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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创奇迹的作战“法宝”

“九一八” 是每一个中

国人都必须铭记的日子。 从

1931 年 9 月 18 日开始，中国

人民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的

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

义战争。 在这场长达 14年的

抗日战争中， 中国共产党领

导敌后军民把 “游击战” 运

用得炉火纯青， 不仅为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

重要贡献， 也创造了大量战

争奇迹。 那么，“游击战” 是

何时开始出现的呢？

楚汉战争中诞

生“游击战之祖”

游击战，中国古已有之。 相传为辅佐黄帝的丞相

风后撰写的《握奇经·八阵总述》中有“游军” 一节，

其中记述：“游军之形，乍动乍静，避实击虚，视赢挠

盛，结陈（阵）趋地，断绕四径。 后贤审之，势无常

定。 ” 这是对游击战特点的生动描述，大意是游击队

的行动特点是，忽动忽静，避实击虚，打弱扰强，或是

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要点， 或截断敌人四周的交通，

使它陷于穷困。

“游击” 一词最早见于汉初，汉高祖刘邦设置游击

将军。 游者，游走；击者，打击。 游击战，简单说就是面

对强大的敌人，不是正面硬拼决战，而是机动作战，利

用空间，避其主力锋芒，攻击其后勤等非作战单位，或

歼灭其小股部队，从而阻挠敌方战争机器的运行。

古代游击战的一个经典案例是公元前 3 世纪末

楚汉战争时的“彭越挠楚” 。当时，楚霸王项羽英勇无

敌，正面作战仅凭三万精锐就打垮了刘邦拼凑的数十

万联军。 汉高祖刘邦采取的对策是兵分三路，刘邦自

己带兵在河南的成皋、荥阳、宛城一线挡住项羽的主

力，派韩信、张耳等带一路兵马先攻取山西、河北的

代、赵、燕等国，再攻山东的齐国，对项羽的西楚国进

行战略包围。另外派彭越带几万兵马，在江苏、安徽一

带进行游击战。《资治通鉴》提到彭越时说：“常往来

为汉游兵击楚，绝其后粮。 ”

项羽要往西来打刘邦的荥阳，他的粮食就要从江

苏、安徽及更后方的长江南岸运送过来。 而彭越就在

半路拦截这些辎重， 还攻占防守力量不足的城池，使

项羽没法全力对刘邦作战。 等项羽回过头来打彭越，

彭越就迅速撤退，使项羽无法将其消灭。 而项羽被彭

越引走时，刘邦在正面又能对楚军的其他将领逐个击

败歼灭。等项羽再次回师打刘邦，彭越又卷土重来，如

此反复，使项羽顾此失彼。

在刘邦攻灭项羽的过程中，彭越带领几万兵马在

项羽根据地和前线之间不断穿插游击，充分发挥“敌

进我退、敌退我进” 的游击战法，神出鬼没，演绎了一

场“彭越挠楚” 的精彩故事，因此，彭越也被奉为“游

击战之祖” 。

农民起义首领中善于打游击战的要数明代末年

的闯王李自成。 1630 年李自成起兵时，明军战斗力还

很强大，农民军交战胜少败多。打不过他们就跑，除了

在陕西省各地转战，也不时进入山西、河南，与朝廷官

兵玩“打地鼠” 的游戏。 哪里官兵实力强，就先避开，

转到薄弱之处。 1635 年，13 支农民军在河南荥阳召开

大会， 这时明代五省总督洪承畴督率官兵包围上来，

李自成提出“分兵定向、四路攻战” 的战略，分派其他

农民军牵制、吸引官兵，自己与高迎祥、张献忠南下攻

占凤阳，让明军损兵折将。 1636 年，李自成被

推为“闯王” ，在四川、甘肃、陕西一带转战，官

兵强了就跑，抓住空子就打，明军始终拿他没

办法。 1640 年，在河南大灾百姓走投无路时，

李自成开仓赈饥，兵力迅速增长。 自

此，李自成实力大增，继续使用“游

击战”扩大战果，数年之间就推翻了

大明朝。

游击战最大的特点是因势

利导的灵活性， 早在 1928 年左

右，中国工农红军就总结出游击

战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

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抗日

战争时期， 游击战没有拘泥于

“十六字诀” ， 而是不断创新突

破、灵活运用。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帝

国主义侵吞我国东三省，此后逐

步蚕食我国领土， 并在 1937 年

全面侵华， 占领了大半个中国。

为了粉碎日寇妄图“以战养战”

的狼子野心，中国共产党根据日

军占地广阔而兵力相对不足，无

法处处设防的漏洞，利用在红军

时期就已成熟的作战经验，主动

出击，深入敌占区，掀起了轰轰

烈烈的敌后游击战。

抗战相持阶段的前期，日军

骄横狂妄，袭击根据地，敌后军

民大量采用了“敌进我退” 的战

术，诱敌深入，择机集中兵力打

击日军，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39 年冬天，号称“精旅” 的日

军独立混成第 2 旅团分三路向

晋察冀根据地发动袭击，时任晋

察冀军区第 1 军分区司令员的

杨成武率军迎战。他先以主力部

队在河北省涞源县雁宿崖布置

埋伏，以一部分兵力配合游击队

且战且退，将日军第 1 大队诱至

雁宿崖， 包围歼灭其 500 余人。

有“名将之花” 之称的日军旅团

长阿部规秀急于“复仇” ，率第

2 大队、 第 4 大队等部约 1500

人卷土重来。 杨成武利用其心

态，再次以少数兵力将日军引诱

至河北省涞源县黄土岭地区，阿

部规秀自以为抓住了八路军主

力， 一头钻进黄土岭的山谷，没

想到被早已埋伏在两侧高地的

八路军团团包围。 经过激战，八

路军毙伤敌 900 余人，阿部规秀

被打死。

针对敌后游击队的灵活作战，

日军想出来一个非常狡诈的主

意。 1939年 3月，日军驻华北方

面军司令官多田骏提出“囚笼”

政策，以铁路为柱，以公路为链，

以碉堡为锁， 辅之以封锁沟、封

锁墙，构成网状囚笼，对抗日军

队压缩包围。

为了粉碎日军的 “囚笼” 政

策，抗日军民采取了一种新的游

击战方式———破袭战，也就是攻

击日军的交通线， 把铁轨掀翻，

把公路挖断。这种战术的好处在

于：对其袭击，既能切断日军运

输线， 歼灭分散的护路日军，还

能吸引日军奔袭支援，从而创造

打援的机会。

八路军最著名的一次破袭战，

是 1940 年 8 月下旬发动的百团

大战。 当时国内汪精卫叛变，蒋

介石掀起反共高潮，投降风气日

盛； 国际上法国向希特勒投降，

纳粹德国气焰嚣张。日军得意忘

形， 一面在湖北省发动枣宜会

战，诱降国民政府，一面在后方

大肆推行“囚笼”政策。 在这种

黑云压城的气氛下，八路军发动

了破袭战。百团大战在华北千里

之地， 以上百个团同时突袭，令

日军措手不及。破袭重点是华北

命脉正太铁路， 出动了约 20 个

团分别突袭正太铁路各路段，同

时调遣了更多的部队破袭其他

铁路和公路，并拦截、扰袭日军

增援部队，使日军顾此失彼。 百

团大战一度令日军后方交通瘫

痪，毙伤日伪军 3万余人。

二战结束后， 高科技迅猛发展。

人们通过现代局部战争发现：避实击

虚、化整为零、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模

式并没有过时，变化的只是具体的手

段和工具。 比如在某些城市巷战中，

面对大型坦克， 游击队员偷袭时，手

中的武器不再是步枪，而是变成了更

具杀伤力的冲锋枪、火箭筒，甚至用

上了无人机、反坦克导弹等单兵制导

武器。

对于未来的战争模式，军事专家

普遍认为，将来像一战、二战这样的

大规模集团战争很难再发生，但小规

模的局部冲突仍然会长期存在。 那

么，适合小规模作战的游击战就不会

消亡，作战形态也将随着科技的不断

发展进一步演化。

在信息化时代， 数据信息的获

取、传输、综合分析和应用赋能已成

为现代化战争效能提升的 “倍增

器” 。随着高空侦察卫星、“星链” 、手

机通信软件加入到战场中，以及低空

机器人、深海无人器等自动化设备增

多，或许会产生空中游击战、深海游

击战、机器人游击战等新模式。 以高

科技主导的“信息游击战” 将在未来

战场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能战方能止战。 梳理正义之战的

最终目的是为了让人铭记历史、珍惜

和平。 不管什么时代，和平与发展永

远是人类追求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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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日寇“以战养战” 狼子野心

1939年冬，八

路军在河北省涞

源县黄土岭战役

中， 诱敌深入，各

个击破，重创日军

号称“精旅” 的独

立混成第 2 旅团，

击毙日军“名将之

花”阿部规秀。

高科技赋能

“信息游击战”

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抗日敌后游击战” 浮雕，展现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穿过

青纱帐的太行山区游击队员和手里拿着手榴弹的老乡随时准备投入战斗的情景。

本版文图据《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