如

气象武器、虚拟幻境武器等，就是由自

然现象产生联想而创造发明的。随着

信息和网络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

的迅猛发展，未来将有更多基于联想思

维的新奇武器被研发出来；而一些颠覆

性科学技术的问世，又将更多地激发各

种颠覆性武器问世，进而创造出新的战

争样式、作战手段和战术战法。譬如，

“意念控制”等新技术可以让人联想到

开创一种全新的“认知战”，通过影响、

破坏、瓦解对手的战争意志，达到不战

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元宇宙”等新概念

可以让人联想到打造一个虚实结合的

战场环境，让部队在未来战争的仿真场

景中经受体验和锻炼；“超人怪兽战”等

科幻小说中的新景象可以让人联想到

研发类似科幻式武器，并设计出颠覆人

们传统观念的科幻式战争形态及其战

术战法，等等。

然而，联想思维不会凭空生长，需

要博学多闻 、见多识广。创造心理学

认为，人的创造力与发散性思维有着

密切关系。联想思维恰恰是一种发散

性思维，知识点越多 、见识面越广，发

散的范围就越大，联想的东西就越多，

就越容易产生发明创造的灵感。井底

之蛙想象不了天空的绚丽多彩，孤陋

寡闻之人不会有富于创造力的奇思妙

想。这就要求我们开阔视野 、增长见

识，广泛涉猎各种知识尤其是军事和

科技知识，让知识催生并丰富联想思

维。与此同时，还需要富有悟性。没

有悟性，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看什么

都是原本状态的“死物”，积存在脑海

里的诸事诸物就如同一堆堆锈蚀的机

器零件，无法搭配 、组装，产生不了联

想，发明创造也就无从谈起。悟者，吾

之心也。悟性或许有天赋的成分，但

关 键 在 于 用 心 多 学 习 、多 思 考 、多 实

践 、多体验，唯其如此才能增强悟性 、

激发灵感，进而点亮联想之火、燃旺创

造之焰。

点 亮 联 想 之 火 燃 旺 创 造 之 焰
■胡建新

跳出训练看训练，就是要强化实

战 导 向 ， 把 训 练 放 在 实 战 视 阈 下 谋

划 、 推 动 和 检 视 ， 让 实 战 标 准 真 正

立 起 来 、 落 下 去 ， 在 不 断 纠 偏 正 向

中 提 升 训 练 的 实 战 化 水 平 ， 进 而 推

动 战 训 深 度 耦 合 ， 实 现 训 练 与 实 战

一体化。

跳出训练看训练之靶。打仗要克

敌制胜，训练就要以敌为靶。敌情不

准的训练，走得越远可能偏差越大。

跳出训练看训练之靶，就是要从实战

角度审视敌情设置是否逼真，把“与

什么样的敌人打仗”真正搞清楚。应

当直面威胁，立足与强敌直接过招，

注重拿强敌练兵，谋求制胜之策。不

能把对手看弱了、看单了，不能妄想

对手会按照我们的意愿行事。对对手

要做到深知、真知、亲知、细知，不

仅知敌大略，也要知敌局部；不仅知

敌技术，也要知敌战术；不仅知敌短

板，也要知敌优长。训练时按照对手

之编制、装备把敌情设像，按照对手

之思维、战术把敌情设活，把对手想

得 强 大 些 、 狡 诈 些 ， 练 兵 备 战 才 能

更加有效。

跳出训练看训练之要。打仗需要

什么就练什么，是实战化军事训练的

基本要则。不可否认，为了推动训练

落实、提升训练质量，有时需要组织

观摩、考核、评比等活动，但是应当

明白这些活动是手段不是目的，不能

舍本逐末。应当坚持内容为本，形式

服 务 于 内 容 ， 训 练 不 一 定 要 光 鲜 亮

丽、轰轰烈烈，但一定要训打仗急需

的、练实战管用的。应当强化以战领

训，研训先研战、议训先议战，围绕

战反推训、着眼战设计训，把实战管

用的招法拎出来重点训、反复训，提

升训练的针对性、有效性。应当善于

用 实 战 反 觇 ， 经 常 想 一 想 训 练 的 招

法 在 实 战 中 有 没 有 用 、 好 不 好 用 ，

经 常 以 实 战 为 “ 准 星 ” 打 假 去 虚 ，

把 中 看 不 中 用 的 “ 花 拳 绣 腿 ” 赶 出

训 练 场 ， 保 证 实 战 化 军 事 训 练 不 会

“变形走样”。

跳出训练看训练之效。战场是终

极考场，对手是终极考官。跳出训练

看训练之效，就是要从实战角度审视

训练目的是否达成。应当强化实战导

向 ， 把 按 纲 施 训 与 按 战 施 训 统 一 起

来，不仅要依据大纲训基础，更要紧

盯实战训应变；不仅要达到大纲标准

获得“合格证”，更要达到实战标准拿

到“入场券”。应当细化实战标准，把

实战标准分解为可衡量、可触摸、可

落实、可达成的具体指标，引导官兵

在极限训、训极限中超越自我，在技

高一筹、谋高一等中超越对手，通过

拉单列表、分步细训实现过关升级。

应当注重实战检验，体能技能基于战

术情况检验，战术指挥创设对抗条件

检验，所有训练科目都要力求基于实

战背景检验，通过实战检验摸清能力

底 数 、 验 证 创 新 战 法 ， 查 找 问 题 差

距、找准发力方向，推动训练进一步

贴近实战。

善于跳出训练看训练
■苏冠峰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战争认知，简单地说就是人类看待战争的方式和角
度。传统意义上，我们更习惯于从武器装备、作战方式、作
战对象等角度来认识战争。本文尝试从人类思维方式演
变的角度来解读战争，以期能够洞察战争的深层次规律，
从而更好地应对未来战争的挑战。目前，人类对战争的认
知存在感性认知、理性认知、数据驱动认知三个维度，几乎
所有的战争也都是围绕着这三个维度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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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争鸣

挑灯看剑 群 策 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