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刺杀，在战场上源远流长，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手段。刺杀训练不仅可以锤

炼官兵实用的战斗技能，还可以激发官兵的尚武精神，培养官兵勇猛顽强、坚韧

不拔的战斗作风和敢打敢拼的英雄气概。

只有坚持在训练中锤炼血性，在攻坚克难中培育血性，才能锻造一支战无

不胜、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威武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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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刺——刺！”二级上士韩盖一声

令下，训练场上“杀”声震天……春寒料

峭，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组织官兵

开展刺杀技能训练，练就杀敌本领、培

塑血性胆气、锻炼过硬作风。

战争年代，刺杀技能是我军决胜的

重要手段。时至今日，刺杀训练仍然是

培塑官兵血性胆气的重要方式。作为

传承“甲等功臣团”和“钢铁连队”两面

战旗的英雄部队，该支队将具有红军传

统的拼刺刀精神和创新战法训法相结

合，持续磨砺制胜尖刀。

突刺、防刺、劈砍……一次次凌厉

出击、一声声竭力呐喊，战士们在训练

中拼尽全力。训练间隙，列兵刘豪杰

说：“经过这段时间的刺杀训练，我现在

只要手握钢枪，就底气十足。哪怕敌人

现在向我冲来，我也不会有任何畏惧，

更不会后退半步！”

不久前，该支队的刺杀对抗比武正

式展开。擂台上，人来枪往，双方在闪

转腾挪间寻觅着对手的破绽。中士王

安帝利用灵活的走位避开对手的攻击，

瞄准对手腹部的空档，看准时机，迅速

突刺。“红方以左闪身刺，击中蓝方右侧

腹部，红方得分！”比赛结束后，获得冠

军的王安帝坦言：“对手的动作很快，进

攻角度刁钻。我大部分时间都在防守，

进攻方式还不够有效。”

该支队对刺杀训练常抓不懈，刺杀

教练员队伍培训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官

兵军事训练质效大幅提升。

“枪——放下！”随着教练员的一声

口令，刺刀入鞘，落日的余晖照耀着远

处靶山上 6 个鲜红的大字——“能打仗

打胜仗”。一场刺杀训练虽已结束，但

他们培塑官兵刺刀见红、血战到底的战

斗精神方兴未艾。

刺杀训练突显精气神
■李忠举 白凯夫

刺杀训练，在我军有着光辉的历

史。

刺杀在我军的运用，最早可追溯到

建军初期。那时红军人数少、装备差、

物资补给困难，刺杀在战斗中起到了重

要作用。虽然刺刀是红军在作战中的

一件重要武器，但直到 20世纪 30年代，

我军还没有形成规范的刺杀动作和训

练机制。

抗日战争时期，刺杀技术在地道

战、麻雀战等经典战法中，都得到了很

好的运用。随着整训、大练兵运动的开

展和军校的建立，全军不仅开展了步枪

刺杀训练，还培养了一大批刺杀教练

员，在各类学校和作战间隙广泛开展对

刺比赛。

新中国成立初期，具有我军特色的

刺杀训练体系初步成型。1948 年，东

北军政大学教员苏呈祥结合实战经验

编写了我军第一本刺杀训练教材，名为

《解放军刺》。“解放刺”不仅汲取了“日

刺”“苏刺”的优长，还融入了中国传统

武术动作，在全军推广后取得了良好效

果。“解放刺”的出现，标志着我军刺杀

训练正规化的形成。

1955年，我军颁发了新的《体育教

令》，将改编后的“解放刺”纳入教令之

中。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我军大规模

换装国产“56 式”步枪，为进行统一规

范的刺杀训练创造了物质条件，木枪对

刺也在全军普遍展开，并逐步形成一整

套规范化的刺杀动作。在前三届全军

体育运动会和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中，刺

杀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

随着武器装备不断发展，白刃战已

明显减少，刺杀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下

降。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刺杀训练逐

渐淡出训练场。

2009 年颁布的《军事训练大纲》重

新将刺杀纳入军事共同体能训练课目

中。但受场地、人才、装备等条件限制，

部队主要开展固定套路的刺杀操训练，

刺杀对抗训练开展较少。2018 年，新

版《军事体育训练大纲》再次将刺杀提

上训练日程，全军刺杀骨干培训班随即

举办，给刺杀训练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

契机。我军现行的刺杀训练和 20世纪

70 年代的刺杀动作和套路一脉相承，

这是传统继承，更是发扬光大。如今，

我军很多部队都将刺杀作为重要的训

练课目之一，作为培育战斗精神的重要

举措，全军刺杀训练翻开了新的篇章。

未来战场，想在近战中消灭敌人、

保护自己，刺杀仍然是一项非常实用的

战斗技能，也是军人必须掌握的技能之

一。近似实战、对抗性很强的对刺竞赛

活动，能够激励官兵的尚武精神和练兵

热情，能够培养军队勇猛顽强、坚韧不

拔的战斗作风和敢打敢拼的英雄气概，

推动部队战斗力提升。

拼刺刀精神永放光芒
■刘明喆

传承红色体育

1
刺杀是起源于冷兵器时代的格斗技

能，历来备受部队官兵的重视。

在我军历史上，刺杀曾扮演过十分

重要的角色。面对强敌敢于亮剑、勇于

战斗、刺刀见红的拼刺刀精神，历来是我

军克敌制胜的法宝。

那么，何为刺杀？

刺杀是近战歼敌的有效手段，是我

军传统的练兵课目之一。广义上，刺杀

指的是一切以击败敌人为目的的持械搏

击技术和格斗技能；狭义上，是指以刺

刀、枪托、弹匣等枪的构成部件为攻击器

具，用刺、劈、砍、击、架、格等攻防技术，

有效消灭敌人、保护自己的战斗技能。

人民军队从 1927 年成立时起，就非

常重视白刃战。刺杀与射击、投弹、爆破

以及土工作业并称为“五大技术”，是我

军步兵战术的基础，数十年来在各级部

队都得到高度重视。

2018 年新版《军事体育训练大纲》

再次将刺杀列为实用技能选训课目。基

层各单位非常重视刺杀训练，将其融入

日常军事训练之中，赓续我军优良传统，

培育官兵战斗血性，提升官兵实战技能。

2
可能有人会问，在战争形态发生革

命性变革的当下，与敌人正面拼刺刀的

概率大幅下降，我军官兵还有苦练刺杀

的必要吗？

毫无疑问，答案是肯定的。加强刺

杀训练，对官兵有诸多好处。

首先，夯实体能，锤炼过硬本领。加

强刺杀训练，能够强身健体、增强体魄。

刺杀训练具有近距离、高强度、超负荷等

显著特点，是技术与战术的结合，也是对

体能和技能的双重考验。在进行一次高

强度的刺杀训练后，官兵的心率、脉搏都

会显著上升。这不仅能有效强化官兵的

爆发力、反应力和速度耐力，还能提升心

肺功能和运动系统的反应速度，对综合

体能素质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其次，克敌制胜，提升打赢本领。在

弹药耗尽、夜袭、近身战等特定作战环境

中，刺杀作为近战歼敌最直接的战斗方式，

具有精准、隐蔽、灵活等优势。练好刺杀，

能够增强官兵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本领，

提升实战能力。特别是在情况复杂的野战

环境下，刺杀技能可以有效提高官兵自我

防卫能力、保存自身实力，并在危急关头成

为抗衡强敌、制服敌人的重要手段。

再次，崇武尚武，培育战斗精神。战

斗精神是革命军人的精神支柱，是军队战

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刺杀是与敌人面

对面的殊死搏杀，要求参战人员必须具备

高昂的士气、无所畏惧的胆量和勇往直前

的英雄气概。刺杀训练是部队强化战斗

精神培育的有效途径之一。加强刺杀训

练，既能让官兵体会到战场上的残酷，又

能强化官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

精神，还能锤炼官兵敢打必胜的胆气、逢

敌亮剑的豪气和视死如归的勇气。

3
短 兵 相 接 ，逢 敌 亮 剑 。 生 死 关 头

敢 于 跟 敌 人 拼 刺 刀 ，不 仅 要 求 官 兵 具

备 娴 熟 的 刺 杀 技 术 ，更 要 有 勇 猛 顽 强

的 意 志 品 质 。 那 么 ，如 何 才 能 提 升 官

兵 的 刺 杀 技 术 ，强 化 他 们 在 战 场 上 拼

刺刀的能力呢？

突 刺 训 练 。 战 场 上 ，与 敌 短 兵 相

接 ，顽 强 的 意 志 品 质 和 过 硬 的 刺 杀 技

能 缺 一 不 可 。 突 刺 精 准 训 练 ，就 是 采

用 多 种 训 练 方 式 ，练 习 不 同 状 态 下 的

突 刺 速 度 和 精 准 度 ，以 提 升 官 兵 在 战

场 上 的 杀 伤 能 力 ，从 而 达 到 一 击 制 敌

的效果。

直 刺 、劈 砍 和 击 打 刺 技 术 训 练 。

直 刺 的 杀 伤 方 式 是 直 线 攻 击 ，靠 深 度

杀伤；劈砍的杀伤方式是横向攻击，靠

锋 利 度 杀 伤 ；击 打 刺 主 要 是 当 敌 人 防

守 严 密 时 ，采 取 的 主 动 进 攻 手 段 。 直

刺、劈砍和击打刺技术训练，目的是提

升官兵在战场上，面对不同目标、不同

情 况 时 的 应 变 能 力 ，在 攻 防 之 间 寻 找

战机。

对 刺 训 练 。 对 刺 训 练 ，不 仅 能 够

检 验 前 期 基 本 技 术 的 训 练 效 果 ，更 能

在实战中磨砺官兵敢打敢拼的血性虎

气 ，激 发 官 兵 逢 敌 亮 剑 的 精 神 。 开 展

队 组 协 同 对 抗 训 练 ，也 能 提 高 官 兵 的

协 同 作 战 意 识 和 战 术 运 用 水 平 ，有 利

于 培 养 团 队 精 神 ，提 升 部 队 整 体 战 斗

力、凝聚力。

铸剑先铸气，练兵先练胆。刺杀训

练可以巩固实战技能，提升近战歼敌能

力，锤炼官兵血性虎气，塑造良好心理

素质，让逢敌亮剑的精神在实战化练兵

场上得以不断强化。

4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天下武功，唯

简不破。如何有效提升部队官兵刺杀训

练水平？这是一个现实且急迫的问题。

首先，应做好教练人才队伍的培养。

基层官兵，尤其是新兵在进行刺杀课目训

练时，教练员的水平和教学能力非常重

要。在进行刺杀训练前，可以先以旅团为

单位，开设刺杀技能培训班，集中各连队

精心挑选的刺杀骨干，对刺杀理论常识、

动作招式及对刺训练等进行集中培训，让

组训骨干掌握刺杀教学的基本方法、基本

要求和注意事项等，不断增强骨干队伍自

身技能水平，推进技能训练教学向规范

化、制度化、科学化方向发展，努力为日后

组织实施团队教学打下良好基础。

其次，拓展训练方法，着力提升训练

层次。通过不断研究探索，及时总结整

理实用性强、杀伤力大的动作招式，汇编

成教材，供部队官兵学习使用。同时，加

强研发力度，通过新技术、新材料、新科

技来推动刺杀训练相关器材装备的更新

迭代，满足部队官兵的训练需求，提升训

练质效。

最后，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可穿

戴技术等来打造集教学、反馈、评估为一

体的智能训练考评系统。通过运用该系

统，官兵不仅能够自主进行刺杀训练，还

可以得到及时的数据反馈。官兵根据系

统形成的评估报告，可以清晰地了解自己

的长处和不足，从而在下一步训练中及时

改进。此外，训练系统也可以通过分析官

兵在训练中存在的问题，给予针对性的训

练指导和建议，以提升刺杀水平。

刺杀，并未过时，且永不过时。那一

声声震天动地的拼杀声，是一种精神的

象征，更是一种血脉的传承。也许未来

有一天，刺刀终将会退出武器装备的舞

台，但敢于刺刀见红的精神将永远铭刻

在历史的丰碑上！

利刃出鞘 锋芒闪耀
■孔俊寓 毋 凡

军体观察

“夫战，勇气也”。

战斗力从来都是以敢于亮剑、勇

于牺牲的铁血精神作支撑的。现代

战争中，刺刀见红的精神依然至关重

要。和平时期，决不能把兵带娇气

了，威武之师还得威武，军人还得有

血性。

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年代，由于我

军长期处于装备劣势，为了提高白刃

战的本领，我军各部队都十分重视刺

杀训练，拼刺刀成为我军重要的训练

课目之一。

狭路相逢勇者胜。战场上与敌

人短兵相接，枪炮很难发挥出有效的

杀伤力，枪尖上的刺刀成为了制胜武

器，平时练就的刺杀技巧就成为杀敌

绝技。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我军将

士在战场上逢敌亮剑、刺刀见红、屡

战屡胜。

战争年代，我军被称为“人人都

能拼刺刀”的部队，战场上刺刀的寒

光令敌人胆寒，“拼刺刀”是我们的传

家宝。

未来战争模式下，短兵相接的战

斗方式渐行渐远，但敢于亮剑、勇于

牺牲的战斗精神却是官兵永恒的追

求。

苦难创造辉煌，浴血赢得荣光。

在战斗精神培育中，光荣传统的力量

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短兵相接、逢

敌亮剑，刺杀训练考验的不仅是官兵

的体能和技能，更彰显了军人的血性

与勇气。

刺杀训练的魅力非常独特，每个

转身、每个突刺、每声呐喊……一招

一式，尽显军人英勇顽强、骁勇善战

的本色和无畏生死的战斗精神。

血性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百炼成

钢。虎气亦非生而有之，需要千锤百

炼。平静的港湾，练不出强悍的水

手；安逸的环境，练不出过硬的战斗

作风。要想在战场上快人一步，就必

须要牢固树立练为战、战必胜的思

想，在平时的训练中不断挑战生理和

心理极限，培养敢于亮剑、勇于牺牲

的血性虎气。只有在平时严格训练、

严格要求，在战场上才能少流血、少

流泪，真正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战之必胜。军人的血性虎气历练在

平时，积淀于点滴，唯有长年累月的

坚持方能水滴石穿，才能有战时的热

血迸发。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对手也在

变，但军人的英勇、顽强和不怕牺牲的

精神不会变，敢于刺刀见红的精神穿

越时空，仍闪耀着特有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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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海军航空大学某场站组织官兵开展刺杀训练。 刘文珵摄

图②：新疆军区某旅战士赵嘉豪（左）在进行刺杀训练。 杨新志摄

图③：海军陆战队某旅在粤西某海域组织刺杀对抗训练。 杨 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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