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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精选了古今中外36个最具代表性的著名战例，再现大气磅礴的战争历史画面，在客观解读战争进
程的背景下，重点揭示影响战局胜败的致命拐点，通过对其动因，轨迹以及后果的关联解析，反映各
类主客观因素在重大事件中的逻辑关系，剖析一些颇具普遍性的人格缺憾对重要决策造成的影响，让
人们感知历史的恢弘与转折的突兀，透过失败者阴郁的目光，帮助读者思考，探询这些偶然失败中的
必然，在内心收获一些人性的自醒，为现实寻得一分理性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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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中国历史上，宋朝是边境战事最为频繁的时期之一。
自从五代时期北方燕云十六州被石域唐割让给了异族辽国之后，中原历代王朝为了收复这片带有民族
耻辱色彩的领土，先后组织过多次大规模北伐战争，其中以北宋初期的陈家谷战役最为著名。
谈到宋朝的边境战事，就不能不提到杨业和他的杨家将，虽然历史上的杨家将并非戏曲小说和民间故
事中刻画的那么神奇，但是杨家将三代抗敌的忠勇骁战，确实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不朽的一段传奇。
陈家谷战役也正是由于杨业之死而千古留名。
　　杨业原名杨重贵，本是五代时北汉刘崇的部将，在与辽国多年的交战中，以骁勇善战而闻名于时
，国人号称“杨无敌”。
北宋初年，北汉被宋太宗赵匡胤征灭，杨业苦战到最后被劝服归降。
宋太宗素闻杨业的威名，知道他对于防御辽国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便任命他为云州观察使，在雁门
关一线驻军守卫。
在此期间，杨业率军多次与辽军作战都大获全胜，以至辽军一度望见杨业的旌旗就不战而走。
　　雍熙三年，宋太宗赵光义趁辽国母寡子幼、局势不稳之机，集结了30万大军，兵分三路，发动了
“雍熙北伐”。
其中潘美为西路军主将，杨业作为副将随军参战。
最初，各路宋军进展顺利，潘美、杨业率领的西路军也连战连胜，收复了山西北方州县，并与中路军
胜利会师。
但是率领东路主力军的大将曹彬却急于求功，孤军冒进，导致惨败，辽军趁机集结兵力大举反击。
在这种情况下，宋太宗被迫下令全线撤退，同时命令潘美率领西路军护送20余万云、应、寰、朔四州
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百姓内迁。
　　当时，辽国10余万大军已经攻破了寰州，距离护送百姓南撤的西路宋军已是近在咫尺。
在这种情况下，宋军西路将领在战略决策上发生了分歧。
杨业根据自己多年的边境作战经验，认为辽军兵力占有很大优势，应当避免与其正面交锋，建议潘美
派兵从繁峙侧面出击吸引辽军，掩护主力和百姓迅速撤离。
然而当时担任监军的王优却认为侧面迂回有失国威，极力要求派兵进攻寰州，正面阻击辽军主力。
紧要关头，身为西路军主将的潘美便成为了决定战略取向的关键。
　　潘美，字仲洵，是北宋的开国元勋，也是当时战功显赫的一代名将。
在他担任驻守晋北边防期间，杨业作为副将却屡建奇功，一时间在军内民间的声望高涨。
潘美身为两朝宿将，却被“降将”杨业抢尽风头，他对此早已有所不满。
这种妒恨交加的情绪一直暗暗潜伏在潘美心底，现在终于等到了释放的机会。
　　对于杨业正确的局势分析和战术构想，潘美作为久经沙场的老将，应该心知肚明。
然而面对监军王优坚持己见的强硬态度，潘美虽然知道自己手握最后决策权，但他却也不愿意为了支
持杨业而得罪权高势重的监军。
同时，潘美潜意识中也在故意为难杨业：你不是“杨无敌”吗？
现在倒要看看你的本事到底有多大！
因此，潘美虽然没有明确支持王优正面阻击的方案，但他却表示杨业的分兵引敌策略太过冒险，不宜
采用。
　　此时，王优又趁机用言语讥讽杨业：“杨将军素以骁勇闻名，现在大敌当前，百姓危难，却怎能
怯战回避？
”潘美听后只是在一旁沉默不言，性情刚烈的杨业虽然明知这是王优的激将法，但看到主将潘美的态
度，知道争辩已无意义，便决心冒死出战。
　　杨业知道此次出击凶多吉少，在临行前便与潘美约定，如果自己出击受挫，便会撤向地势险要的
陈家谷一带，请潘美在陈家谷部署步兵强弩埋伏接应，给辽军追兵迎头痛击，或许可以掩护全军成功
撤退，潘美当即同意依计行事。
　　随后，杨业便率军向数十倍于己的辽军发起了突然袭击，在斩杀数百名辽军之后，面对蜂拥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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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辽军主力，杨业任凭骁勇苦战也支撑不住，只得率军撤向陈家谷寻求接应。
然而，当杨业与筋疲力尽的部属终于到达预定地点后，却没有找到宋军接应部队的一兵一卒。
　　原来，就在杨业与辽军苦战不敌准备撤退时，留守多时不见消息的监军王优，却以为“杨无敌”
在自己的激将法下又将辽军击败了。
为了争功邀赏，他便不断催促潘美即刻率军“乘胜出击”。
将信将疑的潘美也以为自己又送给了杨业一个立功扬名的战机，心里既是懊悔又是嫉妒，一时间，他
竟忘记了与杨业在陈家谷的约定，急急率军去与杨业“争功”。
结果，半路上得到杨业已经败退的消息，目瞪口呆的王优与潘美慌乱中急忙下令全军撤退，完全忘记
了在陈家谷苦战无援的杨业。
潘美一时膨胀的嫉妒之念终于让他失去了一名主将应有的理智与判断，对杨业的忠言良计一而再，再
而三地不予理睬，使得整个战局失去了最后的扭转机遇，加剧了宋军在“雍熙北伐”战役中的惨败结
果。
　　面对陈家谷的荒山绝路和紧随而至的辽军追兵，悲愤交加的杨业顿足高呼：“我杨业忠勇一生，
只能葬身此地了！
”死意已决，他便率军回头冲向辽军，在身受数十处伤，左右殆尽的情况下，“仍手刃敌军数十人”
，终于筋疲力尽，在战马受伤倒地后被辽军生擒。
此役，杨业的长子杨延玉，以及部将王贵、贺怀浦全部力战而死。
杨业被擒后，辽国王孙大臣轮番劝其投降，但他宁死不屈，最终“绝食三日，浩然殉国”，时年55岁
。
点评　　陈家谷之战是“雍熙北伐”的最后一战，宋辽两军死伤不过3000人。
然而，就是这场无关战局结果的小型战役却因为名将杨业之死而铭刻史册，更由于杨业死于主将潘美
的错误决策和临阵失约而显得尤为悲壮，各类文艺作品对此更是加以浓墨重彩的渲染演义。
　　分析造成陈家谷之战失利和杨业被俘身死的直接原因，就是盲目正面出击的错误决策。
客观来讲，虽然提出错误主张的是监军王优，但最后决策却是由于主将潘美一时妒念作祟而默许通过
的，并且随后他又忙里出错。
在陈家谷失约而逃，不但导致杨业悲壮殉国。
同时也毁掉了自己一代名将的清名，以至于在后人的小说戏剧中，他被夸张丑化成与秦桧齐名的“奸
臣潘仁美”，成为杨家将忠烈传奇故事的反面陪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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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每一场战争，都是人类一次痛苦的蜕变，历史的额头，雕留着铁血硝烟。
没有属于一个人的战争，代价也绝不只是生命，在胜利者的佩剑下，从来不乏惜败者的挣扎与伤痛。
《一念之差：决定战争成败的拐点》精选了古今中外36个最具代表性的著名战役，关注那些长期处在
角落里的失败者，聚焦于决定战争结局的关键因素，纵论历史上著名战役的胜负之道，给你以真正的
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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