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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未进过军事学校。
也不是行伍出身的毛泽东，却在血与火的战争实践中，率领数量和装备均劣于敌人的人民军队，出奇
制胜，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同时代许多军事家佩服的战争奇迹。
毛泽东所创造的战争奇迹，得益于集中兵力战法。
毛泽东运用这一战法，指挥人民军队在总体上的劣势、局部上的优势中不断取得胜利，建立和巩固了
新中国。
    本书解析了毛泽东集中兵力的战法，系统论述了这一战法的历史渊源及发展过程，并就这一战法对
现代战争的指导，以及对当代商战和人生的启示作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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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宇，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军事思想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大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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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著作主要涉及红军长征、解放战争、兵法研究、将帅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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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兵坛决胜诀窍第一章　毛泽东集兵战法历史溯源　一、孙武和克劳塞维茨的集中兵力思想　　
（一）孙武的集中兵力思想　　（二）克劳塞维茨的集中兵力思想　二、中国近代团体组织的集散性
　　（一）太平军集中兵力的得与失　　（二）典型的分散性是义和团的致命弱点　三、无产阶级领
袖及政党的集中兵力思想　　（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集中兵力思想　　（二）工人
数量少却相对集中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重要条件第二章　井冈沃土中萌芽　一、红军初期集中兵力作
战的斗争实践　　（一）多次武装起义暴动的挫折，使红军开始认识到集中兵力的重要性　　（二）
毛泽东集中兵力思想在井冈山艰苦频繁的战斗生活中萌芽　二、红军初期集中兵力战法的理论概括　
　（一）毛泽东对集中兵力战法的最早理论概括　　（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对
集中兵力战法的理论贡献第三章　在反“围剿"和长征前后逐步形成　一、毛泽东集兵战法在反“围剿
”斗争中开始形成　　（一）龙冈战斗：毛泽东运用集中兵力战法的“得意之笔”　　（二）在运动
中集中兵力，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　　（三）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从反面说明了毛泽东集
中兵力战法的正确　二、长征胜利会师陕北，红军兵力大集中大检阅　　（一）遵义会议充分肯定了
毛泽东集中兵力作战思想，批判了“六路分兵”　　（二）四渡赤水，毛泽东率红军集兵北上，反对
张国焘分兵南下　　（三）数路红军大会战，革命大本营奠基西北　三、毛泽东集中兵力军事理论体
系的逐步形成　　（一）毛泽东首次系统论述集中兵力　　（二）从生理机制看指挥员为什么会被“
复杂的环境所迷惑”　　（三）指挥员怎样才能具有“战略头脑”，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　　（四）
该放弃时就要舍得放弃第四章　经历抗日战争磨砺基本成熟　一、抗战初期的分散兵力游击与集中兵
力作战　　（一）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　　（二）集中大力，打敌小部，仍然是游击战场作
战原则之一　　（三）兵力集中与分散的辩证统一关系　二、《论持久战》中的分散兵力作游击战指
导思想　　（一）为什么正规军要分散打游击战?　　（二）“换”和“积”是分散兵力作游击战的精
髓　　（三）分散兵力作游击战在抗战中的基本特点　　（四）把分兵作战上升到战略高度是中外战
史上的首创　三、抗战中、后期的集中兵力作战　　（一）战略相持阶段的中小型规模集中兵力作战
　　（二）百团大战：八路军在抗战中集中兵力作战的经典　　（三）集中大兵团进行战役决战第五
章　在解放战争中锤炼得炉火纯青　一、组成超地方性正规兵团，迅速完成战略转变　　（一）“向
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　　（二）集中优势兵力，反击国民党军进犯解放区　二、集中优势
兵力理论在战略防御作战中趋于完善　　（一）中原解放军以旅为单位的分路胜利突围　　（二）首
次提出合理优势兵力对比，最好是四比一，至少是三比一　　（三）总结推广集中兵力作战的成功经
验　　（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一文，专题论述集中兵力战法　三、在战略进攻中，
集中优势兵力打大歼灭战　　（一）以我集中打破敌所谓集中，粉碎敌全面进攻　　（二）在粉碎国
民党军重点进攻中，积累总结了集中兵力作战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教训　　（三）战术上亦须集中兵
力，以及打大歼灭战所必需的集中兵力条件　　（四）集中兵力战法在战略进攻中大显神通　　（五
）集中优势兵力，作为十大军事原则的核心被确定下来　四、全国规模的集中优势兵力战略决战　　
（一）规定歼敌数量，加速兵力对比的早日反变　　（二）辽沈战役的胜利，使国共双方兵力对比发
生了根本性变化　　（三）隐蔽战役企图下的空前规模大兵团集中，进行割歼决战．　　（四）保持
强大预备队，进行渡江作战和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追击第六章　新中国建立后在多领域的丰富和完
善　一、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方针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
毛泽东强调指出：不要四面出击　　（二）集中力量，择敌重击　　（三）集中兵力作战理论在政治
斗争中成功运用的经验　二、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集中优势兵力作战　　（一）战略反攻阶段　　（二
）战略防御阶段　三、从“汪洋大海”走向精兵之路　　（一）兵贵精不贵多，经常适时“消肿”　
　（二）走精兵之路，聚力于富国强兵　四、集中全国力量搞“两弹一星”　　（一）选准突破口，
临高势险——从世界顶尖级高科技武器人手，研制其威慑力能迅速扬国威、军威的战略武器　　（二
）打蛇打“七寸”，突破一点——敌人怕什么，我们就研制什么　　（三）全国一盘棋，握紧拳头—
—集中优势兵力于军事科技攻关　　（四）三步并两步，目标集中——实行逐个打歼灭战的跨越式发
展战略，是缩短与先进国家差距的捷径第七章　现代战争中集兵战法宝刀不老　一、集中兵力内含的
扩展与形式的变化　　（一）集中优势兵力内含的扩展　　（二）集中优势兵力形式的变化　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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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局部战争中的集中兵力战法考察　　（一）继，“二战”之后，常规武器条件下的集中兵力战法以
中东战争较为典型　　（二）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中的集中兵力战法　三、探索未来战争的集中兵
力新战法　　（一）兵员、兵器数量作为战争物质基础，任何时候都必不可少　　（二）现代战争中
仍必须坚持集中优势兵力原则　　（三）精确制导武器、核武器条件下的分散兵力游击作战　　（四
）当代网络信息化战争中集中兵力的新趋势　　（五）信息化战争中的集中效能将取代集中兵力　　
（六）一体化联合作战——现代战争中各军兵种的兵力大集中　　（七）“不对称作战”中的集中兵
力第八章　毛泽东集兵战法——指导现代商战和人生的法宝　一、用集中兵力战法指导现代商战　　
（一）集中占用、使用资源，把有限资源用在刀刃上，“拥兵”才能自重　　（二）集中兵力，确保
领先的产品技术，是营销战术思想的高度概括和体现　　（三）保持快速的反应能力　　（四）团队
协作，集群进攻　　（五）多样化经营战略中的集中兵力　二、集中兵力战法对人生的启示　　（一
）人生时光有限、精力有限和社会竞争的激烈性，要求人们，若要成就一番事业，都必须将时间、精
力和优势全部集中　　（二）目标确定后，就要全力以赴　　（三）登山何必背着船，要善于放弃，
自我克制　　（四）坚持专注于一件事，做亮一点，建立自己的“革命根据地”　　（五）优势中要
有忧患意识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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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毛泽东集兵战：去历史溯源集中兵力这一战争指导规律，早在春秋末期，就被我国著名军事家
孙武所提出。
一百多年后，在古希腊战争中，埃帕米农达斯统帅也提出了集中兵力的战法。
此后的军事家们，根据新的战争经验，一再阐述并丰富着前人的集中兵力思想。
战国时期的《孙膑兵法》、《吴起兵法》、《六韬》等军事著作，对集中兵力战法都作出了重要的理
论贡献。
吴起是“五瓣莲花抄尾阵”的创始人，其集兵战法是：“如是佯北，安行疾斗。
一结其前，一绝其后，两军衔枚，或左或右，而袭其处。
五军交至，必有其利。
此击强之道也。
” 《六韬?兵道第十六》明确指出，“凡兵之道，莫过于一”，“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提出
了集中兵力于决胜地点和决战时机的时空观点。
宋代阮逸，提出了“兵有分有聚，各贵适宜”的重要观点，是第一个将兵力的集中与分散相提并论并
且明确表述的军事理论家。
在近代国外军事史上，拿破仑和毛奇曾创立了各自不同的集兵战法形式；瑞士军事理论家约米尼和德
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等都对战争中集中兵力的经验作了总结。
约米尼说：“假如我们手中有100个团的兵力，与敌人的同等数量兵力对抗，那么我们就可以凭着机动
和主动，把80个团集中在决定点上，而把其余的20个团用来监视整个战线。
这样，胜负之数，就已经成为定局。
”马克思、恩格斯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集中兵力理论更是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集散性无论是对军事团体，还是对会党组织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太平军集中兵力有得有失，而义和团的致命弱点正在于它典型的分散性；组织松散的同盟会时刻面临
着倾覆的危险，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正是基于旧中国工人阶级数量少却相对集中的客观事实。
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战法，即是渊源于以上各个历史阶段中有关集散性的历史经验。
但是，我们并不能十分明确地说，究竟哪一种思想对毛泽东集中兵力战法的形成起了多大作用，在哪
一方面起了作用。
对此，本书不敢具体印证出其历史的出处，只能在综合考察后说，历史人物和事件对毛泽东集中兵力
战法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曾起过主要作用。
概略地说来应该是，中国的大于外国的，近现代的大于古代的。
因此，在本章中也就只能将这些主要历史人物的集中兵力思想和历史事件中的集散特点尽量原盘托出
。
一、孙武和克劳塞维茨的集中兵力思想古今中外军事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伟大的军事家和军事名著
，其中最负盛名的是中国古代的孙武和法国近代的克劳塞维茨，他们的军事理论巨著，当推《孙子兵
法》和《战争论》。
这两部兵书较好地反映了两个不同时代战争实践的理论研究成就；反映了集中优势兵力的思想。
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不同的国度；无论是在封建社会的初期及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历史时代，
从它一产生就受到了军事家们的青睐和推崇，创造出了无数以集中兵力取胜的经典战例。
（一）孙武的集中兵力思想中国不仅以“四大发明”闻名于世，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产生军事理论的
国家。
备受中外推崇的春秋末期齐国人孙武所著《孙子兵法》十三篇，便被尊为兵经，号称兵学之鼻祖，享
誉两千多年。
三国著名军事家曹操曾亲自作注，并称赞说： “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
”唐太宗李世民说：“观诸兵书，无出孙武。
”在国外，早就有《孙子兵法》日、英、法、德、俄等文译本流传于世，影响颇大。
集中兵力思想在《孙子兵法》中有许多经典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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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兵书可说是集中优势兵力思想理论的渊源。
历代军事家将此理论直接运用于战争，或由此生发开去，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名垂汗青。
在这本书里，孙武大致对集中兵力思想作了如下几个方面的阐述：1.“以镒称铢”的思想。
孙武认为，敌对双方军事实力的对比，是作战胜负的基础。
“胜兵先胜而后求战”，作为指挥员，战前就要细心谋略兵力对比，其用兵之法：一是“度”，二是
“量”，三是“数”，四是“称”，五是“胜”。
根据作战地形的险易、广狭、死生等情况，作出利用地形的判断；根据对作战场地容量的大小，估计
双方可能投入的兵力的数量，进行兵力对比衡量；根据双方兵力的对比，就可判断作战的胜负。
所以，胜利的军队对失败的军队来说，就好比处于以镒称铢的绝对优势地位；失败的军队对胜利的军
队来说，就好比处于以铢称镒的绝对劣势的地位。
这里所说的“镒”、“铢”都是古代的重量单位，镒比铢重576倍。
孙武在这里是用镒铢相称来比喻两军实力的悬殊之大。
他的这一作战指导思想，强调的即是以自己的实力作基础，先造成力量上的绝对优势，“先胜而后求
战”，以达成“胜兵者以镒称铢”和“败兵者以铢称镒”的有利态势，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寻
机战胜敌人。
集中兵力的目的在于“任势”。
孙武是非常重视“任势”的。
他解释“势”说：“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并形象比喻说，湍急的流水以飞快的速度奔泻，以至能把石块漂移，这就是水势大的缘故。
而拥有绝对优势的军队，就像从八千尺的高处决开溪中积水一样，其势猛不可挡，使敌措手不及，无
招架之力。
孙武的“以镒称铢”集中优势兵力思想，是他“胜兵先胜而后求战”思想的集中体现。
作为善于用兵的将帅，欲“胜兵”就必须“先胜”谋略，合理调配自己的军队，以求“以镒称铢”之
险势，达到以石击卵的效果。
这一稳妥又积极的军事谋略思想，历来被军事家所重视。
孙武的后世子孙孙膑，通晓孙子兵法，曾建立了自成体系的军事理论，发扬光大了孙武的“以镒称铢
”思想，辅助齐国富国强兵，卓有成效。
“孙膑赛马”即是他集中优势兵力思想的典型事例。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忌数与齐诸公子驰逐重射。
孙子见其马足不甚相远，马有上、中、下辈，于是孙子谓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胜。
’田忌信然之，与王及诸公子逐射千金。
及临之，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
’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千金。
”从而把全局上的劣势，以“先胜”的谋略“任势”，造成了两个局部的优势和一个局部的劣势，以
二比一获胜。
2.“我专而敌分”的思想。
孙武在强调自己兵力集中的同时，又特别指出：集中兵力的战法，是包含“我专而敌分”两个方面。
“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
”要善于在战场上欺骗敌人，诱使其暴露企图，而自己不露形迹，使敌人捉摸不定。
自己兵力集中于一处，敌人兵力分散于十处，这样，就能以十倍于敌的兵力打击敌人，造成我众而敌
寡的有利势态，以利“以众击寡”。
因此，我方兵力的集中和迫使敌方兵力的分散，在集中兵力战法中意义是同一的，是同一个问题的两
个方面，都不容忽视。
孙武还详细论述了迫使敌人分散的方法。
其主要思想是：使敌人不知道我进攻的方向。
不知道，它就要处处防备，敌人防备的地方越多，兵力就越分散。
这样，我所直接攻击的敌人就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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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敌处处防备，就处处兵力薄弱。
兵力所以少，是由于处处防备的结果；兵力所以多，是由于迫使敌人分兵防我的结果。
因此，敌人兵力虽多，也可以使其兵力分散而无法用全部力量与我交战。
“所谓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持，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聚，
兵合而不齐。
”如此也就达到了我之集中的目的。
孙膑充实和丰富了孙武的这一思想，他在同齐威王、田忌的问对中，明确提到寡可以胜众、弱可以胜
强的地方不下十处之多。
其中主要的胜敌方法就是“我专而敌分”。
他说：“营而离之（迷惑和分散敌人），我并卒而击之（厚集兵力以打击敌人），毋令敌知之。
然而不离（敌人不分散兵力时），按而止（我方就按兵不动）。
”并指出：“能分人之兵，能按人之兵”，则兵力虽如锱铢（古衡名，6铢为1锱，24铢为1两）之少，
也显得有余；如果“不能分人之兵，不能按人之兵，则数倍而不足。
”把分散敌人兵力提高到了和己方集中兵力同样重要的地位。
由此，孙膑运用“我专而敌分”的作战思想，曾创造出了著名的“围魏救赵”的战例。
《三十六计》为此注文：“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
”讲得即是打集中的强敌，不如把它调动分散以后再打；先兵出击，不如后发制人的道理。
孙武的“我专而敌分”谋略思想，导演出了不知多少如“围魏救赵”式的光辉战例。
他用简洁、鲜明的语言，指明了战争指导者集中用兵与分散用兵之间的关系，揭示了指导战争的普遍
规律。
孙武的这一论断，堪称是《孙子兵法》中的精华，是集中兵力战法中的经典表述。
3.“分合为变”的思想。
孙武指出：作战时的兵力集中或分散，应根据情况变化而变化，要权衡形势，相机而动，战场上没有
一成不变的常胜战法。
分散与集中是相对的，局部的分散往往是为了全局的集中，二者相辅相成。
特别是当战局发展到必然会有所损失时，就要舍得局部的损失以分兵，而换取全局上集中优势兵力的
胜利。
“分合为变”的思想，是以双方力量对比为前提的。
孙武说：“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
。
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意思是说，用兵的方法，有十倍于敌的绝对优势兵力，就要四面包围，迫敌屈服；有五倍于敌的优
势兵力，就要进攻敌人；有一倍于敌人的兵力，就要设法分散敌人；同敌人兵力相等，就要善于设法
战胜敌人；比敌人兵力少，就要善于摆脱敌人；各方面条件均不如敌人，就要设法避免与敌交战。
弱小的军队如果只知坚守硬拼，就会成为强大敌人的俘虏。
即该“分”就“分”，该“合”就“合”，一切视敌对双方力量的对比而定。
孙武在这里给予集中兵力战法以量的规定性，最早提出了集中兵力理论在量上的概念，使其定量粗具
雏形。
孙武在强调兵力数量的同时，又告诫：“兵非益多。
”打仗不在于兵力愈多愈好，只要不轻敌冒进，并能集中兵力，判明敌情，就能战胜敌人。
他的这个朴素辩证思想，在当时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除此之外，孙武集中兵力的思想，已带有不唯数量，更重质量的含义。
虽无明确表达，但这层意思是很明白的。
他在五种情况可预知胜利的条件中说：“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
”即是说，善于根据敌对双方兵力对比的众寡情况而正确部署兵力，才会取得胜利。
还有挑选勇敢善战士卒组成精锐部队的“选锋”思想等，都说明孙武所说的集中优势兵力，绝不是乌
合之众，他是深晓“武士不选，则众不强”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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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力的集中与分散是视其质与量而定的，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他的“分合为变”思想。
如前所述，继孙膑赛马之后的桂陵之战中，孙膑就曾再次巧用分合之术，正确部署兵力，为战役的胜
利创造了条件。
桂陵之战的大致经过是：孙膑妙施“围魏救赵”之计后，魏军分左、中、右三路回救本土。
其中的左军力量最强，中军次之，右军最弱。
齐军主将田忌原准备以赛马之法，将自己的军队按战斗力强弱分为上、中、下三等，以自己力量最弱
的下军击敌最强的左军，依次再以上击其中，以中击其右。
孙膑却不这样想，他认为，这次作战不是争个两胜一负，而是要大量消灭敌人。
他经过阵图演算，采取用自己的下军敌最强的左军，以自己的中军对敌中军。
这两军要依托有利地形，尽量缠着敌军，拖延时间，作钳制活动，不搞死打硬拼。
与此同时，孙膑令自己力量最强的上军采取速战速决的办法，击敌最弱的右军，得手后再与中军协力
，合击敌中军。
两军齐胜后，再与下军协力，共击敌之最强的左军。
这样，每一局部在作战时的力量对比上都形成了绝对优势。
这一“分合为变”，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打法，可以说是形成我们现代战争中集中兵力打歼灭战这
一军事原则的战术基础。
“分合为变”的关键在于指挥员要审时度势，把握战场全局，根据敌情我情，决定什么时候“分”，
什么时候“合”。
孙武曰：“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战事者也。
”因此，古人认为，胜负有数，多算者胜，少算者败。
所谓采取“损阴以益阳”的方法，就是学会在力量对比中算账，但不能只简单地像赛马场上以胜负的
场次来对比，而要像桂陵之战用兵一样，善于用少数兵力作钳制，从全局的劣势中，以绝对优势兵力
争得每一个局部的优势。
否则，如果指挥员不能把握住“分合为重”的关键，必然导致军队的失败。
孙武把失败分为六种情况，其中两种就是因将帅用兵失误造成的。
“夫势均，以一击十，日走⋯⋯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日北。
凡此六者，败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为此，孙武提出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至理名言，从而知兵力的分与合，在作战中达到“以十
攻其一”、“以众击寡”的目的。
《孙子兵法》在古今中外军事史上曾影响了几代伟人。
拿破仑在战场上曾披阅过《孙子兵法》；威廉二世在失败后看到《孙子兵法》，曾感慨晚见20年；日
本人尊称为“世界古代第一兵书”；美国人说：“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英
国人凯斯莱提出：“所有军事学院都要组织学习《孙子兵法》”等等。
可见其影响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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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清楚地记得，当我还是个四年级的小学生时，就惊叹于毛泽东集中兵力战法的神奇。
时值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期，《毛主席语录》是学校的基本教材。
而我读中学时的重要课程，是通读《毛泽东著作选读》和《毛泽东选集》四卷。
我在阅读中，对毛泽东总结红军作战经验时所说的“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这
一招”，印象特别深刻。
在老师的讲解和个人囫囵吞枣的过程中，我朦朦胧胧感到了“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战法对人民军
队打胜仗特别管用。
那时学习毛泽东著作，学校要求达到倒背如流的程度，这也使后来选择了以研究毛泽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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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毛泽东集中兵力战法》毛泽东用兵，千古奇绝，许多战法被兵家尊崇为经典，而集中兵力则是毛泽
东用兵的一大法宝。
岁月苍桑，集中兵力战法历经实战检验，被应用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成为人们解决问题、追求卓
越的重要手段。
一个人不需要也不可能在每一个[战场]上都通赢，只须集中[兵力]在特殊的[关键领域]，运用已有筹码
，整合新的资源与效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化解劣势，突出放大优势，全力以赴，就能不断地积小胜
为大胜，一路上凯歌高奏。
[四渡赤水]、[三大战役]⋯⋯当人们惊叹于毛泽东指挥打仗具有神来之笔时，可能不知道，这得益于
集中兵力战法。
这个战法，不仅使毛泽东指挥人民军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终于赢得中国革命胜利，而且帮助他在
建立新中国后制定了一系列正确决策。
这一战法，对于现代商战和人生设计，也有深刻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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