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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   者:汪洋著   页数:382页   出版社: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    
简介:本书主要是对靠山屯战斗、昌图攻坚战、彰武攻坚战、锦州攻坚战、义县攻坚战等战斗的回忆和
思考，包括总结军、师、团、营、连至班、组、单兵的战术技术动作，尤其是决策与指挥的过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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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920年10月出生在陕西省横山县一个农民家庭，1937年人陕北公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
任副排长、宣传干事、参谋、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师参谋长、师长；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任师长、
军参谋长；后任副军长、军长、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北京军区副司令
员。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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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看回忆录，物超所值，第一次这么清晰的了解具体的战术指挥和训练问题，对
内战的看法有点不同于以前了，具体看我的书评吧。第一次买将军的回忆录啊，非常的好，能把自己
的回忆录写成战例分析的，估计也只有汪洋将军了，极具学习价值，值得收藏
2、真的是經典
3、PLA人物回忆录难得的技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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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十次突击》的笔记-第300页

        很精彩的分析，这是相当好的关于汪洋突破临津江与19兵团第五次战役的对比总结，现记录如下
。

韩国地形特点就是四江环防，临津江、汉江、锦江、洛东江，其中，临津江在三八线附近靠北一点，
北棒6.25南下的时候，临津江是北棒的后方，不存在突破江河障碍的困难，机械化兵团从三八线平原
直扑汉城，1951年1月，志愿军第三次战役，临津江是封冻的，冰厚最厚达一米多，最薄也有4、50厘
米，一般25厘米厚就可以踏冰冲击，所以116师突破临津江是有条件的，一是踏冰冲击，二是后续跟进
也可以踏冰，不用架桥，所以汪洋这个战例，他写来写去，不管他分析得多么好，首先你不得不考虑
你不是突破江河障碍（实际情况是汪洋根本没有去分析水文情况，应该是他也不懂，不过老天确实帮
他），相当于是野战突破选择。

而第五次战役19兵团似乎是仔细“研究”过39军116师突破临津江的战例，对手正好也是韩国国军1师
团，19兵团似乎是仔细“研究”过39军116师突破临津江的战例，对手正好也是韩国国军1师团，按照
联军防卫约定，汉城方向是不准美军直接防御的，这关系到李总统的面子，英军也不可以放在正对汉
城的方向，抱川—东豆川——议政府方向必须是韩国国军亲自保卫前沿到纵深，第8集团军下属任何
美军步兵单位，只有在接到国防部正式请求原则下，才能开赴汉城方向堵截，否则防御原则不准美军
擅往这里调动（其实这个原则，越战也是一样的，美军野战部队，不经过macv和阮总统商量决定，没
有南越国军联合参谋本部请求，你不准随便进西贡，这是京畿重地，不准美军野战兵团随便来，给猴
军胆子敢两次打西贡，根本原因就是美军最近的基地离西贡也有几十公里，内城除了宪兵没有美军野
战兵团，所以猴军敢把主力团渗透进去打）

回到第五次战役，布防态势也和1951年1月一样，但是地理和水文条件不一样，共军这边，兵力火力装
备也超过1951年1月，19兵团到志愿军司令部战役突破口选择是没错的
，但是自己想当然了，韩国国军1师团编制依然是1万人，火炮18门，14门105和4门75
，和1951年1月一模一样，英军多了一个旅，变成2个旅，可共军也由当时2个军变成3个军加北棒2个军
团。

春季作战，和冬季是完全不同的。 4月的朝鲜刚刚完全融冰，临津江正值水位上涨，
时高时低，没法稳定的，所以汪洋的成功，以及当面守敌依然如此编制装备，阵地态势也是仓促阵地
（联军刚刚打到这条线不久，不到2个星期），不等于你投入优势兵团，比以前更多火力和装备，就
能复制胜利，季节地理变化以及江河障碍是考验你战场工程水平的标准，你就是换了116师来打，也不
一定再次复制，就这么简单。战场工程保障当时是不需要的，现在需要了，共军脑子就想着兵力对比
和战场选择突破口，达成绝对优势，直扑汉城而下

工程保障，那要到金城了。。。金城你们记得金城川嘛，又来了一次。。。那条小小的金城川，共军
只顾着野战突破，冲过金城川，后面保障不上，勉强利用联军半毁浮桥和临时器材修复，勉强能过步
兵，炮兵和物资你上不去了

（莱茵河架浮桥，美军19个小时完成，19个小时是可以通行重载卡车了！维斯瓦河架桥，德军25小时
，但是没法通行重载，第聂伯河浮桥架设，德军也耗费了差不多3天
，但是美军那个架桥速度别看慢了点，是因为德军重点反扑和远战炮兵封锁，当时是拿下鲁登道夫铁
路桥，德国空军不停轰炸投入2个装甲师反击，鲁登道夫铁路桥自身被炸一次，美军工兵一直在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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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没法保障稳定。只能顶住德军远战炮火，在附近强行架浮桥）

不是19兵团，志愿军司令部也该检讨，避重就轻，光说兵力对比优势，光说对敌判断准确，从来不说
自己综合保障水平差，也不太会考虑地理条件变化和季节变化。同一个地点，冬季地理条件和春季、
夏季、秋季完全不同，保障方式组织方式也有很大变化，甚至对联军火力展开的方式和效率都有很大
影响，就像冬季，联军炮火和炸弹，炸在厚厚雪地里，和夏季硬直地面的杀伤半径和弹片跳飞范围是
一样的吗，很简单的问题，冬季你打长津湖都那么痛苦，美军火力被雪地减少很多（长津湖的关键在
于冬季雪地积雪软而厚，就如同上甘岭积尘土厚厚的，炮火炸过去，效能减少一半，要完成夏季硬地
效能，美军需要把火力密度和火器加强一倍以上，志愿军在50年冬天占了这点很大的便宜，弹片跳飞
范围远远不够，爆炸冲击力也远远不足），春夏季你来打打试试看看，那个胜利也和冬季条件有极大
关系，不光是你的勇敢和决策正确，也不光是集中兵力和对敌判断正确，削弱美军支援火力效能的季
节和地面软厚因素同样也是胜利的原因之一。

真正要到53年夏季攻势，才是共军唯一一次在朝鲜春夏秋三季主动作战唯一一次胜利，其他的胜利全
部都是发生在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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