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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说新语史说新语

明清兵学明清兵学

鸦片战争的炮声，震碎了封建王朝

重陆轻海、防内重于防外的传统安全观

念。清政府高呼“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开始了艰难的国防体系转型。面对西

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清政府的近代国防

意识开始觉醒，意识到不仅装备落后，

而且军事人才较匮乏。清政府有识之

士积极推行军事变革，从人员素质、装

备技术、组织体制 3 个方面着手提升军

队战斗力，推动国防体系的转型，通过

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和兴办新式军事学

堂等举措，彻底改造国防体系。此外，

有识之士还倡导改革军事制度，建立常

备军与预备军相结合的国防体制。

努力发展军工

在见识到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

力后，“练兵以制器为先”成为清政府中

枢与各督抚的共识。有识之士认识到

“自强”方为第一要务：“惟以采买洋枪

洋炮，定制铁船为自强之术，即强矣，而

非自强也。”他们不遗余力地创办实业，

努力实现兵器的国产化，钢铁工业和兵

工厂建设由此展开。钢材作为制造枪

炮弹药和舰船最基础的材料，在军工业

的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起初，清政府

被迫花费巨资从国外进口钢材，随着军

工生产规模的扩大，进口钢材成为一项

沉重的经济负担。为此，创办中国自己

的近代炼钢厂一事被提上议事日程。

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上时，便提出兴建

钢铁企业，夯实军事工业的基础。

随着洋务运动逐渐深入，大大小小

的兵工厂陆续建成，江南机器制造总

局、福州船政局、金陵机器制造局、湖北

枪炮厂等军工企业开创了国防工业的

先河，实现军舰、枪炮、弹药自主制造。

清末制造的“汉阳造”步枪，甚至从辛亥

革 命 到 抗 美 援 朝 战 场 上 一 直 发 挥 作

用。在经费紧张、财政拮据的情况下，

这一成绩的取得尤为不易。总体上看，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这半个世纪

时间里，“师夷长技”由口号逐步转变为

行动，从理论逐渐付诸实践，一场向西

方学习军事技术的热潮席卷全国。借

此热潮，中国各地陆续创办军工企业，

甚至聘请外国人参与军工生产和西式

训练，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

上改变了中国近代国防工业的面貌。

革新军事教育

晚清国防体系迈向近代的另一个

标志，就是建立新型军事教育模式，目

标是将旧式武夫培养成新型军人。清

政府开始将军备教育思想注入教育制

度，对将帅的要求也有所变化，不仅强

调精通中国古代兵法，同时兼顾近代军

事学术。

在这一目标感召下，张之洞致力于

改造军官队伍，要求各级将领“无一不

由学堂出身”。不只是张之洞，包括袁

世凯和李鸿章在内，都非常重视军事教

育改革，希望通过兴办新式的武备学堂

来培养合格的军事人才。1885 年，李

鸿章首先在天津开办武备学堂。1887

年，张之洞在广东创办水陆师学堂，首

期招收学员一百余名。1896 年，张之

洞调回湖广总督任上，再购地开办武备

学堂。学堂除供给伙食外，每月还给学

员发放“赡银四两”，并根据考试成绩高

低给予相应奖励。袁世凯则主张在全

国范围内建立小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

三级军事教育体制，完成军事人才的梯

队建设。张之洞也不断抨击清朝军官

选拔制度，积极主张废除武举。1901

年，在有识之士不断吁请之下，清政府

正 式 取 消 武 科 选 拔 军 事 人 才 模 式 。

1902 年，袁世凯开办北洋行营将弁学

堂、北洋陆军讲武堂、陆军师范学堂，及

宪兵、军医、马医、军械、经济等多所专

科学堂。1904 年，京师设立练兵处，练

兵处将正规陆军学堂分为陆军小学、陆

军中学、陆军学堂、陆军大学四级，并对

各级学科内容进行区分。

此外，袁世凯积极推动优秀人才出

国留学，学习近代军事学说和战略战

术。在袁世凯和张之洞带动下，全国各

地纷纷兴办新型军事学堂。在短时间

内，贵州武备学堂、陕西武备学堂、安徽

武备学堂、山西武备学堂等多所学堂先

后建成，有力推动了中国军事教育的近

代化进程。

改革体制编制

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就已

经认识到军队战斗力的衰弱。八旗、绿

营空有百万之众，却无力应对危机。清

政府只得饷外加饷、兵外添兵，先后组

建湘军、淮军、北洋海军、防军，改善练

兵之法，希望能够以“有限之饷练有用

之兵”。1864 年，李鸿章指出“兵制关

立国之根基，驱夷之枢纽，今昔情势不

同，岂可狃于祖宗成法”，提出应当及时

变易兵制以实现“自强”目标。然而，清

政府迟迟未动，直到甲午战争失败后，

才下定变革军制的决心。1904 年，清

政府建立常备军、续备军、后备军。常

备军训练 3 年，期满颁证回籍，列为续

备军；续备军 3 年后退为后备军，后备

军 4 年后退为平民。士兵实行招募制，

在体格、文化程度方面有较严格的标

准。清政府同时对军队进行重新编制，

建立步兵、骑兵、炮兵、工程兵、辎重兵

5 个兵种，在军队各级建制上也有较大

调整。

为加强统一指挥，军事统率机构进

行大幅改组，不久便设立了负责全国海

陆军的军事指挥机构军谘处，规定由陆

军部负责军政指挥。1910 年，责任内

阁成立，军机处被撤销。原来军机处的

部分职权由内阁接手，但军事职能被剥

离出来，完全交给军谘处负责。军谘处

直接向皇帝负责。1911 年，清政府成

立“皇族内阁”后，军谘处又被改名为军

谘府。军谘府下设 7 个厅，分别为总务

厅、第一厅（作战）、第二厅（情报）、第三

厅（交通与通信）、第四厅（测量）、第五

厅（史志）与海军厅。军谘府的职能已

经与近代对接。

晚清国防体系重构，经历了对传统

兵制进行改良和扬弃的曲折过程。在

西方军事实力飞速发展的 19 世纪，清

政府一度痛下决心，在物质层面继续寻

求军工技术发展，在组织层面进行军队

编制体制调整，在思想层面转变国防观

念和练兵方式，但其他层面的种种弊

端，对“自强运动”形成极大掣肘，一切

努力最终散作镜花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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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 9 月 16 日至 24 日，根据中共

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华东野战军发起

济南战役，攻克由国民党军 11 万兵力守

备并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济南，为此后我

军发起淮海战役、进行战略决战创造了

有利条件。济南战役的胜利，开创了中

国人民解放军夺取国民党军重兵守备和

坚固设防大城市的先例，从根本上动摇

了敌人据守大城市负隅顽抗的信心。

周密筹划，确定“攻济打援”。济南，

是津浦铁路和胶济铁路的交会点，也是

解放战争时期华东的战略要地。1948

年，随着国民党军的接连失败，济南成为

其在山东省腹地的最后一个坚固设防城

市。蒋介石为固守济南，命令国民党军

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指挥 3 个整编

师、5 个保安旅和特种兵部队等共 11 万

余人固守济南，并让徐州附近的 3 个兵

团约 17 万人伺机北援。

1948 年 8 月 10 日，华东野战军指挥

员经过反复磋商，拟订 3 套作战方案并

致电中央军委。12 日，中央军委复电，

提出“攻济打援”的初步设想，即“攻城打

援分工协作，以达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

部援敌之目的”。此后半个多月，中央军

委与华东野战军在电报里多次商讨具体

作战方案。

8 月 29 日，华东野战军指挥员共同

商定作战方案，决定将华东野战军分为

攻坚和打援两大集团。其中，攻坚集团

约 14 万人，分为东西两个集团，西线集

团负责主攻济南，东线集团担任助攻，

两线均配备特种兵纵队炮兵和工兵，第

13 纵队为总预备队。阻援打援集团约

18 万人，一部于巨野、金乡、嘉祥等地阻

击商丘、砀山北援之敌；一部于官桥至

滕县之间阻击徐州北援之敌；其余一部

于济宁、兖州和滕县以东阻击沿津浦路

北援之敌。各军区地方武装和广大民

兵纷纷出击，打击和封锁敌人，破坏其

交通，扰乱其后方，牵制其兵力，以配合

主力作战。

东西对进，双线合取外围。 9 月 16

日凌晨，华东野战军发起全线猛攻，经一

天激战，西线集团歼灭长清、齐河守敌

后，迅速迫近济南西郊。王耀武判断我

军 主 攻 方 向 在 西 ，急 命 第 19 旅 向 西 增

援，并将第 57 旅向西收缩，企图坚守地

处西线的机场。东线集团的第 9 纵队，

按照“东西对进”原则发起猛攻，之后一

举攻克茂岭山、砚池山及回龙岭等制高

点。这让王耀武又改了主意，他判断我

军主攻方向在东，东西不能兼顾，急将第

19、第 57 旅东调，又将飞机场以西的第

211 旅调入市区，以增强机动兵力。17

日，我军攻城东线集团在火力支援下，依

托有利地形，不断击退敌反冲击，乘胜攻

克窑头、甸柳庄等地。攻城西线集团战

至 18 日，攻克了古城、玉皇山、簸箕山、

党家庄等地，并封锁飞机场，迫使国民党

军停止空运，担负预备队任务的第 13 纵

队也加入西线集团作战。19 日晚，国民

党军整编 96 军军长吴化文在我军争取

下，率整编 84 师等部 3 个旅约 2 万人起

义，撤离战场。至 22 日中午，西线完全

占领商埠，东、西两线直逼城下。

连续作战，多点齐攻外城。为避免

敌军调整部署和加强工事，我军在战役

全过程中坚持连续作战原则，边打边侦

察、边打边准备、边打边组织、边打边补

充、边打边教育，始终保持突击部队的锐

气和有生力量。22 日晚，我军多点齐攻

外城。济南外城的城门楼和城墙均设有

高堡，城墙上有射击孔，城角下有地堡，

城外挖有壕沟。为阻挡我军攻势，敌将

壕沟外数十米内的房屋拆除、炸毁，创造

广阔地带，意图使我军突击部队暴露在

炮火下。若我军靠步兵强攻，势必付出

较大代价。

22 日 18 时，我军特种兵纵队炮兵和

各部炮兵集中火力，抵近射击。此外，

第 9 纵队调来 4 辆在鲁南战役中缴获的

美式坦克，配合突击城东永固门。我军

坦克一面冲锋，一面向周围敌军火力点

开炮。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永固门

外正面的敌军工事基本被摧毁，坦克轰

开永固门城门。西线集团第 10 纵队也

向城西永镇门及普利门发起突击，所属

第 85 团组成永镇门爆破队，在敌军密集

的火力攻击下，以爆破掩护爆破，连续

炸掉城门外的鹿砦、地堡，最后炸开永

镇门，后续部队随即攻入城门。第 13 纵

队从城西南永绥门突破，乘胜追击，攻

占外城西南最坚固的建筑群——红十

字会。至 23 日，除个别据点外，我军攻

占济南外城。

一鼓作气，攻克济南内城。此时，王

耀武只剩下最后一道防线——济南内

城。退守内城的国民党军，妄图依托坚

固工事垂死抵抗。济南内城城墙高大厚

实，城墙下碉堡密布，城墙上射孔数层，

护城河河宽水深，要想攻破如此坚固的

堡垒绝非易事。23 日晚，我军为迅速歼

灭残敌，立即对内城发起总攻。第 9、第

13 纵队虽打开两个缺口，但被守军反击

夺回，仅从坤顺门附近突入的第 13 纵队

两个连登城坚守在少数房屋内，与守军

展开激战，经肉搏后，大部伤亡。我军突

击部队全线受挫，攻坚集团指挥员果断

决策，命令再次组织全线攻击。各部队

指挥员接到命令后，纷纷下一线深入动

员，及时总结经验，加强步炮协同。24

日凌晨，第 9 纵队经过多次攻击，终于攻

占济南城东南角。第 13 纵队第 109 团与

已入城的两个连里应外合，于拂晓攻上

城头，后续部队跟随突破口入城，投入纵

深战斗。经过 8 昼夜的激战，华东野战

军终于在 9 月 24 日 17 时全歼内城守军，

济南城回到人民手中。

济南战役中，我军连续作战、不停顿

地进攻，在城市攻坚和步炮协同的战术、

技术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济南战役的

胜利，标志着国民党军以大城市为重点

防御体系总崩溃的开始，也为华东野战

军会同中原野战军南下陇海铁路以南举

行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济南战役：揭开战略决战序幕
■戚苏源 肖 杰

红色标语作为宣传思想、引领导向

的舆论工具，是我党我军早期开展宣传

工作的重要方式。红色标语以其多元

的载体、针对性的内容、灵活的风格，在

政策宣传、澄清谬论、动员群众、壮大队

伍、对敌统战、赢得支持等方面作出不

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多元的载体形式，营造舆论宣传氛

围。土地革命时期，我党我军活动区域

大多地处偏僻山区，消息闭塞、环境简

陋。做好宣传工作，成为帮助民众了解

我党我军革命宗旨和政治主张、赢得民

众信任与支持的紧要任务。当时，最有

效 、最 直 接 的 方 式 之 一 就 是 广 泛 运 用

标 语 。 我 党 我 军 常 常 因 陋 就 简 、就 地

取 材 ，灵 活 创 造 出 载 体 多 样 的 宣 传 标

语。红军官兵在所到之处张贴墨写或

油 印 的 纸 质 标 语 ，将 宣 传 内 容 刻 在 树

干、岩石上，用石灰、烟墨、土红等刷写

大量墙头标语。没有笔墨时，战士们就

用锅底烟灰拌米汤代替墨汁，用扫帚作

为书写工具。红军官兵还创造出标语

钢印，把政治口号铸成铁模打在门窗木

器上，使字痕不易消磨。随处可见的标

语 ，加 上 我 党 我 军 严 明 的 纪 律 和 实 际

行 动 ，迅 速 赢 得 民 众 的 信 任 与 支 持 。

为对敌展开强大攻心战，红军官兵发明

了流动标语，将宣传内容写在木板、竹

片和树叶上，投入河中随水漂流，或者

利用风筝、孔明灯随风飘到敌方阵地，

不仅达到对敌宣传目的，还极大动摇和

瓦解敌人军心。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我军大力推动

在各地进行抗战宣传。学生们将标语

写在游行的横幅和大街小巷的墙壁上，

一些爱国社团组织将标语印制在报刊、

书 籍 上 ，通 过 宣 传 唤 起 广 大 民 众 的 觉

悟，壮大抗日力量，为抗日战争的胜利

奠定了基础。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志愿

军成立了散发宣传品的宣传小组，结合

军事行动向敌军散发印有标语口号的

宣传品，动摇了敌军军心，削弱了敌军

的战斗力。战争年代这些遍地开花的

红 色 标 语 ，营 造 出 强 大 的 革 命 舆 论 氛

围，有效启发了广大民众的阶级觉悟，

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力，打击了

敌人的嚣张气焰。

鲜明的主题内容，缔造坚强革命力

量。我党我军在不同时期提出的红色

标语，总是密切结合战斗任务和革命形

势发展，内容丰富、主题鲜明。土地革

命时期，“共产党十大政纲”“红军是工

人农民的军队”等标语，宣传了我党的

政治主张和红军的宗旨性质，增进了群

众对我党我军的理解与支持，进一步密

切军民关系。“克扣士兵军饷以饱军阀

私囊”“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等

标语，揭露了国民党的罪恶本质，引导

民众认清国民党政府的反动行径。抗

日战争期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

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迫使蒋介石

停止内战，使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捍卫国

土，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自

己动手，丰衣足食”等标语，作为各根据

地克服经济困难、实现生产自给的鼓舞

性 目 标 ，鼓 励 人 民 生 产 自 救 ，克 服 困

难。解放战争时期，“打过长江去，解放

全中国”等标语，以凝练的语言，宏大的

气概，激起了全国人民支援解放战争的

巨大热忱。抗美援朝时期，“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等标语，激起了全国人民参

军热情，激发了志愿军将士英勇顽强、

不怕牺牲的血性胆气，即使身处恶劣环

境，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敌军，依然打

出新中国的国威和军威，最终赢得抗美

援朝战争的胜利。

生动的表达方式，扩大宣传影响

力。战争年代的红色标语，表述方式灵

活多样、通俗易懂，更能赢得民心。土

地 革 命 时 期 的“ 活 报 剧 ”《刘 湘 自 叹

歌》，将标语融入话剧，诙谐生动，讽刺

性 极 强 。 出 演 这 场“ 活 报 剧 ”时 ，演 员

脸 上 抹 着 油 墨 或 锅 烟 子 ，拿 一 柄 破 芭

蕉 扇 或 敲 一 面 破 锣 ，用 川 剧 诙 谐 的 唱

腔 ，将 人 物 形 象 漫 画 化 ，动 作 高 度 夸

张 ，以 人 民 群 众 喜 闻 乐 见 的 形 式 如 实

反 映 了 根 据 地 军 民 与 敌 作 战 的 情 况 。

考 虑 到 山 区 民 众 识 字 率 较 低 ，红 军 官

兵 还 创 造 出 生 动 有 趣 的 漫 画 标 语 ，让

民 众 一 看 就 懂 ，起 到 广 泛 的 启 蒙 和 教

育作用。1935 年 9 月，红一军团二师四

团突破腊子口，敌人丢盔卸甲，沿途抛

弃了大量军用物资和生活用品，宣传队

奉命在沿途利用岩石峭壁，迅速涂写大

字 标 语 口 号 ：“ 不 拣 战 利 品 ，全 力 追 敌

人”，为宣传“穷追不舍”的作战方针，红

军还在悬崖上写了一个巨大的“追”字，

简短有力、一目了然，达到了制造声势、

宣传鼓舞民众的效果。有些标语加入

地方方言，使之像歌谣一般活泼、押韵，

在民众间口口相传，从而扩大宣传影响

力，增强宣传效果。

抗日战争期间，东北抗日联军创编

的战斗号角《劝东北的青年歌》中写道，

“亲爱的东北青年们生死在眼前，武装

起来吧，反对参加世界战……干干干，

全都干，不灭日寇心不甘，夺回祖国的

好河山，团结起来誓抗战”。歌词激发

了东北人民群众不愿当亡国奴，积极参

加抗战的革命斗志和坚定的理想信念。

1935 年 2 月 27 日，红军总政治部发

出《关于各部队立即动员编写标语的命

令》，附上十二条宣传标语材料。其中，

第七条标语为：“红军到，干人笑，绅粮

叫。白军到，干人叫，绅粮笑。要使干

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要使绅粮

天天叫，白军弟兄拖枪炮。拖了枪炮回

头跑，打倒军阀妙妙妙。”这里的“干人”

“绅粮”是贵州、四川的方言，即指穷人

和地主豪绅。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很

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

民如同每个都进过政治学校一样，收效

非常之广而速。”遵义南白镇花灯老艺

人李祖德挑煤到街上去卖，看见红军书

写的“打富济贫”“爱国爱民”等标语，觉

得 说 到 了 他 心 坎 上 ，就 主 动 与 红 军 接

触，把红军当作自己的亲人。红军临走

时送给他一把江西景德镇茶壶，他视如

珍宝。后来，他用黔北花灯曲调编成花

灯剧《红军送我一把壶》，剧中唱道：“红

军送我一把壶，装进凉水当吃肉；穷人

吃了壶中水，千年穷根要拔除……”

永不褪色的红色印记
■程宇一 曾令聪

位于南京市秦淮区中华门外的金陵机器制造局位于南京市秦淮区中华门外的金陵机器制造局，，是南京第一座近代机械是南京第一座近代机械

化工厂化工厂，，也是当时中国四大兵工厂之一也是当时中国四大兵工厂之一，，素有素有““中国民族军事工业摇篮中国民族军事工业摇篮””之之

称称。。图为金陵机器制造局大门新貌图为金陵机器制造局大门新貌。。

城市作战，即在城市市区及其外围地区进行的作战，目的是争夺城市的控制权。对处于战略战役重要支撑地位城市的主导权
夺控，甚至决定战争的胜败。世界近现代战争史，大多数战争都是围绕夺城、控城展开。本版将选取20世纪以来中外战争史上具有
代表性的城市作战案例，展示城市作战的战术运用与得失，为读者了解城市作战提供借鉴。

19361936 年年 ，，红 军红 军

路过宁夏时路过宁夏时，，在固原在固原

祁家堡子草泥墙皮祁家堡子草泥墙皮

上留下的红色标语上留下的红色标语：：

红军是人民的军队红军是人民的军队。。

济南战役要图济南战役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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