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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战争实践是作战理论的源泉，典型战例是最好的老师。
“一切战争艺术的理论，其唯一合理的基础就是战史的研究。
”若米尼的这句至理名言，一语道出了研究和学习作战理论的奥妙。
俗话说，兵有强弱，器有利钝，战有胜负。
战争本身就是由胜负双方构成的矛盾统一体，作战指导规律既蕴藏在成功的战例之中，也寄寓于失败
的战例之中。
成功的战例集中展现了人类指导战争艺术的精华，失败的战例则饱含着违背作战指导规律的苦涩。
因此，研究作战指导规律要全面系统，既要倾力研究成功的战例，又要注重研究失败的战例。
从一定意义上讲，研究失败的战例比研究成功的战例更能发人深省。
毛泽东曾谆谆告诫我军指挥员，要“引证不良战例以为鉴戒”。
失败乃成功之母，直面失败，分析失败战例的教训，往往会以沉重的心情去追寻症结，从而更真实全
面和接近实际，获得深刻的启迪。
军事伟人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们更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形成智慧，并用以指导自己的实践。
　　提高渡海登陆作战能力，是我军有效履行神圣使命的客观要求。
由于我军缺乏现代登陆作战的实践，研究外军登陆作战的战例就显得极为重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外军登陆作战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现代登陆作战是一种难度最大的进攻作战样
式，诸军兵种联合作战，指挥协调极为复杂；登陆部队背水攻坚，作战行动艰巨惨烈；作战消耗大，
保障困难多；开弓没有回头箭，不是成功就是失败。
面对这种复杂的作战样式，要求我们既要以外军登陆作战的成功经验为借鉴，也要以其失败的教训为
鉴戒，特别要重视研究外军登陆作战失败的战例，从分析外军失败的教训中寻求规避或减少作战风险
的有效对策。
外军现代登陆作战的实践证明，从最坏的情况着手，往往能够争取最好的结果。
同理，把外军登陆作战失败的教训研究深、研究透，对于我军未来夺取登陆作战的胜利必将具有重要
作用。
　　这本战例研究小书的突出特点，在于它从登陆作战历史中精选并研究了古今10个失败或付出重大
代价的战例。
在研究每一个战例时，作者从作战背景入手，通过丰富翔实的资料，运用通俗、简明的语言，比较详
细地剖析了交战双方的作战企图、兵力部署、作战经过，再现了登陆作战的复杂与艰巨，并从历史与
现实的结合上，站在全局高度分析了登陆作战失败的主要教训及由此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为我们研究和组织实施信息化条件下登陆作战提供了历史的启迪，对于我们忠实履行捍卫祖国主权和
领土完整的职责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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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登陆作战任务主要由登陆兵、海军舰艇编队和直接支援的航空兵组成的联合登陆兵团担任大规模的登
陆作战通常组织两个以上的联合登陆兵团，为支援、配合和保障联合登陆兵团的作战行动，一般还组
成空中支援集团、海上支援集团、空降兵集团、预备队、登陆基地和登陆后方等，登陆作战的组织实
旋通常区分为绢织准备、集结上船、航渡、突击上陆、巩固和扩大登陆场等阶段，大规模的登陆作战
，通常还有先期作战，包括夺取制空权、制海权、进行预先火力准备和预先扫雷破障等作战行动，整
个登陆作战，由合成军指挥员实施集中统一指挥，联合登陆兵团在集结上船、航渡和突击上陆阶段的
作战行动，以熟悉两栖作战的海军指挥员为主实施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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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渡海征日”的无奈撤退　　——元军两次渡海征日作战　　元军渡海征日，指的是元朝统治
者忽必烈在1274年和l281年两次派军队试图占领日本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在日本通常被叫做“蒙古来
袭”，这两次侵略行动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一、作战背景　　13世纪中期，蒙古成吉思汗之孙大皇帝忽必烈建立起一个版图包括几乎整个亚
洲和东欧在内的，世界历史上最大、最强的元帝国。
至元三年（1266年），忽必烈派遣兵部侍郎郎赫德、礼部侍郎殷弘出使日本。
忽必烈在国书中，对这次遣使的目的讲得极其清楚，要日本效法高丽，举国来朝以通和好，如不相通
好，将至“用兵”，令日本“王其图之”。
国书被日本以书辞无理、不能接受为，由，予以退回。
1268—1272年，忽必烈又三次遣使至日本，要求副本皈依中国。
引起日本朝野的普遍恐慌。
懦弱无能的日本朝廷主张回书降伏，却被年少气盛的抗战派执权北条时宗制止。
在洞悉了元的侵略意图后，时宗先后将几名使者杀死，命全国进入战时戒备状态。
至元十年（1273年）起，忽必烈开始着手部署征日战争。
　　元世祖忽必烈第一次派遣元军东征日本的目的，在于威吓日本，使其迅速通好，尚无灭日的决心
。
忻都等元军统帅利用忽必烈的这种想法，巧妙地掩饰了遭狂风败退的实情，以“入其国败之”的战绩
上报世祖。
忽必烈信以为真，认为日军在元军的打击下，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必将立刻与元通好。
因此，大赏征日有功将士，同时决定派出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等，携带国书出使日本，
以求通好。
4月，元使杜世忠一行绕过大宰府，直抵长门室津（今天日本本州西南沿海山口县），企图顺利地闯
过关卡，到达京都或镰仓。
但长门守护却将元使杜世忠等人押送大宰府，然后上报幕府。
北条时宗得到此消息后，立命将元使送至镰仓，下令将元使杜世忠一行30余人斩首于镰仓龙口，只放
逐了4名高丽船员。
　　至元十六年（1279年），南宋灭亡，元统一中国。
这时忽必烈才注意到杜世忠等尚无消息。
南宋降将范文虎奏请以个人名义写信给日本，请求通好。
范文虎的使者周福，在同年6月入日，8月被杀于大宰府。
忽必烈要求通好的努力毫无结果，迫使他下决心出兵征服日本。
同年，忽必烈任命忻都和洪茶丘为第二次征日的元军统帅，同时命令高丽王再次造舰900艘。
至元十七年（1280年），杜世忠被杀的消息传来，使忽必烈更坚定了征日的决心，遂着手建立海军，
准备第二次渡海征日。
　　二、作战企图及兵力部署　　至元十年4月，耽罗岛林衍起义，反对高丽王的统治，忽必烈乘机
派元军进驻高丽。
之后，元军于耽罗岛设招讨司，驻扎镇边军1700人，从而控制了日本与南宋间的海上通道，由此可以
使元军能够全力进攻日本。
随后，忽必烈召忻都、金方庆等至元大都（今北京）商议征日事宜。
至元十一年（1274年）正月，忽必烈命令高丽王造舰900艘，其中大舰300艘可载1000石或4000石，由金
方庆负责建造；拔都鲁轻疾舟（快速舰）300艘，汲水小船300艘，由洪茶丘负责建造，并规定于正
月15日动工，限期完成。
6月，900艘军舰完工，上报世祖忽必烈，忽必烈遂命令由蒙、汉、高丽三族军队组成的联军，东征日
本。
联军的核心是蒙元部队，计有蒙汉军2万人、高丽军5600人，加上高丽水手6700人，共3.2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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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征东都元帅忻都、右副帅洪茶丘、左副帅刘复亨统帅，8月出发，实施第一次远征。
　　至元十七年（1280年），忽必烈命范文虎去江南收集张世杰旧部及其他自愿从军者计10万人，战
船3500艘，组成江南军，由范文虎统帅，从庆元（今浙江宁波）起航，跨海东征日本。
这一路军队的派出，很大程度是由于南宋灭亡后处理投降兵卒的需要。
另一方面，命洪茶丘至东北，招募沈阳、开原等地自愿从军者3000人，归洪茶丘统领。
忻都仍统领蒙族军。
又任命高丽将领金方庆为征东都元帅，统帅高丽军1万人、水手1.5万人、战船900艘、军粮10万石。
三军合计近4万人，组成东路军，取道高丽东征日本。
军事部署完成后，忽必烈于至元十八年（1281年）正月，召集两路征东军统帅会议，并任命宿将阿刺
罕为两路军总指挥。
会议确定，两路军各自择日出发，于6月15日至壹岐岛会师。
同时，忽必烈命令各船携带农具，以备占领九州后屯田之用。
由此可知，忽必烈此次征服日本之心甚坚，并作了长期征战的打算。
　　三、主要作战经过　　两次渡海远征的登陆点都选择在日本九州附近，结局都以失败告终。
　　（一）第一次渡海远征　　此次渡海远征从至元十一年（1274年）10月3日起，至10月22日止，历
时20天。
　　1.速取对马岛　　至元十一年（1274年）征日元军在忻都、洪茶丘、刘复亨三将的指挥下，10月3
日从高丽合埔（今韩国镇海湾马山浦附近）出发，驶向对马。
10月5日逼近对马岛。
当地地头宗马允助国，招集80余骑驰向元军登陆据点，诘问上陆理由，双方展开激战。
由于众寡悬殊，宗马允助国及其嫡子养子共12人战死，对马守护军全部被歼，6日元军占领对马岛。
也有史料记载宗马允助国是在壹岐岛战死。
14日傍晚，元军攻入壹岐岛。
元军约400人先行登陆，上陆列好队伍后即立赤旗为标记，与守护军左卫门尉平经高（平内左卫门景隆
）所率领的百余骑激战。
经高战斗不利，退于城内防守。
15日城陷，经高自杀。
16日，元军逼近了肥前沿海岛屿及西北沿海一带。
　　肥前是日本九州的西南沿海地区的古地名，包括今天的长崎和佐贺两县。
当时日本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在九州的大宰府设立总督府——太宰府，负责九州的军事防卫和国家
的外交，因此肥前地区实际上是日本对外交流的窗口。
　　宰府西守护所少贰兼任“三前二岛”守护藤原经资得到元军进攻对马的战报后，一边上报幕府，
一边部署防御。
而战报在10月17日方送到镰仓幕府，18日至京都。
到10月22日，方知对马岛已为元军占领，而这时，元日第一次战斗已经结束了。
从这一情况来看，日本朝廷和幕府对元军渡海征日战争，没有任何具体的部署和指挥，战斗主要在大
宰府少贰藤原经资的指挥下进行的。
　　2.激战博多湾　　元军并没有在肥前登陆向纵深发展，而是把主力转移向博多湾。
10月19日，元军舰队进攻博多湾，杀散海滨守军占领今津一带。
由于今津一带地形不利于大部队展开作战，且距离大宰府尚有一日行程，因此元军当晚回到船上，准
备次日进攻大宰府。
　　20日晨，元军展开登陆战，一部元军从博多湾西部百道源滨海一带登陆，昨晚已在此布阵的第一
线指挥藤原景资所率领的500骑兵，并没有趁元军登陆半途截击，而是在元军登陆整顿好队形后，方才
按日本当时会战的惯例，由主攻部队“鸣镝”开始进攻，这种战术不过是中国春秋时期宋襄公“蠢猪
式”战法的翻版罢了。
日军由1名武士单骑溺战，冲在前边，大队骑兵随后冲杀。
当日本武士骑兵部队逼近时，元军鼓声大作，杀声震天，硬弓短矢，大炮轰鸣，日本武士对元军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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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心惊胆战，战马惊恐不前。
两军刚一接触，日本军队便死伤严重，百道源战场日军“伏尸如麻”，元军很快推进至鹿原。
　　另一部元军攻入百道源西部的赤坂，肥后武士菊池二郎武房率自己所部武士130骑与元军展开战斗
。
大宰府少贰藤原经资所率领的武士部队，按一族一门的战斗组织形式，轮番与占领赤坂的元军进行殊
死战斗，终于迫使这部分元军向鹿原方向后撤。
火炮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元军撤退时，肥后武士竹崎季长率自己的族人4骑，尾追元军，负伤落马侥幸未死。
　　鹿原及鸟饲一带的元军，继续登陆，扩大占领地面。
日本北九州各地武士如怡土松浦黛、原田一族、日田、栗尾、山田氏等所率各队武士，先后赶到战场
，一队一队轮番进攻元军。
尽管武士军队人数不少，但就每一队而言，都较元军为少，因而死伤惨重。
　　这时，另一部分元军从博多湾东部箱崎方向登陆，占领岸边松林，从背后夹击与百道源元军作战
的日本武士。
该地守军大友赖泰的武士队伍经不起元军的夹击，开始向东南方撤退。
由于大友赖泰部队的撤退，与百道源元军作战的日军腹背受敌，被迫向大宰府水城方向撤退。
　　20日，元军与日军激战了一整天，近傍晚时候，博多湾箱崎等地先后落入元军之手，日军被迫全
军撤退，但元军紧紧咬住不放，随着撤退的日军节节进逼。
元军左副帅、作战指挥刘复亨为了更好地指挥作战，从高坡骑马顺坡前行，被日军前线指挥藤原景资
发觉，他立即引马搭箭，将刘复亨射落马下。
元军统帅受伤，使进攻的势头略受挫折，加之天色昏暗，遂停止进攻。
这时，日军方摆脱元军的追击，迅速退往大宰府水城。
日军撤退后，没有来得及逃走的老幼妇女，被俘近1500余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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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们重视经验，但更应关注教训。
因为它是用鲜血当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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