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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
止，圆则行”，善用兵者，总是根据不同
情况寻求和创造有利战场态势。上述
古今两个战例，都是在攻方远道而来
急于求战的情况下，守方充分利用主
场作战优势，以“缓兵之计”延缓对方
进攻节奏，以逸待劳、以静制动，等待

“敌敝”的最佳作战时机，从而控制战
局、获得胜利。

战略判断洞穿局势。“行棋当善
弈，落子谋全局。”“形”和“势”是关乎
战争全局的两个重要问题，战场指挥
员首先要善于透过纷繁复杂的“战争
迷雾”，研判敌方意图，分析敌我力量
对比，预测战场态势走向，评估战略
风险，权衡利弊得失，进而在科学谋
形造势、因形任势基础上作出正确战
略决策。蜀国较之吴魏两国势弱，数
次北伐更是严重阻碍内政建设，无法
长时间对外征战，司马懿抓住这一弱
点，坚守不出、高挂免战牌，最终等来
诸葛亮病故、蜀军后撤的大好反攻时
机。希特勒在对苏战争中的决策可
谓失误频频。第一，过长的战线和苏
联严酷的冬天消磨了德军战斗意志；
第二，计划多线进攻苏联多个城市，
没有集中力量攻击一点，使得在进攻
莫斯科失败后的德军更加分散；第
三，纳粹德国当时的军事力量虽足够
战胜西欧诸国，但苏联远非西欧可
比，希特勒以闪电战“吃掉”苏联的战
略在一开始就行不通。

战略定力坚如磐石。“善用兵者，
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
毛泽东强调，对待强敌要避其锋芒、
隐忍待机，在敌方气势旺盛、战斗力
较强时，先不要急于与之作战，更不
能与之死拼硬打，需耐心等待有利于
我的作战时机出现，真正做到合于利

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主不可以怒而
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魏蜀对峙
期间，蜀军多次到魏军营门前叫阵，
甚至送女装羞辱司马懿，但司马懿依
然安守营寨、不为所扰，坚持最初的
战略决策，等待有利作战时机。苏军
在斯大林格勒同德军进行惨烈战斗
的同时，仍抱必胜信念筹划、组织和
发动反击作战，最终逆转整个战局。
两场战役的指挥官正是因保持坚定
战略定力，面对强敌“善于制敌而不
受制于敌”，通过战略防御阶段保存
实力、战略相持阶段积蓄战力、战略
反攻阶段释放威力，始终牢牢掌握战
场主动权。

战略运筹趋利避害。战争是在
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进行的，在孙武的
军事思想中，“五事”（道、天、地、将、
法）被视作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
素，其中“天”与“地”两个因素，往往
与军事后勤保障息息相关。军事后
勤保障线至关重要，古今中外许多战
场指挥员正是利用天时地利等条件
导 演 出 一 幕 幕 克 敌 制 胜 的 战 争 活
剧。司马懿利用诸葛亮劳师北伐、欲
速不达和补给困难等劣势，避而不
战、以拖待变，最终以小损换大胜。
希特勒曾打算迅速征服苏联，但没有
充分考虑苏联“天”与“地”的因素，盲
目冒进，后勤保障线不断拉长。苏联
军民抓住对手这一软肋，既坚壁清
野，不给敌方以战养战的条件，又不
断袭扰，切断其供给线。虽投入重兵
仍久攻不下，德军战争消耗越来越
大，部队作战能力逐渐下降，进攻速
度也越来越慢，时至严冬、冰封大地，
后勤供应完全中断，曾经横扫西欧的
德军已成强弩之末，最终兵败斯大林
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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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战奇略》安战篇原文为：
凡敌人远来气锐，利于速战；我
深沟高垒，安守勿应，以待其
敝。若彼以事挠我求战，亦不可
动。法（指《孙子兵法?势篇》）
曰：“安则静。”

安战篇意在说明以己之长
克敌之短的防御策略。敌方远
道而来，士卒斗志昂扬，速战对
他们有利。我方应当深沟高垒、
坚守营地，以持久战消磨敌方锐
气。若敌方制造事端破坏我方
防守计划，也不能应战。正如
《孙子兵法》中所说：安守营垒就
能够从容自如。

公元 234年，蜀国丞相诸葛
亮第六次北伐，魏国大将军司马
懿率军抵抗。当时，因蜀军远道
而来，粮草运输困难，魏明帝再
三命司马懿谨慎稳重，不要急于
应战，等蜀军发生变故再出击。
司马懿遵循明帝命令，无论蜀军
如何挑衅、侮辱，都不出战。后
来，诸葛亮因操劳过度病逝，蜀
军后撤，司马懿乘机率军追击，
大获全胜。

1942年 9月，德军攻至苏联
斯大林格勒城下，与苏军展开激
烈巷战，双方逐街逐楼逐屋反复
争夺。相持阶段，苏军通过大纵
深节节抗击，致使德军后勤补给
力量不济，寒冷的冬天也使德军
战斗力进一步下降，为苏军转入
反攻创造条件。反攻阶段，苏军
迅速组织战略总攻，1943年 2
月，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德军投降
而告终。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损
失约 1/4的兵力，22名将军被
俘，造成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最
严重的一次失败。有德军高级
将领称：“这等于打断了我们在
东线的脊梁骨。”史说新语史说新语

链接历史链接历史

微历史微历史

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军士兵押送被俘德军士兵苏军士兵押送被俘德军士兵

错戴护目镜致潜艇触礁

1942年 6月 6日凌晨，中途岛海战
爆发后，美国海军“鳞鲀”号潜艇在新手
艇长莱维斯指挥下抵达中途岛近海。
由于莱维斯对中途岛近海情况不熟悉，
他主要依靠海图导航。

在得到即将靠近陆地的报告后，莱
维斯戴着红色护目镜从舰桥返回指挥
舱。这种红色护目镜可帮助佩戴者尽
快适应漆黑的夜色，适合夜间在舰桥上
进行瞭望。巧的是，当时指挥舱内的灯
光为夜间红光状态，而海图上的礁石和
浅滩也是红色标记，戴着红色护目镜的
莱维斯根本分辨不出海图上的礁石标
记，指挥“鳞鲀”号潜艇一头撞上了水下
珊瑚礁盘，艇员们摔得东倒西歪。

“鳞鲀”号潜艇艉部斜插入水中，压
载水舱出现破裂，虽然没有沉没，但卡
在珊瑚礁盘上动弹不得。“鳞鲀”号在几
乎腾空所有压载水舱和燃油舱，减轻重
量后，在拖船帮助下才得以脱困，最终
抵达中途岛。

“吉巴列维奇环”

图-16轰炸机研制成功后，喀山飞
机制造厂以该型机为基础研制了安装

“翼尖-翼尖”加受油系统的图-16Z加
油机和具有受油功能的图-16轰炸机。

“翼尖-翼尖”加受油系统于1948年
由苏联两名试飞员研制，加受油作业
时，加油机翼尖释放加油软管，受油机
通过翼尖上的受油管，抓住并连接加油
软管进行加油。

不过，“翼尖-翼尖”加受油系统极
易造成事故。苏联空军轰炸航空兵第
185团的 1架图-16轰炸机，在机长吉
巴列维奇驾驶下，由于同加油软管接
触太快，导致加油软管在气流作用下
翻转缠绕在机翼上，使轰炸机失去控
制坠毁。这类事故因此被称为“吉巴
列维奇环”。

为熟悉使用“翼尖-翼尖”加受油系
统，苏联空军付出巨大代价，1958年至
1964年，仅轰炸航空兵第 184、226团就
损失了15架图-16轰炸机，90名机组人
员牺牲。

由于“翼尖-翼尖”加受油系统危
险性太高，这种方式很快被苏联空军淘
汰，转而采用图-16N加油机。该型加
油机采用“锥套-探管”加油系统，受油
机通过受油探管与加油机释放的加油
软管末端锥套连接，安全性大大提高。

（杨志浩）

萨赫勒，是非洲撒哈拉沙漠和苏丹
草原之间的一个狭长地带，横跨马里、尼
日尔、乍得、布基纳法索和毛里塔尼亚等
国家，因域内国家政局动荡、国际恐怖主
义势力渗透和民族宗教冲突等原因，成
为恐怖主义势力滋生的温床。2014年8
月1日，法国在萨赫勒地区展开“新月形
沙丘行动”，与域内国家合作打击恐怖主
义势力。

调整策略，整合反恐力量。萨赫勒
地区猖獗的恐怖主义势力，通过各种渠
道与法国境内的恐怖主义组织相互勾
连、制造事端。2007年至 2013年，法国
共发生 866起恐怖袭击事件，约占同时
段欧盟成员国恐怖袭击事件总数的
40%。

出于遏制恐怖主义的考虑，法国在
近20年内借非洲各类危机，先后发起10
多次军事干预行动。在这一系列行动
中，法军虽有可圈可点之处，但多是“头
痛医头、脚痛医脚”，哪国出事往哪国
跑，疲于应对，始终无法消除非洲恐怖
主义势力。如在“薮猫行动”中，法军虽
迅速帮助马里政府军收复失地，但没能
阻止叛军残余势力躲到边境山区实施
恐怖活动；在“红蝴蝶行动”中，法军接
连遭中非境内各股势力袭扰。为此，法
国摒弃单打独斗的传统行动方式，转而
联合马里、尼日尔、乍得、布基纳法索、
毛里塔尼亚 5国共同组建萨赫勒联盟，
构建地区多国联合反恐新机制。2014
年 7月，时任法国总统奥朗德正式宣布
非洲军事干预行动进入新阶段，也正是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月形沙丘行动”得
以展开。

转变角色，有限参与行动。军事策
略与行动机制的调整，直接决定作战力
量投入程度与行动样式的转变。在“新
月形沙丘行动”前的历次军事干预行动

中，法军多是运用空中打击力量与地面
机动力量，快速介入一线战事，直接对敌
发起攻击。在萨赫勒联盟成立后，法军
迅速调整自身定位，有限介入战事，降低
直接作战频率，对联军行动实施总体指
挥控制和支援保障。

在行动控制上，法军根据各任务阶
段的目标和特点，组织萨赫勒联军制定
相应行动框架协议。

如在行动初期，法军与萨赫勒联盟
5国军队参谋长举行会议，就跨境军事
行动制定专门行动宪章，明确跨境军事
行动的路线图和相关措施，为后续一系
列行动奠定法理基础。在行动实施上，
法军为萨赫勒联军提供战术、战地救护
等方面的培训。在行动支援上，法军以
后勤装备和空中火力支援为主。基于这
样的角色定位和行动样式，法军在萨赫
勒地区参与行动的兵力始终有限，2018
年前，法军在该地区人数保持在3500人

左右，目前保持在5000人左右。
补齐短板，强化综合保障。综合保

障能力，直接影响指挥决策、行动实施，
关系到作战任务成败。法军在前期的多
次军事干预行动中，过度依赖北约盟军
支援，暴露出综合保障的弱点。如“薮猫
行动”中，40%的战略运输任务、30%的空
中加油任务都是盟军替法军完成的。

为克服保障难题，保证自身在联合
反恐行动中的领导地位，法军针对萨赫
勒地区呈长条状的特点，采取分区控制
与保障的办法，调集保障力量，强化综合
保障体系。在马里、尼日尔、乍得3国各
设 1个大型综合作战与保障基地、两个
临时行动基地，在加蓬、科特迪瓦、塞内
加尔 3国的多个港口开设后勤基地，多
路并进满足作战需求。

依托这样的保障体系，法军保障水
平得到大幅提升，每日能向部队提供超
过 1.05万件补给物品。特别是在 2016

年 8月 25日，法军仅用 10分钟时间，便
对一支在宽 300米、长 700米地域内执
行任务的部队运送约 6吨物资。同时，
为减轻萨赫勒地区高温、沙尘暴和暴
雨等极端气候对部队士气的影响，法
军着力优化保障机制，编设多个保障指
导管理组和多支保障分队，专门负责营
房住宿、饮水保障、商品采购、家人信件
和节日配给等事务，确保官兵健康和部
队士气。

安抚民意，配合行动实施。军事行
动的顺利实施，离不开对部队行动的有
效控制。在“新月形沙丘行动”前展开
的“红蝴蝶行动”中，法军因对官兵行为
失管失控，导致一些官兵犯下刑事罪
行，对“红蝴蝶行动”造成严重负面影
响。为此，法军在“新月形沙丘行动”
中，既加强对部队的管控，又着力强化
民事维稳行动。

法军在萨赫勒联盟的一系列行动框
架协议内，对作战行动中涉及民众安全
问题进行明确规定，并制定紧急救助、免
费医疗和安全检查等诸多民事行动控制
措施。如 2016年 5月 22日至 6月 3日，
在马里与尼日尔边境地区的跨境军事行
动中，联军根据行动框架协议，为因战事
受伤的边境地区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援
助，并开展区域安全检查。

目前，法军一边通过加强作战行动
控制，防范各类丑闻再次发生，一边每
年组织 5次至 10次民事维稳行动安抚
萨赫勒地区民众情绪。这使法军和联
军部队在一定程度上争取到当地民众
支持，为联合反恐行动的实施营造有利
舆论氛围。

“新月形沙丘行动”:拒绝孤军奋战
法军在萨赫勒联合反恐行动中的筹划

■邓 威 王舟亨

雷达，是现代防空作战中的利器，
由于可远距离发现目标，使其无所遁
形，有人将其称为“照妖镜”。我军雷达
兵起源发展于上海解放后的防空战斗
中。1949年9月，淞沪警备司令部防空
处抽调部分干部，利用国民党军遗留的
两部日制“四式”雷达和8名技术人员，
在上海市安国路建立人民解放军第一
支雷达队，解决上海防空预警时间不足
的问题。10月1日，雷达队开始承担对
空警戒任务。

1950年春节前后，上海遭国民党空
军空袭 26次。由于雷达陈旧，加之操
作人员技术水平低，每次对空警戒哨已
拉响警报，雷达屏幕上仍未出现敌机踪
迹。在 1950年震惊中外的上海“二?
六轰炸”（上海多个重要供电、供水和机
电等企业遭袭）中，雷达队也未能发现
敌机。

10天后，为加强技术力量，经陈毅
代市长批准，淞沪警备司令部防空处从
上海交通大学紧急抽调21名机电系大
学生充实到雷达队。大学生们按照线
路图检修了所有雷达部件，可敌机多次
飞临上海仍未能发现目标。

1950年3月10日，防空处请来原上
海国际电台的总工程师钱尚平，他很快
找出之前被忽略的问题，在用仪器调整

好发射机和接收机的频率后，雷达对周
围的一些高大建筑物有了反应，示波器
上出现固定回波。正是从这一天起，人
民解放军第一支雷达队开始了真正意
义上的战斗值班。

上海“二?六轰炸”发生后，在莫斯
科访问的毛泽东紧急约见斯大林，请求
苏联帮助加强上海防空力量。两国政
府很快达成协议，由巴基斯基中将率领
的苏联空军、国土防空军混合部队（以下
简称“巴基斯基部队”）进驻中国上海、徐
州等地。

1950年3月中旬，巴基斯基部队的
战机由徐州向上海转场，当其到达常州
上空时，雷达值班员发现了它们，但当
雷达天线旋转 180度时，值班员在相反
的东南沿海方向发现回波。他们认为
有敌机来袭，迅速报告敌情。指挥部立
即命令东南沿海对空警戒哨严密监视
和观察，当确信没有敌机时，巴基斯基
部队的战斗机才降落在上海机场。

这次误情发生后，雷达队通过查
阅有关书籍找到答案：原来屏幕上的
所谓“敌机”回波，是雷达尾波瓣探测
到友机时产生的。雷达兵们重新调整
发射机，尽可能减小尾波瓣，但能不能
准确预警，他们心里还是没底，因为那
时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一切都要在

实战中摸索。
1950年3月20日9时许，雷达屏幕

上出现一个微弱回波，位于上海东南方
向 250公里处。虽然这个回波很微弱，
但不像杂波那样一跳就消失，而是一直
向上海飞来。几分钟后，雷达兵们确认
这就是敌机。这架敌机是 1架以上海
闸北为目标的国民党空军 B-24轰炸
机。该机刚刚进入上海空域，便遭高炮
猛烈射击，因无法接近攻击目标，只得
在慌乱中投下炸弹匆忙返航。

国民党空军似乎也有所察觉，将之
后的空袭改在不易察觉的夜间展开。
1950年 5月 11日 21时许，雷达队再次
捕获目标，由于对敌机雷达回波已很熟
悉，他们及时准确地为高炮部队和战斗
机提供情报保障。这架 B-25轰炸机
（一说为B-24轰炸机）刚刚进入预定空
域，地面探照灯突然亮起，高炮集火射
击，苏军战斗机也咬住敌机，会同高炮
部队发起攻击，敌机随即起火爆炸，坠
毁于浦东塘桥镇。这是我军雷达兵协
同其他部队取得的首个战果，被光荣记
录在军史上。

“照妖镜”初显神威
我军雷达兵首次协同作战击落敌机

■郭海洋 熊华明

▲▲雷达队全体成员合影雷达队全体成员合影
��雷达队当时使用的日制雷达队当时使用的日制““四式四式””雷达雷达

““新月形沙丘行动新月形沙丘行动””中法军仍蒙受损失中法军仍蒙受损失，，图为被击毁的法军步兵战车图为被击毁的法军步兵战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