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降维打击，存在诸多不同的解释，比如高等文明对

低等文明的碾压，跨代装备之间的虐杀，高维度对低维度的

瞰制，剥夺对手强点的非对称打击等等，但究其本质，就是

“以能击不能”。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降维打击在人类战争

史上早已存在，并且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未来作战降维

打击特征将更加明显，也更加具有决定意义。

引

言

认知域作战作为一种新的作战形

式，目前已经成为继体力对抗、火力对

抗、信息对抗后，又一个崭新的对抗领

域。区别于物理域、信息域等作战，认知

域作战的作战目标为思维、理念等，有明

显区别于其他作战形式的内在要求。

以价值攻防为中心任务。一般认

为，价值观念是人用于区别好坏、分辨

是非及重要性的原则与标准，是诸认知

要素中最具稳定性的内容，是人的动机

和行为模式的主宰。因此，抢占价值制

高点是赢得认知战的先决条件。外军

历来重视价值传播，经常借助其网络空

间优势，采取技术手段与文化渗透强行

输出价值观、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互动

渐进侵蚀价值观、拉拢与腐蚀结合扭曲

价 值 观 ，实 现 对 敌 对 国 家 人 员 思 维 认

知、价值取向等的渗透侵蚀。抢占认知

战主导权，必须研透对手价值追求，贴

近 对 手 文 化 语 系 ，判 明 对 手 的 政 治 信

仰、利益诉求，使认知作战效能直抵对

手信念根基、灵魂锚地。同时要科学阐

释和传播己方优秀价值观念的内涵与

精髓，用优秀价值观念和人类优秀文明

成果引导其转变。

以大脑认知为主要战场。对战争

形态特别是重心问题的理解和认识，是

战法设计的重要内容。与以歼敌主力

为重心的“消耗战”、以破敌体系为重心

的“机动战”相比，认知域作战以人脑为

主要作战空间，以打击、削弱、瓦解敌战

争意志为重心，以恐惧、焦虑、猜疑等人

类心理弱点为突破口，重点依托软杀伤

手段，在敌方内部制造不安全、不确定、

不信任的氛围，加大其内斗内耗和决策

疑虑，从而实现“不战而胜”目的。近年

来，随着新兴技术的发展，北约将作战

领域拓展到第六层次即“人类领域”争

夺制脑权，让脑科学武器化，对目标对

象的信仰信念、思维方式、精神意志、立

场态度、行为倾向等认知要素展开攻防

行动。据报道，借助脑与认知科学研究

成果，美国正企图通过采集、破译、干扰

作战对象的脑电波，达成对敌方的心理

控制目标。

以夺控智权为关键目标。随着军

事智能化的快速推进，智权将成为一种

快速增长、对作战全局有更大战略影响

力的新型战场控制权。智能化战争中，

智能优势是制胜的主导要素，智能化武

器系统成为主要作战力量，夺取“制智

权”将成为战争制权新的制高点。智能

化武器系统依托于先进的人工智能系

统，将具有部分人的智力特征，这就使

得智权争夺范围将扩展到部分武器装

备。以认知环路为目标，依托认知装备

限 敌 获 取 有 效 信 息 、迫 敌 使 用 错 误 信

息、延迟认知速度、诱导认知模式、阻断

认知输出，能够打乱敌指挥决策、瓦解

其军心士气，达到“攻心为上”的效果。

智能化战争中，如果失去了认知优势，

即使具有信息优势和能量优势，也会因

为人机协同失调、自主决策失灵，而导

致整体作战效能的大幅降低。

以舆论攻防为重要途径。认知域作

战本质上讲是争取人心、赢得人心的斗

争。认知对抗中的舆论攻防，主要表现

为控制、操纵、利用各种舆论工具，压制

对手、赢得公众的认知领域较量。舆论

战重在改变观念、争夺人心，更加重视精

神和意志的征服。借助不断发展的社交

网络、融媒体技术，舆论战得以冲破对手

封锁限制，直抵目标群体内部。近年来，

围绕意识形态、网络空间、高新科技等领

域，舆论攻防的地位愈发凸显，引发普遍

关注。舆论战可以刻画己方正面形象，

同时妖魔化目标国等，争取国际道义优

势和民众支持。从“颜色革命”到局部冲

突，西方国家在“美式话术”操弄下，编造

荒谬的剧本，编织荒诞的叙事、荒唐的结

论，全时全场压迫式紧逼，在认知领域大

肆侵略，给诸多国家政治安全带来了严

峻挑战。

以新质技术为有力手段。认知科

学是新兴研究门类，是探究人脑或心智

工作机制的前沿性尖端学科，正朝着计

算 智 能 、感 知 智 能 、认 知 智 能 方 向 发

展。人工智能技术，在感知识别、机器

学习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对作战对象

的思维认知具有天然穿透性和深刻影

响力。人工智能用于认知战，可通过无

孔不入且高度自动化的精准推送，运用

倾向性信息，构建起高效的柔性认知场

景，作出倾向性干预，进而不知不觉影

响和塑造对手的思维认知。脑机接口

技术，实现了认知维度的人机结合，对

外可以实现意念控制即脑控，对内实现

自主性增强即强脑，可实现用意识和思

维直接操控复杂武器系统。当前基于

大数据的多模态情绪识别、启动、防护

等相关技术手段已有重大突破，通过采

集人的表情、动作、语义和语调、脑电、

各项生理指标等，建立情绪关联，以识

别人的情绪和意图，为开展认知控制战

提供了新手段。因此，新质认知技术手

段与传统认知技术手段形成阈上灌输

与阈下渗透相结合的途径，将进一步增

强认知影响的隐蔽性和有效性。

浅析认知域作战的基本要义
■张广胜 李永立 王浩先

以混制纯

“ 明 者 因 时 而 变 ，知 者 随 事 而

制 ”。 随 着 战 争 对 抗 领 域 不 断 拓 展 到

更多“灰色地带”，混合战争在物理域、

信息域、认知域、社会域中同时展开，

不囿于单纯某一领域和形式。以混制

纯 在 于 融 合 性 ，即 综 合 使 用 政 治 、经

济、外交、军事、舆论等多领域力量，注

重 综 合 运 用 军 事 和 非 军 事 手 段 、常 规

和 非 常 规 战 术 ，呈 现 出 传 统 战 与 非 传

统战聚合发力的显著特性。作战效能

讲 究 实 现 叠 加 融 合 ，以 实 现 投 入 少 见

效 快 ，用 最 低 限 度 打 击 就 能 实 现 政 治

意图和军事目的。以混制纯在于混沌

性，即战与和的界限将更加模糊，表现

形式更加多样，作战样式更加融合，往

往 难 以 判 断 战 争 的 具 体 发 起 时 间 ，战

争 与 和 平 在 相 同 时 间 段 内 叠 加 呈 现 ，

战与非战的状态更加难以确认。混合

战 争 形 态 的 混 沌 性 ，让 人 难 以 及 时 预

警战争、准备战争、应对战争。以混制

纯在于迷惑性，即与传统战争相比，混

合 战 争 的 手 法 更 加 隐 蔽 ，更 多 非 军 事

领 域 斗 争 、更 多 非 军 事 手 段 运 用 让 战

争目标被分解到日常交流交往过程的

方方面面，降低了战争实施的敏感度，

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和可控性。

以智制拙

“兵者，诡道也”。战争是力量的比

拼更是智力的竞赛，《孙子兵法》“为将五

德”中将智列为首德，充分说明古人早就

意识到智在战争中的作用。古今中外煌

煌万册战法，无不以启智为目的。智能

胜拙，在于料事在先，掌握先机。先机在

作战中可以掌握作战主动，进行时空选

择，调动各种资源，为制胜创造优势条

件。智能胜拙，在于洞悉全局，制造单向

透明。善于揭开战争迷雾，对战局发展

变化洞若观火，为制胜选择合理战法。

智能胜拙，在于准确把握重心，抓住关

键。科学统筹资源，聚焦作战重心，聚优

关键节点，为制胜奠定实力基础。智能

胜拙，在于敏锐捕捉战机，出奇制胜。抓

住有利条件，不失敌之败，实施出其不意

的非对称作战，用最低成本获取最大价

值实现克敌制胜。智能胜拙，在于正确

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战争制胜问题

上人仍然是决定性因素。无论时代如何

发展，战争形态如何演变，这一条永远不

会变。未来智能化战争中智力优势对战

斗力的贡献率远高于其他要素，人的智

能广泛渗透到作战领域、转化到武器系

统，全域多维、各种类型的智能化作战平

台能够快速耦合作战力量，根据任务需

求构建作战体系，自主实施协同作战，

“智胜”机理将会更加凸显。

以高制低

“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科技改变

战争面貌，同样科技也影响战争胜负。

人类战争发展史表明，军队始终是时代

科技的集合体，谁夺取了科技优势，出

其不意地首先使用某一新型武器装备

或某一新型作战力量，谁就易获得作战

上的显著优势，也就占据了作战胜势。

具有跨代装备优势，是无数将帅梦寐以

求的作战条件，能够实现以高制低的压

制作战。高能制低，在于装备性能的跨

代碾压。新型武器装备在信息获取、机

动性能、打击距离、火力当量和防护能

力上都比老旧装备先进，具备老旧装备

不具有的作战性能。在新旧装备对抗

中新型装备就能发挥高技术性能优势，

实现对旧装备性能的全方位碾压。高

能制低，在于新兴技术往往引发战场激

变，使作战方式呈现出螺旋式上升，战

斗力呈跃迁式增长，其作战效果就如热

兵器对冷兵器、信息化对机械化的形态

式碾压，从而实现新作战方式对旧方式

的碾压。新兴技术一旦成熟并被引入

战争，往往能引发战争形态的改变。高

能制低，在于颠覆性技术的不可预期，

进而导致的技术偷袭。颠覆性技术能

站在技术高位，针对对手装备的薄弱环

节，实施矛盾相克的专项碾压。由于颠

覆性技术本身存在的高度盖然性，极易

产生技术偷袭效果，在对方毫无察觉和

无法防备的情况下，实现一击致命。未

来智能化战争中用好新质新域作战力

量将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一环。

以快制慢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战争史表

明，速度是衡量军队作战能力和武器装备

性能的一项关键指标，也是撬动胜利之门

的重要支点，以快制慢被认为是制胜通

则。战争存在于时空，必受时空影响，因

此，时间也会成为武器，“时间就是军

队”。从古至今，时间往往是重要的作战

运筹对象。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时间

升值，以快制慢的特效更加明显。快能制

慢，在于“先”，可以先敌发现，先敌攻击。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通过掌握先

手，下先手棋，来压制和扰乱对方行动，使

其只能疲于应对，被动挨打。快能制慢，

在于“奇”，可达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效

果。通过快速判断、快速决策、快速机动，

极大压缩对手反应时间，使对手跟不上、

判不准、打不了，防不胜防、处处被动。快

能制慢，在于“敏”，可敏捷行动，即时聚

优。通过敏捷响应、敏捷部署、敏捷机动、

敏捷聚合实现即时聚优，使敌打无可打、

防无可防。在信息化时代就有人提出“过

去的战争哲学是大吃小，现在的战争哲学

是快吃慢”，而智能化战争中的时间异值

现象更加显著，高超声速武器、激光武器、

微波武器、电磁脉冲武器等新型快速杀伤

武器进一步将战争节奏推向“秒杀”，使

“发现即摧毁”成为可能。所以，争夺时间

优势，提高反应速度是智能化战争制胜的

关键。

以群制孤

“双拳难敌四手，恶虎还怕群狼”。

故而以多打少，以群制孤，被历来兵家奉

为圭臬。群能制孤，在于“叠加效应”，通

过利用大规模力量在空间包围、分割，在

数量上以多打少，以数量优势形成力量

优势，借助实施超饱和打击，持续不断输

出最强打击力，以实现作战效能累积。

群能制孤，在于“聚合效应”，通过筹组察

打一体的集群作战体系，通过多域联动，

强化信息赋能、网络聚能、体系增能等方

式来提升战斗力，实现 1+1>2 的作战效

能聚合。群能制孤，在于“抗损效应”，集

群内部同类个体数量众多，又是去中心

化编组配置，整体作战群不会因单个个

体或少数几个个体出现损伤而影响全局

功能，能够保持长时间持续作战能力。

群能制孤，在于“智变效应”，未来智能化

战争中群化武器将是以智能化无人控制

技术和网络信息系统为支撑的集群式作

战武器，具备网络化、智能化和分布式作

战能力，可自主协调行动并完成相应作

战任务，代表着未来战争无人作战和智

能化作战的发展趋势。未来智能化战争

中各作战群队基于“智能+数据”的驱动

作用，围绕作战目标自主进行在线任务

规划，灵活调动作战的“物质+能量”自由

聚散。

以无制有

“无人化是趋势，也是未来”。无人

化作战系统是无人化作战的基本力量，

与有人作战系统相比，在作战能力、作

战方式等方面拥有“非对称”的先天优

势。以无制有，在于无人化作战装备体

系日趋完备，能力越发强大，能够支持

展 开 多 样 化 作 战 行 动 ，具 备 高 度 自 主

化、智能化、无人化、网络化的发展趋

势。以无制有，在于与载人作战平台相

比，无人作战平台具有使用简便、适应

性好、对作战环境要求低、隐蔽性好、战

场生存能力较强等诸多优点，以其持久

力、高效性、作战灵活等特点以及独特

的作战应用模式占据了现代战争的突

出地位，成为夺取信息优势、实施精确

打击、完成特殊作战任务的重要手段。

智能无人化作战系统克服了人类固有

的生理、心理限制，人类自身无法涉足

的物理空间，对于智能无人化作战系统

来说将不存在障碍。可以预见，未来离

开智能无人化作战系统的军事行动将越

来越难以想象，智能无人化作战的边界

延展，将诱发新的作战方式，从物理域实

体摧毁，到信息域无形破坏，再到认知域

智力搏杀，从集群式饱和覆盖到极微式

蚁穴渗透等等。这不仅需要智能无人化

作战系统的参与，而且需要智能无人化

作战系统广泛分布于战场各个空间维

度，逐步发挥主导作用。当智能无人化

作战系统实施偷袭时，对方必然陷入防

不胜防、被动应付的局面。

以勇制怯

“ 夫 战 ，勇 气 也 ”。 战 争 是 勇 者 的

较 量 ，狭 路 相 逢 勇 者 胜 。 从 希 波 战 争

中 勇 冠 三 军 的 阿 喀 琉 斯 、中 国 汉 代 封

狼 居 胥 的 霍 去 病 ，到 近 现 代 那 些 拥 有

强大战斗力的军队，大多以勇治军、以

勇 制 胜 。 勇 ，既 体 现 出 视 死 如 归 的 战

斗 作 风 ，又 体 现 出 无 所 畏 惧 的 高 昂 士

气，能在精神上压倒对手，意志上打垮

强敌，即谓“胜在得威，败在失气。”勇

能制怯，在于强悍的战斗作风，敢以命

相搏震慑对手。人不畏死，其势必盛，

具有能压倒一切的气势，震人心魄、慑

人 胆 气 、毁 人 意 志 ，迫 使 对 手 惊 恐 放

弃。勇能制怯，在于目标坚定，敢为人

先 。 为 达 成 目 标 ，能 克 服 一 切 艰 难 险

阻，勇往直前，做对手不敢做不敢想之

事，达成出敌不意之功效。勇能制怯，

在于全力以赴，不给自己留余量、留退

路，充分激发出超强作战潜能，发挥出

超 常 作 战 效 能 ，极 大 提 升 战 斗 力 。 与

传统战争中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

要 目 的 不 同 ，智 能 化 战 争 将 更 加 注 重

削弱敌方的士气，瓦解敌方的意志，摧

毁 敌 方 的 认 知 。 在 智 能 化 战 争 中 ，围

绕攻心夺志所展开的斗争博弈将更加

激 烈 ，而 占 据 认 知 优 势 的 一 方 将 比 对

方 先 胜 一 筹 ，更 加 容 易 掌 握 主 动 。 因

此，必须强化认知领域攻防对抗，通过

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强化认知防护，同

时 对 敌 方 人 员 的 思 维 认 知 等 进 行 干

扰、影响和控制，使其思维迷茫、决策

混乱、意志坍塌。

降维打击如何“以能击不能”
■柴 山 许 炎

现代战争的基本作战形式，是基于

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与之相应，

联合作战人才则成为战争制胜的决定

性因素。应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

对手之变，针对战争形态、编制装备以

及作战理论等对联合作战带来的深层

次影响，努力培塑联合作战人才素养，

全面锻造一支备战打仗、通晓实战的高

素质联合作战人才队伍。

主动谋势造势的战略素养。现代

战争条件下，联合作战面临复杂国际背

景和战略环境，其作战目的、作战手段

和作战进程等，往往直接服从服务于国

家战略目标，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关联

性。联合作战人才应具备世界眼光，拥

有敏锐的战略思维和战略预见能力，善

于统筹考量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因

素，深刻把握国际与国内、主要战略方

向与其他战略方向、战略与战役之间的

深层互动关系，能够从战略全局高度预

测战局走向、寻求思路对策。同时，善

于扭住战略枢纽谋划作战全局，始终把

作战重心放在对作战全局具有决定意

义的关节点上，确保主要作战方向引领

其他作战方向行动、联合作战行动牵引

军兵种部队作战行动。

强化精一通多的联合素养。联合

作战具有诸军兵种密切协同、全域多维

体系对抗的鲜明特征。当前，联合作战

人才一定程度存在经历阅历相对单一、

联合素养比较匮乏等问题。为适应现

代战争需要，联合作战人才必须自觉提

升自身联合素养，熟悉诸军兵种基本知

识和作战理论，掌握不同种类部队力量

编 组 、指 挥 协 同 、作 战 保 障 的 内 容 方

法。结合实际，尤其要在精通某一军兵

种体制编制、作战运用、协同保障的基

础上，进一步学习掌握其他军兵种在联

合作战中的基本定位、作战编组、指挥

控制等，确保能够依据上级战略意图和

主要指挥员决心，有重点、有节奏地协

调参战力量在有形和无形战场统一行

动，能够按照统一的作战思想和作战指

导，选择作战手段、组织兵力编组、展开

作战行动，在推动战局发展中不断塑造

作战胜势。

灵活排兵布阵的战役素养。未来联

合作战，主要反映在战役层面。只有具备

过硬的战役素养，才能在战略全局背景

下，对战役编成内诸军兵种力量进行任务

区分、兵力编组和作战配置，以实现力量

资源精确调配、达到最优作战效果。在

实践中，要注重把握四个“用兵”：整体用

兵，充分考虑作战全局，建立纵深、立体、

稳定战役布势，实施便捷高效指挥、协同

和保障；重点用兵，集中主要力量和作战

效能于主要作战方向和作战区域，确保

作战重心集中在对敌作战体系起支撑和

纽带作用的要害要域目标上；优长用兵，

结合战场环境和对手特点，充分发挥各军

兵种特有作战功能，释放最大作战潜力；

灵活用兵，着眼作战进程中临时调配力量

和优化配置资源的常态化，注重排兵布阵

的灵活性，实现一种方案适应多种作战需

求。

活用制胜机理的指挥素养。相比传

统作战，联合作战制胜机理呈现诸多新

特征，如作战方式由实体摧毁变为体系

破击、作战效能释放方式由数量累加变

为系统聚合，由此也对联合作战人才的

指挥素养提出了新的标准要求。联合作

战人才应准确把握联合作战指挥要则，

能够依据上级意图和战场实际确定指挥

层次、编组指挥机构、明确指挥关系，做

到指挥体系层次合理、结构优化、责权明

晰、关系顺畅，始终掌握战场主动权；应

合理运用联合作战指挥方式、指挥手段，

准确把握新域新质作战力量运用，能够

针对战略环境和敌情我情不同，及时调

整作战部署、创新战法打法，迅速适应联

合作战的高强度、快节奏。

驰骋多维战场的信息素养。传统

作战往往以攻城略地为主要目的，以硬

杀伤为主要方式，更多强调的是诸军兵

种 兵 力 兵 器 在 同 一 时 空 的 物 理 叠 加

效应。现代联合作战，是基于网络信息

体系的诸领域全要素对抗，强调以信息

能聚合机械能、软硬杀伤力同时发挥功

效。尤其是以智能无人、网电融合等为

代表的新域新质力量的出现，对联合作

战人才信息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联

合作战人才应熟悉信息化战争基本知

识、把握其内在规律，熟悉信息化武器

装备战技性能、掌握其作战运用时机方

法，熟练智能信息系统操作、掌握运用

新型手段实施辅助决策和指挥控制的

方法要领，确保作战体系高效运转、聚

焦要害目标快速释能。

培塑联合作战人才良好素养
■杨飞龙 吴思亮

“军纪者，军事之命脉也”。一支军

队的力量，不仅要看其人数，看其武器

装备，还要看其纪律性。某种意义上可

以说，纪律对一支军队战斗力的贡献率

如何，直接制约影响这支军队战斗力的

生成、发展和可持续性。

纪律是军队战斗力存在的前提基

础。军队之所以要特别强调纪律，是由军

队的特点及其担负的任务决定的。一支

军队，只有培塑出严格的纪律，才能实现

高度的集中统一，将分散的力量有效组织

起来，达成收放自如、令行禁止，实现快速

攻守转换，瞬间爆发出强大战斗力。这个

总的力量已经不是军队个体力量的简单

相加，而是表现出一种具有新质的总体优

势，是一种倍增的力量。一支没有纪律的

军队只能是乌合之众，不仅不会有丝毫战

斗力，而且关键时刻还会成为击倒自身的

“第一张骨牌”。因此，离开了严明的纪

律，战斗力就无从谈起。

纪律是军队战斗力生成的重要支

撑。现代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每一

名官兵都是这一体系上的一个要件；体系

能否正常运转，取决于每一个要件作用能

否正常发挥。在一体化的联合作战行动

中，可谓“千人一杆枪，万人一张网”，协同

作战更需要步调一致、准确无误，任何一

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牵动全局，造成失之

毫厘、谬以千里的挫败，给部队带来无法

弥补的损失。因此，军队信息化智能化程

度越高，对纪律的要求就越要严。

纪律是军队战斗力巩固的强大保

证。现代战争是国家间综合实力的全

域全维全时对抗，很多时候不再像传统

作战那样直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摧

毁敌方的物质基础，而是更在乎控制敌

方的意志和信息，达成削弱敌方抵抗力

量的目的。显然，严明的纪律才能帮助

锤炼养成过硬的思想作风和意志品质，

才能在认知空间的渗透与反渗透、攻击

与反攻击、控制与反控制中保持头脑清

醒、立场坚定，思维认知才不会被敌人

潜移默化地影响、感染和塑造。因此，

思维认知领域攻防越激烈，纪律对战斗

力的强固作用就越凸显。

我军素以纪律严明著称于世，自创

建之日起就把革命的坚定性、政治的自

觉性、纪律的严肃性结合起来，统一意

志、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千军万马有令

必行、有禁必止，攻如猛虎、守如泰山。

我军的纪律要求除了具有世界各国军

队普遍讲求的强制性的一面外，更强调

培养革命自觉性，这是建立在广大官兵

共同的思想觉悟、理论认知和作风养成

基础上的。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我

们是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

我军唯一的宗旨，我军的全体成员都是

自 觉 地 为 着 党 和 人 民 的 事 业 而 奋 斗

的。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自觉性，这是

我军纪律的真正优势。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面对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打赢现代战争的

挑战，面对作战空间全域多维、作战要

素高度联动、作战节奏空前加快的战场

新变化，必须用铁的纪律凝聚铁的意

志、锤炼铁的作风、锻造铁的队伍，真正

将纪律因子融入战斗力，大力提升纪律

对战斗力的贡献率，确保指挥链领导有

力、行动链执行坚决、保障链运转高效，

充分发挥纪律对战斗力生成的服务、促

进和保证作用。

（作者单位：95834部队）

●
令
严
亦
可
强
兵
威—

—

提
升
纪
律
对
战
斗
力
贡
献
率

■
蔡
泽
斌

●●●●● ● ●●●●●● ● ● ●●

前沿探索

谈兵论道

群 策 集

7 军 事 论 坛 ２０２２年９月８日 星期四责任编辑/许三飞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E-mail:militaryforum@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