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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说新语史说新语

明清兵学明清兵学

王 阳 明（公 元 1472 年 -公 元 1529

年），本名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浙

江余姚人，明代著名思想家。他曾经

隐居会稽阳明洞，创办阳明书院，故后

人也称其为“阳明先生”。王阳明在儒

学上卓有建树，建立的“心学”对当时

及晚明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他也是

一位能征善战的军事家。王阳明不仅

对古典兵学有深入研究，而且善于将

之运用到战争实践中。

去患求善，慎重为战

王阳明始终将战争视为“凶器”或

“危物”，这是对老子和墨子等先哲的

继承。这种慎战态度，与孙子也较为

接近。王阳明认为，战争是迫不得已

时才能使用的最终手段，也即孙子所

说的“非危不战”。他在《平茶寮碑》中

写道：“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后用。”在

一篇祭文中，他出于对阵亡将士的感

伤，再次强调了战争的残酷性，指出：

“古者不得已而后用兵，先王不忍一夫

不获其所，况忍群驱无辜之赤子而填

之于沟壑？”

相比战争，王阳明更希望通过政

治 手 段 来 平 息 纷 争 。 例 如 当 发 生 叛

乱，他更主张使用安抚手段，而不是动

辄发起征讨。在嘉靖七年（公元 1528

年）的一份奏疏中，王阳明详细论述了

征讨战争的“十患”与政治安抚的“十

善”。王阳明将征讨战争的“十患”总

结为“伤伐天地之和，亏损好生之德”

“兵连不息，而财匮粮绝”“溃散逃亡，

追捕斩杀而不能禁”“百姓饥寒切身，

群 起 而 为 盗 ”等 ； 将 政 治 安 抚 的“ 十

善”总结为“培国家元气”“百姓无椎脂

刻髓之苦”等。很显然，“十善”与“十

患”的对比，表现出王阳明对待战争的

鲜明态度。

王阳明坚决反对无端发起战争，

正是因为他曾亲身经历数次战争，亲

眼目睹过战争带来的巨大危害。在他

看来，是否发起战争，需要充分论证，

进行多方利害权衡。如果可以通过招

抚等手段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那

就努力争取和平解决，切不可将百姓

无端推入战争之中。

整饬边务，赏罚分明

王阳明所处的时代，明朝已日薄

西山，逐渐步入衰落。面对内忧外困

的局面，王阳明积极思考对策，上书朝

廷《陈言边务疏》，为整饬边务建言献

策，其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加强军队建

设和管理。王阳明借用《孙子兵法》中

的“古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一语，强

调 加 强 战 备 、增 加 防 守 实 力 的 重 要

性。同时，他也高度重视加强部队训

练工作，提升军队战斗力。

他首先强调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即“ 蓄 材 以 备 急 ”和“ 舍 短 以 用 长 ”。

这 就 是 说 ，不 仅 要 重 用 人 才 ，而 且 要

做 到 用 人 之 所 长 。 他 建 议 改 革 选 拔

人才的制度，把那些“文武兼济之才”

选 拔 出 来 ，既“ 习 之 以 书 史 骑 射 ”，也

“ 授 之 以 韬 略 谋 猷 ”。 其 次 则 是 做 好

军 备 物 资 的 储 备 和 保 障 ，即“ 简 师 以

省费”和“屯田以给食”。一方面实行

精 兵 政 策 ，减 少 军 费 开 支 ；另 一 方 面

解决边境官兵的吃饭问题。为此，王

阳明建议非战斗部队积极参加屯田，

即“ 分 屯 其 地 ，给 种 授 器 ，待 其 秋 成 ，

使之各食其力”。

此外，王阳明还提出加强军队管

理，他的主张是“行法以振威”和“敷恩

以激怒”。他列举李光弼、狄青等名将

治 军 的 例 证 ，说 明 从 严 治 军 的 重 要

性。在加大惩处力度的同时，他也注

意提高对士卒的奖励，此即“敷恩以激

怒”。只有落实好赏罚制度，才可以让

全体将士令行禁止，奋勇向前。王阳

明建议朝廷关心士卒和其父母子弟的

疾苦，并对死难将士加强抚恤，让“死

者皆无怨尤”，从而“生者自宜感动”。

巧用谋略，诡道胜敌

王阳明的兵学思想并非“纸上谈

兵”，他亲身参与过多次平叛战争，战

绩斐然。他也由此给后人留下文武兼

备、足智多谋的印象。

正如王阳明一贯主张的“知行合

一”，他不仅精研古代兵典，也在战场

上灵活运用。在战争实践中，他将兵

家的用兵谋略与儒家的治国安邦之策

相结合，推动了兵学与儒学的融合。

王阳明指挥的平叛战争，计谋皆

堪称精妙，而且非常高效。他善于抓

住有利战机，果断发起攻击，力争“一

战而破强胡”。

熟 读 儒 家 经 典 的 王 阳 明 并 不 迂

腐，而是非常善于变通。在情势紧急

时，王阳明不拘一格，大胆运用伪造檄

文的手段来威慑敌方，充分体现出他

出众的胆识和灵活务实的能力。精研

《孙子兵法》的王阳明，用兵多用诡诈

之术。得知敌我双方在兵力上存在差

距，他便使用欺骗手法来调动敌方，等

待援兵的到来，积极创造有利于己的

形势。得知叛军围攻安庆，王阳明立

即指挥军队全力进攻南昌，巧妙运用

孙子“以迂为直”的策略和孙膑“围魏

救赵”的计谋。王阳明对情报的重视、

对间谍的使用等，也都与孙子的用兵

方略颇有相似之处。可以看出，硕儒

王阳明熟悉并善于运用兵法，体现出

明显的兵儒合流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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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11 月 底 ，抗 美 援 朝 第 二 次

战役正式打响。为达成 24 小时内攻占

德 川 、全 歼 南 朝 鲜 军 第 7 师 的 战 役 目

标 ，中 国 人 民 志 愿 军 第 38 军 军 长 梁 兴

初派出一支侦察支队，秘密插入敌后，

打算炸毁武陵桥，阻断敌人退路。侦察

支 队 由 38 军 军 部 侦 察 连 、113 师 侦 察

连、两个工兵排和部分医务、翻译、向导

等 人 员 组 成 ，由 军 侦 察 科 长 张 魁 印 与

113 师 侦 察 科 长 周 文 礼 率 领 。 11 月 24

日晚 10 时至 26 日 7 时 50 分，侦察支队

强 行 军 180 余 公 里 ，秘 密 穿 插 至 敌 后 ，

成功破袭敌重要交通要点武陵桥，为保

障 38 军主力歼灭南朝鲜军第 7 师起到

重要作用。

优选穿插路线。穿插路线选择正

确与否是奇袭成功的关键。支队组建

后，立即开赴前沿的松山里北侧集结，

并展开敌情研究、勘察地形。很快，支

队发现松山里至浦洞一线可能是南朝

鲜军第 7 师和第 8 师的接合部，为敌部

署中的间隙，便决定以此为渗透点，从

两个师接合部的间隙插入其纵深，制定

了“松山里-浦洞-新坪里-大同江-莫

滩 里 -南 中 里 -仙 游 峰 -武 陵 里 -武 陵

桥”的穿插路线。

选择此路线，主要是利用敌人麻痹

疏忽、戒备不严的弱点。在与敌遭遇前，

出敌不意大胆地沿大路前进，既能够争

取时间，也利于争取主动；在与敌遭遇

后，主动离开大路、避敌追击，在荒山密

林中快速穿插，让敌难觅我踪迹，确保能

够按时到达指定位置。

集中全力保障。奇袭武陵桥关系到

能否将敌困于德川并全歼、阻敌南逃北

援，也可以说关系到整个二次战役西线

的全局。为此，38 军军长梁兴初亲自决

策，并得到彭德怀司令员的大力支持。

侦察支队虽然只有 323 人，但军长梁兴

初不仅挑选了军部、113 师的精干侦察

力量，还协调了 13 名朝鲜向导、1 名英语

翻译和众多医务人员加入，并将军里 1

名译电员也分配给侦察支队。与此同

时，他还为侦察支队调配 600 公斤炸弹，

充足的子弹、手榴弹，并准备了南朝鲜军

和美军的军服及部分装备；在支队通过

敌前沿时，还命令给予炮火掩护。这些

举措为侦察支队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实施

穿插作出了有力保障。

尖兵行动迅速。在穿插途中，侦察

支队以尖兵班为“触角”及时了解敌情动

态。接近敌前沿时，我军发现敌正在构

筑工事，乘敌不备捕捉敌两名哨兵，经教

育后令其担任向导，有惊无险地从浦洞

敌据点通过。到达大同江渡口新坪里

后，前卫尖兵与敌遭遇，先敌开火，毙伤

敌数十名，俘敌 6 名，并通过强大的政治

攻势，将南朝鲜军俘虏策反。据俘虏供

称，该处为敌一个大队，共约 300 人，莫

滩里水电站则有“联合国军”一个联队驻

守。根据该情况，25 日 1 时 20 分，尖兵

班快速越过大同江，控制江岸附近的制

高点，掩护全支队沿着水深 1 米的徒涉

场顺利渡过大同江。

情况处置得当。此次行动中，侦察

支 队 323 人 经 过 一 天 两 夜 的 穿 插 渗 透

180 余公里，人员多、装备多、路程长，且

道路复杂，既有大路行军，又有荒山密

林。即使是在没有敌情的情况下，到达

目的地也很困难，况且途中还需处置通

过敌封锁线、哨卡、与敌遭遇等多种情

况。我军指挥员、战斗员、朝鲜语翻译、

英语翻译相互配合，针对不同情况，进行

机智灵活的处置。同时，我军巧妙利用

敌军官兵上下级之间的矛盾，顺利通过

哨兵关卡，提前 3 个小时到达武陵里，高

效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

作战部署合理。侦察支队到达武陵

里的时间大约为 11 月 26 日凌晨 3 时，敌

人尚在熟睡之中。支队长张魁印确定了

“两边阻击、突然袭击、快速爆破”的战

法，即军侦察连负责消灭大桥守敌，并掩

护工兵排炸桥；113 师侦察连占领大桥

两侧有利地形，阻击南撤北援之敌，掩护

炸桥行动；配合侦察支队行动的朝鲜游

击队在大桥南侧占领有利位置，负责袭

扰北援之敌，迟滞敌人行动。

作战打响后，军侦察连首先对守桥

之敌发起突然袭击，敌人四处溃逃，除伤

亡、被俘外，少数逃往山里。其他各组相

互配合阻敌增援，爆破组从冰面上搭人

梯将 160 公斤炸药安放好，于 26 日 7 时

50 分成功炸毁武陵桥。

政治工作有力。侦察支队出发前，

军首长亲自进行战斗动员，讲清完成任

务的意义，分析利弊条件，增强了官兵

克 服 困 难 的 勇 气 和 完 成 任 务 的 信 心 。

行军途中，侦察分队严守群众纪律，注

重军民团结。到达浦洞后，通过当地群

众了解敌人情况；在仙游峰，一位朝鲜

老人带病为支队当向导，保证支队提前

到达武陵里。

整场战斗中，侦察支队只有一人牺

牲。这场传奇般的战斗在新中国成立后

被八一电影制片厂改编为军事教育片

《奇袭武陵桥》，因反响极佳，后又翻拍为

电影《奇袭》，在我国的军事电影史上留

下了值得纪念的一笔。

奇袭武陵桥
■宁政杰 高 凯

1949 年 9 月 13 日 至 10 月 16 日 ，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四野战军 5 个兵团

在地方中共组织与游击武装的支持和

配合下，发动衡宝围歼战，以秋风扫落

叶 之 势 歼 灭 国 民 党 白 崇 禧 集 团 主 力 。

衡宝战役一举解放湖南南部和西部大

部 分 地 区 ，为 湖 南 全 省 解 放 扫 清 了 障

碍，也为解放华南、西南营造了有利的

军事和政治态势。这场战役，恰好是在

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前后进行的。

细致研判，将计就计。1949 年 8 月 5

日，湖南省和平解放，湖南临时省政府成

立，但国民党白崇禧集团仍盘踞湘南，还

在芷江另立“湖南省政府”，企图在衡阳、

宝庆（今邵阳）及湘桂边界负隅顽抗。

为摸清白崇禧集团的真实战略意

图，第四野战军认真分析研究了敌往来

的几百份电报。根据白崇禧司令部电令

“各军发放五万分之一广西地图”，电告

广西省政府上报“各地存粮数”以及“桥

梁分布和承重情况”3 份电报，我军研判

认为白崇禧集团可能想退守广西老巢，

但决不会甘心放弃湘南。据此，第四野

战军制定了先稳住敌军，暂缓攻击，再以

两支部队从东南两翼作战略迂回，截断

其退路、围而歼之的作战方针。

为彻底稳住敌军，第四野战军参谋

长刘亚楼将计就计，利用投诚的敌潜伏

电台台长向白崇禧司令部发报称：“共

军四野士兵多系东北人，初到南方水土

不服，又极为疲惫，伤病员甚多，正处于

休整状态，部队已放秋衣，未发现有重

大行动之迹象”。得到此消息，白崇禧

随即决定继续修筑工事，先图固守，寻

机再战，并重新布置防御，构筑起一条

东起粤北与华南军政长官公署余汉谋

集团相衔接、西至湘西与川湘鄂边绥靖

公署宋希濂集团相呼应的半弧形“湘粤

联合防线”，打起了以此防线迟滞我军

南进，拖延时间、保存实力、争取美援的

如意算盘。

在此期间，第四野战军趁机采取以

先遣部队与敌接触，掩护主力部队休整

的方式，开展了为期 40 天的“兵强马壮

运动”，使部队在思想上、组织上、装备

上、战术上、生活上实现了由北方初入南

方的适应性转变，提升了部队战斗力和

士气。同时，采取干部进乡入户、建立地

方政权、发展地方武装等方式，组织广大

群众积极开展支前活动。这一举措不仅

使湖南省各地武装力量迅速发展，也使

军队的粮食供应得到初步解决。

因敌施策，审慎决策。中央军委根

据白崇禧“非万不得已决不会与我决战”

的意图和作战部署，命令第四野战军采

取远距离包围迂回的方式，迫使敌军与

我作战。针对白崇禧防御退却、保存实

力的战略意图和以攻为守、故布疑阵、虚

张声势的行动特点，我军提出战略迂回、

堵塞退路，掌握主动、站稳脚跟，迫敌决

战、一举歼灭的战略方针。

由于桂军熟悉地形，善于突袭、埋

伏、包围我前锋部队并快速退却撤离，第

四野战军要求部队学会奔袭作战、分进

合击，学会打遭遇战，注意侦察警戒，决

不轻兵冒进。以第 13 兵团为西路军，断

敌西退云、贵之路；以第 4、15 兵团为东

路军，夺取广州，而后第 4 兵团继续西

进，实施大迂回，断敌逃向雷州半岛和海

南岛的退路，与西路军形成钳形包围；第

12 兵团为中路军，正面牵制敌人，待合

围完成后，尾随敌人进入广西，与预期到

达的第 4、13 兵团一起，将白崇禧集团歼

灭于广西境内。

试探攻击，金钩钓鳖。9 月 13 日，根

据中央军委关于“继续向中南大陆进军”

的号令，第二、四野战军兵分东、中、西三

路向“湘粤联合防线”进击，通过试探性

攻击，寻找白崇禧集团的主力部队。根

据“要敢于奔袭作战”的指示，中路军第

49 军奉命提速锐进，与友邻部队拉开了

近 2 天的行程，诱使白崇禧以其王牌第 7

军和第 48 军在青树坪布下“口袋阵”。

第 49 军在水土不服、不熟悉地形、与后

续部队脱节，且遭敌优势兵力围攻的情

况下，浴血奋战，以较小代价致使白崇禧

主力位置暴露。

青树坪伏击战让白崇禧认为战局已

经逆转，打消了撤回广西的念头，决心死

守湘桂门户。9 月 29 日，我军下达进攻

命令。10 月 2 日，东、西路军突破“湘粤

联合防线”两翼，切断桂军西窜贵州、南

逃广东的退路。中路军也集结完毕，完

成攻击准备。10 月 3 日，白崇禧急调主

力增援衡宝防线，摆出一副决战姿态。

我军起初判断白崇禧有反击意图，为避

免一线部队因分散和过于突出而遭敌袭

击，决定“诱敌北进，予以聚歼”，并于 10

月 4 日 23 时急令各部队暂停南进，调整

部署，与敌决战。

孤军虎胆，“腰斩七军”。我第 45 军

先头 135 师因电台失灵，未接到第四野

战军“现地停止待命”的电令，一路猛冲

猛打，越过衡宝公路，孤军穿插至桂军纵

深灵官殿地区，打乱了桂军的作战部署，

迫使白崇禧命令集中其王牌“钢七军”2

个师和 48 军 2 个师正面包抄、1 个师后

尾阻击 135 师。在后撤必遭重兵伏击、

坚守无所依托的情况下，135 师师长丁

盛毅然选择与敌正面硬碰硬。第四野战

军及时察觉战场态势变化，果断发出三

路并进、全线出击的命令。这样，135 师

便成了堵击、侧击、迟滞南逃之敌的阻击

部队。

经过 5 天 5 夜混战，我军打破了“小

诸葛”白崇禧的“口袋阵”，堵住了敌人南

逃的通道。10 月 9 日，135 师与南逃的桂

系主力第 7 军军部及直属队发生激战，

敌军部及直属队 4 个营被全歼。第 7 军

下 属 的 4 个 精 锐 师 在 群 龙 无 首 的 情 况

下，在东、西路军的迂回包围截击和中路

军的疾速追击中也被全歼。战后，刘伯

承称 135 师此举是“腰斩七军”。

衡 宝 战 役 历 时 34 天 ，我 军 以 伤 亡

4400 余人的代价，围歼国民党 3 个军部、

5 个整编师，重创 6 个师，歼灭国民党军

共 4.75 万余人，俘敌将官 18 名，缴获各

种火炮 402 门、汽车 176 辆、弹药 100 余

万发，解放县市 28 座。此役是中国人民

解放军进军中南地区的首次重大战役，

为之后第四野战军主力进军广西全歼白

崇禧集团和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创造了

有利的军事和政治条件。

千里追歼 席卷湘南
在新中国开国大典前后进行的衡宝战役

■薛闫兴 韩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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