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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

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平津战役,作为

改变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役，伴随着

战场上激烈的兵力较量，一场精彩的认

知较量也在同时上演。

摆下一路空城，迷惑
对手认知

家喻户晓的“空城计”，通过虚张声

势、故布疑阵，扭曲对手对客观现实的认

知，使其感知失真、判断失准、决策失误，

从而导致错误的行为。平津战役前奏序

曲中，再现了空城退敌的经典桥段。

1948 年 10 月，国民党在全国的腐

朽统治摇摇欲坠，但傅作义仍抱有“翻

盘”幻想，策划了一次对中共中央所在

地西柏坡的偷袭。偷袭部队沿平汉线

南下，直奔石家庄和西柏坡。当时，华

北军区主力不在冀中，但中央军委并没

有调主力部队回援，毛泽东同志一方面

指示地方部队埋地雷、挖壕沟，展开运

动阻击；一方面通过广播、报纸刊发新

闻稿，故意把敌军的偷袭计划予以公

布，表达对偷袭行动的蔑视和嘲讽。这

让敌军的偷袭部队感到掉入了我军设

下的大网里，一路下来皆是空城，当到

达清风店时，不断受到惊吓和袭扰的偷

袭部队赶紧回撤，行动草草收场。

今天的信息化智能化战场上，先进

的侦察手段在全维战场空间布下“天

眼”，隐真示假的难度越来越大。但“看

到”不代表“知道”，“看见”不代表“看

透”。人们对一件事物的深层认知受各

种信息的影响，只要精心谋划、奇正结

合，把真实意图隐藏在信息“迷雾”之中，

“空城计”在未来战场仍可以唱起来。

加速决策循环，扰乱
对手认知

20 世纪 70 年代，博伊德提出著名

的“OODA”决策周期理论，该理论的

精髓在于认知对抗，即通过加快己方

“OODA”循环速度，在对手来不及决

策时，就进入下一个“OODA”决策周

期，这样对手就会在不断被动应对中陷

入认知瘫痪。平津战役甫一开始，国民

党军队的认知就陷入了瘫痪。

辽沈战役刚结束，国民党就开始考

虑华北是战是撤的问题。蒋介石和傅

作义都认为，拥兵约 60 万的华北国民

党军对阵我华北军区 46 万部队，仍有

较大胜算，而这一胜算是建立在我东北

野战军暂不南下基础之上的。根据军

事常识，东北野战军经过大战，至少要

休整 3～6 月，国民党方面遂决定暂守

平津，保持出海口。此时，中央军委决

定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客观上加快了

我们的决策周期。为进一步误导国民

党方面的判断，东野指挥员还故意在沈

阳公开出席各种庆功活动，让蒋、傅以

为我东北野战军来年才会入关。

现代作战，时间的重要性更加突

显，尤其在关键时刻，敌我双方就是在

进行一场抢时间的赛跑，而跑赢的关键

在于加快己方“OODA”循环，敌变我

变、先敌而变、快敌而动，这样才能影响

对 手 决 策 认 知 ，拖 慢 其“OODA”周

期。信息化智能化作战，更要面临信息

被压制的风险，在“迷雾”重重的战场

上，指挥员不能等所有情况都明了再做

决策，而要敢于和善于在“黑暗”中决

策，不被对手的节奏牵着走。

逐步军事增压，诱导
对手认知

认知战包括针对感知的认知欺骗，

针对思维的认知干扰，针对情绪的认知

威慑，针对意志的认知瓦解，以及针对态

度、观念的认知诱导。尤其是针对态度、

观念的认知诱导，可以直接改变指挥决

策人员的想法，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

平津战役中，围绕傅作义摇摆不定的态

度，我军对其展开了积极的诱导和催化。

傅作义对华北局势和自身命运充

满了矛盾心态。傅并非黄埔系，对南撤

十分排斥；如果向西退到绥远，地广人

稀，不利长久坚持，对西逃没有信心；对

于同我党和谈，也是顾虑重重。中央军

委的意图是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华北，最

好能以和平方式解放平津。为达成这

一意图，第一步，稳住傅作义，命华北第

1 兵团停攻太原，第 3 兵团撤围归绥，造

成局势缓和假象。第二步，彻底断了傅

作义南撤想法，命华北第 3 兵团包围张

家 口 ，第 2 兵 团 包 围 傅 系 王 牌 于 新 保

安，围而不打；命入关的东北野战军隔

断平、津、塘联系，隔而不围。第三步，

迫使傅作义放弃成立华北联合政府的

幻想，相继发起新保安战役和张家口战

役，全歼傅嫡系部队。第四步，迫使傅

作义放下武器出城改编，发起天津战

役，吃掉傅作义最后一个筹码。

战争中，认知战与其他作战方式相

互渗透、互为支撑。有了其他“硬摧毁”

手段的支撑和运用，认知战的效果才会

更加显著。强大的军事实力、军事优势，

对于塑造、催化对手认知具有不可替代

的倍增作用。现代战争中，一定要多种

手段并用，才能获得最佳作战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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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津战役中，中央军委在确保以军

事手段歼灭国民党军队的前提下，将政

治手段实现和平摆到重要位置，并最终

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打了一场漂亮的

政治军事仗。现代战争混合特征鲜明，

除了传统的军事手段外，政治、经济、外

交、舆论等领域对抗也日趋激烈，这就

要求指挥员具备更高的政治站位和全

局视野，既打赢军事仗，又打赢政治仗。

尊重事实依据，精准料敌知敌。傅

作义集团在平津地区撤守不定、犹豫观

望，中央军委决定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华

北地区，既便于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

使蒋长江防线无法形成，还能使华东、

中原两野战军继续在徐、淮地区歼敌。

无论是夺占新保安、张家口，还是攻打

天津，都反映了当时战场指挥员能够精

准掌控战场态势，为中央决策提供正确

支撑，体现了高级指挥员极高的政治判

断力和决策力，也体现了中央对于一线

指挥员的信任。未来作战，无论战争形

态如何变化，指挥员料敌知敌能力都是

赢得战场制权的基本功，在研究对手时

要磨砺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

由表及里的功夫，避免用自己熟悉的

“思维镜像”主观地去框套对手。

提高政治站位，既会打也会谈。在

人民解放军对傅作义集团分割包围并

赢得天津攻坚战胜利的基础上，经过多

次艰苦复杂的政治谈判，我军和平解放

北平，促成了绥远守敌起义。未来作战，

指挥员必须具有通观全局的宏观视野

和把握关键的运筹谋划能力，将局部因

素对战争全局的影响分析透；全面掌握

舆论宣传主动权，最大限度争取国际国

内社会认同；学习会谈会晤方式方法，

通过交涉，既掌握敌企图底数，传递我

方诚意和态度，又让敌看到我方“规矩”

和“底线”，促敌与我相向而行，进而赢

得谈判主动。

英勇连续作战，创造把握战机。面对

傅作义集团摆开“一字长蛇阵”，中央军

委命华北第 3 兵团迅速包围张家口，吸

引傅作义派兵西援，同时命东北先遣兵

团、华北第 2兵团向平张线急进，命东北

野战军主力提前入关，向平、津、塘方向

开进。东北野战军发扬“不怕疲劳，连续

作战”的英勇作风，提前结束休整入关，

与华北军区部队配合，出敌不意地将傅

作义集团分割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北

平、天津、塘沽五个互不连接的要点上，

使“惊弓之鸟”变成“笼中之鸟”，形成对

我极为有利的战场态势。未来作战，战场

情况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指挥员要

加强直觉分析与决策判断，使分解任务、

实施行动、处置事件的能力更加熟稔迅

捷；要充分发挥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着

力培养其灵活机动、排兵布阵、巧妙制敌

的指挥作战能力。

（作者单位：32281部队）

既打赢军事仗，又打赢政治仗
■唐 俊

指挥员感悟

平津战役是我军解放战争战略决

战阶段三大战役中的最后一役，也是关

键一役。时至 1948 年 11 月，我军在解

放 战 争 各 个 方 向 上 都 取 得 了 辉 煌 战

果。特别是在辽沈战役胜利后，我军总

兵 力 已 达 300 万 ，无 论 是 数 量 还 是 质

量 ，均 已 超 过 对 手 。 1948 年 11 月 29

日，平津战役正式打响。在 64 天的时

间里，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 1 个“剿总”

司令部、3 个兵团部、1 个警备司令部、

13 个军部、51 个师（旅）共 52 万余人。

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形成了对国民党

军的压倒性优势，人民军队解放全国的

步伐势不可挡。

乘胜入关，割裂敌之体系

在华北地区，我军自 1947 年起不

断歼灭敌人、扩大解放区。蒋介石、傅

作义曾计划于 1948 年 10 月下旬偷袭我

中共中央所在地。我华北第 2 兵团、东

北先遣兵团迅速行动，新华通讯社及时

揭露这一阴谋，迫使傅作义放弃计划，

并将兵力进行收缩，为我决战平津地区

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8 年 11 月 18 日，中央军委电令

东北野战军提早入关。23 日起，我东

北野战军主力快速向冀东地区开进。

与此同时，为贯彻中央军委指示，吸引

敌目光至平绥线，我华北第 3 兵团所属

3 个纵队连续攻占了柴沟堡、怀安、沙

岭子等地，围困张家口，借以吸引北平

守敌前来救援。傅作义则正中我下怀，

判断我东北野战军暂时不能入关，遂派

遣嫡系部队第 35 军等部增援张家口，

并对部分力量部署加以调整，在平绥线

上集中了十几个师的兵力。

面对这一态势，中央军委判断这是

“抓住傅系、拖住蒋系”的重要战机，遂令

东北先遣兵团、华北第 2 兵团、华北第 3

兵团各部向位于平绥线的敌军发动攻

势，力求打断敌之声势、切断敌之联系、

阻断敌之退路，全歼平绥线之敌。

由于我东北先遣兵团于 12 月 5 日

攻克密云，歼敌 6000 余人。敌判断我

东北野战军一部已经入关，极有可能与

华北各兵团协同向北平发起攻势，急令

各部队向北平地区收缩。特别是傅系

主力第 35 军连夜计划从张家口向北平

后撤，却不料被我华北第 2 兵团一部及

冀热察军区部队阻滞于新保安地区。

华北第 2 兵团主力战胜诸多不利因素

赶到新保安附近地区，挫败了敌第 35

军由西向东的突围行动，并同时遏制了

敌第 104 军由东向西的进攻行动，迫敌

两支部队始终无法会合，第 35 军只能

困守于新保安；华北第 3 兵团则于 6 日

收复沙岭子、7 日解放宣化，将张家口

和宣化之间的联系一刀切断，并于 8 日

将张家口彻底包围起来。至此，敌傅系

主力陷入我华北第 2 兵团、第 3 兵团的

天罗地网中。而我东北先遣兵团则是

猛 打 猛 追 ，又 先 后 歼 敌 近 2 万 人 。 至

此，我各兵团行动打乱了敌之部署，割

裂了敌之防御体系，形成了歼灭困守之

敌的有利态势。

各个击破，围歼困守之敌

在我军形成对平、津、张一线各要

点之敌的合围态势后，按照中央军委指

示的“先打两头，后取中间”和“每战集

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

全歼，不使漏网”等原则，对被围之敌实

施各个击破。

其中，困守新保安的傅作义嫡系部

队第 35军构筑了坚固工事、设置了多层

火力，妄图固守待援，但我华北第 2兵团

所属 9 个旅于 12 月 22 日从西、东、北三

面向守敌发起猛烈攻势，不到一天时间

便全歼新保安守敌，赢得作战胜利。

就在敌第 35 军被歼灭后，张家口

守敌 7 个师（旅）妄图尽快逃离，但始终

未能突破我军的铜墙铁壁，并被我 2 个

纵队兵力乘隙突入城内，守敌几乎全被

歼灭。

天津守敌共 10 个师约 13 万人，统

归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指挥。由于天

津地位重要，这里工事众多、防御严密、

物资充足。我东北野战军向中央军委

建议，“以五个纵队兵力包围天津”“如

敌突围则先打突围之敌”“敌未突围则

发动总攻”，获得中央军委的同意。随

即我军逐步扫清其外围据点，并利用夜

暗构设大量交通壕和观察所，做好攻城

准备。与此同时，我向天津守军发出放

下武器的劝告，争取实现和平解放，却

遭敌拒绝。1949 年 1 月 14 日上午，我

军向天津城发起总攻，各突击集团在炮

火掩护下快速突入城市，在 29 个小时

的作战时间里，我军俘获陈长捷等敌将

级军官 28 人，击毙、击伤、俘虏敌 13 万

人，缴获大量武器物资。

慑谈并举，和平解放北平

当新保安、张家口、天津、塘沽等要

点被我军陆续解放后，据守北平之敌惶

惶不可终日。尽管我军占据胜势，但为

争取北平免受战火波及，中央军委指示

总前委，加紧与傅作义谈判，力争以和

平方式解放北平。

1948 年 12 月 19 日，我军代表刘亚

楼与傅作义的代表进行了第一次正式

谈判。然而，在谈判中，傅方并无和平

诚意，执意要求保留军队。这与中央军

委指示的绝不允许保存反动武装力量

相违，谈判未能成功。

就在我军不断分割包围守敌，切断平

张、平津、津塘间联系之际，1949年 1月 6

日，傅作义的代表再次出城谈判。但到了

答复的最后期限时，傅作义仍然有拖延的

企图，我军遂组织实施天津战役。13日，

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曾作为傅作

义的全权代表，与我军举行第三次谈判。

我军强调谈判不再涉及天津，并要求北平

国民党守军到城外指定地点接受改编。

14日，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关于时局

的声明》，提出八项和平条件，对国民党反

动政府和反动军队指出了应走的道路。

16日，中央军委起草了致傅作义集团的

最后通牒，迫使傅作义放弃“和平谈判”，

接受我军的“和平改编”。31日，我军进

入北平接管防务。至此，平津战役结束。

平津战役的胜利，使华北绝大多数

地区获得解放，并和其他解放区连成一

片，为建立强大后方、进军全国创造了

更为有利的条件。战役中，我军不仅充

分发挥军事优势，快速分割围歼对手，

更发挥了政治优势，用和平方式解放北

平这座历史文化古都。这为我军在进

军全国时解决残存之敌提供了参考和

借鉴，更为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奠

定了重要基石。

平津战役：铸就伟大胜利的关键一役
■冯 斌 刘 奎 郭书菊

平津战役经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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