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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育宁

教材建设是高等学校教学基本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选

用和编写高质量的教材，是高校不断提高教学水平、保障教学

质量的基础。

为了落实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

作的若干意见》和宁夏大学"十一五"教学工作规划及教材建

设的主要任务，更新课程体系，提高教学质量，以适应现代化

建设和市场经济的需要，适应培养面向 21世纪新型高素质人

才的需要，启动宁夏大学"十一五"教材建设工程，编写、出版

"宁夏大学‘十一五'教材建设"丛书，是必要和及时的。

这套丛书的编写和出版，必须坚持为我校的教育教学工

作服务，要根据我校专业建设、课程建设、生源状况、教学水平

及师资力量等实际情况，充分发挥我校学科优势和专业特长，

努力使教材建设不断深化，整体水平不断提高;要逐步建立以

国家规划教材的使用为重点，特色鲜明的自编教材为补充的

学校教材建设与管理体制;要不断扩大教材种类，提高教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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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探索教材建设与供应新途径，建立教材编写与选用新机制，

开拓教材使用与管理新局面。

近年来，我校的教育教学工作随着学校规模的不断扩大和

办学实力的增强，有了新的发展和提高。 2005年，教育部与宁夏

回族自治区政府签署协议，共建宁夏大学，为我校加快发展提

供了新的机遇。实现学校的发展目标，培养高素质的建设人才，

主动服务于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是我校面临的重要战略

任务。而高层次、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必须要求有高水平、高质

量的教材建设。为此，本科教育的学科、专业及课程设置，都要

作相应的调整。"宁夏大学‘十一五'教材建设"丛书的编写和出

版，要适应这一调整，紧紧把握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脉

搏，与时俱进，面向未来，服务社会;要结合21世纪社会、经济、

科技、文化、教育发展的新特点，吸收新成果，解决新问题;要根

据素质教育和学分制教学管理的需要，突出适用性和针对性;

要在加强基础课、实验课教材编写与出版的同时，不断深化基

础理论研究，拓宽教材知识面，努力实现整套教材科学性、系统

性、开放性、前瞻性和实践性的有机结合，充分体现起点高、水

平高，结构严密、体系科学，观点正确、应用性强的特点。

我们相信，在我校广大教师和科研骨干的努力下，在出版

界同人的支持下，"宁夏大学‘十一五'教材建设"丛书的编写出

版，必将提高质量，多出精品，形成特色;必将面向市场，走向社

会，服务教学，为宣传宁夏大学，树立宁夏大学学术形象，推动

宁夏大学本科教学水平不断提高发挥积极作用。

2005年8月于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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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军事思想概述

一、古代军事思想

古代军事思想是指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各阶级、集团及其军事家和军事论

著者对于战争与军队问题的理性认识。它随着社会的前进、战争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

深化。

古代军事思想的产生时期。约于公元前 4500 年至公元前 3100 年，古埃及社会逐

渐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约于公元前 2371 年，阿卡德人建立了统一的阿卡德

王国，并征服苏美尔各城邦，第一次统一了巴比伦尼亚地区。公元前 21 世纪(一说公

元前 22 世纪) ，中国建立了奴隶制的夏王朝。虽然它们国家形成的时间不同，但从此

战争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事实。此时，人们对于战争的认识处于低级阶段，产

生了以靠天命观指导战争为中心内容的军事思想。奴隶主对外族发动掠夺战争，或用

武力镇压本族奴隶的反抗，都是以征讨"违天命者"、"吊民伐罪"、"敬天保民"相号召，

并用占卡手段，假借神的旨意和严刑厚赏驱使士卒作战。作战方式是集团列阵正面冲

杀。到公元前 1600 年以后，作战逐渐以车兵为主。对军队指挥，要求行动统一，严厉

管理。通过这一时期的战争实践，人们已初步认识到审势而动，量力而行，众可以胜

寡，强可以胜弱，反映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观念。相传在公元前 791 年，中国已出现《令

典》、《军志》和《军政》等军事著作，虽早已失传，但在《左传》、《孙子》等书中，还保留

着一些片断的引文。同时期古希腊也产生了著名的《荷马史诗》。

古代军事思想的迅速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奴隶制生产方式进入发达时期。尤其 003 

在西欧，已由家长制的以生产直接生活资料为目的的奴隶制度，转化为以生产剩余价

值为目的的奴隶制度。奴隶劳动已不是个别的零散的局限于家庭中的劳动，而是大批

地、广泛地应用到社会的各个生产部门，在整个社会的生产中起着支撑的作用。一方 第

面，贵族、公民等阶层与生产活动基本脱离;另一方面，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则完全由

奴隶来完成。当时，希腊的斯巴达是通过军事征服形成的国家，征服者成为主人，集体

占有被征服的土地;被征服的当地居民则成为奴隶。这样，全体斯巴达人就成了不劳

而获者，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把国家变成一座军宫，把人训练成战士，以镇压希洛特的

反抗和对外进行扩张。类似的制度在希腊的狄萨利亚、西息温、亚哥斯和克里特等地

也有。这样的国家剥削制度虽然不是通过征服，而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其氏族社会内

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但其存在仍建筑于奴隶劳动的基础之上。当然，奴

隶制生产方式最发达的是罗马。到公元前 2 世纪中期时，奴隶劳动已成为整个罗马社

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不仅在公社、大果园、大牧场、矿山、巨大建筑工程等领域

广泛地使用奴隶从事体力劳动，而且在手工业等领域也使用奴隶从事技术劳动，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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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奴隶训练成角斗士，让他们在角斗场上或彼此格斗或与野兽搏斗，以寻求野蛮的

欢乐。

这种发达的奴隶制一方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一方面也是战争频繁的动因

之→，因为奴隶制经济是建立在对大批奴隶残酷剥削的基础上的。而奴隶何来?在斯

巴达是把当地居民直接变成奴隶，在雅典主要是从奴隶市场上购买，在罗马则因为本

邦人是不能做奴隶的，主要通过一系列的战争来掠夺了数以万计的奴隶。据印度的

《摩奴法典》记载的 7 种奴隶来源，第一种就是战俘。这样，战争成为社会的一种需要，

战争的频繁发生必然推动着军事思想的发展。

处于同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在春秋战国之交，已开始了从奴隶制解体到封建制生

产方式确立这一巨大的社会变革。"公田不治"与"私田"急剧增加，造成原有的土地

概念失去作用，土地私有权便得到事实上的承认。伴随"井田制"的崩溃和土地私有制

的出现，封建地主与农民这两个新兴阶级便孕育而生。新兴的自耕农和"隐民"、"私属

徒"、"宾萌"的数量不断增加，成为新生的农民阶级。而一部分旧的奴隶主与获得土地

赏赐的军功阶层以及在社会动乱中发迹的平民成为土地的拥有者。他们在奴隶大批

逃亡、井田制面临崩溃的时代，眼见奴隶制剥削已无利可图，便改变剥削方式，把土地

划分成小块，从中收取地租，成为新生的地主阶级。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革，也引起了士兵成分的变化和兵器的改进，

军事制度和作战方式也随之变化。为适应和反映这些新情况的需要，涌现出统率军队

的专职将帅，产生了许多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军事家和兵书著作。著名的《孙子兵

法)) ，标志着封建阶级军事思想的成熟。《孙子兵法》提出，军事斗争必须巧妙地运用权

谋，即"上兵伐谋"。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必以全(胜)争于天下"是高明的军事家

所期求的最理想的战争结局。它打破了奴隶社会的天命观，以朴素的辩证法和唯物主

义思想，指出战争获胜不取决于鬼神，只要能够做到"知彼知己"，就可以"百战不殆"。

它提出了"以正和，以奇胜"和"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作战思想。《孙子兵法》还指

出，战争胜负是由政治、经济、天时、地利、人事等因素决定的，所以封建统治阶级要修

明政治，顺应民心。这些思想，也为《孙子兵法》同时代的其他兵书和论及军事的著作

所重视。公元前 5 世纪至公元前 3 世纪，人们对战争的认识又进了一步。例如，军事

家吴起所著的《吴子h就探索了战争的实质，论及了战争发生的根源，并把战争分成几

种类型，赋予定义，提出了对付各类战争的方略。孙牍要求用战争手段解决社会混乱

局面，其作战思想则特别强调"贵势"和以奇制胜。古希腊希罗多德所著《历史} ，主张

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思想。雅典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认为:战

争的发生有深刻的社会原因，战争中的主宰力量是人而不是神，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受

经济、政治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等等。色诺芬的《长征记》强调作战行动以"安

全"和"有利"为原则。柏拉图的《理想国》讲坏的政体引起或挑起战争。亚里士多德

的《政治学》说战争是手段，和平是目的。这些主张，都是对古代军事思想的丰富和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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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军事思想的丰富和提高时期。在封建社会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战争物质条

件的重大变化是铁制兵器取代铜制兵器而成为武器装备的主角。西方在古希腊罗马

之前，进攻用的枪矛大部分为铜的合金。匈奴骑兵闯欧洲，之所以攻无不克，锐不可

当，铁兵器的优越是一个重要因素。此后，从查理大帝的"铁军"到十字军的重甲骑兵

的威武一时，也与铁兵器的普及息息相关。

在这个时期的早中期，几乎所有的大帝国都是由马上民族创造的。骑兵作为-个

新的兵种在战争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最早的骑兵出自匈奴军队，其特有的机动性和凶

残性，对农耕文明的中原秦汉帝国构成了重大的威胁。秦王朝虽大修长城，仍未达到

震慑目的。后来，蒙古军队以旋风之势创造军事战争史横扫欧亚大陆的辉煌历史，也

是骑兵以"上帝之鞭"的伟力，没有骑兵发展就没有十字镜刻出来的历史。法兰克王国

也可以说是骑兵的产物，其后骑士运动的兴起便成了→种文化，→种身份，可以说是这

个时期骑兵神戚的回声。十字军东征，而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兴衰也无

不与骑兵作战有关。所以，有人称这个时期是骑兵的时代，确实不无道理。

火药的发明和热兵器的出现，是这个时期武器装备的一场巨大的革命。火药是中

国发明的，早在宋太宗津化五年 (994 年)火药就开始用于战争，到明朝末年火炮已经

很普及，在军营编制中除 1000 人为骑射外，其余均为火器手，火器普及率达 113。但

是，由于中国封建王朝的腐败，火器未能得到很好的发展。然而，当火药技术通过阿拉

伯人和成吉思汗西征传入西方时，西方正处于大变革前夕，西欧后来居上， 14 世纪已采

用了明火枪， 15 世纪发明了炮架，到 17 世纪前半期，发明了火施发枪和球形炸弹，新火

器的制造进入-个崭新的阶段。从此，军队对火器的使用达到普及的程度。

由于火药的发明，军队建设中出现了火枪兵与火炮兵。随着火器的机动性和杀伤

力的提高，火器不仅用于陆战，促进了步兵的复兴，火器也被大量用之于海战，并为此

专门改进了军队的编制和作战的队形。到这个时期后期，随着热兵器的大量使用，又 005 

使骑兵逐趋衰落，步兵重新崛起。在陆上，火枪推翻了传统的自刃格斗战法的主角地

位，梯次配备、线式战术、重点突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应运而生。传统的攻城锤、破寨

塔为远距离发射的火炮所取代，传统的严塞防御走了下坡路，中国的长城也失去了昔 第

日的防御作用，以致满清入关之后，再也不去重修那残破的长城。在海上，首先是威尼

斯，后来是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舰队依仗火炮陆续扬威于大洋之上，海上争霸的时代

开始了。

在这个时期的强盛时期，西方军队的组织编制是各自为战的分队制。军队由并非

自愿服从统→指挥的各个封建领主的卫队和独立分队组成。在这些分队中，最基本的

战术单位是一名骑手带上他的几名侍从为仆役，组成一个战斗组，若干个战斗组组成

一个标旗。后来，分队称为团。形成中央集权制之后，团的含义有了变化，不再是大封

建领主的统辖单位，而是统一编成的由 10 个连组成的基本战斗单位的代称。在"三十

年战争"中，又出现了专门供给的兵站仓库和专门负责后勤的机关和部队。到这个时

期的末期，意大利首先出现了具有早期人文主义色彩的民军，并在马基雅弗利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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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到了表现。常备军、总体战思想开始萌芽。

这个时期的战争规模有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初期，战争规模往往很大，有时

甚至是全民族性的，如匈奴军队闯欧洲，将欧亚大草原作为广阔的战场，原有的各民族

纷纷四散奔逃，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著名的民族大迁移奇观。后来，欧洲一度进入骑

士时代，单打独斗成风，作战规模一时小了许多。但到了中期，以蒙古帝国、阿拉伯帝

国、奥斯曼帝国等大帝国崛起为标志，战争的规模空前地扩大了，战场上作战的士兵动

辄数万、数十万乃至常常号称百万，战场也往往十分广大。到了后期，即骑兵衰落、步

兵重新崛起的热兵器时代，战争的规模又发生了起伏。初期往往是双边的战争，到"三

十年战争"时期，则发展为有数国参加，战场也波及数国的多边战争。这些，都对军事

思想的发展造成了影响。

这个时期军队的战略战术较之以前有了一定的发展，而且东西方特点各异。首先

是骑兵战术，不仅有了小股骑兵部队的作战方法，而且有了大兵团性质的集中使用骑

兵的进攻战术，并辅之以"车城"为支撑点的防御战术。这在匈奴骑兵，特别是后来的

蒙古骑兵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以至于西方学者认为，中世纪最好的战略思想不是出自

西方，而是出在东方的成吉思汗骑兵战略中。不过，西方在骑兵的单兵格斗战术上下

了一番工夫，发展了重装骑兵、轻装骑兵以及其他各种骑兵的战术，并且在骑士的攻防

装备方面，较之东方有很大的发展。西方在要塞堡垒防御上颇有建树。每占一地，他

们都大修堡垒要塞，这些都在十字军的历次东征中显示了一定的优势。在热兵器发明

之后，野战和攻坚战的战略战术都有了巨大的变革。步兵重新成为战场上的主要兵

种，炮兵脱颖而出，成为攻坚和防守的利器，后来，又在野战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

着火药枪的普及使用，战斗队形开始拉长，初步形成线式轮廓，从而可以同时最大限度

地大量使用火器。这时的炮兵和步兵，则成为战斗队形的基础。在海战中，火炮的使

用促进了海战战术的革新。威尼斯、西班牙和葡萄牙等海上霸国的崛起，就是这方面

的直接结果。

在这一时期，通过战争实践，造就了许多著名的军事家和将领，出现了许多总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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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斗争经验的兵书战策。 • 
这时期，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取得坎尼会战的胜利。他的军事思想体现在:出敌不

意，力争主动;军政结合，争取同盟;革新战术，反常用兵等。古罗马统帅大西庇阿在扎

马获胜，结束第二次布匿战争。他认为:敌人是最好的老师;争取联盟是一件极为重要

的事;战争的胜利不是靠人数的多寡来决定的;结束战争要从国家的长远利益来考虑

等。古罗马军事家马略攻入罗马城，再任执政宫。他的军事思想表现在:根据情况变

化，进行军事改革;把军纪作为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关键;政治和军事手段并用。西欧著

名的十字军东征进行了分进合击的战略实践。古罗马军事理论家弗龙蒂努斯的《谋

略》一书蕴涵的军事思想有:倡导以"仁义赢得胜利";认为经济因素在战争中有重要作

用;军心士气是制胜的重要因素;强调严厉的纪律和灵活的战争指异。《摩奴法典》经

过几个世纪的积累，成书于这一时期，它是关于古印度宗教伦理的教科书，其中蕴涵有



丰富的军事思想:战争起源于意念和欲望;出兵讨伐最有利于国家的繁荣昌盛;谨慎防

败与积哼求胜的战争指导;以及充满宗教思维的军事伦理思想。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

思想家马基雅弗利，他著的《君主论》和《论战争艺术》认为:国家的主要基础之一是

"好的武力";实现政治目的的战争是"神圣的和必要的战争";军队应成为君主实现政

治目标的工具等等，这些思想为古代的军事思想作出了贡献。

中国从汉到隋曾多次发生黄河流域向江南进军的大规模战争，其作战规模大都是

步兵、骑兵和水军多路并进的多兵种大集团的配合作战。其中，西汉王朝在对北方匈

奴族的反击作战中，由名将卫青、霍去病率独立的骑兵集团主动出击，快速机动，远程

奔袭以及正面冲击，翼侧迂回等作战行动，创造性地发展了大规模使用骑兵的战略战

术。尤其在著名的楚汉战争中，张良为刘邦决策，收揽民心，分化对方，争取同盟，孤立

项羽，取得了战争胜利。东汉末年的赤壁之战，晋灭吴之战，东晋前秦的肥水之战，隋

灭陈之战，堪称经典。在这些战争中，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的结合，谋略与决策以及作

战指挥艺术，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兵书《六韬》针对频繁的战争，提出了爱惜民力、

休养生息的思想，并对作战指挥机构以及步兵、骑兵的协同作战进行了论述。兵书《三

略》更进一步阐述了"柔能制刚，弱能制强"的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并指出最高统治

者必须广揽人才，重视民众与士卒的作用。《李卫公问对》一书，联系唐代初期的战争

经验，对以往兵书进行了探讨，对《孙子兵法》提出的虚实、奇正、攻守等原则及其内在

联系，作出了比较辩证的论述。李签的《太自阴经》认为，战争的取胜决定于国家政治

的优劣、力量的强弱以及谋略的运用。这时期，中国的统治者为了教习文臣武将熟悉

军事，命曾公亮等编篡《武经总要> ，总结古今兵法和本朝方略，并颁布《孙子兵法》、

《吴子》、《司马法》、《六韬》、《尉缭子》、《三略》和《李卫公问对》为《武经七书> ，官定

为武学教材。这时，陈规在《守城录》中，记录了中国军队开始使用火器和改进城防工

事进行防御作战的方法，主张"守中有攻"，对城市防御战法有所创新。明代杰出抗倭

将领戚继光在《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中，根据沿海复杂的地形条件和倭寇火器装

备的特点，对阵法作出重大改革。何良臣的《阵纪》一书，对于军队组训和战法的论述，

也具有革新的内容。孙承宗主编的《车营扣答合编> ，反映了在大量火器装备部队后，

编制和战法的改革。茅元仪编寨的《武备志> ，则试图从军事理论、建军作战、兵器制造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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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使用、天象地理、江河海防诸方面，提出实行军事改革的依据，以求振兴明王朝的武备。

以上的实践经验和兵书内容，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古代的军事思想。

总之，这个时期军事思想确有一定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参差不齐的非平衡状态，同

时也具有阶段性和波浪性前进的特点。从整体上来看，尚无根本性的突破。

二、近代军事思想

近代军事思想是指从 17 世纪中期到 20 世纪初期，各阶级、集团及其军事家和军

事论著者对于战争与军队问题的理性认识。

近代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对军事领域产生重大影响，从而推动了军事技术的飞跃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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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第一次技术革命，使枪械及火炮普遍实现了由滑膛到线膛、由前装到后装的

两个飞跃，同样也使枪炮在射速、射程和射击精度方面实现了质的飞跃。

近代第二次技术革命，使得火器自动化技术、军事航空技术、坦克技术等新的军事

技术相继问世，由此导致了许多新的武器装备纷纷登上战争舞台，诸如机关枪、自动步

枪、迫击炮、作战飞机、潜水艇、坦克等等。对此，列宁曾叹息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把最

大的技术成就用来大规模地摧毁、屠杀千百万人的生命"。

近代技术革命的结果，必将引起作战方式的改变甚至变革。例如，由于野战火炮

装加法技术的改进以及弯曲枪托技术的应用，出现了新的纵队战术;由于后装线膛武

器技术的问世，新的散兵线战术便水到渠成。与此同时，在近代技术革命的深刻的影

响和直接的推动作用下，"机动战"、"歼灭战"、"游击战"、"速决战"以及"海权论"等

军事思想也应运而生。

人类进入近代社会之后，政治经济发生了深刻变革，加上科学技术得到迅猛发展

等因素的影响，各类战争日益频繁，进而为军事思想的变革创新提供了广泛而直接的

实践基础。

(一)资产阶级革命战争此伏彼起

从 17 世纪到 19 世纪，资产阶级为了建立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

战争，对近代军事思想的形成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影响尤为深远的资产阶

级革命战争主要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国内战争、拿破仑战争、美国南北战争。

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国内战争中，克伦威尔创建的新型资产阶级军队的伟大实

践，其意义在于军队确立了义务兵制而废除雇佣制。拿破仑战争中，拿破仑继承并极

大地发展了法国革命所创立的军事学术和作战原则。他在战争中总是把消灭敌人的

军队作为主要目标，掌握战略主动权，善于实施机动战略和集中使用兵力战术，每战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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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 建立强大的预备队，采取突然袭击和各个击破的战法。特别是美国南北战争中则充分

展示了近代工业与革命方式进行战争的巨大威力，双方军队都大量装备和使用了新式

线膛武器和弹仓式武器，由此大大促进了疏开队形、野战工事和步兵近迫作业的运用

和发展。战争中第一次为了军事目的而广泛使用了铁路、装甲列车，装甲舰队也得到

了进一步的发展，电报发挥了重大作用，由此大大拓展了战场范围。战场上还广泛地

使用了大量骑兵，以骑兵深入敌后实施远程奔袭成为常用的战术。大部队对敌后实施

破坏性"经济战"，也是此次战争的一大特点。

(二)国家之间争夺地区霸权的战争席卷全球

战争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方式，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以侵占和掠夺

殖民地、强化殖民统治以及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地区霸权的战争日益

升级，规模扩大，席卷全球。具有代表性的战争有:英荷战争、俄土战争、英布战争。英

荷战争(17 世纪中后期)中，海军开始出现舰队、分舰队和总队三级体制，海战由单舰

战斗发展为纵队攻击和以炮战为主，夺取制海权已成为海军战略的基本内容。在俄土

战争中，出现了大兵团，两个战区的作战行动均在宽正面(400 千米 -600 干米)和大纵



深(约 400 千米)的作战，这样的作战大大提升了司令部的作用;在战术方面，进一步显

示了枪炮火力以及各兵种协同行动对夺取战役(战斗)胜利的重要性、向新的战斗队

形一一散兵线转化的必要性，以及使部队学会利用地形的必要性等等。英布战争中，

英国投入的总兵力达 44.8 万余人，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才打败了由民团组成的总兵力

仅 8 万人的布尔军队。战争中英军最先使用了达姆弹。布尔军队在战斗中善于利用

地形构筑野战工事、合理使用机枪、火炮组织火力以及实施骑兵游击战的经验，引起西

欧国家的广泛注意，也使英国人认识到对武装力量进行彻底改革的必要。

(三)民族解放战争风起云涌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亚洲、欧洲、非洲等地曾发生多次对异族的奴役侵略和具

有民族解放性质的战争。随着资本主义的确立，一些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对外发

动掠夺性的殖民战争，老殖民主义者也加剧了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压迫剥削，民族解

放战争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从殖民主义统治下获得解放的基本手段而发展起

来。这些战争，对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早在 1775 年美国就开

始了 8 年的民族解放的独立战争，独立战争充分利用革命战争的政治优势，广泛发动

和组织人民群众积极参战，成功地实行了正规军同民兵、志愿兵相结合的军事制度;另

一方面美方军队由于士兵成分的改变，在战争中运用了一种"新的作战方式"一一散兵

战，开后世散兵线战术之先河。如在西属拉丁美洲殖民地的独立战争中，人民解放运

动的部队常常打败数量和装备上大大超过自己的强大敌人，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威

力;圣马丁、玻利瓦尔等人在军队建设、作战指挥和战略战术等方面也有许多新的

建树。

从 19 世纪上半叶到 20 世纪初，亚洲各国人民先后两次掀起了以民族解放运动为

主要特征的革命斗争高潮，民族解放战争此伏彼起。第一次民族解放运动高潮发生于

19 世纪 20 年代至 60 年代。在这次高潮中各国革命斗争比较普遍采取的方式是农民

战争，其中以印度的民族大起义和中国太平天国运动的规模最大，影响也最深。第二

次民族解放运动高潮发生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即帝国主义形成时期。在这次高潮

中，朝鲜、伊朗、中国、菲律宾、印度、土耳其等国都爆发了民族解放战争。在这些战争

中，参战人数多，持续时间长，斗争规模大，人民战争的理论和实践得到了进一步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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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非洲出现了其历史上规模最大、组织最强、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反帝武

装斗争一一苏丹马赫迪起义。马赫迪起义军在根据地建设、人民武装力量建设及开展

游击战方面均有新的建树。埃塞俄比亚抗意卫国战争则是近代史上非洲人民唯一取

得彻底胜利的→次民族卫国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埃军成功地实施了战略、战役侦察，

巧妙地运用了正面冲击与翼侧纵深包围相结合等战法。

(四)元阶级的武装斗争波澜壮阔

无产阶级是大工业的产物，它随着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发展而形成和壮大。资产

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迫使无产阶级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和武装斗争。在这些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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