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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强调，军事训练是部队经

常性中心工作，是生成和提高战斗力

的基本途径，是最直接的军事斗争准

备，对于确保部队能打仗、打胜仗，对

于提高部队全面建设水平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红蓝对抗是检验部队实战思维、提

升战斗力的一种重要方式。无论是按

照潜在对手作战思想和作战原则打造

一支形神兼备的模拟蓝军，还是按照与

实际作战背景相一致的要求构建陆海

空天网电“六维”一体的战场环境，或是

按照与实际作战进程相一致的要求构

设各类临机情况，都是为了受训部队能

够沉浸式搞训练。

战争的胜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对 敌 人 的 知 悉 程 度 。 全 面 研 究 作 战

对 手 ，始 终 紧 盯 敌 人 练 兵 ，是 练 兵 备

战的基本要求。客观上，敌情研究范

围广、内容多、更新快，不可能一蹴而

就，这要求我们把知敌研敌作为军事

训 练 研 究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环 ，由 浅 入

深 、逐 次 递 进 ，不 断 推 动 它 向 更 高 层

级跃升。

当好“海上蓝军”，要演真扮像。必

须搞清楚打什么仗、同什么对手打仗，

精准研究作战对象，为部队训练提供逼

真强劲的作战对手，让官兵在近似实战

条件下锤炼打仗能力。

当好“海上蓝军”，要强化联合观

念。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化联

合训练”。可以预见，未来战争中，没有

一场战争不需要联合，没有一场胜利不

来自联合，任何单一军兵种都难以“独

木成林”。必须建立健全多军兵种密切

协同机制，努力引导一切人力、物力、技

术等资源向练兵备战聚焦用力，切实提

升军事训练效能。

对军队而言，备战无间隙，战场无

亚军。今天的训练场就是未来的战场，

在每一场对抗中锤炼打仗功夫，才能真

正成为实战化练兵的受益者。唯有如

此，当战争真正来临之时，我们才能做

到不辱使命、不负重托。

在每一场对抗中锤炼打仗功夫
■李 烈

记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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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蓝军故事

从红方席位到蓝方席位，这些年，

王丰在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参谋长和

某基地蓝军指挥员的双重角色间来回

切 换 ，遇 到 很 多 难 题 ：“ 如 同 一 个 人 下

一 整 盘 棋 ，左 右 开 弓 ，时 攻 时 守 ，挑 战

非常大。”

红蓝兼备，这无疑带给王丰许多辩

证思考。如今，他觉得自己正在实现“螺

旋式的上升”。尤其在扮演蓝军上，关于

如何做一块合格的“海上磨刀石”，他有

了更深的体悟。

“您应该是这里最懂蓝军的人了。”

在与王丰的交流中，记者发出感慨。但

王丰听后连连摇头，在他看来，蓝军的彼

岸远未抵达，他们仅仅凑成了蓝军拼图

的一小块。

武 器 装 备 在 更 新 换 代 ，战 术 战 法

在加速迭变，战场环境更是瞬息万变，

王 丰 说 ：“ 我 们 在 加 速 奔 跑 ，对 手 也 在

不 断 变 化 ，‘ 海 上 蓝 军 ’的 进 化 之 路 没

有止境。”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王丰将

这句话写在了笔记本的扉页，提醒自己

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战斗状态。

作 为 蓝 军 ，要 不 断
“抵近”最真实的对手

真实的战场环境复杂多变。作为蓝

军，如何无限趋近于真实对手？又如何

在波谲云诡的境况中应势而动，锤炼部

队？这些年，王丰频繁思考这个命题。

“指令无效！”

那天，一场对抗训练正在进行。当

听到导调组的判定时，站在作战指挥大

厅屏幕前的王丰，眉头锁得很紧。

就在几分钟前，蓝方发现一个有利

态势，对红方发起了火力打击。然而该

火力单元已在上一轮课目中使用，后续

蓝方并未根据武器性能对其进行相应维

修保障，导致打击无法完成。

机会白白溜走，红方得以反攻。蓝

方复盘会上，有参谋坦言，若非课目设

定，我们以为所有后勤装备保障都是理

想状态，且这种想法总是天然出现在大

家脑海中。

看似是忽略了战场要素，实则是习

惯了“走流程、对计划”，然而，真实的战

场情况从来不是排练好的，没有谁会提

供“理想状态”。

教 训 令 人 心 痛 。 那 晚 ，王 丰 坦 诚

地说，我们必须意识到，在战场上，“烽

火狼烟”是实打实的，敌人不可能在约

定 的 时 间 、约 定 的 地 点 以 预 想 的 方 式

出现。作为蓝军，不习惯真实战场、不

熟 悉 真 实 战 场 ，如 何 能 成 为 最 真 实 的

对手？

任 务 结 束 后 ，王 丰 组 织 官 兵 开 展

了一场关于“战场法则”的讨论。蓝军

怎样更“蓝”？大家纷纷提出自己的见

解——

我们要在对抗中多设“变量”，以取

得战斗力提升的“增量”；战场环境复杂，

红方怕什么、缺什么，蓝方研究什么、提

供什么；必须破除以往对抗训练中的套

路思维和惯性打法，要随机应变、因势利

导……

王丰感慨：“与实战要求不相适应

的 训 练 内 容 就 是‘ 卡 在 我 们 喉 咙 里 的

刺’，一定要拔出来！”以讨论结果为指

引，针对以往对抗训练中影响战斗力的

漏洞，大家再次复盘，一一研讨并提出

解决方案。

在一次复盘会的集体“头脑风暴”

中，有参谋提出去除某个过于冒险的战

术动作。就在众人点头时，王丰提出了

反对意见。

“这个动作真的不可能发生吗？”说

着，王丰找出真实案例，“我们不能小看

敌人，更不能将自己的思维僵硬嵌套到

对手身上，找到这个行动背后的深层机

理，寻求更多的战术动作，才是蓝军的思

考方向。”

知敌、像敌才能超敌、胜敌，作为蓝

军，要不断“抵近”最真实的对手。蓝军

分队进一步解读研讨对手最新战例战

果，将战略决策、指挥流程、战术战法等

整理成册，充实到资料库中，为蓝军的

行动与决策提供有力支撑。

随着对抗训练的深入展开，新武器

装备、新作战手段等要素进入训练全流

程，医、食、住、行、油、财、水等保障要素

纳入考核内容。任务开始的那一刻，没

有“手下留情”，没有“中场休息”，红蓝双

方的奇袭随时在发生。

对抗训练，输赢不是
关键，思战研战、超敌胜
敌才是目标

陆海相连，硝烟滚滚；海天相接，排

兵布阵……拂晓，实兵对抗正式展开。

空中，红方战机不断变换飞行路线，

企图直插蓝方阵地开展打击。蓝方舰艇

以变制变，结合战场态势对红方实施跟

踪式精准干扰。启动应急预案、重建通

信网、释放干扰弹……针对雷达显示屏

上不断变换的波形，红方连续应对、一一

化解。

最终，红方赢了！

精心准备的作战方案没能发挥威

力，蓝军分队吃了败仗，一名参谋心情沉

重了好几天。王丰却不见消沉，反而比

以前更有干劲儿了。

“蓝方不能输吗？当然不是。红方

的胜利，恰恰证明了我们的价值——我

们终于‘磨’出了一把‘快刀’。”这些年，

王丰始终强调不要有“红必胜、蓝必输”

或者“蓝必胜、红必输”的思维定式。

“归根结底是太想赢了，喜欢争个

你 高 我 低 。”凭 借 着 对 红 方 的 了 解 ，一

些参谋在某个“绝活”或“特技”上倾注

过多精力，而忽略了对对手作战思想、

作 战 原 则 、作 战 方 式 等 领 域 的 深 度 剖

析。还有人想把费尽心思研究的战法

留 在 更 大 的 训 练 场 上 使 用 ，担 心 被 对

方提前“偷师”。

诚然，打仗的人都渴望胜利。王丰

认为：“谈及对抗，很多人容易陷入胜负

的怪圈。但我们努力演真扮像，最终为

的是提升部队战斗力。”

对抗训练，输赢不是关键，思战研

战、超敌胜敌才是目标。相较于对抗的

结果，王丰将更多精力倾注在研究制胜

机理上。每次对抗任务结束，复盘战场

得失、检视研究成果都是他和战友的第

一要紧事。

休息的时候，王丰喜欢爬山。他觉

得，红蓝之间的一场场对抗就好比攀登

一座座高山，越接近山顶，人越容易疲

累，瓶颈随之而来。“极限能力往往是相

互逼出来的。”这些年，参加了许多场对

抗任务的王丰总结出一条经验，对手是

最好的老师。过硬的对手倒逼自我革

新，乃至自我颠覆。

红蓝互为训练条件，“磨刀”的过程

也是双方持续进阶的过程——

蓝方打出新战法，红方紧跟着有动

作；红方有了“新变量”，蓝方进一步寻求

“制胜密码”，不让自己被对手“磨平”。

王丰十分喜欢这种“你高一尺，我高一

丈”的感觉，每次在较量中验证新的战术

战法，他都觉得很过瘾。

瞄 准 战 斗 力 提 升 ，海 上“ 动 态 蓝

军 ”已 经 成 为 常 态 。 开 放 要 素 按 需 整

合 ，此 次 任 务 中 红 方 的 一 员 很 可 能 在

下 一 场 对 抗 训 练 中 成 为 蓝 军 的 一 分

子。大家在红蓝思维的转换中获得全

方 位 的 磨 砺 ，蓝 军 分 队 这 块“ 磨 刀 石 ”

也越来越“坚硬”。

联合不是简单做加
法，一体作战才能赢得战
场主动

浏览王丰的书架，记者发现许多书

目名称都包含有“联合”二字。

“‘海上蓝军’一定要有联合作战思

维，这不是上限而是底线。”说起联合，王

丰认为海上作战形式复杂且多样，这是

蓝军最基本的训练要求。

“ 我 们 原 以 为 这 是 其 他 指 挥 要 素

的处理范围……”训练中，有些官兵只

埋 头 负 责 自 己 的“ 一 亩 三 分 地 ”，单 打

独斗的想法时有出现。“联”得不好，对

抗训练就吃苦头。设置险难情况时过

于 单 一 ，对 联 合 打 击 的 处 置 考 虑 不 够

周全等问题常常成为蓝军训练时的一

道坎。

“不少人更关注战术行动上的‘联’，

而忽视了战法思维上的‘合’。”王丰告诉

记者，有时大家因为军兵种文化、思维观

念等不同产生分歧；有时由于战术战法

不同、指挥方式不一，大家的行动衔接配

合不够紧密；有时甚至会出现各军兵种

都想“扛红旗、争第一”的情况，导致联合

效果打了折扣。

对 于 这 一 点 ，全 程 参 与 某 次 对 抗

训 练 方 案 设 计 的 空 军 某 部 参 谋 同 样

感 触 颇 深 ：“ 很 多 思 路 和 细 节 ，一 旦 涉

及 多 个 军 兵 种 ，简 单 的‘ 一 对 一 ’沟 通

对 接 就 变 得 效 果 不 佳 ，联 合 的 路 并 不

好走。”

俗 话 说 ，隔 行 如 隔 山 。 各 军 兵 种

之间的壁垒如何打破，不同作战样式、

软 硬 武 器 怎 么 联 ？ 王 丰 说 ，联 合 不 是

简 单 做 加 法 ，而 是 在 排 列 组 合 中 求 解

更多方案 ，实现 1＋1＞2 的作战效果 。

作战力量虽有主辅、配属之说，但各环

节、各要素必须破除“配角思维”，每一

个作战单元都应紧密衔接，以“主角身

份”推动体系高效运转，方能赢得战场

主动。

近些年，联合思维不断嵌入对抗训

练之中。在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的牵

头组织下，各单位成立课题小组，梳理

体系化练兵的难点堵点，拟制联合训练

方案；空军、陆军、火箭军等其他军兵种

的指挥员和参谋被请进海军红蓝双方

指挥部、演习导演部，提出意见建议；采

取结对教学、交叉互学等形式，将友邻

军兵种单位请上讲台，分享联战联训经

验，学习强化专业知识……

与此同时，蓝军分队还多了不少部

队院校人才、地方科技专家做搭档。记

者在作战指挥中心找到王丰时，见他正

与几名专家对话，很是兴奋。原来，几名

专家的建议，有可能成为蓝军创新战法

的增长点。

这意味着，为红蓝双方加装“外部大

脑”，也是联合作战的必要手段。在思想

的交锋和碰撞中，这些“外脑”无疑为对

抗训练提供了更多智慧和可能。

（应受访人要求，王丰为化名）

“海上磨刀石”的自砺之旅
■本报记者 吴安宁 特约通讯员 封治斌

在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任参谋长的

第 3 年，王丰有了第二个身份——某基

地蓝军指挥员。

“思维是最难转换的。”最初，王丰不

太适应新角色。首次参加对抗任务，就

被指出“不像是蓝军”。

究竟哪里不像？有参谋向他指出问

题所在：“我们进行的是‘红蓝对抗’，你

这打法倒像是‘红红对抗’的路子。”

得 到 提 醒 的 王 丰 接 连 改 进 战 法 ，

想 方 设 法 让 蓝 军 分 队 更“ 蓝 ”，但 收 效

甚 微 ，对 手 直 言 没 有 起 到“ 磨 刀 石 ”

作用。

百思不得其解的王丰开始沉下心琢

磨，到底什么样的蓝军才是合格的“磨刀

石”。他告诉记者：“那时候常常是‘形’

像了，‘神’却不像。”

“究竟什么是蓝军的‘神’呢？”面对

记者的提问，王丰解释道：“说白了，剥开

表层往深了看，无论作战理念还是指挥

模式，这些底层的思维与真正的对手有

距离。”

结论是一针见血的，问题该如何破

解？此后的一场场“红蓝对抗”，成了王

丰探究答案、寻求灵感的新场域。他带

领蓝军分队大胆探索、实践创新，渐渐有

了新感悟。

“形”的模仿的确重要。王丰认为，

立足于人才和装备发展的进程，实现人

员编组、先进装备等方面的扮演是必要

的，但也是初级的，就算信息化装备武装

到了“牙齿”，也只是达到了假想敌构建

的 1.0 版本。他提到：“一支合格的蓝军

应该形神兼备。”

不再简单“克隆”对手，这块“海上

磨刀石”开始向 2.0 版本跃升。他们下

了 很 大 功 夫 训 练 专 业 化 蓝 军 分 队 的

“ 大 脑 ”，追 求 作 战 思 想 、作 战 原 则 、作

战 方 式 等 各 个 层 面 的“ 神 似 ”，从 而 构

建越来越逼真的作战环境，发挥“磨刀

石”的真正效能。

这一过程并不简单。什么是真正

的 对 手 ，什 么 又 是 对 手 内 在 的“ 神 ”？

众 多 难 点 摆 在 蓝 军 分 队 眼 前 。 这 些

年，在研究对手时“抽丝剥茧”“去伪存

真 ”，努 力 把 对 手 的 作 战 行 动 设“ 实 ”，

作 战 理 论 用“ 活 ”，王 丰 和 战 友 们 始 终

在路上。

扮演蓝军的经历，让王丰想起一则

经典哲学寓言——床喻。他们就像寓言

里那个描摹床的画家，穷尽所能去描绘

并还原那张“理念中的床”。

“3.0 版本的蓝军应具备什么特征？”

记者问道。

“我想是拥有眺望未来战场的前瞻

思维吧。”王丰认为，事物是不断变化的，

扮演蓝军不应仅仅是“现在进行时”，还

要有“未来时”状态，认知攻防、太空博

弈、人工智能……蓝军在与时俱进的同

时，也要主动探索未来，为战斗力生成提

供更多可能。

（应受访人要求，王丰为化名）

“3.0版”的蓝军什么样
■本报记者 吴安宁

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战舰协同训练。 王光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