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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4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
军”，在试图从中朝军队侧后方展开大
规模登陆作战的阴谋被粉碎后，不得不
回到谈判桌前。就在停战协定签订之
际，李承晚集团不肯罢休，叫嚷要“单独
北进”。为配合谈判，严惩李承晚集团，
志愿军总部决定展开以打击李伪军为
主的反击作战。

自1953年春展开反登陆作战准备以
来，志愿军第60军所属各部队对当面敌
情、地形已十分熟悉。部队进行40余次
营以下规模反击作战，除一次未能攻克
敌阵地外，其余均全歼守敌。第60军军
长张祖谅认为，实现毛主席提出的“一次
战役歼敌一个团”的作战目标，时机已经
成熟。通过借鉴兄弟部队和本军几次小
型反击战阵前潜伏的成功经验，张祖谅
在军作战会议上大胆提出在作战前一天
将3500余人潜伏于敌前沿的作战计划。

歼敌 1个团，且派 3500余兵力潜伏
在敌前沿，作战计划上报志愿军总部后，
邓华、杨得志、李达等首长都非常诧异，
决定亲自听取参战部队汇报。第 60军
军部侦察参谋李一平、179师作战参谋
张志民和181师作战参谋麦好礼前往总
部汇报作战计划。汇报中，邓华代司令
员提出潜伏中如何避免声响、吃饭喝水
如何解决、参战部队是否熟悉任务、被敌
发现如何处置等一系列问题，3位参谋
一一进行解答，志愿军总部随后同意第

60军的作战计划。
经研究，第60军确定以李伪军第27

团为攻击目标，潜伏作战任务主要由
179、181师完成。为迷惑敌人，180师
540团派出两个连兵力，于进攻前 30分
钟佯攻949.2高地西北侧无名高地。

为配合第60军作战，第20兵团首长
命令第 67军进一步打击李伪军第 5师、
第8师，吸引敌纵深机动师反扑，以减轻
我潜伏部队压力。同时，调炮兵 7师 20
团配属第60军作战。

6月 9日 19时，我潜伏部队开始向
各潜伏区开进。10日4时前，179师所属
535团前进指挥所和6个步兵连、两个机
炮连共 1537人，在 902.8高地前沿潜伏
完毕；181师所属542团5个步兵连、1个
机炮连 1000余人，在 973高地前沿潜伏
完毕，所属 543团 4个半步兵连、1个机
炮连 1000余人，在 883.7高地前沿潜伏
完毕；180师所属 540团两个连在 949.2
高地西北侧潜伏完毕。各营二梯队紧靠
突击部队配置，以便及时加入战斗。突
击连距敌前沿最近不足 200米，连敌人
咳嗽、打呼噜的声音都能听到。敌居高
临下，驻扎在 60度至 70度的山地上，手
榴弹可直接攻击潜伏区。

6月 10日 5时后，天逐渐变亮，潜伏
区内静若无人。军、师、团各级指挥所气
氛十分紧张，侦察兵用潜望镜仔细搜索
每一块敌前沿阵地，捕捉一切可疑目

标。炮兵观察所一边观察敌情，一边对
敌进行扰乱射击。

14时左右，973高地方向5名敌人从
阵地向潜伏区走去，指挥所、观察所空气
一下紧张起来。542团团长武占魁立即
拿起电话，命令炮兵开火将敌人赶走。
果然，几发炮弹一打，敌立马缩了回去，
各级指挥所内气氛这才稍微缓和一些。

902.8高地方向，敌几发冷炮正好落
在535团2营5连潜伏区，战士张保才腿
部中弹、血流如注，若及时包扎不会有生
命危险，但若因此暴露目标，敌炮弹、枪
弹就会打向潜伏区，精心准备的作战计
划将毁于一旦。张保才咬紧牙关,转过
头看看不远处的班长，接着把脸轻轻贴
向地面，尽量不使战友们看到他痛苦的
表情，就这样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这
一天，像张保才这样为掩护战友安全而
牺牲的战士还有苟子清、陈祥寿、许正
才、闽学志等30余位。

天黑后，潜伏区内开始活跃起来，突
击连开始向突破口靠近，战士们开始活
动腿脚，检查武器弹药，随时准备向敌阵
地发起攻击。

20时 20分，佯攻部队向 949.2高地
发起猛烈进攻。同时，各炮兵群按计划
开始射击。敌误将此处作为我主攻方
向，遂集中兵力、火力还击。

20时40分，全部炮兵火力向敌纵深
延伸，潜伏部队分13路向各自目标发起
冲击，一举突破敌防御。这时，敌才反
应过来，主攻方向不在 949.2高地，便调
转炮口，企图拦截我军后续梯队，但为
时已晚，各营二梯队早已紧随一梯队攻
入阵地。

至21时50分，我军仅用1小时10分
钟就攻占所有预定目标，最快的只用时45
分钟，敌第27团1、2、3营和师部搜索连被
全歼。各突击部队一方面扩大战果，肃清
残敌，一方面调整部署，计划兵力、火力,
构筑改造工事，准备应对敌反扑。

11日白天，敌以 3个团加第 27团残
余两个连兵力进行反扑，企图夺回阵地，
均以失败告终。战至14日，战役胜利结
束，共歼敌 7812人。此战，第 60军首创
抗美援朝进入防御作战阶段后，一次歼
敌 1个团大部的范例，受到中朝联合司
令部的通报嘉奖。

战争史上的奇迹

三千人敌前大潜伏
■魏允干 张 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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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择地利。分战的基本观点是，
兵力占优的进攻一方，应善于选择与
利用平坦开阔的地形条件，合理区分
正面与侧后进攻力量，对敌形成前后
夹击之势，以击溃和歼灭敌方。梁军
战船大张旗鼓、顺江而下，就是为吸引
侯景注意，诱其出城。侯景本可依托
背山控江、固若金汤的石头城（今南京
市清凉山）坚守，看到梁军阵仗后却
害怕势孤被围，主动放弃坚固城池的
地利之势，正中梁军之计。

平坦开阔的地形，有利于兵力占
优的进攻方机动展开、观察监视与发
扬火力，却不利于防御方隐蔽伪装、构
筑防护工事。孟良崮是一座花岗岩石
质，没有水源、缺少植被的平顶山，难
以构筑工事。蒋介石和张灵甫本想以
整编第74师为诱饵，坚守孟良崮以吸
引我军主力，待增援赶来以围歼我军
主力。然而，在光秃秃的孟良崮上，整
编第74师就像“秃子头上的虱子”，成
了活靶子。华野主力兵分3路，4纵、9
纵正面出击，1纵、8纵左右穿插，6纵
夜行军上百里包抄敌后方、切断其退
路。整编第 74师因无工事依托，人
员、马匹和辎重全部密集暴露于我军
炮火打击下，伤亡惨重，张灵甫也于
16日被击毙。可见，运用分战之法，
或选好平坦开阔的进攻地形，或采取
多种手段将坚守之敌引诱至平坦开阔
地域，为分兵克敌奠定地利之势。

务求灵活。分战的有效运用，关
键是保证部队作战的灵活机动，以夺
取并掌握战场主动权，防止部队因兵
力“扎堆”而弱化机动性、丧失主动
权。陈霸先在得知侯景出城迎战后，
提出建议：敌妄图拼死一战，而我众敌
寡，应分兵出击以打击敌方。王僧辩
采纳其意见，梁军兵分3路击败叛军。

正如《孙子兵法》所言，“故善战
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分战的精髓，

就是在兵力占优的基础上增添行动自
由，并降低遭敌打击的风险，从而使我
方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灵活预测、设
计与控制作战进程的发展变化。国民
党军原本计划直击华野指挥部，对我
军形成决战态势。粟裕敏锐捕捉战
机，认为应同样从中间楔入敌阵，专打
敌中路整编第 74师。正是因为陈粟
灵活指挥多支纵队分兵实施正面进
攻、阻敌增援、断敌退路，使企图拖住
我军的整编第 74师成为名副其实的
縻军，硬是将这个所谓“王牌师”从敌
阵形中央“挖”出来“吃掉”。

分合有度。分战作为进攻一方兵
力数倍于敌时所需采取的策略，并不
是兵力对比与拆分组合的简单数字游
戏。分中当有“度”，分与不分都要以
能否发挥兵力优势、夺取作战胜利为
标准。运用分战之法时必须认清，分
的是作战编组，不是作战优势，更不是
作战效能。分得好，能以兵分多路的
行动编组与作战态势，实现“形散力
合”的作战效果，从而扩大优势地位，
创造胜利条件。分不好，则容易出现
合战篇中所说“聚不聚为孤旅”的问
题，即应当集中之时不集中，所分之
兵变为冒进孤军，反倒陷入被敌围歼
的不利境地。因此，必须重点处理好
分与合的关系，统筹好分兵行动与集
中力量、兵力分散与力量融合的关系，
更应灵活看待实施分战时的敌我兵力
对比。孟良崮战役中，华野 5个纵队
在包围整编第74师的同时，也被敌10
个整编师反包围。在整个山东解放
区，国民党军兵力也多于我军。不过，
与敌互不应援，整编第74师孤军冒进
不同的是，我军各路纵队在孟良崮这
个点上，既做到分兵出击，又积极协同
配合，形成局部压倒性优势，创造了在
敌重兵集团包围下歼灭敌主力的经典
战例。

百战奇略百战奇略原 典

计谋分析

战 例

《百战奇略》分战篇原文为：
凡与敌战，若我众敌寡，当择平
易宽广之地以胜之。若五倍于
敌，则三术为正，二术为奇；三倍
于敌，二术为正，一术为奇。所
谓一以当其前，一以攻其后。法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下》）
曰：“分不分为縻军。”

分战篇认为，对敌作战，若
我兵多而敌兵少，应部署在平坦
开阔的地方以战胜敌方。若我
兵力是敌 5倍，应用 3/5的兵力
为“正兵”从正面攻击敌方，用
2/5兵力为“奇兵”从侧后攻击。
若我兵力是敌 3倍，就用 2/3的
兵力为“正兵”，用 1/3的兵力为

“奇兵”。这就是主要兵力用于
正面进攻，部分兵力从敌后方攻
击的战法。正如古代兵法所说：
应分散兵力时不分散，就会束缚
我方行动。

公元 552年，南朝梁将领陈
霸先和王僧辩领兵讨伐叛臣侯
景，行军至张公洲（今南京市西
南长江中一小洲），大批战船沿
江停泊。侯景亲率 1万余精锐
骑兵迎战。梁军以强弩部队正
面击敌，轻骑部队击敌侧后，主
力部队向敌阵中央攻击。侯景
大败、弃城溃逃。

1947年 3月下旬，国民党军
出动约45万兵力，编成3个机动
兵团，对我山东解放区发起重点
进攻，企图寻找我华东野战军主
力决战。华野于 5月 13日至 18
日集中第1、4、6、8、9纵队对敌主
力整编第 74师发起猛攻，并以
第 2、3、7、10纵队实施阻援以孤
立该师。15日拂晓，我军成功将
整编第 74师分割、包围于孟良
崮山区，最终于 18日全歼该师
并击毙师长张灵甫，基本粉碎敌
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人民解放军冲上孟良崮人民解放军冲上孟良崮

535535团指战员攻占敌阵地后防敌反扑团指战员攻占敌阵地后防敌反扑

为纪念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第
38特种舰艇支队成立51周年，俄媒专门
刊文，介绍该支队成立以来的历史沿
革及其捕获美军鱼雷的轶事。

第 38特种舰艇支队于 1969年在第
19独立海上无线电技术中队基础上建
立，隶属于第 169独立舰艇大队。该支
队是苏联海军历史上第一个战役战术
侦察船编队。

1956年 7月，苏联海军太平洋舰队
第 169独立舰艇大队开始筹建，起初只
有通信船和渔船各 1艘。1957年，大队
组建完毕。1959年 8月，该大队所有船
只升起苏联海军水文测量旗，并定期接
收新型专用船只。

1964年越南战争升级后，苏联海军
需要在越南海域搜集美军相关情报。当
年 8月，后来成为第 38特种舰艇支队首
任支队长的德米特里?卢卡什接到命令，
与舰队无线电侦察主任一起负责组建苏
联海军第一个战役战术侦察船编队。

组建工作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舰
艇驻泊问题。当时，码头长度只有 110
米，远达不到要求，需要扩建延长码头
长度。第二个问题是建设基地基础设
施，以满足舰艇维修和官兵休息的需
要 。 此 外 ，还 需 考 虑 给 养 供 应 等 问
题。在解决一系列问题后，1969年 10
月 1日，第 38特种舰艇支队正式组建
完成。

第 38特种舰艇支队主要在太平洋
海域执行任务。该支队频繁与美海军
斗智斗勇，搜集情报，还多次在发动机
故障的情况下，顺利排障并完成任务。

“ 乌 萨 奇 ”号 小 型 侦 察 船 原 船 长
弗拉基米尔?杜列别涅茨退役海军上
校回忆，执行任务期间，苏联海军侦
察船曾与美军舰发生过碰撞摩擦，美
海军“企业”号航空母舰舰长甚至通

过无线电威胁要撞沉苏联海军侦察
船，让苏联水兵“在海上沾满油污”。

当时，执行侦察任务的苏联海军官
兵和船只经常超负荷工作。人员通过
轮换，勉强可以完成任务，但设备做不
到这一点。杜列别涅茨在担任“乌萨
奇”号船长期间，就经历两次发动机故
障，所幸训练有素的船员迅速排除故
障，发动机恢复正常运转。

“外贝加尔”号大型侦察船在太平洋
马绍尔群岛夸贾林环礁附近，也曾遇到
发动机故障。考虑到船上敏感设备和情
报的安全问题，上级命令船员弃船自沉，
但船长奥列格?库钦上校和全体船员凭
借高超的专业素养和大无畏的牺牲精
神，最终排除了故障，不仅保全了侦察
船，还顺利完成任务返回母港。

1977年，“无液气压表”号小型侦
察船在太平洋捕获 1枚美制 MK-37鱼
雷，并将其打捞出水。美海军在实弹
射击期间丢失这枚鱼雷。船长瓦列
里?皮沃瓦罗夫海军少校奉命将鱼雷
转交给“乌萨奇”号。

就在“乌萨奇”号从夸贾林环礁附
近任务海域出发赶往会合点途中，该
船接到上级命令，返回原任务海域。
原来，美国要求苏联归还这枚鱼雷。
不过，“无液气压表”号小型侦察船在
把鱼雷扔回大海前，已将其部件全部
取出，美国人得到的只是一个空壳。

此后几年也发生过类似事件。谢
里?桑塔格和克里斯托弗?德鲁在《苏联
的水下间谍活动史》一书中披露，1980
年，位于关岛美海军训练海域附近的一

艘苏联海军拖网渔船，将美海军潜艇发
射的1枚鱼雷捞走。

为夺回鱼雷，美海军派出舰艇进行
拦截，最终在冲绳群岛附近海域将这艘
渔船包围，并与苏联进行外交交涉。最
终，苏联海军拖网渔船将鱼雷扔回大
海。渔船船长在鱼雷里塞入一张纸条，
风趣地用英文写道：“鱼雷是被风浪吹
到我们渔船旁边的。”

1998年，在执行 620余次战斗任务
后，第38特种舰艇支队更名为太平洋舰
队独立侦察船大队，至今仍是俄罗斯海
军的重要侦察力量之一。

苏联海军侦察船捕获美国鱼雷
■李子实

上图上图：：第第 3838特特
种舰艇支队水兵种舰艇支队水兵

右 图右 图 ：：苏 联 海苏 联 海
军侦察船捞起的美军侦察船捞起的美
国鱼雷国鱼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