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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战》

内容概要

格瓦拉写的一本关于游击战的理论,同时也是经验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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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战》

作者简介

切．格瓦拉，他是古巴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也是卡斯特罗的亲密战友。一个被称为“红色罗
宾汉”的游击革命家，一个被誉为“共产主义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者，用他39年的短暂时光谱写
了一部生命传奇。
切．格瓦拉，原名埃内斯托．格瓦拉．德拉塞尔纳，1928年6月14日生于阿根廷罗萨里奥省。他毕业于
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系。身为受过良好教育的阿根廷人的格瓦拉，本来可以选择稳定安逸的生活
，然而，他却抛弃了这一切，投入了拉丁美洲的革命烽火。1955年，格瓦拉在墨西哥流亡时与古巴革
命者卡斯特罗结识，从此加入了古巴的革命斗争。革命胜利后，曾担任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工业部长
。为了把古巴建设成为一个没有贫穷、没有剥削的新国家，格瓦拉多次出访国外，成了古巴著名的国
务活动家。但是，1965年3月，在他出访亚、非国家回到哈瓦那后，古巴政坛上再未出现格瓦拉的身影
。原来，这位天生的革命家已经辞去了古巴党、政、军的一切职务，去其他国家继续进行反帝斗争。
这一切连他最敬爱的母亲都不知晓。
格瓦拉在给卡斯特罗的告别信中说：“哪里有帝国主义，就在哪里同它斗争；这一切足以鼓舞人心，
治愈任何创伤。”而在他看来，非洲无疑是遭受帝国主义压迫最严重的地区。切．格瓦拉先在刚果东
部金沙萨领导游击战争，1966年返回拉丁美洲，深入玻利维亚丛林开展“游击中心”的革命活动
。1967年10月7日，格瓦拉的游击队伍被玻利维亚政府军包围，格瓦拉被俘。1967年10月9日，他被玻
利维亚当局杀害，时年39岁。
格瓦拉是个满怀激情的革命家，是一个为正义，为真理献身的理想主义者。他写信给子女：“你们应
当永远对于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非正义的事情，都能产生最强烈的反感。这是一个革命者的最宝贵
的品质。”身为阿根廷人，为了正义，他投身于古巴的革命事业；作为古巴国家的开创者，为了真理
，他放弃了已有的一切，深入玻利维亚丛林，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继续反帝的游击战争。他是一个“
堂．吉诃德”式的传奇人物，总是不经意间给世人以惊奇，用自己的生命书写着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
悲壮历史。
作为个人，格瓦拉是坚强、刚毅的。在两岁时，他患上了哮喘病。与疾病的长期斗争磨练了他超人的
意志和信心。在茂密的丛林，方脸、白皙、剑眉、大胡子、头戴圆形软帽、右手握着冲锋枪、嘴里叼
着雪茄的格瓦拉镇定自若，有条不紊地指挥着游击战争，他被亲切地称为“红色罗宾汉”。临刑前，
格瓦拉面对敌人的枪口，毫不退缩，“开枪吧，胆小鬼！你要打死的是一个男子汉！”这是一个英雄
的声音，是一声为了真理而不屈的怒吼！
格瓦拉牺牲以后，世界各国人们纪念他，出版了各种语言的传记、影视作品，怀念他、赞扬他。在世
人眼中，切．格瓦拉已经超越了革命者的身份，成为追求真理、正义的理想主义者的象征，成为拯救
人类于苦难的精神偶像。
－－－－－－－－－－－－－－－－－－－－－－－－－－－－－－－－－－－－－－－－－－－－
－－－－－－－－－－－－
拉丁美洲丛林游击战之父--格瓦拉，原名埃内斯托．格瓦拉．德拉塞尔纳，1928年6月14日出生在阿根
廷罗萨里奥市一个资本家兼庄园主家庭。在危地马拉，由于格瓦拉常用“切”(表示友好)这个感叹词
，战友们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切”。这个绰号成了他战斗的代号，同他的姓名融合在一起。
1941年，格瓦拉进人中学学习，文学和体育是他最喜爱的两门课。
1947-1953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国立大学医学系读书。决心用医道造福人类。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在
大学期间，格瓦拉利用节假日外出考察旅行。
1949年，为了取得研究麻风病和热带病的第一手资料，格瓦拉骑自行车和徒步到全国各地进行实地考
察。在考察中，格瓦拉亲眼目睹了印第安人的贫苦生活，加深了对被压迫者的同情。
1950年，在油船厂上当水手，漫游特立尼达和英属圭亚那。
1953年3月，25岁的格瓦拉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并获得医生资格。凭格瓦拉的成绩，他完全可以
获得一份理想的职业，但他却毅然选择了到委内瑞拉加拉加斯一所麻风病人收容所工作。当他在布宜
诺斯艾利斯车站与父母告别时，意味深长地说:“一个美洲士兵向你们告别了!”
1955年6月的一个夜晚，格瓦拉在墨西哥城的一所小公寓里见到了古巴革命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
共同的志向，使俩人一见如故，通宵畅谈革命形势和策略。在卡斯特罗的再三邀请下，格瓦拉参加了
正在组建中的古巴远征军，成为这支远征军中只早的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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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6月8日，格瓦拉因参加卡斯特罗的远征军，被墨西哥警方速掳，囚于墨西哥城监狱。同年8月，
获释出狱。
1956年11月25日凌晨2时，82名古巴远征军成员在墨西哥湾的图斯潘港悄悄登上了破旧的“格拉玛”号
游艇，缓缓地向古巴出发。想到即将投入到一场革命的风暴中去，格瓦拉兴奋不已，和卡斯特罗领着
大家不停地高唱古巴国歌和《七月二十六日赞歌》。经过7天7夜的漂泊，他们终于到达古巴东南部科
洛腊多斯海滩一个叫贝利克的地方。不料，他们刚一登陆，就遭到巴蒂斯塔政府军队的袭击。结果
，82名远征队员中有70人丧生。格瓦拉作为随队医生，一面救死扶伤，一面参加战斗。在突围的过程
中，格瓦拉的哮喘病复发，又在战斗中负了伤。他以顽强的毅力，忍住疾病和伤痛的折磨，和卡斯特
罗一起率余部冲出重围，转移到层峦叠嶂的马埃斯特腊山区，创建了游击运动基地。
1957年1月14日，游击队在拉普拉塔河口打了第一个大胜仗。不久，游击队成交了由6人组成的指挥小
组即总参谋部，格瓦拉是成员之一。5月28日，格瓦拉参加了著名的乌维罗战斗。6月5日，他被任命为
第2纵队司令(后改称第4纵队)。纵队有75人，下辖3个排，相当于连队。7月，格瓦拉被授予起义军的
最高军衔--少校。此后，他亲自指挥了布埃西托和翁布里托等多次战斗，与卡斯特罗密切配合，将政
府军逐出了马埃斯特腊根据地。1958年5月，游击队转入反攻。格瓦拉奉命率“西罗．雷东多”第8纵
队，冲破政府军的阻拦，向拉斯维利亚斯这个古巴中央省挺进。12月下旬，格瓦拉率第8纵队攻打拉斯
维利亚斯省会、战略重镇圣克拉腊市。经数日血战，于1959年1月1日，解放了这个重兵守卫的拥有15
万人口的城市。此战，震惊了古巴全国，巴蒂斯塔被迫辞去总统职务，独裁政府如鸟兽散。格瓦拉也
因此而名声大振。随后，格瓦拉乘胜挥师西进，于1959年1月4日，一举攻占首都哈瓦那。一时间，在
古巴，乃至整个中美洲地区，格瓦拉成了传奇式的人物，被誉为古巴起义军中“最强劲的游击司令和
游击大师”。
1959年2月9日，古巴政府宣布格瓦拉为古巴公民，此后，又给予了他极高的荣誉和地位。格瓦拉先后
担任过古巴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主任、国家银行行长、工业部长、古巴统一革命组织全国委员会书记
处书记。在他看来，革命尚未完成，拉美大多数国家，包括他的祖国仍被独裁者所统治。
1960年2月9日，出席在哈瓦那举行的苏联科学，技术和文化成就展览会的开幕式，第一次同米高扬见
面。5月，切的《游击战》一书在哈瓦那出版。10月22日--12月9日，率领古巴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
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1月18日--12月--1日，访问中
国期间，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主席毛泽东，周恩来总理及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接见。
1961年2月23日，被任命为工业部部长和中央计划委员会委员，不久该委员会委员，不久该委员会也归
其领导。4月17日，雇佣军入侵吉隆滩。切负现指挥驻防绋那尔德里奥省的部队。6月2日，同苏联签订
经济协定。8月，代表古巴出席在乌拉圭埃斯特角举行的泛美社会和经济理事会特别会议。在会上揭
露了美国建立“争取进步联盟“的目的。访问了阿根廷和巴西，同弗朗迪西总统和夸德罗斯总统进行
了会谈。
1962年3月8日，被任命为全国领导成员，3月12日被任命为革命统一组织书记处书记和经济委员会委员
。4月15日，在哈瓦那古巴劳动者工会会议上发言，号召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8月27日--9月3日，
率领古巴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继访问莫斯科之后，又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10月下半月至11月初，
负责领导比那尔德里奥省的部队。
1963年5月，由于革命统一组织改组为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切被任命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
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7月，率领政府代表团赴阿尔及利亚，庆祝该共和国独立一周年。
1965年1月--3月，访问中国，马里，刚果（金），几内亚，加纳，达荷美，坦桑尼亚，埃及，阿尔及
利亚；在阿尔及利亚参加亚非团结组织第二届会议。2月3日，率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代表团抵达
北京，在机场受到了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和北京市市长彭真的热烈欢迎。2月9日，结束在中
国的访问，邓小平和彭真再次亲自前往机场，为他送行。3月14日返回哈瓦那。3月15日，向工业部的
工作人员报千国外之行的情况，这是他在古巴最后一次公开讲演。4月1日，给菲德尔。卡斯特罗写了
告别信。辞去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军籍和军衔。为了避免连累古巴，他还宣布放弃古巴国籍。【他对
单一的苏联模式感到不解和失望，对社会主义的前途感到忧虑，因为他发现不少的革命者都是在豪华
的汽车里、在漂亮的女秘书的怀抱里丧失了往日的锐气。所以，为保持革命者的完美形象，他只能选
择战斗，选择一个凤凰涅盘式的壮美结局】。10月3日，卡斯特罗在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立大会上
宣读切．格瓦拉的告别信。
1965年6月，格瓦拉率领一支有125人的古巴游击小分队，开赴非洲的刚果(现在的扎伊尔)金沙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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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名“塔图司令员”，指挥那里的起义军，想在非洲的心脏地带建立一个“新古巴”。然而，格瓦
拉领导的起义军屡遭挫折，格瓦拉认为这里不适宜建立游击中心，便撤回了古巴游击队。格瓦拉决定
在玻利维亚的尼阿卡瓦苏建立游击中心。尼阿卡瓦苏位于圣克鲁斯省一个被峻峭的丛山所包围的峡谷
之中。格瓦拉准备以此为中心。
1966年11月7日，格瓦拉化名“拉蒙”，并化装成一位秃顶、圈眼镜的乌拉圭商人，从蒙得维的亚经巴
西圣保罗市乘飞机抵达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
1967年，3月22日，以拉蒙为化名的切．格瓦拉领导游击队（玻利维亚民放解放军）开始军事行动。4
月17日，切．格瓦拉的《通过三大洲会议致世界人民的信》在哈瓦那发表。7月29日，拉配美洲团结组
织成立大会在哈瓦那开幕。会议主席团根据许多代表团的建议，宣告象征性地成?quot;拉配美洲国“，
并宣布“敬爱的游击队员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少校为我们共同的祖国--拉配美洲--的荣誉公民“。
⋯⋯游击队的秘密仓库被捣毁，城市中的联络网也遭到破坏。8月31日，游击队分两路突围。由于华金
率领的一路在横渡马西库里河时，遭到玻政府军的袭击，全军覆没。格瓦拉北领的17名游击队员被围
于尤罗峡谷。10月8日下午l时，格瓦拉率游击队员滑下峡谷准备突围。傍晚，格瓦拉腿部不幸中弹。
一个游击队员将他由谷底拖到山顶。当他正埋头包扎伤口时，玻政府军枪口已对准了他。格瓦拉镇静
地说了句：“我是切．格瓦拉”。格瓦拉被俘的消息象闪电一样迅速传到了玻利维亚最高当局和美国
中央情报局。次日黎明，玻利维亚武装部队司令亲自乘直升飞机赶到现场，确认被俘者就是格瓦拉，
并对其进行审讯。格瓦拉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拒不回答任何问题。审讯一无所获。最后，审讯者问
：“你现在在想什么?”格瓦拉坚定地回答：“我在想，革命是永垂不朽的。”
1967年10月9日下午，审讯者见从格瓦拉口中得不到任何口供，便将格瓦拉枪杀，年仅39岁。美国中央
情报局早已将格瓦拉视为心腹大患，曾多次派特工追杀他。格瓦拉遇难后，西方阵营一阵欢呼，并切
下烈士的双手运往巴拿马美军南方司令部以“验明正身”。
无论今天或者将来，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压迫、剥削与不公正，熟知和钦敬格瓦拉的人们还会发出同
一种声音：切还活着!
－－－－－－－－－－－－－－－－－－－－－－－－－－－－－－－－－－－－－－－－－－－－
－－－－－－－－－－－－
新华社哈瓦那７月３日电 （记者孙光英）古巴官方３日宣布，由古巴和玻利维亚专家组成的一个小组
最近在玻利维亚找到了切．格瓦拉的遗骨。据《格拉玛报》报道，古巴专家和玻利维亚工人６月２８
日至７月１日在玻利维亚格兰德河谷机场旧跑道一带的一座公墓附近进行寻找挖掘工作时，先后发现
了格瓦拉和他的战友们的遗骨。格瓦拉和他的６名战友是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７日在玻利维亚被杀害的
，但他们的遗体一直下落不明。
从１９９５年１１月底开始，玻利维亚政府在古巴和阿根廷专家的协助下，使用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
技术寻找格瓦拉的遗体。
切．格瓦拉出生在阿根廷罗萨里奥省，是卡斯特罗在古巴革命时期的战友，
１９６６年前往玻利维亚丛林领导游击战争。今年是格瓦拉牺牲３０周年，古巴正在举行全国性的纪
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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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此书难以称其为理论，顶多算是优良的军事技术学习笔记。战略层面讲的不多，思想政治方面很
少，对游击战来讲最重要的嘴炮宣传方面说的更少。真正的理论性书籍这三点都得放进核心位置来讲
。职业与业余之分界线即在此。
2、2011年读过。介绍了不少非对称对抗的战术。但总的来说，只适合于在基层控制力低下的第三世界
小国用少数精英进行军事冒险。硬要说起来，有点雇佣兵战争的意思。有点玩《铁血联盟》的感觉。
3、游击战的典范，仅此而已
4、切是一个行动者
5、本来买这本书是用来装逼的，但是读读发现真的还不错！
6、农村包围城市取得胜利之前也不能完全相信群众，要从内部找到知心人还是得靠火眼金睛的二十
五岁至三十五岁的中坚力量神枪手预备人员解决粮食问题和正确使用武器的可行性办法。在面对帝国
主义和垄断集团、西方列强的严厉打击、渗透、责难时要坚信胜利辉煌的明天永远属于游击队员和包
裹在武装力量下的人民群众甘愿当个坏榜样也在所不辞。
7、今天在图书馆看的,上有"内部参考 批判使用"
8、这是门绝学。。。纵然看了些相关书籍 也无法想象
9、完全没有打开看过，因为是买来做收藏的，切格瓦拉，你懂的，共产主义的浪漫骑士代表，红色
唐吉柯德。
10、前言说的没错，这样打只能当流寇
11、理想主义和古巴经验，小规模非常规作战都有一定的共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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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战》

精彩书评

1、几经艰辛搜寻得来这本书1975年2月版，内部发行首先看了译者的话，不禁哑然失笑，不愧是那个
年代的出版者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的：本书作者以古巴武装斗争为例，炮制了一整套所谓游击中心的
理论。书中闭口不谈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不作具体的阶级分析，鼓吹游击战要由城市中少数几个青
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作为领导核心在人烟稀少、居民分散的边远地区发动游击战争采用打了就跑的战术
，通过最初的若干胜利把群众吸引到自己的方面来企图侥幸革命的胜利，这实际上就是搞冒险主义和
流寇主义。实际上，切在这本书所谈到的，是他在古巴革命中的经历总结或许因为古巴革命进展得太
顺利，以至于切在谈游击战时基本都是处于一种很理想的状态下。游击战在古巴遇到的困难比游击战
在中国遇到的困难小得多而正因为毛泽东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发挥游击战的精髓使革命取得胜利所以
，那个年代的人们肯定会视毛泽东的理论为至神至尊以至于对切的游击战理论皆作“指正”之态切其
实不算一个真正的革命家，他在古巴革命中发挥的作用更多的是基于他的理想主义、浪漫冒险情结以
及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心上如果切是第二个卡斯特罗，那他的牺牲最多只能成为第二个卡米洛而不会是
切，更不会是对全世界左倾青年产生巨大影响的切所以，切在谈他的游击战的时候难免会掺入他的情
结一种由狂热的共产主义理想带来的近乎于盲目的乐观切后来辞去官职投身于刚果和波利维亚革命那
种理想主义更是一展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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