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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眼里的朝鲜战争（上下）》

内容概要

总的看，此书资料比较翔实，使用的资料主要是美国和韩国公开出版的史料，也使用了朝鲜出版的部
分历史史料。对战场的介绍及评述也比较客观，既介绍了双方作战思想、战术运用及作战保障的优长
，也指出了各自的缺陷。如美军依赖火力，强调进攻，怜惜怕夜战，步兵对飞机支援的依赖性较大；
机械化部队受地形、道路制约，坦克仅起到自行火炮的作用；中国和北朝鲜军队作战英勇，注重打有
准备、有把握之仗，善于穿插、迂回、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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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眼里的朝鲜战争（上下）》

书籍目录

目 录
边境会战与迟滞行动
第一章 作战背景
一、一般形势的发展
二、南北朝鲜的国力概况
三、南北朝鲜的军事力量概况
四、两大阵营在远东的军事力量概况
五 气象和地形的影响
第二章 边境会战
第一节 战争爆发前南北朝鲜的形势
一、南朝鲜方面
二、北朝鲜方面
第二节 边境的战斗
一、战争的爆发
二、边境阵地的战斗
三、开战之日的汉城
四、议政府正面的反击
五、第二天的汉城
第三节 汉城附近的战斗
一 汉城陷落
二、北朝鲜军队的伤亡和士气
三、汉城陷落时的情景
第四节 北朝鲜方面的史料
一、祖国解放战争的开始
二 人民军的反攻和汉城的解放
第三章 美国与联合国介入
第一节 海空军参加作战
一、美国和联合国的反应
二、远东海空军初期支援作战
第二节 美国地面部队参加作战
一、美国投入地面部队的决心
二、美陆军参加作战前战局的变化
三、美陆军下达出动命令
四 美第24师出动
第四章 美第24师初期的迟滞行动
第一节 到达战场
一、史密斯支队到达
二、师主力到达
三、迪安将军的阻止计划
第二节 乌山――平泽――天安的战斗
一、乌山的战斗
二、平泽――安城一线的防御
三、7月初南朝鲜军队的迟滞行动
四、天安的战斗
第三节 总司令部情况判断的变化和联合国军的创建
一、情况判断的变化和增援要求
二 联合国军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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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眼里的朝鲜战争（上下）》

第四节 车岭山脉中的迟滞行动
一、美第24师的企图
二、美第21团的迟滞行动
三、美第34团的迟滞行动
四 南朝鲜军队的迟滞行动
第五章 美第8集团军的迟滞行动
第一节 美第8集团军的展开
一、北朝鲜军队的计划
二、麦克阿瑟司令部的估计
三、美第25师的展开
四、沃克中将行使指挥权
五、后勤
第二节 美第24师在锦江一线的防御
一、防御准备
二、公州正面的防御
三、大坪里正面的防御
第三节 美第24师在大田的防御
一、迪安将军的计划
二、7月19日夜
三、毁灭、89毫米火箭筒
四、迪安将军等后来的情况
第四节 北朝鲜军队穿过小白山脉
一、整个战局的发展
二、美第1骑兵师的迟滞行动
三、美第25师在尚州正面的迟滞
四、南朝鲜军队的迟滞行动和整编
五、西侧面的威胁
六 北朝鲜军队7月底的概况
七 沃克司令官的焦虑
确保釜山防御圈
第一章 开战以来战局发展概况
第二章 西侧面的防御
第一节 沃克将军的指示
一、对西侧面的关心
二、美第24师的部署
三、美第29团的增援
第二节 河东的伏击
一、向河东前进
二、伏击
第三节 安义、居昌的防御
一、包围安义
二、居昌的防御
第四节 马山危机
一、晋州失陷
二 马山危机
第三章 釜山环形阵地的构成
第一节 决心
一、最大的决心
二、美第25师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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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环形阵地的构成和兵力
一、马山正面的阻击
二、洛东江桥
三 选定洛东江阵地线的理由
四、兵力和配备
五、补给和补充
第三节 七月末北朝鲜军队的情况
一、兵力
二、后勤
三 北朝鲜军队占领地的行政
第四章 八月的攻防
第一节 作战环境
一、游击队和维持治安
二、海空军的支援情况
第二节 北朝鲜军队进攻计划
第三节 美第8集团军的作战指挥
一、沃克将军的观点及其指挥
二、基恩作战的萌芽
三、全面作战的概况
第四节 基恩作战
一、进攻计划
二、冲突
三、转入防御和开始山地战
第五节 洛东江突出部的防御
一、美第24师的防御准备
二、北朝鲜第4师的突人
三、团的反击
四、师的反击
五、集团军的反击
六、摧毁桥头堡
第六节 大邱正面的防御
一 锦舞峰的反击
二、龙浦的防御
三、倭馆防御和地毯式轰炸
四、滚木球球场
第七节 东部战线
一、盈德的失陷
二、浦项的攻防
第八节 北朝鲜公开史料摘录
第五章 九月的攻防
第一节 两军的计划
一、联合国军的作战准备
二、北朝鲜军队的计划
第二节 决战
一、前哨战
二、北朝鲜第1军的进攻
三、北朝鲜第2军的进攻
四 北朝鲜公开史料的摘录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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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联合国军的集中速度
二、兵力的机动
三 坦克损伤的原因
仁川登陆作战
第一章 开战以来战局发展的概况
一、边境会战
二、联合国军的介入
三 兰心作战计划
四、美第8集团军的持久战和铬铁计划
五 八月攻势和100――B计划的实施
第二章 仁川登陆的准备
第一节 准备工作的进展
一、美第10军的编成
二、美第1陆战师的集中
第二节 争论
一、华盛顿的反对
二、东京会谈
三、九月攻势的风波
四、结果
第三节 登陆计划和准备的进展
一、联合国军的情报估计
二、海军和空军的一般计划
三、登陆计划制定上存在的问题
四、联合计划
五、陆战师的登陆计划
六、情报的收集――克拉克的远征
七 乘船和集结
第三章 仁川登陆作战
第一节 “赌”胜
一、欺骗和佯动
二、登陆准备的炮击和轰炸
三、攻克月尾岛
四、占领滩头阵地
五、北朝鲜军队的抗登陆防御
第二节 扩大滩头阵地
一 占领金浦
二、渡过汉江
三、进攻永登浦
四、确保南翼
五 北朝鲜军队的作战指挥
第四章 汉城的攻防
第一节 西壁
一、北朝鲜军队的汉城防御准备
二、决战
第二节 包围
一、从南面包围
二、西壁的崩溃
第三节 巷战
一、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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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街垒战斗
第四节 还都
一、还都仪式
二、贺词
第五节 北朝鲜军队的汉城防御
第五章 铁砧的完成
第一节 乌山的进攻
一、铁砧正面
二、铁砧的基础部分
第二节 双方的损失
一、北朝鲜军队的损失
二、美第10军的损失
第三节 战争灾难
联合国军反攻和中国军队介入
第一章 战争发展概况
一、釜山防御圈的构成
二、八月攻势
三、仁川登陆期间美第8集团军的任务
四 九月攻势
第二章 联合国军的反攻准备
第一节 美第8集团军的进攻准备
一、进攻计划立案中存在的问题
二、9月中旬的双方兵力
三、进攻计划的制定
四、美第1军等的进攻计划
第二节 北朝鲜军队的计划
第三章 从洛东江畔向三八线推进
第一节 铁环之解围
一、进攻第一天――发起进攻
二、进攻第二天――再次酝酿群山登陆
三、进攻第三天――渡过洛东江
四、进攻第四天――开始突破
五 进攻第五天
六、9月21日――完成突破
七、北朝鲜军队的作战指导
第二节 向三八线追击
一、追击发起
二、追击的一般发展概况
三 美第8集团军各师的追击
四10月28日 右翼危机
五 10月29日 右翼崩溃
六10月30日 左翼进展和右翼危急
七10月31日 转机
八、11月1日 云山悲剧
九11月2日 向清川江后退
十、11月3日 右侧后危机
十一、11月4日 飞虎山和军隅里
十二、11月5日 清川江桥头阵地
十三 11月6日 攻势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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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军队的作战指导
一、从战争爆发到参战的动态
二、第一次战役
三 相互的评价
第三章 圣诞节攻势的背景及其准备
一、美第10军进至国境
二、鸭绿江桥
三、战线后方的游击活动
四、形势判断
五、第8集团军的攻势准备
六 中国军队完成展开
第四章 圣诞节攻势和中国军队的第二次攻势
一、圣诞节攻势的发起
二、右翼再次崩溃
三、再向清川江后退
四、退向三八线
五、国际政治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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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商品封面图片为单册，套装图片请以实物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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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眼里的朝鲜战争（上下）》

精彩短评

1、优点是内容很详实细致，缺点是屁股很明显坐在联合国军一方而不是第三方。即便如此，相对于
西方人，红色东方总显得不够磊落。看的是电子书十卷本，目测怎么也有130万字。
2、大部头，感觉看不懂
3、看的是三卷本版
4、这是日本陆战史普及会编著的，里面从蓝方和红方公开的史料进行了阐述，当然蓝方的史料要可
信得多，而红方就太激情了，很不错的了解朝鲜战争的书籍。
5、很细致，本质还是很客观的，在kindle上看完的
6、翻译好差，错别字多，也不知道是不是全本，看的2000多页的那一版
7、很不错的书，虽然有部分遗憾，但是能够见到比较好的分析朝鲜战争的书籍了，这方面真正专业
的书籍一直很难遇见，
8、中美苏的常规力量都有所节制也都在框框中尽力拉。
9、此书资料主要使用的是美国和韩国公开出版的史料，也使用了朝鲜出版的部分历史史料,非常详细,
但可能因为当时中国方面资料不公开，也可能是日本人自以为是，内容有小错误。比如书中以为中国
入朝前期的战役是林彪指挥打的。
10、日本人是资料帝啊~~~
11、主要是战术层面的叙述，但朝鲜战争给人们的反思更应该是战略上的
12、非常全，包括北朝鲜、南朝鲜双方的战史——虽然主要是根据美国人的史料写的——所以较客观
和综合。可以当做朝鲜战争的工具书使用
13、可以一读，用以换一个视角来看朝鲜战争。
如果不是文中牵强的将很多人事与日本挂钩，我会多给半个星。
此书可见日本人的意淫特点。
14、当时错综复杂的外交政治军事情势都梳了一遍，美苏韩国的档案都已解密公开。就等中国了。PS
：其中有一个译者的行文口吻很像《银英》，看得很爽。
15、看国产的，基本和正史没什么区别，就是金日成是傻逼美帝是逗比；看美帝版的，韩国是傻逼朝
鲜是流氓中国也很厉害；看日版的，朝鲜是强大的土匪韩国很英勇美国厉害但是逗比，而且基本描述
了抗美援朝之前那段时间的战况，比较客观的展现了各方的表现，不是像其他版本一味的鼓吹自己牛
逼别人都是侵略者，最清晰的对比史料，根本和以前洗脑宣传的不一样，是朝鲜全面入侵的韩国，据
说苏联解体后本国历史书都是找法国进口的，这类国家如1984一样到最后连存在本身都成了谎言
16、推荐2000页8卷版本，地图未删剪。
17、内容翔实,双方言论都有涉及,主要基于美方观点,但对中国方面的军事才能也有赞誉之词.战斗诸元
都有总结.看了美军的官方公开朝鲜战争史,方知我国与朝鲜那种充满政治口号的战史是多么的空洞和
说教
18、#每天翻看一本书#非常好的史料书，上中下三册，提供了中、朝、美各方资料，可供查阅。分析
部分也很有道理。
19、日本防卫厅那本朝鲜战争对志愿军和战争初期的人民军评价很高，对朝鲜装甲部队的评价媲美德
军
20、读的版本貌似么有地图，所以现在只对史密斯支队和24师的崩溃印象深刻。
21、虽然因为史料局限，对苏中朝方的描述和推测多有错误，但是对整个战争进程描述较为细致周到
，值得推荐。
22、来源较广但时常习惯性考证失误
23、终于看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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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朝鲜人民军于1950年6月25日，沿三八线向韩军发起全面进攻。28日，北朝军攻占汉城，并对向南
方逃跑的韩军展开追击。在汉城战役中遭到失败的韩军，随后在汉江构筑防线，以阻止北朝军进一步
的突击。在美国政府的指令下，部署在远东的美国海空军开始攻击越过三八线的北朝军队，希望能延
缓北朝军的攻势，使北朝军无法轻易突破汉江防线。然而，汉江防线最终被突破，驻日美军紧急增援
。第34团抵达朝鲜，并在乌山-平泽-天安一带构筑防线。美远东陆军司令部认为只要美军一介入，那
么北朝军会因害怕而停止攻击甚至撤退。然而，美第24师21团一部及第34师在乌山至天安一带遭受重
创，乌山战役以北朝军的胜利告终。至此，朝军的攻势大多取得了积极成果，随后是美军确保釜山防
卫线而进行的保卫战，直至仁川登陆。从开战到乌山战役，战前被美军低估的朝军取得出人意料的成
就，应该有以下几个原因：1,朝军有正确的军事学说。北朝人民军的建立是在苏联3000名军事顾问的
指导下完成的，因此当时的朝军绝非不懂现代战争的土匪流寇式军队。其军队构建为苏军的翻版，而
战术上也得到了苏联传授，对现代战争有正确认识。在第一阶段的作战中，朝军的攻势大致分为三个
主方向，每一方向皆以1个坦克团为突击力量、不拘泥于对敌军的定点清除，而注重分割敌军，瘫痪
敌军，使其无法组织起来。步兵师则跟在坦克团后面，潮水一般的猛攻残敌。这是标准的现代机械化
战争的战术。因此，朝军能够在极短时间内突破三八线，一方面有韩军缺乏准备、武器不佳的因素，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军事学说和战术应与时俱进的重要性。2,朝军拥有火力与装备上的优势。朝军的坦
克部队为第105装甲旅，配属三个坦克团，装备约120辆T-34/85坦克。在重炮方面，朝军野战炮总数为
韩军的四倍之多，并且质量优良。3,朝军拥有丰富战斗经验。朝军有5个步兵师是在中国战斗过的部队
，而其余部队的军官士官有大部分是来自中国与苏联。4,朝军战术灵活多样化。除了正确的战术学说
之外，朝军的战法十分多样化。比如，正面的突击与游击队的扰敌作战互相配合。步兵师在坦克团的
带领下突击敌人防线，而大量游击队则在后方扰乱敌军，散播假情报，破坏通讯乃至伏击援兵，游击
队的行动极大延缓了韩军的军事部署效率，取得了很大成效。再有就是朝军师长级的指挥官大多曾在
八路军与东野效力，这些人拥有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而且常年进行游击战争，习惯于在复杂多变的
环境下思考。如开城之战，第6师师长也是前八路军战士方虎山以一个团在正面实施徉攻，同时把已
被拆卸的铁路秘密修建完善，以另一个团乘坐火车袭击空虚的开城，最终大获全胜。又比如春川之战
，第2师两名出身八路军的指战员制订了一个穿过河床奇袭的计划，虽然这一计划最后失败了，但朝
军前线指挥官灵活的作战思维可见一斑。相对而言，韩军则是全方面的失败。1,对情报不够重视，警
备心理不足。尽管韩政府在战前已日益感受到来自北边的威胁，然而投入到情报侦察中的预算不增反
减。在战争一触既发的态势下，韩国军方高层却在日本赴宴。仔细想想，朝军要在三八线展开十余万
人的兵力，不可能绝对保持隐蔽，两军只是一线之隔，但直到朝军发起进攻之后，韩军才反应过来。
若韩军提高警惕，那么当朝军在三八线展开部队之际，便应立即进入预设阵地防御。2,战前准备不足
。三八线以南的韩军防线十分简陋，仅有简单掩体却没有反坦克壕，这使得朝军的装甲突击得心应手
，韩军无从应对。3,武器装备简陋。韩军没有一辆坦克，飞机不超过10架，而且都是联络机，15门105
毫米野战榴弹炮还是美军淘汰的产品，射程尚不及朝军的76毫米炮。最关键的是，韩军没有任何反坦
克武器。这就奇怪了，韩军官方情报称朝军拥有优势的坦克部队，可韩方却不提前准备反坦克武器应
对。等仗打起来了才感到十分棘手。4,队伍素质低下。朝军部队有许多老兵，新兵也由老资历军官带
领，而韩军主力却是在日韩伪军和警察部队基础上建立而成，战斗力低下，平平内乱还可以，战场打
仗就不行了。5,指战员方法死板。韩军指挥官被朝军坦克打的措手不及之后，除镇守春川的第6师在金
钟五指挥下进行了有效防御之外，大部分未能利用地形优势进行防御。与在中国积累了丰富作战经验
的朝军将官们相比，韩军将官大多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科班出身，作战方法死板，不灵活，如同国共
内战期间的邱清泉、蒋纬国等留德将军之翻版，只懂按部就班照本念经。美军初遇朝军，也十分轻敌
，结果第21团与第34团相继败下阵来。轻敌是最主要原因。1950年6月12日，联合国代表团巡视三八线
，并询问驻韩美国军事顾问团，韩军是否如美军事顾问团长所讲，达到&quot;世界水平&quot;？军事
顾问团的回答则是“没有遭受进攻的现实性征候。万一受到侵略，韩国军队也能够将其击退”。 这造
成了美军应战准备不足。战役初期，美军从未料到韩军如此不堪一击，因此未能及时增派大批援军，
只能逐次增兵。第34团没有坦克，却要面临朝鲜1个师与1个坦克团的猛攻。第21团赴朝作战的部队竟
然只准备了18发反坦克榴弹，结果被朝鲜的T-34击溃。说到坦克，开战前美韩一致认为朝鲜军备简陋
，虽然知道朝方有坦克，但未采取足够重视。以二战德军标准衡量，朝鲜的坦克总数也确实不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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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个旅，但是韩军无坦克也无反坦克武器，美国远东驻军对反坦克作战准备不足，所使用的75毫米
无后坐力炮与60毫米火箭筒面对朝军的T-34/85一筹莫展。归根到底，美军当时依然(也是必须)把重点
放在欧洲战场，没意料到远东会有大战事，远东空军主力仅有一个第5航空队，主要责任是夺取空权
而不是对地攻击，否则以美军在二战西线的打法，朝鲜区区一个装甲旅会很快被美空军炸成废铁。
2、1日本人的朝鲜战争，如同日本编著的描绘“大东亚战争”几十本一套的大型丛书战史丛书一样，
是完全从军事角度阐述战争历史的书籍，很专业。但缺乏对中国军队战术的描述，而且有常识性错误
（比如林彪）2美国人的三卷本的朝鲜战争中美国陆军，和一百本的二战中的美国陆军一样，是美国
版的大型战史系列丛书，也是完全从军事上阐述，个人感觉不如日本那套，同样基本没有什么对中国
军队的描写阐述3南朝鲜编篡的五本朝鲜战争，是韩国编撰的朝鲜战争战史丛书，韩国比中国还要受
儒家文化影响深远，把战争写成文学性描写，多有我军（韩军）战士如何忠勇之说，过于文学化，价
值不大，无甚意义4李奇微的朝鲜战争，从局限战争的角度阐述朝鲜战争的过程和意义，看后觉得政
治对于战争决策的影响巨大，正映证了战争论的话5约翰托兰的慢长的战斗，和王树增的朝鲜战争一
样，其实应该属于美国人的纪实文学，过于琐碎和细节化，同样美有多少描述中国军队的影子6亚历
山大的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具体论述了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决策的失误和教训7王树增的朝鲜战争
，此书不用多说，文学性描写的纪实文学著作，中方角度，类似约翰托兰的漫长的战斗8洪学智的朝
鲜战争回忆录，中方参战将领的回忆录，同类作品里属于写的可以的9沈志华的毛泽东，斯大林于朝
鲜战争。有关于中方参战决策及战争于苏联关系的书籍同样，我没看过的比较重要的大陆出版的朝鲜
战争书籍还有多卷本的《抗美援朝战争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大陆官方权威版本
的战史系列，对外方描述较少的中方决策和战术多有描写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美国人编著的朝鲜战争
，未透露的内情。传王树增一书中对美军的描写多抄录此书，局部战争系列中的一部总而言之，西方
或者日韩编著的朝鲜战争多只从联合国军角度描写，而缺乏对中军的决策战术描述，这点远不如美军
对二战中德军日本军之熟悉，所编辑和战史系列参考双方资料。关键在于中军战史资料尚未公开的缘
故，外人对中军决策过程和研究尚少，所以基本只取自己一方资料中方的书籍，由于很多资料尚未公
开，所以多采用延续革命历史观点的标准说法，亦欠缺深入的研究和讨论。所以朝鲜战争的研究还是
未到时候，远谈不上全面
3、另外还有个三卷本的版本，推荐那个。这套书是真正从战史角度出发的书，没有政治渲染，没有
生动直观的描述，只有严谨客观枯燥的陈述性记载。但却是了解朝鲜战争最直观可靠的方式。国内写
作出版的朝鲜战争的书，目前只有公开出版政治煽动性宣传品，军内内部出版的比较客观详尽的出版
物一般人看不到。这种情况下，西方人或作为第三方的日本人的书是相对值得看的，这不能不说是中
国人的悲哀。其实很多其他历史题材的书何尝不是如此。
4、有关于朝鲜战争军事史的研究，中美两国公开出版的书籍都主要偏重于这场战争的政治方面。中
方公开出版发行的三卷本抗美援朝战争史可以看做是公正权威的著作，而它的公正权威来源于何处？
说白了也就是四个字——“言简意赅”，很多史实说了等于没说。美国陆军的三卷本战史，国防大学
公开发行的版本叫做《美国兵在朝鲜》，除了阿普尔曼的那卷《南至洛东江北至鸭绿江》是公认的经
典外，其他两卷我的评语也是“言简意赅”。而南北棒子的战史，北边的可以看做是神话书，不看也
罢；南边的战史曾被国内以“抗美援朝敌方史料”的名义摘译过五本，绝对深受儒学影响，文学意义
显然大于学术价值。以上简介过各国公开发行的经典战史著作后，才显出“陆战史研究普及会”这套
战史的价值。日系战史的质量，国际上早有定论，那绝对是高水准，详实而又准确，漏洞错误极少。
有朋友曾论及“日本人打仗就是照搬教科书”，细细想来，绝非空穴来风。由于美国人对朝鲜战争的
一般兴趣仅限于政治特别是与冷战的辩证关系方面，所以日本人的这套战史实为国内已出版的所谓“
抗美援朝敌方史料”中最好的一种。而日本人的这套战史特别在以下几方面独占鳌头：首先，朝鲜自
古以来就是日本军队海外征战的一个主战场，对其兵地要志的精熟程度甚至要超过1950年时的几个主
要参战方；其次，中美本在韩战之前的世界大战中就是日本人的主要对手，中共军、美陆军、美陆战
队的战法、装备、编制，日本人都有切肤之痛。可以说，他比当时的美军更了解中共军，比当时的中
共军更了解美军，甚至对基本照搬苏军的北朝鲜军也有一定了解，而韩军的大多数军官本来就来自日
军，你说他了不了解。而最为难得的是，对以上各方都自有一段爱恨情仇的日本人居然不是这场战争
的参战者（ps：更为奇特的是，如果仔细推演，他还是这场战争真正或者说是最大的受益方），通过
以上视角的独特优越性，使日方编纂者们可以在一个较为公正客观的角度叙述这场战争。第三，当时
参战的许多美方团级以下军官战后都于日本长时间服役（理所当然），所以日本人甚至较美国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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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易于获得美军原始资料，而结合以上述及，亦能更好从这些原始资料中提炼经验，教育后人。以上
说了这么多，最后还得说说国防大学版的翻译质量，还是四个字——“惨不忍睹”，而这种“惨不忍
睹”既有排版印刷的原因，也有翻译质量的原因，对此我只能说：“真是可惜了一部好书！”
5、朝鲜人民军在第一次战役中攻取汉城，并在第二次战役中突破美韩联军驻守的汉江－乌山－车岭
防线。美第21团与第34团被重创。战前较狂妄的麦克阿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美第8集团军遂决定
在朝鲜火速展开，阻挡住朝军的攻势。美军从车岭防线撤退至锦江防线，该防线位于锦江南岸，美军
估计朝鲜渡江器材不足，因此选择锦江这一天然防线，部队在锦江以南展开。参与防御的是美第24师(
第21团，第34团，第19团）的部队。第21团在乌山－车岭的作战中已遭受相当损失，可使用的只有
第34团与第19团。无奈由于美军先前未做好应对战争的准备，并且对韩军的战斗力估计过高，因而无
法及时调派大规模援军入朝。美第1骑兵师与第25师仍在增援途中，在此期间，第24师是孤军奋战。朝
军依靠在敌后活动的游击队，掌握了关于美军部防的情报，遂决定发起第三次战役，使用3个师的兵
力突破美军的锦江防线，随后再突破小白山防线。7月14日，朝军开始进攻锦江防线，当天晚上，第34
团的防线全面崩溃。7月16日，第19团被击溃。锦江防线被朝军突破。第34团有一个半营的兵力驻在大
田，负责作战指挥的迪安将军决心用如此少的部队死守防线。不过事实证明，这一决定是正确的，由
于总司令守在大田，美军被击溃的部队得以在此重组，兵员增至近4000人。7月18日，朝军2个师开始
围攻大田，双方展开激烈战斗，最终迪安指挥美军撤出大田。7月21日，大田战役结束。美第24师损失
兵员45.6%和装备60%，失去作战力。迪安将军带领重伤员逃入山中，后被朝军俘虏。不过，第24师的
战斗赢得了宝贵时间，第1骑兵师与第25师得以在小白山防线展开。至此，美军在兵员数量上逐渐追上
朝军。同时，麦克阿瑟已向美国本土请求援军，一旦该援军抵达釜山，那么朝军要想夺取战争胜利便
会十分困难。针对这种情况，朝军发起所谓第四次战役，目的是突破小白山防线，在美援军登陆前攻
占釜山。7月23日至31日，第1骑兵师与第25师充分发挥其步兵火力上的优势，顽强作战，给朝军造成
极大损失，但未能在小白山防线阻挡住朝军。7月下旬，朝军的直线突击力已接近极限。第8集团军遂
在洛东江一带重新展开，构成釜山防卫线。至此，美军的迟滞作战已经取得成功，因为朝军的总攻击
锐势已经消失。这一阶段的战役具备以下几个特点：1，朝军对渗透战术的使用。在朝鲜战场上，朝
军，以及后来的中国军队，使用了一种美军所不熟悉的战术－渗透战术。这一战术的优点在第24师
第19团的崩溃中与大田包围战中表现的最为明显。第19团是一支精锐部队，如果说第34团损失通讯装
备导致无法协同所以迅速溃败，那么第19团的溃败则是战术上的失败。第19团防守锦江南岸，依靠白
天空军的火力优势，将朝军死死按在了锦江北岸。但是，朝军在夜晚实施了大规模的步兵渗透。美军
本估计朝军在缺少过江器材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过江的，然而朝军却在夜晚分成小队，用徒涉、游泳、
小船与筏子等一切手段进行渡江。过江后，朝军的小队又重新集中为营编制的部队，然后在夜幕掩护
下迅速抢占有利阵地，切断美军退路。这一作战成功了，等到天亮之后，第19团发现自己已被团团包
围。之后，美军为了保卫大田，依托山脉构筑防线，并派出侦察部队搜索朝军主力。然而，侦察部队
却遭遇朝军伏击而破灭，而朝军主力第4师竟然透过美军警戒哨出现在大田后方。朝方资料如此记载
：进至论山的人民军联合部队，７月１８日开始向大田南方迂回挺进。我军战斗员们背着１．５定量
的弹药、３昼夜的口粮和一两发迫击炮弹药等沉重的行装，穿过敌人的警戒线，越过崇山峻岭，渡过
大小河川，隐蔽地进行了两天两夜的急行军，克服了一切艰难和困苦。到大田附近的我军第１８团，
利用１９日黑夜和２０日黎明，隐蔽地潜入大田南部和东南部敌后，切断了大田～锦山之间和大田—
—大邱之间的公路；另一支部队插进了大田西郊地区。与此同时，在大坪里渡过锦江的第３师，于１
９日解放了儒城，打进了大田西北地区。第２师攻进了大田北部地区。这样，在１９日下午，我军完
全包围了大田的敌人。⋯⋯人民军于７月２０日拂晓，对大田开始了大规模的围歼战。⋯⋯” 这又是
一次成功的渗透作战。美军对渗透作战不太了解，不知如何破解。西方现代陆军崇尚发扬火力与机动
的优势，大多是正面攻防或运动攻防，只有德军相对而言对渗透作战有所了解。隆美尔所著的书中讲
述了渗透作战的战例与方法，但是这一战术归根到底是为山地师量身订造，德军在战场上并未大量使
用。二战最后一次较著名的渗透战是冯.曼特菲尔在阿登战役中以步兵渗透取代炮击的做法，但那一次
仍是为装甲部队穿针引线。以渗透作战为主要进攻方式，美军闻所未闻。渗透战术是以步兵为主的战
术，该战术为步兵穿插渗透进入敌军的防线与阵地，破坏敌军的组织与通讯，扰乱敌军，切断敌军退
路。执行该作战的部队必须拥有隐蔽性，行军能力以及情报。一旦失去隐蔽性，部队会被敌军各个击
破。隐蔽性主要通过利用自然条件获取。在朝鲜战场上，朝军多利用夜间行军，再加上战场山脉众多
，在山脉中穿行的朝军不易被发现。朝军步兵火力不及美军，但好处是重装备少，轻军简行，便于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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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军。情报方面，朝军在敌后部署有大量游击队员与特务部队，这些人或兵或民，可以为执行渗透战
的朝军部队引路，也可以负责接应及补给这些部队。三个条件全部具备，朝军的渗透战所以能屡屡成
功。但是，比起日后入朝的中国军队，朝军的步兵渗透战水准只是菜鸟级别，对美军朝军更多采用利
用兵力优势进行大包围的苏式战法。2，美军反坦克战力的提升。起初，美军对朝军的坦克部队与炮
兵部队并不重视，直到屡屡受挫之后，才开始重视对手。本来很狂的麦克阿瑟后来也不得不报告说：
“朝鲜的战局很严重。⋯⋯北朝鲜军队装备的装甲车辆性能优良，具有类似过去德军那样的能力。步
兵的素质也象是第一流的。北朝鲜军队今后可能进一步采取苏联式的领导方式、技术和中国式的战法
相混合的那种战略和战术。不能认为北朝鲜军队是非正规部队而过低估计他们。⋯⋯”。其实，朝军
并非一开始就采用渗透作战，毕竟在苏联教育下他们对于正面突破对手的战法更为沉醉。但是，美军
在重视对手后开始有准备的应对朝军坦克，使用89毫米火箭筒、反坦克炮、地雷以及空军，摧毁了朝
军大量装甲车辆。美军有新式的89毫米火箭筒。该武器拥有一定反坦克力，虽然无法击穿T-34的正面
装甲，但是如果在合适的角度命中合适的位置，那么仍是奏效的。在三个月内，89毫米火箭筒击毁朝
军坦克13辆，这仅是直接击毁，如果算上被火箭筒击中而丧失行动力的坦克，总数甚至可以上百。美
军重型坦克直到7月31日才抵达釜山，在此之前，美军反坦克的战术是火箭筒与空军相配合。火箭筒的
穿甲威力虽然有限，但仍可以迟滞及扰乱坦克的行动，而空军可以完成致命一击。美军第1骑兵师不
愧是精锐部队。在阻截朝军坦克部队时，他们喜欢布置大纵深的雷场，使朝军坦克无法轻易突破。朝
军坦克一旦静止，马上又会遭遇美军155反坦克榴弹炮的轰炸，步兵也会从掩体中冲出用火箭筒进行齐
射，迫击炮的弹幕射击也给尾随的朝军步兵造成重大伤亡。在7月29日夜晚，美军炮连遭遇朝军的奇袭
，遂进行3000发炮弹的急速射，把朝军击退。在7月31日的战斗中，朝军第203坦克团从正面突击第1骑
兵师的阵地，遭遇顽强反击，损失13辆坦克。美军步兵营还可直接呼叫空军，比如第25师27团1营直接
呼叫F-86战机对地攻击，一次出击便摧毁朝军6辆坦克。类似战斗屡见不鲜，乃至朝军对美军的突击力
越来越弱，伤亡不断增加。朝军对美军的步兵，炮兵与空军的火力饱和射击也心有余悸。七月下旬，
朝军概况如下：第１师　３０００人，正在咸昌整编，师长负伤。  第２师　丧失进攻能力，正向金
泉前进。  第３师　５０００人，正进攻金泉。  第４师　５０００～６０００人，正进攻安义、居昌
。  第５师　４０００～５０００人正进攻盈德。  第６师　１万人，正在西南部迂回。  第７师　在进
行整编。  第８师　正进攻安东。  第９师　在进行整编  第１０师　在进行整编  第１２师（原７师）
因伤亡惨重和缺乏弹药需要整编，但却在督战下对浦项实施强攻。  第１３师　９０００人，尚未进
行激战。正在咸昌正面实施进攻。  第１５师　５０００人，受炮兵和迫击炮火力袭击伤亡大。正在
尚州正面实施进攻。  第１０５装甲师　拥有坦克６０辆。  独立装甲团　拥有坦克１９辆。  从此表可
见，经过美军的迟滞作战，开战前能攻善战的1到6师只有第6师人员齐整，这是因为该师按朝方部署正
进行大纵深迂回，未与美军直接交战，其余各师损失皆在50%左右。朝军坦克主力也损失了近50%。
《左传》有云：“一鼓作气，再而衰， 三而竭。” 任何长距离、长时间与高强度的突击作战都会逐
渐损耗突击一方的兵员、组织度与锐气。二战德军最为擅长这种作战，但是1940年直指海峡的突击行
动，德军装甲部队在完成第一阶段的作战目标后已十分疲惫，进行休整后才开始第二阶段向南面的进
攻。而1942年隆美尔在夺取托布鲁克后，由于英军不断增援，迫使隆美尔不进行充足休整便继续突击
英军在阿拉曼的防线，最后未能如愿。从朝鲜角度看，朝军第一阶段的目标是汉城，但是在完成该目
标后，韩军并未丧失斗志，而是在汉江构筑防线，朝军的目标也不是像40年德军那样进行有利的和谈
，而是全面占领韩国。还有，美军正在增援半岛，援军还未抵达。这一切促使朝军不间断的继续进攻
，第二阶段的目标是釜山，但朝军的突击力已逐渐无法维持，终于在釜山陷入僵持局面。如果金日成
多读读《左传》或孙子兵法，那么他或许应该在战役有利阶段就立即开启和谈。在两个月内全取朝鲜
半岛，以苏军的持续突击力或许可以做到，但朝军是做不到的。朝军坦克数量毕竟有限，预备数量少
，无产量，无法持续补充高强度突击所带来的损失。
6、非常好的一本书，能看到的最全面全景式朝鲜战争回顾作品。打四星的同学可能出于种种原因觉
得它应该“更好”对吧？如果中朝有可信的战史，这本书一定会更好。可能有人觉得美国没有到承受
的极限，毕竟工业制造能力和技术与中朝甚至苏联相比都强太多，但有限战争的前提不是随便预设的
，国内政治、国际环境决定了它只能是一场有限战争，朝鲜半岛不具备巴尔干或欧洲那样的重要地缘
条件促使美国为其冒风险打一场世界大战。换句话说除了维护自由世界价值，做自由世界领袖这样一
种情怀，美国实在是非常不情愿为这个半岛打这场仗，没办法得到国民的长期支持。现在的朝鲜半岛
也是一样，得到了超过他实际重要性的关注，一旦统一，这个半岛一定会回归到它应有的国际政治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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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序列里面去。中朝也是倾其所有了，人看起来多，其实动员几十万人出国作战wei稳上不是没有问题
。工业基础薄弱，斯大林一死后援断绝，这仗也很难打下去，不是打烂坛坛罐罐那么简单，整个东北
都危如累卵，还有东南、西南。很多人诟病中朝的战法，认为在火力面前是送死，我们抛开为什么作
战的前提不谈，中朝的战法，几乎是他们当时所具备的技术支撑条件下最好的了，只是有时运用略显
呆板。隐蔽企图、接近、高密度火力、夜战、穿插渗透、分割包围。。。整体战术上没有什么可检讨
的。战果不好不是战术的原因实在是技术原因，美军的火力和协同远超中朝的想象。比如印象很深的
土谷里作战，美军需要从日本改装运送4？8？个机动架桥设备，从提出要求，到日本找到设备、改装
、做空降试验、到空降到作战地域仅仅48小时。这种效率与组织协同能力是让人震惊的。即便现代条
件，48小时完成这一切也是惊人之举。这得益于刚刚结束大战的美军保持着高效的战时体系。反观中
朝方，没有对土谷里突围做有效的阻击作战，没能完成包围歼灭，原因何在呢，因为阻击部队在战壕
里冻僵，跑不动了，当然火力也不足以阻止美军突围。所以中朝不是战术上的问题。无论如何，战争
太残酷，面对强大的空地火力，冲锋的士兵死得太惨了
7、这是本战史研究者编纂的“专业”战史，所以对其有较高的期望，但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美军空
中力量在朝鲜战争中的作用可以说是决定性的，整个战争期间，共出动105万架次，其中战场遮断和对
地支援约38万架次，损失约1,500架各式飞机（按碧血长空一文，不含空战），用24步兵师师长William
Dean的话讲，“第5航空队今天挽救了我师的危机”。但奇怪的是，本书对美陆军的战法叙述涉及到
几乎每个兄弟连，恨不得详细到每位排长，每个反坦克火箭筒；而对空中力量的描写，往往用“第5
航空队今天出动多少架什么飞机，对朝鲜军队什么目标进行打击”云云一笔带过。日本陆军也不是小
米加步枪的土包子。其陆军航空队在二战中的经历虽然不如海军航空兵那样惊心动魄可歌可泣，毕竟
也是浴血奋战见识过大世面的，更何况其空地协同作战一贯得当，战史中也都有详细记载。可为何在
本书中对空中力量的行动与战术分析却着墨甚少？难道，这真的只是一部“陆军眼中的朝鲜战争”？
？在釜山防御战之后，会增加空地协同的篇幅吗？仁川登陆了，长津湖撤退了，空军的对地支援与运
输越来越显得举足轻重，甚至带有决定性的作用。长津湖一战，C-47在5天内后运了4,300余名伤病员
，4艘Essex级航母的舰载机以及陆战队和第5航空队的约400架战斗机轮番参战；但着墨依旧寥寥（2000
页版本落笔稍多），看来真的只是陆军版了。更有甚者，对双方喷气式战斗机的对抗只字未提！有意
思的是，美军首次直升机机降作战，是陆战一师在清剿北朝鲜游击军时完成的，包括准武装直升机的
直接对地支援。采用的机型，应该是西科斯基S-55吧。我原先一直以为是越南战争期间才有直升机机
降作战的。本书最大的缺点，是很少提及对阵的中国军队的番号与作战计划（长津湖一战偶尔番号到
团）。美方是有血有肉的将士，而中方，哪怕全是机器人，也得给个系列号吧？！另外，缺少战役地
图也是个大缺憾（2,000页版本有详图，压缩版愚蠢地省略了）。不过，瑕不掩瑜。本书如教科书般有
条有理，提供美朝韩各方（中方多为揣测）的说法。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每个章节结束时作各方战
术总结（特别是长津湖战役的总结值得称道）；在下一章节开始时提供前期背景回顾。
8、以第三方的角度（虽然不可能完全客观公正）审视这场战争，引用的资料和数据价值较高，虽然
也多是来自联军方面资料，但毕竟比中、朝的要真实多了。力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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