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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大举强攻遭遇抵抗 哈马斯占据“主场”今非昔比

加沙喋血月余 城市攻坚战代价惨烈
文 /邰丰顺

加沙激战复盘
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

马斯）针对以色列发动了“阿克萨洪水”行动，

从海、陆、空三方面对以色列占领区发动突然

袭击。在大约20分钟内，哈马斯向以色列发

射了数千枚火箭弹，造成大量以色列人员伤

亡。以色列国防部承认被俘的军民数量“史

无前例”，全国宣布进入“战争状态”。

随后，以军迅速出动战机对加沙地带的

哈马斯目标进行大规模空袭。10月23日，以

军小规模的侦察部队以及特种部队开始对加

沙进行渗透。从10月25日开始，以军成建制

的装甲部队推倒隔离墙，打开缺口正式发动

针对哈马斯武装的地面进攻。

开战伊始，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的地

面行动，几乎复刻了2008年12月27日至

2009年1月18日“铸铅行动”的方案。以军以

三个主力旅，从加沙地带北部、东北部及加沙

城东南方向突入哈马斯控制区，迅速切断了

加沙地带南北之间的联系。

从地理上看，加沙地带可以分为北部、中

部、南部。中部为农业区，一马平川，无险可

守。南部地区靠近埃及拉法口岸，难民营聚

集，也是哈马斯的后方基地。北部的加沙城

人口稠密，是哈马斯发射火箭弹的主要据点。

对以军来说，分割包围加沙北部，就等于

切断了哈马斯主要军事力量的联系。而在具

体的推进战斗中，以军采用分割包围的行动

策略。10月27日地面行动开始后，以军首先

控制了贯穿加沙地带南北的萨拉丁公路，包

围公路最北端的城市拜特哈农。以军从东、

北、南三个方向进入拜特哈农城郊，和武装分

子展开楼宇争夺战。拜特哈农被分割包围

后，加沙城以北唯一的防线是贾巴利亚。与

“铸铅行动”稍有不同的是，这次以军不仅从

东部陆路进攻贾巴利亚，还通过海军配合，从

西部沿岸发起攻击，策应东部陆上行动。

11月4日，以军称已占领并摧毁了设在

贾巴利亚的哈马斯情报总部，从北侧实现对

加沙城的合围。不过，分割包围只是以军行

动的第一步。控制交通要道和城镇外围后，

以军还需要花费更多时间清理该地区的反抗

力量。而在城市攻坚的地面行动之前，以军

用装甲推土机先推出一个沙墙，构建起一个

临时进攻出发阵地，为集结在此准备进攻的

部队提供一定的防御，也能阻挡哈马斯的抵

近目视侦察。随后以军的主战坦克、重型装

甲车、装甲推土机完成编组，在空中支援、炮

火掩护下，对哈马斯武装坚守的地区进行不

下车的迫近攻击。在攻击奏效后，再由车载

步兵对占领区域进行进一步清扫。

与此相对的是，哈马斯武装首次成体系

地出动了无人机作为侦察校射装备，引导己

方数量有限的火炮对土堆内的以军出发阵地

展开炮击，并且还使用自杀式卡车主动向以

军集结阵地发起进攻。这显著打乱了以军的

作战节奏，并削弱了以军的士气。

而当以军的装甲分队突入城内时，突然

发现此次遭遇到的是在装备、训练和战法上

都今非昔比的哈马斯武装。这些武装人员以

3人左右的小组为作战单位，通过加沙密布的

地道，从以军侧后方发动突然袭击。可以看

出哈马斯的战术是采用地道战配合“麻雀

战”、坑道战的结合，主动寻找歼灭小股以军

及装甲车辆的机会。直到12月1日，活跃在

北部的哈马斯武装依然在用火箭弹攻击邻近

的以色列城镇。

四步攻坚战术
此次加沙北部大规模城市攻坚战与1999

年底至次年2月在格罗兹尼爆发的巷战颇有

相似之处。

俄军对当时的车臣叛军武装采取的进攻

战术可以概括为：第一，拔掉支点，形成合

围。三个作战集团分别在格罗兹尼四周展开

行动形成合围，使其成为一座真正的孤城；

第二，空地一体，精确打击。俄军发挥制

空权和远程火力优势，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对

车臣武装的主要目标实施“点穴”式打击，使

叛军失去指挥和控制能力；

第三，火力覆盖，立体攻防。进入城市清

剿前，各兵种展开多层次打击。机械化步兵

和坦克分队对建筑物底层和地下通道进行射

击，步战车对中部射击，高射炮对顶部射击，

有效摧毁了对方的防御体系。

第四，反复清剿，不留隐患。针对城市作

战中武装分子容易藏匿的特点，俄军在攻占

一个街区后，专门编成清剿组，实行反复拉网

式清剿，重点对可能藏匿的地下通道、隐蔽角

落、楼房等部位进行反复搜查，彻底解决了一

个区域后再逐步向前发展。

而车臣叛军武装的应对战术，则是先隐

蔽起来，寻找机会从暗处射杀俄军官兵。尽

管俄军采取了反狙击措施，但由于俄军在明

处，叛军武装在暗处，车臣叛军仍给俄军造成

了重大伤亡。最终，俄军在付出1000余人阵

亡、2600余人受伤的代价后，取得了歼敌1万

余人的胜利，并完成对格罗兹尼的控制。

由此可见，本次以军对加沙北部的进攻

与当年俄军的思路有所类似，都是火力覆盖、

快速穿插、分割包围、攻坚占领、持续清剿后

再向前发展。但在战术实施过程中，以军步

兵只有当“梅卡瓦”主战坦克抵近攻击后，才

从“雌虎”步兵战车上下来，对目标发动清剿

进攻。这样看起来似乎提升进攻效率并减少

人员伤亡，但从网上视频可以看到，哈马斯武

装人员多次抵近以军下车位置，突然发起攻

击。甚至还有哈马斯人员直接在以军坦克和

步兵战车防护薄弱处安装炸弹，并在退到安

全距离后引爆。可见，以军目前控制的区域

还存在相当数量的哈马斯武装人员，他们依

然能够不断在以军背后发动袭击，阻滞其向

加沙南部推进。

总体而言，此番以军和哈马斯在加沙地

带的城市攻防战，仍是一种典型的非对称作

战。以军虽然占有兵力装备上的绝对优势，

但加沙地带密集的建筑物可以为哈马斯武装

人员提供“主场优势”——这些建筑群既是哈

马斯武装人员的隐蔽物，在被摧毁后又成为

防御以军进攻的阵地。此外，加沙地底下错

综复杂的地道也是哈马斯的藏身之地和进攻

发起阵地。即使外界援助通道被以军阻隔，

哈马斯面临补给不足和缺医少药的困境，但

抵抗意志依旧高涨。

受制于加沙地带的残垣断壁，以军的通

信与传感受到限制，严重影响指挥、控制、通

信和情报搜集的效能。不断增加的伤亡数字

又影响到以军的作战士气，士兵不敢贸然离

开“雌虎”步兵战车和“阿奇扎里特”重型装甲

输送车等装备。而缺少步兵保护的坦克，又

极易成为哈马斯火箭筒和炸弹的攻击目标。

城市巷战启示
抛开巴以冲突本身，单就一场城市巷战

而言，军事专家认为，在现代战争中，各国军

队可以构建由地面突击分队、空中无人侦察

力量和室内潜入侦察力量构成的城市联合进

攻体系，对建筑物内部空间和暗藏火力点实

施内外一体的全方位立体侦察，并引导地面

突击分队或空中其他支援力量对敌目标实施

“点穴”式精确清除。

在具体行动中，军事专家认为，某场城市

巷战的攻击方在空中可以布置长航时侦察打

击一体无人机，一旦查明暗藏的火力点，立刻

发射精确制导导弹，确保突入城市的装甲车

辆和人员的安全，构筑起对攻击方单向“透

明”的战场。同时，进攻方的陆军步兵部队，

则可编配空中和爬行无人作战装备（如机器

狗），构建模块化火力突击分队，对依托相对

独立的枢纽中心或者大型建筑物防御的敌人

实施清剿作战，夺控重要枢纽中心和大型建

筑物，以待后续发展。

从总体上来看，城市攻坚战不仅对城市

毁坏严重，更对双方作战人员造成严重的消

耗，平民的伤亡也在所难免，对于攻守双方来

说代价不可谓不高昂。由此，不妨回顾一下

中国《孙子兵法》中指出的“上兵伐谋，其次伐

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

已”。军事行动的最高境界，并非仅仅依靠军

事优势与科技霸权就能实现。

经历短暂停火后，巴以冲突烽火再起，本
轮冲突已造成数万平民死难，其中包括大量
妇女儿童，无辜生命的离世令人心痛。
此轮巴以冲突规模、伤亡人数、外溢影响

等都超过以往。在各方力量博弈之下，中东
地区格局面临复杂变化。凭以色列军力之强
悍，美国援助之众多，加沙巷战持续月余却还
未结束，城市攻坚战之难由此可见一斑。
通过对加沙交战双方战术的复盘，我们

对现代战争条件下城市攻坚战的残酷性、艰
巨性和长期性有了进一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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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沙南部民众查看被炸毁的房屋 新华社发

▲以军士兵在加沙恢复与哈马斯的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