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兵临城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兵临城下》

13位ISBN编号：9787807538783

10位ISBN编号：7807538783

出版时间：1970-1

出版社：哈尔滨出版社

作者：薛慧槟

页数：30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兵临城下》

前言

　　血与火的交融　钢与铁的碰撞　　鲜血与战火，焦树与残垣。血腥的战场向世人展示着战争的残
酷，城市的废墟向人们倾诉着战争的冷漠；坦克与火炮、弓箭与盾牌，钢铁战车向人们炫耀着武力的
霸道，冰冷的箭头闪烁着死亡的寒光。战争，死神的盛宴；战争，人类的灾难。这一切，在世界历史
上的攻坚战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攻坚战，一种典型的战争类型。在这样的战争中，战争的残酷性
和破坏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在这样的战争中，血与火得到了充分的交融，钢与铁得到了最激烈
的碰撞。兵临城下，鱼死网破，决战在这里上演，成败在此一战。　　攻坚战的交战双方，将战争的
胜负会聚在一点之上，所有的力量都在这一点释放，拼尽全力只为这一战，所以这样的战例必然是最
为惨烈、最为悲壮的。　　所谓攻坚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从进攻一方来看，面前的这座堡垒横亘
在通往胜利的路上，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拿下；从守的_方来看，这座城池已经是本方的最后底线，此
地一丢，满盘皆输，特殊的战争局势势必让他们要在此地坚守到底。一方非拿下不可，一方必须坚守
底线，针尖对麦芒的作战心态必然会让战争进行得异常艰苦、异常惨烈，这也是攻坚战最大的魅力所
在。战争的威力在这里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钢与铁铸就的战争利器必将在这里发出最响亮的碰撞
。　　这就是攻坚战，战争中最为残酷的战争，历史上这榉惨烈的战争上演过很多次：明朝中期的北
京保卫战，瓦剌铁骑兵临北京城下，若京师沦陷，朱明江山必然陷入万劫不复；而攻下北京，瓦剌铁
骑定将一路南下，重振蒙古帝国的雄风，这样的局势，使攻坚战在战争中的战略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二战中最艰苦的攻坚战，苏联士兵进入这座城市后的生命长度不会超过24个小时
；凡尔登战役，被称为是“凡尔登绞肉机”，数以万汁的炮弹不停地落在这一狭小的地域，无数的生
命被战争吞噬，这里成为人类的噩梦。　　攻坚战在展现它残酷性的同时，也向我们诠释了战争的艺
术性，面对攻与守这一矛盾的话题，攻守双方都竭尽战争智慧，运用不同的战略战术，斗勇的同时更
要斗智；前秦与东晋的淝水之战，面对苻坚的百万大军，东晋的北府精兵没有与其死打硬拼，一个东
晋降将朱序就已经足够解决问题，正确的战术胜过了苻坚的百万雄兵。同样的例子还有曹操与孙刘联
盟之间的赤壁之战，一把大火，使曹操在余生里再没有动过南下的念头。　　攻坚战，以其宏大的战
争规模、火爆的战争场面、惨痛的战争损失止世人铭记，直面攻坚战，可以听到钢与铁激烈碰撞产生
的回响；回味攻坚战，可以感受到战争中蕴藏着的奇妙的战争艺术；反思攻坚战，可以看到战争给我
们带来的巨大影响。　　走进中外历史上的经典攻坚战战例，感受攻坚战中血与火的交融、钢与铁的
碰撞——身临其境，感受战争带给我们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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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临城下》

内容概要

《兵临城下:中外历史上的经典攻坚战》主要内容：战争的进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通往胜利的路上必
定会有敌军的堡垒横亘在面前，这时攻坚战发生了。城市、要塞、险滩、要道等都可能会是横亘在胜
利之路上的堡垒，要想取得胜利，必须从它们身上跨过去，否则就将功亏一篑。

Page 3



《兵临城下》

书籍目录

兵锋所向——利剑直指对手心脏软弱和愚蠢造就的耻辱——靖康之变自掘坟墓的“海上盟约”第一次
东京保卫战第二次东京保卫战文弱书生力挽狂澜——北京保卫战于谦其土木之变危难之际显身手北京
保卫战天国的覆灭——天京保卫战安庆保卫战湘军总攻天京合围内城鏖战“浪漫”屈服于“大炮”—
—德军攻陷巴黎几易攻略装甲集群长驱直入哭泣的凯旋门冬天的神话——莫斯科保卫战从“巴巴洛萨
”到“台风”上帝再次眷顾莫斯科希特勒很生气“喀秋莎”在怒吼日耳曼云端战鹰翱翔——苏军攻人
柏林雄兵压境突击，向柏林前进锋利的空中之剑柏林上空的激战险关要隘——通往胜利的必经之地六
年攻坚战，成就大元朝——襄樊之战择“襄”易攻略襄樊外围争夺战外援难挽败局提锋饮血败贼寇—
—台儿庄会战临危受命，李宗仁挂帅出征临沂序战，台儿庄大战的序曲台儿庄大战，血肉铸就国魂关
门战役——锦州之战孤立锦州困兽犹斗血战锦州月圆之夜开启的序幕——济南战役济南战役作战部署
总攻，在月圆之夜开始攻克商埠之战内城争夺战恐怖的“绞肉机”——凡尔登战役德法同时瞄上的地
方惨烈的拉锯战人间地狱水火交融——海滩大江边的鱼死网破胜负早已注定——淝水之战吓人的97万
北府精兵淝水对峙战争变成了赛跑天下三分的关键——赤壁之战北地局势联吴之计赤壁鏖兵日寇没落
的开始——中途岛海战战云笼罩中途岛情报的先手第一攻击波日航母损失惨重美日攻守易势火海拉锯
——瓜岛争夺战瓜岛争夺战东所罗门海战机场血战圣克鲁斯海空大战瓜岛海战收复瓜岛决定性的二十
四小时——诺曼底登陆长达两年的筹备登陆前奏激战滩头德军的反击孤注一掷——战争局势在这里转
向破釜沉舟逐秦“鹿”——巨鹿之战巨鹿守将诛梁困赵楚国内讧狭路相逢勇者胜楚汉争雄的拐点——
成皋之战狼烟未散纷争又起西楚霸王步步紧逼成皋争夺定乾坤深远的影响自由之战——葛底斯堡战役
战争中的人猝不及防的遭遇战地利决定了战争走向独立日前夜的决战用鲜血换回的胜利——斯大林格
勒战役贼心不死，希特勒再挑战端判断失误，苏军陷入灾难挥兵猛进，斯大林格勒危在旦夕千里驰援
，王牌师仗剑显身手苦战无功，保卢斯渐生怯战心理陈仓暗度，朱可夫全线大反攻进退失据，保卢斯
大难临头尘埃落定，法西斯再遭重创英雄问鼎——一战定天下大势霸王悲歌——垓下之战战略失策鸿
沟和议绝境求生陷入重围英雄末路毕其功于一役——汉漠北之战经济上的先手血战漠北牧笛代狼烟百
万雄师过大江——渡江战役依托大江苟延残喘针锋相对定攻略天堑变通途传奇之叹——滑铁卢之战东
山再起暗度陈仓不完美的利尼之战决战滑铁卢群雄逐鹿——称霸道路上的里程碑大雪满刀弓——定襄
之战突厥的兴盛定襄袭击战东突厥的灭亡天心终难测——高加米拉之战天意难违针锋相对高加米拉神
话战略家的辉煌——汉尼拔坎尼之战雷霆之子剑拔弩张坎尼大战“生命之路”的“火花”——列宁格
勒保卫战疯狂的“巴巴洛萨”计划苏联缺乏足够的警惕希特勒大兵压境兵临列宁格勒城下拉多加湖的
“生命之路”“火花”战役复仇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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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临城下》

章节摘录

　　危难之际显身手　　土木之败，消息传来，满朝震惊。当时京城只有弱兵数万，形势危急。一些
官员主张迁都南逃，主持兵部事务的侍郎于谦以“京师为天子之根本，一动则大势去矣”为由，拒绝
迁都，并献策召天下勤王兵，誓守京城。皇太后、监国邸王朱祁钰和大多数大臣支持于谦的主张，遂
定战守，调兵备战。　　八月二十一日，朝廷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全权指挥军民守卫都城。　　按
照明朝的体制，兵部尚书是不能直接指挥军队的。为此，朝廷授予于谦“提督各营军马”的重任，命
在京的各营将领皆接受其节制。将士凡有违抗军令者，于谦有先斩后奏之权。于是，于谦担负起了全
权指挥北京保卫战的重任。为了守卫京师，他的主要作为有：　　第一，着重整顿、充实京军。京军
的主力在土木堡之战中覆没后，京城只剩下部分守城部队。为了迎接战斗，于谦重组京军。他急调两
京、河南的备操军，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的大军，以及浙江兵来到北京，使京城兵力
由数万人迅速增加到二十二万多人，形成了兵力数量上对于瓦剌军队的优势。并派监察御史白圭等15
名重要官员，前往京畿、山东、山西、河南等地招募兵员，进行应急训练，以备补充。　　第二，拥
立代宗朱祁钰。明英宗被俘，也先手里有了要挟明朝的资本，只要另立新君，也先就不能再以英宗来
影响战争的走势。　　在于谦和大臣的坚持之下，朱祁钰勉为其难，这便是明代宗。　　第三，除王
振余党。宦官王振可以说是导致土木之变的直接责任人。正是他不顾众议，策动英宗亲征。　　有明
一朝，宦官专权始于王振。据说，明初朱元璋曾于宫内立铁牌，禁宦官干政。建文帝控制宦官也很严
。正因为如此，在靖难之役中多有内宦逃至朱棣军中，密告朝中虚实。朱棣登基后，宦官的地位得到
了提升，不再只任内廷打扫事务。王振本来是个读书人，于永乐朝入宫。因为他具有一定的文化功底
，很快就崭露头角，后来掌司礼监，成为“内相”。英宗对他很是尊重，不呼其名而称之为“先生”
，对他言听计从。因此，朝中许多人都投靠到他的门下。　　土木战败、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入北京后
，众官群情激愤，请族诛王振。此时王振的余党锦衣卫指挥使马顺上前叱骂驱逐朝臣。大家对马顺平
日里倚仗王振而狐假虎威的作为早已看不顺眼，现在见他仍旧气焰嚣张，丧师辱国的怨气统统指向了
马顺。群臣义愤冲天，不顾大臣的体面，一拥而上，拳打脚踢，竟然在左顺门将马顺活活打死。随后
，众人又将王振余党宦官毛贵、王长随从内宫中要出，乱拳打死，悬尸于东安门外示众。监国的朱祁
钰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惊慌失措，想要退走。这时于谦上前拦住朱祁钰，请求他宣布马顺等人论罪
当死，参与殴杀的众大臣无罪。情势这才稳定下来。大家退出左顺门时，吏部尚书王直用力握住于谦
的手，感叹地说：“国家正要靠先生您了。今天的情势，即使有一百个王直也处理不好。”正是在国
难当头之际，于谦挺身而出，以社稷安危为己任，为百官所倚重。　　第四，在粮食储备和运输方面
，当时，供应北京的粮食有数百万石储备在东郊的通州，可供京师军民一年的食用。由于按照常理短
期内无法将其运到北京，有人担心被瓦剌利用，主张将这些粮食烧毁。于谦不同意。他认为，这些粮
食是宝贵的财富，是京城保卫战的重要物质基础。如果没有粮食，军队就会不战自溃。因此，他采用
了一切措施运粮。除官府征用的500辆大车昼夜运粮外，还动员百姓及官兵的家属、亲友自备车辆前往
通州运粮。并提出，对运到北京20石以上粮食的人，除运费外，另发白银一两，以资鼓励。重赏之下
有勇夫，在于谦的督促下，运粮队伍川流不息，昼夜往返。不几天工夫，就把通州的几百万石粮食运
进京城并储备起来，从而使军心大振，也稳定了民心。在此基础上，于谦还下令，官兵皆预支半年禄
饷，众人皆欢呼雀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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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临城下》

精彩短评

1、装帧很精美，内容一般吧，就是基本的一些故事，如果想深入了解一些战斗战役，这本书就不建
议买了。给青少年看看还行。
2、儿子简直是爱不释手，天天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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