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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 主 主 义 革 命 时 期 ， 中 国 共 产 党 领 导 下 的 武 装

力量的 指导方针主要是毛泽东军事思想。 兵民是胜利之

本 ［1］P509；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每战

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
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

员补充自己；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

队 ［2］P1247-1248，等等，都是根据国内革命战争的不断变化创新

出的可行的战争指导思想。 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战争中形

成，同时也在战争中不断发展。然而，抗美援朝战争与历次

国内革命战争不同：一是朝鲜半岛东西狭窄，北部多山，不

利于大规模大范围的迂回作战， 限制运动战效能的发挥；
二是交战双方武器装备水平和技术兵种数量质量差距极

大，严重影响志愿军战争机器的正常运转；三是志愿军出

国作战，损耗无法就地补充；四是战争规模有限且必须服

从政治的需要，不能有效发挥志愿军游击战、运动战、积极

防御作战等作战长处。这些特点要求志愿军的作战指导思

想甚至作战观念都要顺势而变，发展创新。 毛泽东军事思

想的发展创新正是这种历史条件下的必然趋势。
一、劣势情况下的外线作战思想的提出

在敌人总体实力占优势的情况下， 隐藏主力， 诱敌

深入， 在战争初期实施有目的的战略退却， 寻找有利时

机， 以内线作战大量杀伤敌有生力量后转入反攻， 最终

歼灭敌人， 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条重要策略。 解放

战争中， 面对国民党军连续发动的全面进攻， 重点进攻，
解放军都是先期进行内线作战， 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
集中力量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待双方总体力量对比开始

对己方有利时， 转入外线作战， 以一个 “品字” 阵型突

入敌人防御纵深， 迫使敌人转入战略防御， 为战略决战

创造了条件。 然而， 朝鲜战场的情况却迥然不同。 “联

合国军” 自仁川登陆以来， 迅速向北推进， 待志愿军入

朝时， 已占领志愿军预设防御阵地的地区， 毛泽东构想

的在朝鲜北部坚持防御一段时间， 等待苏联武器装备到

达并换装训练完毕后再发起大规模反击的作战计划无法

实现。 由于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不容侵犯， 志愿军

既不能在中朝边境消极防御， 更不能进一步诱敌深入，
将敌人放入中国境内①。 根据 “联合国军” 情报不明、 轻

敌冒进、 兵力被朝鲜北部山区分割的战场实际情况， 毛

泽东果断更改战略指导思想， 指示志愿军渡过鸭绿江，
抓住敌我态势战略上对我不利但战术上对我有利的时机，
主动出击敌人侧后， 在运动中歼灭冒进之敌。 志愿军根

据命令， 在运动中发起第一次战役， 一举歼灭 “联合国

军” 2 个团又 5 个营， 击溃 3 个团又 12 个营， 歼敌 1.5
万人， 并在云山战斗中重创美骑兵第一师 ［3］P44， 在朝鲜战

场站稳了脚跟。 第一次战役胜利后， 彭德怀指挥志愿军

不进攻反而后撤， 迷惑了麦克阿瑟， 使其继续做出分兵

北进的部署。 这一经典的战役诱敌动作是毛泽东军事思

想诱敌深入原则在战术上的灵活引用， 迫使敌人两次犯

同样的错误， 与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两次伏击日军的战

例有异曲同工之妙， 为第二次战役从根本上扭转朝鲜战

局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零敲牛皮糖”———持久战思想的创新

毛泽东在指导战争过程中历来强调 “战争要以歼灭

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 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

为主要目标”， “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 四面包 围 敌

人， 每战力求全歼， 不使漏网。 ［2］P1247 解放战争时期， 由

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连续进行的青化砭、 羊马河、 蟠

龙镇战斗就是在劣势条件下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最后

迫敌防守的经典战例， 而辽沈、 抗淮海、 平津三大战役

更是创造了歼敌有生力量的纪录。 抗美援朝战争第一阶

段②作战中， 每次战役， 志愿军均设定歼敌一个或几个成

建制师的目标。 然而， 由于朝鲜地形所限和双方装备和

技术兵种差距太大， 志愿军没有空中掩护， 几乎每次穿

插、 迂回、 包围目标敌人后都无法全部歼灭， 反而造成

己方较大伤亡， 与敌人形成拉锯， 对己方保持持久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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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志愿军名义）参加的第一次现代化的国际性局部战争，长期指导中国共产党武装

斗争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第一次被运用到现代化战争当中。 朝鲜战场的实际情况促使毛泽东军事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包括劣势情况下的

外线作战思想、战术歼灭战思想、阵地防御作战理论和人民战争理论。

［关键词］ 毛泽东 军事思想 抗美援朝战争 发展 创新

16



党史文苑
2012．06

下 半 月

(下转第 20 页)

专题研究专题研究

能力十分不利。 鉴于此， 毛泽东根据整体作战形势果断

命令志愿军改变指导思想， 提出对美英军在几个月内只

打小歼灭战的指导思想， 强调： “打美英军只实行战术

的小包围， 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

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 随后， 毛泽东将其概括

为 “零敲牛皮糖” 并在前线执行。 ［4］P490,492“零敲牛皮糖”指

导思想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论述的积小胜为大胜、消

耗敌人有生力量思想的发展和创新，同时也是对以往大规

模歼灭战理论的发展创新，填补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中两军

正规作战的战术歼灭战作战指导思想上的空白，使毛泽东

军事思想中关于歼灭战的理论更加完善。这一指导思想的

提出和实践极大的遏制了敌人的进攻势头，有效抵消了敌

人的空中优势和火力优势，同时减轻了己方伤亡，稳固了

既得阵地。仅在 1953 年夏季反击战役第二阶段作战中，志

愿军和人民军就先后对“联合国军”团以下兵力防守的 51
个阵地攻击 65 次，歼敌 4.1 万人，扩大阵地面积 58 平方

公里。 志愿军伤亡仅 1.7 万余人。 ［5］P411

三、阵地防御作战与战术进攻作战的结合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受作战范围广阔以及歼灭敌人

有生力量思想的指导，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大多

采用大步进退， 调动敌人， 取得主动， 歼敌有生力量的

方法作战， 其中最著名的防御性作战莫过于两万五千里

长征， 进攻性作战莫过于千里跃进大别山。 阵地防御作

战对志愿军来说比较陌生， 以往也很少进行战略意义上

的阵地防御作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红军第四次反围

剿以后进行的阵地防御作战由于不符合当时战场实际，
从而造成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和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 八路军和新四军执行以游击战为主， 运

动战为辅的战略方针， 没有进行过战役规模的阵地防御

作战。 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军由内线机动防御直接转入

外线战略进攻直至战略决战， 也没有进行过大规模阵地

防御作战。 朝鲜战场空间狭小， 南北瘦长， 东西狭窄，
尤其是半岛蜂腰部， 不足 200 公里， 志愿军无法进行大

范围迂回作战， 调动敌人， 争取主动， 再加上政治因素，
无法大踏步后退诱敌深入。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 双方均

未歼灭对方主力， 从而结合停战谈判进入阵地攻守作战

阶段。 1951 年 9 月上旬， 彭德怀代表志愿军党委第一次

明确提出了今后的作战样式主要是 “阵地攻坚和阵地防

御”， 并确定了积极防御， 节节抵抗， 对每一阵地必须进

行反复争夺， 不轻易放弃阵地， 采取不断的阵地反击和

小反击， 歼灭出犯或突出部之敌以求多杀伤敌人， 争取

时间的具体作战方针 ［5］P105， 同时加强东西海岸反登陆防

御和二、 三线防御工事的建设。 在阵地防御作战中， 正

面第一线作战的志愿军将 “零敲牛皮糖” 的指导思想充

分贯彻到阵地防御作战当中， 将战略上的阵地防御作战

和战术上的反击战、 拉锯战相结合。 在大规模构建坑道

防御体系的同时， 以连、 排、 班为基本单位， 不间断的

主动出击， 发动小规模战术反击， 挤占敌前沿阵地， 同

时广泛开展 “冷枪冷炮” 运动， 以单兵作战和战斗小组

作战的方式大量杀伤敌有生力量 （此种作战方式也被称

为 “小兵群” 作战）。 这一创新弥补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中

阵地防御作战理论的不足， 同时取得了巨大战果。
四、新形势下的人民战争理论的发展

人民战争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础和精髓。 中

国共产党从领导武装斗争开始， 就奉行人民战争的理论，
并且总结出了人民战争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思想和理论。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各级

指战员始终坚定 “革命的战争是群众的战争， 只有动员

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6］P136 的

指导思想， 以人民为根本， 以革命根据地为依托， 相继

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然而， 抗美援朝战

争给人民战争理论带来了新的挑战。 志愿军出国作战，
以往取之于敌的补充方式不能适用， 国内的人民群众很

难直接支援志愿军作战， 发动 “联合国军” 占领地区的

群众组成第二条战线支援中朝方面作战的效果也不强。
更何况， 抗美援朝战争是冷战开始后的第一场现代化战

争， 仅仅依靠中国政府的能力是无法支撑的。 中国共产

党和政府如果处理不好这些问题， 会直接导致志愿军作

战不利， 甚至失败。
然而， 事实证明， 新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又一

次掀起了一场人民战争———抗美援朝运动。 中国共产党

深知： 人民战争需要广泛的动员， “这个政治上动员军

民的问题……是胜利的最基本条件 ［1］P513； 支持长期战争

与争取最后胜利， 必须发动全民族各阶层中一切生动力

量 ［7］P381”。 中国共产党继承了这个传统， 依托中国人民抗

美援朝总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
这次人民战争不同以往， 人民群众不直接参战， 而是通

过 “三视” （“仇视、 鄙视、 蔑视”）［8］P436 宣传教育、 游行

示威、 订立爱国公约， 开展增产节约和捐赠飞机大炮等

运动， 组织青年参军， 组织民工、 司机等支前等方式间

接支援前方作战。 据统计， 战争期间， 仅作为战争总基

地的东北地区③就动员 30 余万人参加志愿军， 394 万余

人参加战勤工作， 直接入朝服务民工 74 万余人， 各类技

术人员 4 万余人。 ［9］P180 自 1951 年 6 月 1 日至 1952 年 5 月

31 日， 全 国 各 省 人 民银 行 汇 解 抗 美 援 朝 武 器 捐 款 共 为

55650 亿 元 人 民 币 ， 折 合 飞 机 （每 架 15 亿 元 计） 3710
架， 尚余 6230 万元。 ［5］P46 可见，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

的根源， 存在于民众之中”［1］P511，人民战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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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整个抗美援朝战争， 战争初期的主动出击， 诱

敌 深 入； 阵 地 防 御 作 战 时 期 的 积 极 防 御 ， “零 敲 牛 皮

糖”； 国内的抗美援朝运动， 这些不同的部分组成的总的

思想理论是持久作战———依靠人民群众， 积极主动的进

攻和防御， 积小胜为大胜， 用持久战是敌人知难而退，
最终取得胜利。 这是对毛泽东抗日战争时期持久战思想

的继承和发展， 同时也是对持久战理论中正规战、 国外

作战方面的补充和创新， 使毛泽东军事思想得以发展和

完善， 继续指导解放军的作战和军队建设。 ○

注释：

①单纯从军事角度考虑，这是诱敌深入的战略思想，这样可

以发挥志愿军内线作战的优良传统和补给优势， 但从政治和经

济上讲，这是不可能的。

②抗 美 援 朝 战 争 按 政 治 局 势 和 作 战 形 势 通 常 分 为 两 个 阶

段， 第一阶段从志愿军入朝作战到停战谈判开始之前， 称为运

动作战阶段； 第二阶段从停战谈判开始 到 停 战 协 定 签 字 生 效，

称为阵地防御作战阶段， 亦称 “边打边谈” 阶段。

③当时辖辽东、辽西、热河、吉林、松江、黑龙江 6 省和沈阳、

旅大（现大连）、抚顺、鞍山、本溪 5 市，总 面 积 120 万 平 方 公 里，

人口约 4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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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自主权， 比如说有权制定技术措施， 有权安排各种

农活， 而且规定 “四固定” （劳力、 土地、 牲畜、 农具）
必须登记注册， 任何人不得调动， 相比过去中央关于生产

小队 的小部 分所有制 的政策有 更多的 硬性规 定， 而 且 为

《农业六十条》 规定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奠定了基

础。
2．关于自留地问题。 它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

小规模的家庭副业。 还要求凡是已经把自留地全部收回的，
应该拨出适当的土地分给社员，作为自留地。 虽这显然是一

种进步， 对后来探索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有一定的政

策借鉴。
3．关于分配制度问题。 坚持各尽所能、 按劳分配的原

则， 并在很长的时间内至少在今后 20 年内保持不变。 虽

然依旧坚持的是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制度， 但明确规

定两者的比例关系是三七开， 这相比于过去供给制占据主

导、 工资制处于象征性地位的分配制度有了部分的质变。

4．关于劳动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 相比于过去那种“大

兵团作战”忽视劳动力休养生息的做法，指示信提倡要认真

执行劳逸结合的原则，这体现了对人生理的尊重，具有调动

劳动力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的作用。
5．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 《紧急指示信》更多的

是从商品流通环节来谈商品生产。 指示信强调反对投机，要

求等价交换，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相比于过去统得过死的

计划市场，这是对自由市场的发展。

6．关于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问题。 针对积累过多和义

务劳动过多的现象， 指示信要求少扣多分， 尽力做到百分

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 “分配给社员消费的部分， 一般

应该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五左右， 扣留的部分占百分之

三十五左右。 必须勤俭办社， 大力节约管理费用和生产费

用。 ”［6］(P667)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过去平调过多的财产用于

公社一级的市政建设的问题， 在财政上更多地关注民生，
由 “大仁政” 向 “小仁政” 倾斜。 《关于贯彻执行 “紧急

指示信” 的指示》 要求 “彻底清理一平二调， 坚决退赔”
［6］(P679)， 这是对毛泽东探索以退赔政策解决平调问题的政策

的延续。
《紧急指示信》作为带有很大应急性色彩的文件，在那

个“左”倾错误泛滥的时代，受限于形势和时代，还有很多局

限性，但其积极意义值得肯定，其历史作用不容低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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