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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计　　瞒天过海

　　　　瞒天过海，《三十六计》“胜战计”之一。原文是：“备周则意

怠，常见则不疑。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太阳、太阴。”大意

是：防备得极周全，更容易麻痹大意；习以为常的事，常常会失

去警戒。秘密常常潜藏在公开的事物里，而不在极隐蔽的地方。公

开暴露到极端，就成为最隐秘的潜藏了。其谋略在于示假隐真。在

军事上的运用主要是指人为地造成敌人的错觉，乘机完成预定的

任务。

　　　　历史上，使用瞒天过海之计而战胜敌人的例子很多。

　　　　三国时，孔融被敌军包围，处境危急。太史慈的母亲对太史

慈说：“你与孔融没见过面，可是在你不在家乡的时候，他把我照

顾得无微不至，十分殷勤，现在他有难，你应该去帮助他。”太史

慈听了母亲的话，随即步行到孔融府中，请求孔融让他带兵杀敌。

孔融不听，想等待外面的援兵来解救，可是一直没有人来，孔融

想去求助于刘备，但城里人已无法出去。太史慈主动请缨。孔融

说：“现在敌军包围得很严密，大家都出不去，你的决心虽然很大，

恐怕也难以成功。”太史慈说：“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你善待

我的母亲，现在我应该为你赴汤蹈火，请不要阻拦我。”孔融只好

同意他的请求。

　　　　太史慈收拾好行装，一切准备就绪，便趁着黎明，拿弓上马，

快速打开城门冲了出去。太史慈骑着马来到城下的壕沟内，插好

所拿的两个靶子，然后走出壕沟射靶，射完后，径直又进入城门。

第二天早晨又这样，敌兵有的站起，有的趴卧着。太史慈又插好



靶，射完后又入城去了。第三天早晨又一如既往，包围的敌人习

以为常，就没有理他。太史慈于是快马加鞭直向包围圈冲去。等

到敌兵醒悟过来，太史慈已冲出包围，回头又射死好几人，都是

应弦而倒。敌兵害怕了，不再追赶。

　　　　太史慈终于见到刘备，对他说：“目前孔融有难，他又一向敬

慕您的仁义，一直想依附于您，只有您才能解救他，今天他派我

冒白刃，突重围，从万死之中冲杀出来，请您发救兵吧！”刘备一

听，心中分外激动，说：“孔融知道这世上还有刘备啊，我必须救

他。”当即提调精兵三千，跟随太史慈去救孔融。敌军听说救兵来

到，赶紧撤掉包围逃走。

　　　　隋文帝夺了帝位后，欲平定江南，遍访可受重任者。高颖向

隋文帝推荐贺若弼，认为他是文武全才。于是隋文帝拜贺若弼为

吴州总管，委任平陈事宜。贺若弼献上平陈七策：一是在广陵屯

兵一万，轮番代换。开始陈国见广陵设兵，加强戒备，后习以为

常，至大军伐陈时，仍不怀疑。二是常派兵沿长江围猎，人马喧

噪，所以当大军临江，陈国还以为隋兵又在围猎呢。三是用老马

换取陈国的许多船只藏起来，还买破船五六十艘放于沟渠中。陈

国侦探还以为隋国内无船，无法派大军渡江。四是在扬子津种许

多芦苇和荻，用以掩盖船只，到大军将渡长江时，船只可从沟渠

中立即驶到长江。五是把战船涂成黄色，与枯萎的荻颜色相同，使

陈兵不致于事先察觉。六是先攻取京口粮仓，再以迅雷不及掩耳

之势夺取白土冈，置兵于死地，故可一战而胜。七是兵以义举，救

陈国百姓于水火之中，由皇上颁发敕令，大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

并对此加强宣传，以赢得陈国民心。文帝览后非常满意，令贺若

弼按此作平陈准备。

　　　　陈国自从陈霸先称帝定都建康（即今南京市）以来，传至第

五代陈叔宝，即陈后主，他荒淫无度，不理朝政，给了隋朝以可

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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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５８９年，隋朝大将贺若弼和韩擒虎分兵两路进攻建康。贺

若弼军在长江下游江边驻扎。他曾多次组织沿江部队调防，并且

每一次调防的时候，在历阳（今安徽和县）集中，大肆张扬，命

令三军集合，广列旗帜，遍张帐幕，以迷惑陈军。陈军起初认为

贺若弼这样行动，必定会大举进攻，便立即集结部队，准备迎战。

可他们忙碌了好一阵之后，发现隋军只是调防而已，并不打算出

击，便立即撤回已集结起来的迎战部队。

　　　　贺若弼屡屡调防，如此三番五次，不露一点进攻的迹象。陈

军看到敌军只打雷不下雨，习惯了，就渐渐松懈下来，不再提防。

　　　　贺若弼见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乘机指挥大军突然渡江南攻，蒙

在鼓里的陈军猝不及防，被隋军一举攻取了南徐州一带（今江苏

省镇江市周围）。紧接着贺若弼从京口进攻，与从采石矶进攻的韩

擒虎所部会师建康。

　　　　陈后主和贵妃张丽华躲在景阳殿后的枯井里，双双被俘，陈

国便灭亡了。

　　　　巧借美机　　毛泽东抢调将帅

　　　　１９４５年８月，东亚战局急转直下。美军直逼日本本土，并用

原子弹轰炸了日本广岛和长崎。与此同时，苏蒙也大举出兵中国

东北，几天之内便收拾了不可一世的关东军。日本政府８月１４日

宣布投降。

　　　　对于已同日本帝国主义持续苦战了１４年的中国军民来说，胜

利来得如此之快实在有些出乎意料。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此

时都发现自己尚未作好迎接这一历史突变的充分准备。

　　　　国民党的主力，这时正集结于黔桂湘山区，其余的国民党军

队散布在从华南到西北漫长的战线上。



　　　　在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至１９４５年

春夏，分别向日伪据点发动了一系列攻势，但规模有限。１９４５年

６月“七大”结束，到延安参加会议的各解放军的党、政、军主要

领导人，许多还没有来得及返回前线。

　　　　日本宣布投降，华北和华东的广大沦陷区，便面临着由谁受

降由谁占领的问题。东北地区也面临着苏联红军撤走后由谁接管

的问题。显然，这对战后国共两党力量消长、对中国的前途和命

运，具有至关紧要的战略意义。

　　　　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美国却站在蒋介石一边，它调集美国

在华空军的所有可供使用的运输机，帮助蒋介石向南京、上海、汉

口、北平等中心城市抢运国民党军。宣布投降了的日军，也与蒋

军“心有灵犀一点通”。在美、日、蒋三方的积极配合下，蒋介石

几乎把大江南北的所有大中城市都抢到了手。

　　　　面对蒋介石咄咄逼人的架势，毛泽东早就思量着如何以最快

的方式，把滞留在延安的各路将领送回前线。这位手中几乎没有

任何现代交通工具的共产党决策人，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以非

凡的胆略和智慧，决定将这一事关全局的重任，借助于美军驻延

安观察组之手去实现。他派一直负责同英国军方打交道的第十八

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出面办理此事。

　　　　叶剑英来到美军观察组驻地，向美方人员致以抗战胜利的热

烈祝贺之后，顺便以轻松自如的语气提出，想“借”一架飞机，送

一批“干部”去太行山麓的第十八集团军前方总部，参加对日寇

的最后一战。至于这些“干部”的姓名、职务，则略而未谈，美

方人员也没有打听他们姓甚名谁。

　　　　早在１９４４年底，第十八集团军太行军区司令部便在晋东南的

黎城县修了一个简易机场，用来接待前来搜集抗战情报的美军观

察组人员，转运被中共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救护的美国空军人员。美

国飞机曾多次往返于此地与延安之间。因此，美军观察组把叶剑



英的这个提议，当作是对长期愉快合作的一点小小回报，毫不犹

豫地答应了。他们甚至不认为还需要再请示一下更了解此时美国

政府政策的上级部门。他们不知不觉地中了毛泽东的瞒天过海之

计。

　　　　８月２５日清晨，刚刚接到搭乘飞机赶赴前线的通知的２０位

“干部”，匆匆赶到延安东关机场。这２０人的姓名是：邓小平、林

彪、刘伯承、陈毅、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萧劲光、杨得志、邓

华、李天佑、江华、聂鹤亭、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

宋时轮、傅秋涛、邓克明。任何人看到这个名单都会大吃一惊：这

些人不是普通的“干部”，而是当时中共各大战略区的主帅和一批

最善战的高级将领！而美军飞行员却蒙在鼓里。

　　　　这些将帅们当时都奉命对此事严格保密，谁也不许带随员和

家属。毛泽东非常关心这次飞行的安全，派叶剑英和中央军委秘

书长杨尚昆到机场检查并组织登机，要求每个乘机者都带降落伞。

还有一些中共领导人前来送行。朱德的秘书黄华看清要共乘一架

美军飞机的是哪些人后，不禁也大吃一惊。他担心飞机万一出现

险情，这些不懂英语的将帅听不懂美军飞行员的话，将非常危险，

便要求随行担任翻译，得到杨尚昆的批准。于是黄华也加入到这

批冒险者的行列。

　　　　９时许，飞机从跑道上腾空而起，把送行者和乘客们的心一起

带上变幻莫测的万里云空。这批将帅大多数生平第一次坐飞机。那

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感觉，震耳欲聋的引擎轰鸣，以及肩负

的责任，都令他们神色凝重，心情紧张。延安统帅部里同样充满

着紧张和担忧。谁都知道，万一这架飞机在飞越日军封锁线时被

击落，或因其它什么原因而失事，对中共来说意味着什么。叶剑

英更是坐立不安，口中念念有词：“愿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别让

这架飞机出事，那上边都是我党我军的精华啊！”当飞机平安到达

目的地的电讯传到延安后，叶剑英心中的石头才算落了地。飞机



在黎城县着陆后，诸将帅稍事休息，便分别赶赴各自预定的战区。

就这样，美军飞行员一次“漫不经心”的飞行，仅用几个小时，便

使中共完成了本来需要艰难跋涉两个月左右才能完成的战略性输

送任务。

　　　　隐身虎口　　熊向晖智夺军情

　　　　熊向晖出身湖北一官宦人家，１９３６年考入清华大学，同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７年冬，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参加湖南青年

战地服务团到胡宗南部“服务”，熊以其气质和谈吐不俗为胡宗南

所赏识，任为随从副官和机要秘书，从此开始地下生涯。熊一直

与地下党和周恩来保持着联系，胡宗南几十万大军的动向就都在

中共方面的掌握之中。这是中共情报工作最成功、最模范的事例。

也是“瞒天过海”之计的最好的范例。

　　　　胡宗南是在武汉接见服务团人员时“慧眼”识英雄的。

　　　　接见在一个大会客室进行。服务团人员按名单顺序坐好，胡

宗南手执名册依次点名，不论男女都称“先生”。按事前规定的军

礼，被点名的人都得站起来，说声“有”。当念到熊向晖的名字时，

熊向晖故意违例，坐而不立，只举起右手，说声：“我就是。”

　　　　胡宗南有些生气，瞧了熊向晖一眼，问道：

　　　　“熊先生为什么到本军来？”

　　　　熊向晖以宏亮的声音回答：“为了参加革命！”

　　　　胡宗南微微一怔，再问：“熊先生来本军是为参加革命？”

　　　　熊向晖伶牙俐齿地答道：“孙中山遗嘱第一句就是‘余致力国

民革命凡四十年’，贵军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

加革命。”

　　　　胡宗南似笑非笑地说：“那么，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算什么？”



　　　　熊向晖答：“积极抗日的是真革命，消极抗日的是假革命，不

愿抗日的是不革命，反对抗日的是反革命。”

　　　　话音刚落，胡宗南紧接着问：“对反革命怎么办？”

　　　　熊向晖脱口而出：“杀！”

　　　　胡宗南双目炯炯有神，盯着熊向晖看了好几秒钟，又在他的

名字下划了四个圈，别人最多的也只有三个圈。

　　　　接见后不久，胡宗南又在他的住所与熊向晖进行个别谈话，谈

话气氛亲切、随和，胡宗南一改矜持之态，询问了熊向晖的家庭

情况、政治观点等问题。熊向晖不卑不亢，大谈孙中山的“三民

主义”，博得胡宗南的赞赏。

　　　　胡宗南一向喜欢显示自己的儒将风度，标榜爱才、惜才，他

以为他发掘了一位反共的得力干将，可他做梦也没想到他自己给

自己心脏插上了一把尖刀。

　　　　１９３８年５月初，胡宗南送熊向晖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

校学习。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前身为黄埔军校，原设在南京，抗

战后迁至成都，并建起一些分校，校长都由蒋介石兼，胡宗南任

第七分校主任，学生都属“黄埔系列”，熊向晖算黄埔１５期生，这

样便与胡宗南成了校友。

　　　　行前，胡宗南约熊向晖单独谈话，对他说：“你是一颗幼松，

我要把你培养成材，首先要你做革命军人，成为黄埔大家庭的一

员。”

　　　　学校学习期满，熊向晖便被委派为胡宗南的亲信助手——侍

从副官、机要秘书。除处理文电及日常事务外，还有一项被胡宗

南认为别人不能代替的工作，即为他起草讲话稿。胡喜欢说大话，

又爱出风头，经常给主办的军校和所属部队作“精彩讲话”。熊向

晖起草的稿子短小精悍，满篇豪言壮语，胡宗南拿着它去演讲，常

觉得豪气冲天。因此，胡对熊向晖越加赏识了。

　　　　１９４３年初，胡宗南升任第８战区副司令长官。这年２月，驻



兰州的第８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以绝密件向胡宗南及该战区所

属驻宁夏的马鸿逵、驻青海的马步芳，下达蒋介石亲自审定的

《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命令有关部队对陕甘宁边区“作攻势防

御”。胡宗南立即按此计划部署兵力，到三原、耀县视察部队，６

月１８日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并密令各参战部队先派出小批先遣

人员行动，大部队在发起进攻前两天再开到指定地点。预定的进

攻日期是７月９日，恰好是周恩来由重庆到达西安的这一天。熊

向晖及时将上述情况通过秘密电台速报延安。

　　　　毛泽东获悉这一绝密情报后，迅速作了应急部署。７月４日，

朱德明电胡宗南，内称：“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

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

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为此

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

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

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

　　　　朱德这份电报由熊向晖签收，熊向晖看后，心头不觉一惊：因

为共产国际解散，蒋介石是不许公开评论的，而朱德电报称“中

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这是绝密情报，只有胡宗南及

身边有关人员、参战部队师长以上的将领知道。如今这情报出现

在朱德的电报中，胡宗南不可能不怀疑有人泄密。

　　　　此时，熊向晖真感到了身居虎穴的危险。他镇定自若，像往

常一样，把电报送给了胡宗南。

　　　　胡宗南将电报看了两遍，皱皱眉，说：“这一手真厉害！是谁

泄的密呢？这仗还打不打呢？”

　　　　熊向晖在这两分钟内已想好了应答之词，不改常态地说：“也

许有共产党间谍混进来，不查清楚，不好向委座交代呀！”胡宗南

问：“你看怎么查？”说这话时，胡宗南两眼死死地盯着熊向晖。熊

向晖迎视着胡的目光，说：“请胡先生指定专人，将西安和参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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