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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宣 言F

前

山西，因地处太行山以西而得名 G 春款时期为晋国所有，故简称

晋:战国时期韩、赵、魏兰家分晋，又称兰晋。

山西具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矿产资源、住秀的文化遗产和光荣的

爱国主义传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从古至今，山西在政

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地理位置

看，他是华北平原、内蒙草原、黄土高原三个自然单元衔接的地区。南

款中原撞地，北邻塞外大漠。登高太行山铺碟，眼前是京津和华北大平

票，站在太行山南端，广阔的中原大地可一览无余。从战略位置看，全

省以出?可环撞，左就太行之麓，右跨黄河之滨。北有两道长城座落的山

踪横亘，南有紫金、王崖诸由 O 被晋文公称赞为"表里山河"。山西险

茵的地理形势，在军事主占有独特的重要位置，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从历代战事看，在中国几千年社会弱而复始的不断袭变与重新组合中，

许多当权者对北方都视山西雨定天下，并以山西为其自然屏肆，深最得

力的将领驻守防卫。当中央主权强盛一统之时，凭借山西，外可拒侵，

内可治乱;当中央王权崩溃之时， f住据有出西，淮便可以纵璜西方。厨

以，山西自然成为了兵家在战逐麓的大舞台。在革命战争和反技外国侵

略战争的岁月中，特别是拉臼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八路军和人民解族

军，在出西这块热土上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创造了战胜敌人的各种

战法，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山西的山山水水到处都问耀着革命先

残血染的风采。

历史是一面镜子。作为一名军人，借古鉴今，应该时刻牢记:战争

并不遥远，和平需要珍惜，更需要葬卫。作为当 1~军人，不仅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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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战"奠定和平大厦的根基，而且要以"能赢"托起中华畏族的伟大

复兴。

《三晋战事》精选了发生在山西的六十一个典型战例，接战争发生

的时间!原序分为上、中、 T编，每个占主伊j分为"提要、战前态势、作

战经过、战侯i启示"四个部分。上编记述的是古代诸雄争霸天下的佳

战;中编记述的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和其他抗日武装，抗击日

本侵略者的著名战斗;下编记述的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撞翻国

民党、阎锡山在山西反动统治的主要作战。对这些典型战例的学习和分

析，如果能为了解山西军事历史的人们提供一整素材，能为研究吉今战

史的有识之士提供一些借鉴，编者则心意足慰。

编者

二00八年十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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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
本编选编的战例，是从公元前658年到公元

1644年2300多年间，发生在山西境内诸雄争霸

天下的征战。

山西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不仅创

造了灿烂的文化，同时也是中华兵学茶萃与弘

扬之地。 在这里，不仅产生了"春秋五霸"之

一一一晋国，而且是唐朝的发端之地;魏晋后

南北朝及唐末和五代时期，山西更是各方诸侯

成就霸业之基地。 在山西这块古老的土地上，

演绎出了一幕幕堪称战争史上奇花的活剧，不

仅留下了千秋功止，在，为后人留下了无尽的追

思。





?畏途又毒草之战

{畏途灭载之战

(公元，前 658 年一公元，前 655 年〉

提要:假途灭握之战，是春秩书期，用惠王十九年至二十

二年(公元前 658 至公元前 655 年) ，晋 E诱辑虞国借道，一

石二鸟，先后攻灭提(初都厂商，今由茜平陆东北，后迁上

阳，今河南三门峡东〉、虔(今tL西平陆北)窝个小国的

作战。

一、战前态势

• 3 . 

春软初期，诸侯群起，兼并不断。位处中原地带的晋国，在这场弱

肉强食的大混战中不断兼并在服小函，势力迅速l蝠起。晋献公在位期

间，为了扩张领埠，争霸天下，捏其南面的两个小屋一一费国和虞国预

定为吞并的目际。

f旦晋国要JI员利实现这一吕的也不容易。鼓、虞两居虽然地狭人稀、

国力弱小，但却是同性毗邻，结有自盟，晋国国其中任部一国开启战

端，都意味着要同时和两国之贿相抗衡。'如向拆散疆、虞两国的同盟关

系，使自己避免陷于两线件哉，这是晋亘在吞并两层军事行动中首先必

须解决的前题。

终于，吾国大夫苟息想出了一条一石二鸟的妙计:即用厚礼重宝黯

赂收买虞公，拆散辑、虞之间的同盟，向虞国悟道攻打挂国，待虞国中

计、挂国政亡后再图后举。晋献公昕了苟患这一献it后，认为it谋很好，

但是还存有一定的顾虑:一是有些舍不得自己的珍宝，二是忌详虞国贤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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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宫之奇会揭穿晋国的眉心c 针对晋献公的就豫，苟息一一予以妥善的

解释，捂出送珍宝给虞围，等于是将它暂时存放在那里，迟早还将收回;

至于宫之奇，虽有些能耐，但他的意见虞公不一定会采纳，不足为惧。

一番话打消了晋献公的最后顾虑，他决定怯照苟皇的计谋展开行动。

不久，苟息携带着良马、美王等奇珍异宝出使虞因。到了那里后，

即进见虞公，献上珍宝，并向虞公正式提出借道攻毅的要求。 g草公既贪

利q欠F了良马、美玉，又不敢轻易开罪于晋国，于是{更应允晋民军队通

过囊国土地去在伐键因，并表示愿意出兵协助晋国作战。

囊国贤臣宫之奇认为此事大为不妥，在一旁加以谏阻，对虞公晓以

利害，但虞公根本听不进去，只是一意孤行，硬朝着晋人的菌套里

钻去。

二、作战经过

公元前 658 年夏，晋大夫里克、苟君、统率晋国军队通过虞国的士地

去攻打毒草屋 M主公践约派出军队同晋军会师，然后排同晋军展开军事行

动。晋军在虞军的积极配合下进展颇利，很快攻占了镜国的1'" líj:J (今

山西平陆境) ，一举控制了藏、虞之间的战略要埠，并通过此事进一步

摸清了镜、虞两国的虚实，为于一步行动创造了条件。

时隔 3 年(公元盖 655 年七晋献公故伎重演，又一次向虞国提出

了结道伐疆的要求。这时虞国大夫宫之奇更透彻地看清了"假道"背

后所包藏的险恶用，令。捂出"鼓虽如果灭亡，虞国必然跟着完蛋\警

告虔公"晋不可启，寇不可在"力图以桂、莫两国"辅车相截，唇亡

齿寒"的利害关系功臣虞公假道于晋。可是虞公利欲熏斗，提本不采

纳宫之奇的建议，反而以晋为自己的同姓国，必不会害己作理由，又答

应了晋自信道的要求。宫之奇见虞国灭亡近在旦夕，为避灾祸，使率领

族人逃离了虞000

这次晋献公亲自统军，悟道虞胃攻打挂国，声势比前一次大，可见其

志在必得。晋军进展迅速，十月十七吕兵临镜都上阳城(今河南陕西

境) ，加以团团吕西。挂国弱小元搓，数个月后即为晋军所灭，强公仓

皇逃奔京师(今洛阳)。晋军黯即回师，行经虞地驻扎时，即乘其不备

发动突然袭击，生f孚虞公，轻而易举地灭了莫固，最终达到了吞并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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蘸国国君及贵族墓群

虞两国的目的。

三、战例启示

假途灭破之战，晋国通过诱骗虞国借道， 一石二鸟，先后攻灭藏、

虞两个小国，给后世留下重要启示。

( 一)长谋远计，欲取先与

晋国为了争霸天下，将强、虞两国预定为吞并目标，但暖、虞两国

是同姓毗邻，结有同盟。 晋国为避免两线作战，采取了用厚礼重宝贿赂

收买虞公，拆散就、虞之间的同盟，向虞国假道攻打就国，待虞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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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被国败亡后再图后举的长远战略。 同时，针对虞公贪利爱财的弱

点，赠送了大量良马、美玉等奇珍异宝，诱之以利，迷惑其心智，制约

其作为，达到控制、利用的目的。

三门峡辘国博物馆

( 二 ) 示假隐具，兵不厌诈

晋国的胜利，除了本国力量强大和占有人和 、 地利条件之外，主要

还是靠正确运用谋略，做到了"必胜之兵必隐"这一点，以借道的假

象巧妙掩盖自己各个攻灭披、虞的真实企图。 晋国的君臣深谙"兵不

庆诈"的道理，故能确保自己以强击弱、以大攻小战略意图的实现。

虞国对晋国灭披后的战略动向毫无察觉，放松警惕，不作戒备，以致晋

军发动突然袭击时，无暇抵抗，束手就擒。

(三)避实击虚，先其所易

假途灭破之战体现了军事斗争中的一条重要规律 : 战争指导者有意

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利用敌人贪利、畏怯等弱点，借攻击第三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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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颓势渗透自己的势力，控制对方。一旦时机成熟，即以迅雷不及掩

耳之势发起攻击，一举消灭或制服对子，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当然，

此战中所反映的"唇亡齿寒"的另一层道理，也为后世弱雷联合以抗

击强嚣的斗争实践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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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晋部元之战

〈公无前 645 年)

提要:秦晋韩元之战，是春秋中其号，用襄王七年〈公元

首 645 年) ，秦穆公为打开东出中原之道，率秦军在韩元(今

山茵河津县和万荣县之间的黄河东岸)地区击败晋 E 军队的

作战。 1电战是两E之间第一次大规模交锋，也是秦昌在长期在

蓄力量之后，第一次扛道东出中原通道的尝试。

一、战前态费

秦穆公即位时(公元前 659一前 621 年) ，秦国已有徨大的发展，

成为称霸关中地区的强国c 秦穆公雄心勃勃，举责任能，欲东出争霸，

然而晋国占据黄河天险，阻断了秦国东进的道路c 秦穆公在晋国攻灭

疆、虞两自后，得虞国贤臣百里翼。穆公很尊重他，要他和他的儿子孟

明视出谋献策，准备伐晋，后未成功。当晋献公亮后、晋国发生内乱之

际，秦穆公插手晋国事务，力图拴制晋国，晋惠公出梁人晋，就是由秦

穆公出兵护送的。但晋惠公E国后，捏亲口许纳送给秦的河西土地都赖

掉了。后来晋国遭遇饥荒，秦穆公说"负我的是晋惠公，挨饿的是晋虽

百姓，我们不能因为憎假晋君，丽得罪晋国百姓啊。"于是发出语命，

借给晋国最食，并征集车辆、马E、船只，振5人伍re根食护送到晋国言

都。一时间，从渭水河畔，到黄河、汾河沿岸，到处是秦国运粮的车

队、船队。晋国百姓听说秦穆公送来了粮食，都十分感激。不料第二

年，秦国渭河流域也遇到特大旱灾，大片麦苗桔死，所i投无凡。说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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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这一年晋国的麦子反而获得了大丰收。秦请求晋国援助，晋国非{8

不输粮丰目救，反欲乘机出兵攻秦。周襄王八年(公元前 644) ，秦穆公

得知晋国君臣在攻秦问题上意见不合，内部矛盾加深，就以晋国背约、

又忘恩不救秦馄为由，率军攻晋，于是发生韩元之哉。

二、作战经过

秦军在三次打败晋国边境守军后， }J员利渡过黄河，长驱直入，深人

晋边。晋惠公仓但率大军抵御，与秦军对阵子韩元。这时秦军兵力虽

少 ， i旦师出有名，将士岗位敌'1气，斗志高昂;晋军虽兵多将强，却自知

理屈，军'L'、涣散，士气低落。晋惠公不跟"我怠，秦奋"的战场'情势，

企图凭借兵力优势击败秦军。

晋惠公命令部队在离韩元 10 里处安营扎寨，并命韩简去下占主书:

"寡人不敢忘记当拐贵国国君的恩惠，但是寡人不才，现在只能集合我

的军队丽无法把他的遣散。 您如果能退兵自去，则正合寡人愿望;如果

不退，寡人也是不敢回避您的进攻命令的!"秦穆公命公再枝因应:

"国君您还没有回嚣的时候，寡人为您害怕;您刚回屋还没有稳固君位

的时候，寡人为您担忧;如果说现在您的君王地位已经稳固了，怎敢不

遵从怒作战的命令?"

十一月十四日，双方在龙门山下摆开阵势，厮杀起来。尽管秦军有

人布之利， {8晋菌的军方还是雄厚，战斗进行得梧当激烈。两军交战，

晋惠公急于与秦争锋，率先出击，所乘战车陪于泥泞，战马盘桓九次不

得出，情况万分危急。秦穆公见状，率兵直奔晋惠公。惠公急呼大夫庆

郑梧救，，*郑本不主战，怨惠公两次芜i粟，就说"吉己酣惺自后，不

听i束言也不从占卡，本来就是自求失败的，为什么又要逃跑呢!"说罢

扬长高去。晋大夫韩简率主力奋力迎战秦穆公，秦军被晋军所围，秦穆

公所乘战车被晋将截住，眼看就要被擒获，又是庆郑来捣乱:哎呀我钉

国君危险了，你快去看看吧!这样，韩简只能丢下秦穆公来救惠公，错

失了打败秦军的最好机会。

此时秦军锐气不减，愈占主愈勇。曾受穆公君、惠的自支出之下 3∞余名

"野人"白发赶来爵战，奋力冲杀，救出被晋军围困的穆公。秦军乘势

反击，大嗷晋军， {孚晋惠公及其丈夫等。国君被俘，对于一个国家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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