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将粟裕

杨久伟
１９２７年初夏的一个深夜，湖南常德省立第二师范校园内通往城北

的粗大下水道里，一位学生装束的青年正踩着没膝的污水，猫着腰疾速地向
城外奔跑。

下水道的出口处，是烟波浩淼的洞庭湖。年轻人摸黑找到一叶扁舟，
吃力地划过湖面，悄悄爬上一列北去武昌的列车⋯⋯

１０多天前，长沙骤然腥风血雨。“马日事变”，众多共产党的优秀儿
女血洒江城。常德地区同样未能幸免。在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反动当局秘密
诱杀了校长胡佐武，并下令通缉二师所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下水道里的那位青年和同伴们是最后一批撤离学校的。
到了武昌，青年人很快成了国民革命军第２４师师长叶挺麾下一员骁

将。
那一年，他刚满２０岁。
１７年后，当他率领只有数千人的部队在苏北车桥歼敌逾千的捷报传

到延安窑洞，慧眼识将才的毛泽东当场说了一句极有预言性的话：“这个从
士兵成长起来的人，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

这位被毛泽东所赏识的将领，便是后来屡建奇功、威震八方的一代名
将粟裕。

运筹黄桥决战
曾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的张震上将说，“粟裕作为一代名将，他用兵的

最大特点，是深思熟虑，机断专行，在谋略上出奇谋，用奇兵，建奇功。”
５４年前的１０月４日下午３时，苏北黄桥镇一座土城上，３３岁的

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副指挥粟裕手举望远镜，注视着眼前这片敌我双方一触即
发的土地。

距土城北面两三公里处，惊慌奔跑的老百姓进入粟裕的视野，当他判
明敌独立第６旅先头部队已兵临黄桥，脑海里紧张地进行着严密的推演：独
立第６旅采用一路行军纵队前进。

如果两人之间的距离为１．５米，全部３０００多人队形将会是长达
四五公里的一路长蛇阵⋯⋯与此同时，他的“黄鼠狼吃蛇”的歼敌方案已坚
定不移，多路向其突击，将它截成几段，然后各个包围，力争先斩其首！

坐镇距土城数公里外的陈毅总指挥从电话里听到粟裕的作战方案，当
即表示上“同意。

马上下令出击！”
顿时，弹雨硝烟淹没了方圆两公里的黄桥。
黄桥镇，位于苏北东部靖江、如皋、海安、泰县、泰兴等县的中心。

新四军建立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便于向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发
展。只有控制了上述地区，才可以与我江南部队相呼应，控制长江通道，威
胁日寇和顽军与江南守敌的联系。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蒋介石的反共“专家”、江苏省政府主席
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即令其嫡系主力第８９军和独立第６旅等部进



击黄桥，以数倍于新四军的兵力与我决战。
当独立第６旅的先头部队抵达黄桥以北两公里半时，粟裕一声令下，

我第１纵队犹如四把钢刀，将其切成数段，首歼旅部和后卫团，迫使其先头
团回援，然后以一部从侧翼迂回敌后，乘势形成合围。

战役的发展果如粟裕所料，激战三小时，第１旅被全歼，中将旅长翁
达望着部下横尸遍野，掏出手枪自杀。

选择翁达旅为首歼对象，在兵家眼中是一着奇兵。
翁达旅，在韩德勤苏北１６万兵力中，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全

旅３０００多人，一色的“中正式”七九式步枪，每个步兵连有崭新的捷克
式机枪９挺，军官大都是“军校生”。

按照我军一贯的作战原则，是先打弱，后打强。但粟裕这次一反“常
规”，出其不意，击其要害。

翁达自杀的枪声，使韩德勤大惊失色。
其实，对粟裕，韩德勤早有领教。２０天前的姜堰之战，韩德勤在姜

堰有６个团，如果新四军硬拼，必须带来很大伤亡，粟裕用一个纵队一面佯
攻海安，作东进的准备，威胁如皋、海门、启东；一面向东北佯动。粟裕的
战术意图是：韩德勤在姜堰的兵力太多，让他调开一部分。韩德勤还真听话，
迅速把大部调到海安，只留下两个团守姜堰。待他从梦中清醒过来，为时已
晚。战斗开始后，孙语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神话，又被粟裕用于战术指
挥：弃外围如林之堡垒于不顾。首先钻到街心攻打指挥机关，打掉师部、旅
部，一路打出来，外围的部队纷纷缴了械，姜堰守敌无一生还⋯⋯

张震上将说粟裕善“出奇谋，用奇兵”。
翁达旅便栽在了粟裕的“奇”上。
翁旅灭，韩德勤顽军主力第８９军完全暴露，粟裕指挥部队发起总攻，

一夜激战，８９军军部被彻底歼灭。军长李守维妄图渡河逃窜，失足落水，
戴着蒋介石授予他的中将军衔淹没于八尺沟河中。

亲临前线督战的韩德勤见大势已去，率残部千余人狼狈逃窜。一个月
后，新四军与刘少奇及八路军南下部队在海安胜利会师。

黄桥决战，是新四军在苏北进行的一场前所未有的战役决战。歼战１
万１千人的战绩，留在了我军灿烂的战史上。

苏中七战七捷
朱德总司令说：“粟裕在苏中战役中消灭的敌人，比他自己的兵力还

多。”
乍暖还寒的三月，徐州机场。
一批批美制Ｐ５１型国民党飞机依次起飞、降落，发出刺耳的啸声。
“现代的空军，威力真大啊１”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副参谋长，趾高气

扬地笑指天空说。
话是说给站在他身旁的粟裕听的。潜台词很明白：你共军到现在还没

有“这伟大”的空军。
“可惜它有个缺点，目前还不能到地面来抓俘虏！”粟裕冷冷地回敬了一

句。
时值１９４６年，抗战的烽火刚熄灭７个月。
粟裕徐州之行，是向检查《停战协定》执行情况的三人小组控告蒋军

违反命令侵占我解放区的。



国共双方于１月份签订的停战协定，对蒋介石没有产生任何效力。此
后４个月内，国民党仅在苏中二分区就对我发动了上百次军事进攻。４月９
日，蒋介石公然宣布：“我已下决心消灭共产党！”为此，他还亲自设计了一
个“一年内消灭共产党”的“进度表”，其中主要一项，便是“在７月中用
两个星期夷平苏北解放区”⋯⋯

７月，果然苏中大地战云密布。
就在这严峻关头，华中野战军司令粟裕来到苏中前线。
尽管进犯苏中解放军的国民党军队有１２万之众，而华野只有３万多

人，但粟裕信心百倍。他深知，丧失人心和骄傲狂妄是敌人的致命弱点。他
不相信美国的飞机大炮会使对手成为胜利者。

战幕未拉开，便显示出了粟裕运筹帷幄的能力。
他把初战的战场选择在苏中解放区的南部地区，这是个异乎寻常的决

策。迎击进犯之敌，我传统的战法是“诱敌深入”，但粟裕经过周密研究，
从“时机、地点、部队”这三个关节考虑，认为在苏中南部地区作战要比纵
深地区有利。

宣（家堡）泰（兴）之战，是苏中战役的第一仗。战斗于７月１３日
打响。

之前，我军获悉，敌整编第８３师、第４９师和第９９旅、第２５师
分三路向华野大本营海安而来，拉开架势和我军拼消耗。

对此，粟裕在野战军指挥部作战图前把手一挥：
“恕不奉陪，我们专打他的一路！”
宣、泰守敌整编第８３师，原番号为第１００军，是蒋介石嫡系部队，

全新美械装备，美国教官训练，抗战后期作为远征军到过缅甸作战，战斗力
较强。

我军首战，对于这样的敌人能否战胜，包括毛泽东都极为关注。直到
经过一昼夜激战歼敌两个团、两个营共３０００余人的战斗胜利结束，毛泽
东还亲拟电文询问：“打的是否即整编第８３师？该师被消灭了多少，尚有
多少？”

再战如（皋）南（通），粟裕利用敌人的错误判断，令主力强行军１０
０多里，长途奔袭敌第４９师，结果又一次出敌不意，万余敌人被歼。一次
歼敌如此之众，解放战争还是第一次。战斗结束当天，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就
发来电报：“庆祝你们打了大胜仗！”

敌人两战两败，自不甘心。国民党总参谋长陈诚由南京到南通，重申
苏中“剿匪”决心，给受挫蒋军打气；汤恩伯坐镇南通指挥，白崇禧也赶到
徐州督战。并调集第二梯队共６个旅的兵力分路合击我苏中重镇海安。而粟
裕仅用一个纵队３０６０多兵力，英勇抗击了５万多敌人的轮番猛攻，并杀
伤敌３０００多人，而我伤亡仅２００余人。创造了敌我双方伤亡１５比１
的新纪录。

四战李堡，彻底打破了敌人迅速解决苏中的美梦。五战丁埝、林梓，
另一大收获，是粉碎了号称国民党的一支“袖珍王牌军”、敌交通警察中队。
实际这是由美国特务梅乐斯和国民党军统特务戴笠合作训练出来的特务武
装，比其他国民党军队政治上更反动。他们以“恢复交通”为名，专门对公
路沿线我解放区进行“清剿”，配合地主还乡团血腥镇压人民。为了捕获我
地方干部和民兵，他们竟在丁埝储存了几屋子数不尽的镌刻有Ｕ．Ｓ．Ａ．字



样的脚镣手铐。
到六战邵伯，七战如（皋）黄（桥），国民党损兵折将共达６个旅和５

个交警大队，计５．３万人。
这便是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
整个战役，只用了一个半月。
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后来回忆说：“粟彬是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楷

模。他在苏中战役中消灭的敌人，比他自己的兵力还要多，”
然而，这次苏中大捷，却差点儿成为永久的遗憾。
两个月前，为了对付蒋介石即将发动的大举进攻，毛泽东曾酝酿了一

个以打对打的南线作战计划。这个战略计划的基本意图是：当国民党军向我
大举进攻时，我山东、太行两区主力实行外线出击，建立和扩大新解放区，
保卫老解放区。按照这个方针，要求华中野战军一部在苏中吸引并牵制通（南
通）扬（扬州）线上的敌人，由粟裕和谭震林率领不少于１５个团的主力部
队，兵出淮南，与山东野战军主力部队配合作战。

接到中央的部署和新四军军部的命令，粟裕陷入了沉思。他身处前线，
对敌情我情、得失利弊了如指掌。反复研究、比较之后，他感到中央的部署
不大适合当前的战争实际，而应当按照哪里好消灭敌人就在哪里打的原则，
对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进行调整。于是，便有了“关于华中主力暂留苏
中作战的建议”。

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对粟裕的建议极为重视。经过紧急磋商，次日
便复电华中：“部队继续隐蔽于待机位置，听候安排。”几天以后，毛泽东根
据急剧变化了的情况，同意粟裕的建议，把华中野战军“南下作战，外线出
击”改为“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

苏中战役，就是在中央调整了的作战计划指导下发起的。
七战七捷的喜讯传到延安，毛泽东极为兴奋，亲自为中央军委起草电

报发给战略区首长，介绍这一“造成辉煌成果”的经验：“每战集中绝对优
势兵力打敌一部，故战无不胜，土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
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
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

盂良崮虎口拔牙
陈毅说：“粟裕将军的战役指导一贯保持其常胜纪录，愈出愈奇，愈打

愈妙，”
１９４７年仲秋，六朝古都南京风景区玄武湖畔一夜之间又添一“景”。

一块巨大的花岗岩石碑正中凹进去四个淋漓鲜血般的大字：杀身成仁。
亡灵名为张灵甫。
国民党南京各新闻传媒证实，张灵甫“壮烈殉职，杀身成仁”的“殊

荣”，是蒋介石亲自赐予的。
这一年的３月下旬，为实施“重点进攻”山东，国民党集中２４个整

编师６０个旅约４５万人于山东战场，采取“集团滚进”战术，从临沂、泗
水、大汶口一线，向我鲁中山区发动进攻。粟裕协助陈毅指挥华东野战军采
取后退一步，诱敌深入的战术，寻机突破。

５月１２日，担任突击的国民党整编第７４师，急不可耐地脱离其左
右邻，攻至沂蒙山区腹地坦埠。

同一天，设在坦埠东北葛沟庄的我华野指挥中心遭敌空袭。



面对错综复杂的局势，粟裕作出判断：敌军以７４师为骨干，在两翼
强大兵团掩护下实施中央突破，矛头直指我华野机关。

很快，被我查明的汤恩伯兵团的进攻部署，证实了粟裕的判断。
就在这时，华野指挥部收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来电：“究竟打何路最

好，由你们当机立断，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
经过深思熟虑，粟裕提出新的作战方案：不打敌军侧翼，攻打中路强

敌７４师，采取正面突破，分割两翼，断敌退路，四面包围和阻击南北各路
援敌的战法，将７４师从敌人重点团中割裂出来予以围歼。

对于粟裕的战役指挥，陈毅司令员早在华东野战军刚成立时就对粟裕
说：“今后还是一如既往，军事上我出题目，主要由你来做文章。至于先打
谁，后打谁，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怎样打，请你大胆负责地考虑和组织
指挥。”３个月前，莱芜大捷后，陈毅又对新华社记者说，“我军副司令粟裕
将军的战役指挥一贯保持其常胜纪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

这次，他依然十分赞同粟裕的方案，并当即决定：迎敌第７４师于坦
埠以南、孟良崮以北地区！

驱兵轻进的敌７４师，是国民党反动派特别倚重的“王牌军”。国民党
军队有五大主力，分别放在东北和华东战场，而五大主力中７４师首屈一指，
被认为是第一等主力中的第一个主力。

蒋介石为把这支嫡系部队中的嫡系培养为“模范军”、“精锐之师”，花
了很大血本。

整编７４师原为７４军，最早任这个军军长的，就是蒋介石的心腹干
将王耀武。蒋介石的外甥俞济时，被派到这个部队当过５８师师长。受过美
国军事顾问团特种训练的７４师，清一色美式武器装备，美国特使马歇尔到
这个部队检阅后，赞不绝口。蒋介石自然备加褒奖。宋美龄也亲自到７４师
代表“委座”慰勉。在南京一次高级将领集会上，蒋介石特别指定７４师为
国民党军队的“典型部队”，命令各部队的一切教育训练都要以７４师为标
准。

这个备受蒋介石宠爱的“天之骄子”，一直充任国民党总部的南京警卫
部队，成为拱卫蒋家王朝的“御林军”。

１９４６年８月，７４师由南京调往苏北，走上进攻华东解放区最前
线的时候，国民党涂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李延年在淮阴大吹：“有１０个７４
师，就可以统一全中国！”

而７４师师长，便是“杀身成仁”的张灵甫。
出生于“西安望族”的张灵甫，崇拜拿破仑、希特勒，先后毕业于黄

埔军校和“陆大”甲级班。抗战期间，蒋介石以其作战有功，一再耀升，几
乎年年晋级受奖，由团长而旅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军长。常德之役，
被蒋介石誉为“模范军人”。湘西会战，获得美国金质自由奖章。在国民党
朝野，张灵甫也被视为“常胜将军”。走上进攻华东解放区最前线后，他曾
对左右多次复述蒋介石的话：“一年之内不消灭共产党，死无葬身之地。”

歼灭如此“精锐之师”，粟裕称之为“虎口拔牙”。
果然，战斗一开始便异常激烈，几乎每个山头都要经过几番争夺。国

民党还调集１０个整编师从东西南北向盂良崮的７４师增援。战斗持续了８
个小时，仍呈胶着状态。

针对这一情况，粟裕在位于艾山脚下一个潮湿、阴暗、狭小的岩洞里，



发出一道道紧急命令。他告诫部队，我们困难，敌人更困难，全部、彻底歼
灭７４师，不能有丝毫动摇！

我军越战越勇，担任主攻任务的各纵队飞兵直指孟良崮主峰。不可一
世的张灵甫一扫昔日的骄横，握着报话机向援兵苦苦哀求：“赶快向我靠
拢！⋯⋯”

眼看“王牌军”快要覆灭沂蒙山区，亲临徐州督战的蒋介石给增援部
队下了死令：“如有萎靡犹豫，巡逡不前或赴援不力，定必以贻误战局、严
究论罪不贷！”

然而，蒋介石的威严并未能挽救张灵甫，敌后援部队末能越雷池半步。
就在他发出手令后８小时，张灵甫在他的指挥所被我战士用汤姆冲锋枪击
毙。

“常胜军”覆灭以及“常胜将军”葬身的噩耗，象晴天霹雳撕破了昏暗
沉闷的国民党统治中心。蒋介石更是老泪纵横：“以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
竟为劣势乌合之匪所陷害。真是空前大的损失，能不令人哀痛！⋯⋯”他不
仅下令为“效忠党国”的张灵甫在玄武湖畔树碑，而且还把英国送给“国军”
的一艘巡洋舰改名为“灵甫号”。

与张灵甫死后被“嘉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鲁中“剿共”总
指挥汤恩伯被撤职。

此役对蒋介石集团震动之大，可见一斑。
当时作为第六纵队司令员率兵担负盂良崮北线主攻任务的王必成将军

说：“这次战役，从调动兵力到创造战机，到战役实施的全过程，无一不是
按照粟裕同志提出的方案实施的。”

孟良崮战役之后一周年，气吞山河的毛泽东在西柏坡向粟裕面授中原
大战机宜时问粟裕：“去年，也是在这个宜人的５月，你们在山东打了一
仗⋯⋯”

“在盂良崮。”粟裕回答。
“战果如何？”
“全歼７４师，击毙敌酋张灵甫。”
毛泽东含笑鼓掌：“你们那样果敢、迅猛地消灭了７４师，在中国这块

土地上，有两个人没想到，一个是⋯⋯”
栗裕脱口而出：“蒋介石。他大喊，我的精锐之师遭此惨败，实在没想

到。”
毛泽东：“还有一个人呢？”
栗裕，“陈诚？”
毛泽东：“不足挂齿。”
粟裕：“何应钦？”
毛泽东：“何足道哉。”
粟裕，“白崇禧？”
毛泽东：“离题千里了。”
粟裕：“那么是谁呢？”
毛泽东：“第二个没想到的就是毛泽东！”
中原逐鹿夺“天下”
１９４９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期间，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对

记者发表谈话时说：“粟裕将军百战百胜，是解放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



一辆墨绿色全新美制坦克左冲右撞寻找着逃生的缝隙，如同一只被猎
人追赶的野兽。

排长印永鑫飞身跃上坦克，举起一颗拉出弦的手榴弹大声喝道：“投降
不投降？不投降就炸死你们！”

“投降⋯⋯投降，不要扔手榴弹。”一个低沉嘶哑的声音回答。话音未落，
两个将官爬出来，其中高个子说：“快⋯⋯快送我们到你们粟裕司令那里去，
我和他是朋友。”

“你算什么玩艺儿，我们粟司令哪有你这样的朋友！”
自称是“粟裕的朋友”的高个子，便是名噪一时的敌战区副司令兼第

七兵团司令区寿年。
… … 这是发生在４６年前开封城外的一个真实场面。
那年６月，我华东野战军与国民党２４个整编师、７９个旅，在被历

代兵家称之为“必争之地”的中原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豫东战役。
此役，我军共歼敌一个兵团部、２个整编师、２个保安旅共９万余人。
然而，就在粟裕挥师兵临开封，中将司令区寿年被擒的半个月前，国

民党华中“剿总”，甚至包括蒋介石，还在梦呓般地拍胸脯：“开封无真正的
战斗”，“绝可确保无虞”⋯⋯

蒋介石的话井非没有根据：
曾为宋代古都的开封，是国民党中原的战略要地。它北濒黄河，南倚

陇海铁路，城墙周长２０余公里。经日伪和国民党军队长期经营，防御工事
已成永久和半永久性防御体系。城内明碉暗堡星罗棋布，城边堑壕铁丝网纵
横交错。加之蒋介石调集了近６０万大军屯兵黄淮中原，城内有３万守敌，
可谓固若金汤。

这还不重要，重要的是打豫东战役，也并非我最高决策层的初衷。
１９４８年１月２７日，濮阳，华野指挥部。一份急电报开在粟裕面

前——
为打开中原僵局，确定由你率叶（飞）、王（必成）、陶（勇）三个纵

队，由宜昌、沙市一带渡江南下，深入敌后，进行大机动作战。“你们渡江
后，势必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敌２０至３０个旅回防江南。你们
以七八万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
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行军作战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到达闽浙
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渡江时间可以２
月或５月或秋季。”

电报是中央军季和毛泽东直接发给粟裕的。电文的未尾，毛泽东还特
别加了“请你熟筹见复”六个字。

中央的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无疑是要服从的。但是，一贯在战略战术上
深谋远虑的粟裕，脑海里却浮现出１９３４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长途跋涉
向敌统治区挺进时，由于没有可靠的后方沿途大量减员的情景。这次从中原
出发渡江南下，虽与当年不同，但是转战数省，行程要比抗日先遣队远一倍，
减员不会少于１／２。剩下的部队就难以对敌人形成大的威胁。

况且，我三个纵队渡江以后，未必能吸引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回防，反
而会分散自己的兵力⋯⋯

权衡得失，粟裕认为，还是应当把一兵团３个纵队留在中原，暂不过
江，协同中原野战军，先在黄淮之间集中兵力，分进合击，打几个大歼灭战，



尽可能多地把敌人的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地区。
４月１８日，粟裕的这一建议传向最嵩统帅部。与苏中七战七捷前夕

给中央军委的建议所不同的是，这次在粟裕的建议中出现了“斗胆直陈”的
用词。

事关重大，毛泽东立即电示粟裕速来西柏坡当面汇报。同时还请正在
南下途中的陈毅赶回西柏坡。

４月３０日，西柏坡城南庄，毛泽东大步走出门外，与粟裕长时间握
手，并意味深长道：“１７年了！”１７年前，粟裕担任红１２军６４师师长，
在第一次反“围剿”中，先擒张珲瓒，后打谭道源。抚今追昔，两人都很激
动。毛泽东说：“你们打了那么多漂亮的大胜仗，我们很高兴啊！这次要好
好听听你的意见哩。”

５月初，由毛泽东主席主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和其他
领导同志参加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议题之一，是研究粟裕兵团的行动问题。
会议经过研究最后决定：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黄
淮地区大量歼敌。争取在４至８个月时间内，歼灭敌人五六个到十一二个正
规旅。

就在这次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对粟裕说：“当前中原战局的困难是中国
革命最后最大的困难，为此，中央决定立即成立中原军区，井调陈毅和邓子
恢两位同志到中原局担负中原军区的领导职务。华野的工作就由你来主持。”

粟裕大感意外：“我指挥作战习惯设想多种预案，唯独没想过陈毅同志
调离华野的预案⋯⋯”

坐在一旁的朱德总司令插话：“粟裕同志，七战七捷以来，主席对你的
指挥才能在我面前多次表示赞赏。中央认为，你能够承担华野的重任。”

粟裕反复请求：“大战在即，不论军事上、政治上我都需要陈毅这样有
威望的老同志坐镇领导，统一指挥。陈毅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华野。”

望着粟裕焦急的神情，毛主席笑了：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８日，当中央
作出“任命粟裕、张鼎丞为苏皖军区正副司令”的决定时，粟裕也是这副焦
急的神情，直到中央批准他的一再请求，将两人的职务调换。——这便是后
来被传为美谈的“粟裕两让司令”的第一次。

在粟裕反复推辞与请求下，毛主席转身对朱德说：“总司令，这样吧，
粟裕同志的意见我们采纳一半，陈毅同志还是要去中原局，而且必须马上去，
但他仍然兼着华野的司令、政委，粟裕同志就出任代司令、代政委，”

大政方针已定，朱德总司令代表中央和中央军委亲临濮阳，向华野将
士下达了“以寻歼国民党五大嫡系之的整编第５军为主要目标”的命令。

然而，在和第５军角逐的过程中，粟裕发现，敌依仗人多势众，装备
精良，常聚集一团，歼之没有完全把握。为了在中原黄淮地区打胜第一仗，
他根据战场形势，毅然决定“先打开封，后歼援敌”。

次日，毛泽东复电完全同意，并指出：“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
并无比信任地指示粟裕：“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必请示。”

６月１７日，我攻城部队犹如神兵天降。激战５天一夜，到２２日占
领开封全城，全歼守敌３９００余人。

我军打下开封，犹如捅了“马蜂窝”。蒋介石急调邱清泉、区寿年、黄
伯稻三个兵团和１个整编军分路反扑，并坐专机亲临开封上空“现场”指挥。

粟裕果断决定：主动放弃开封，在运动中歼灭一部或大部来援之敌。



这一招，敌人果然上钩。我军主动撤出的第三天，邱清泉的整编第５
军即进占开封，而此时驻扎在龙王店的区寿年第７兵团与之相距则拉开４０
华里。

粟裕抓住这一天赐良机，将计就计，迅速率部对区寿年部形成合围，
并于７月２０日将其全歼⋯⋯

与在坦克内同被我俘获的，除区寿年，还有兵团参谋长林曦祥和区寿
年的副官、第７５师中将师长沈澄年。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区寿年被俘后，口袋里仍然装着一张国民党国防
部统一印制的战地通缉令，上面就有粟裕的名字及其照片。

豫东战役后，毛泽东说：“解放战争好象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
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

淮海战役第一功
淮海战役共歼敌５５．５万人，粟裕直接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就歼敌４

４万人。毛泽东说：淮海战役，粟裕立下第一功。
“敌人的失败，证明蒋介石很小气。黄伯韬被围，他舍不得丢下黄伯韬，

不但派邱清泉、李弥来救，还派黄维来救命，结果黄伯韬未救，黄维又被包
围了；后来他又救黄维，结果黄维未救了，又丢了杜聿明的三个兵团⋯⋯”

这是粟裕在淮海战役胜利后，在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引来热烈
掌声的一段讲话。

淮海战役我军取得歼敌５５．５万人的辉煌胜利，自然不是因为蒋介
石“小气”造成的。

作为一名杰出的军事战略家，粟裕在淮海战役中几个关键时刻向中央
提出的多次重大建议，进一步显示出了他“出奇谋、建奇功”的卓越才能。

１９４８年９月，粟裕指挥华野仅用８天时间“打到济南府，活捉王
耀武”，歼敌１０万，揭开了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战略决战的序幕。

济南战役即将胜利的前夜。蒋介石６０万大军龟缩在徐州附近，猥集
不前。下一步棋怎么走？粟裕即向中央军委提出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

毛泽东接电的第二天，即代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份复电：“我们认为举行
淮海战役甚为必要。”

１０月１１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出《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
示，指出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国民党刘峙集团右翼劲旅黄伯
韬兵团。

１１月６日，粟裕指挥华野大军南下，打响了淮海大战的第一枪。
黄伯韬见解放军如排山倒海之势而来，惊恐万状，急忙边打边撤。当

主力撤过运河的时候，突然听见西边也响起了密集的枪声，以为援军赶到，
喜出望外。殊不知西边来的也是解放军。

原来徐州东北贾汪一线的国民党第５９军２个师、第７７军１．５个
师，计２．３万余官兵，已举行战场起义。另一路解放大军毫无阻挡地迅速
东进，堵住了黄兵团西撤的去路。

黄伯韬大惊失色，向徐州刘峙连连呼救。
淮海大战发展得如此顺利，粟裕认为，南线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他

反复考虑，并征求华野其他负责同志的意见，遂向中央军委再次建议，如果
老解放区能继续支持战争，我军应在歼灭黄伯韬兵团后，不再向两淮进攻，
而以主力向徐州、固镇一线进击，把敌逐步削弱和歼灭在徐州附近地区。这



一建议又一次得到中央军委、毛泽东的同意，决定扩大原定淮海战役的规模
和目标。并且指出：淮海战役为南线空前大战。“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
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接着，中央军委决定组成由邓小
平为书记，和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总前敌委员会，统一指挥，
加速了战争的进程。

１１月１１日，粟裕命令围歼黄伯韬兵团的各纵队发起猛烈的攻击。
经过１７天的鏖战，终于将其５个军、约１０万人马彻底消灭。黄维兵团被
我包围在双堆集地区。

黄伯韬兵团被歼后，徐州守敌惊恐万分，迅速将邱清泉、李弥、孙元
良叁个兵团紧缩徐州，加强防御，唯恐被歼。

这时，粟裕设想了敌人下一步行动的叁种可能性：沿陇海路经连云港
南逃；直奔东南走两淮，经苏中南渡转向京沪；沿津浦路西侧绕过山区南下。
据此，粟裕建议将主力集中*放在徐州敌人南逃途中，并报经毛主席和总前
委同意。

蒋介石看到由徐州、蚌埠南北对进的国民党军队在解放军的顽强阻击
下无法打通徐埠线之后，决定放弃徐州。１２月１日，由杜聿明率邱清泉、
李弥、孙元良３个兵团经永城*

敌人的这一企图竟和粟裕判断的完全吻合。粟裕发现杜聿明率部弃城
南逃，立即和陈毅通了电话。陈毅说：“我们在这里收拾黄维这个冤家。你
们北边要把杜聿明抓住，南边*分路急追。”放下电话，粟立即下令华野各部
分路急追。

日，将杜聿明所部３个兵团合围在永城东北陈官庄地区。６日，一举
歼灭企图突围的孙元*急�拧Ｇ袂迦1 �诺耐晃б脖晃揖�刂刈杌鳎�廖藿
�埂Ｕ馐敝性�罢骄�髁�盎6 �罢*军一部正向黄维兵团发起全面攻击。
经过激烈战斗，于１５日全歼黄维兵团１０万人。

杜*裁鞅�鸥粘鲂熘荩�醋杲�也枷碌穆尥��詈蟊晃Ъ摺*
１９４９年１月６日１６时，总前委命令各纵队对所包围之敌发起总

攻。炮火连天，杀声动地。各纵队从不同方向勇猛插向敌阵。经过４天战斗，
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保案鼍�*

至此，淮海战役以歼灭国民党５５．５万余人的空前大胜而告结束。
毛泽东说：“淮海战役，粟裕立下第一功”。
１９８４年４月１日，北京火车站第五站台。
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被鲜花簇拥的粟裕大将的骨灰盒，安放在四

号包厢，即将由粟裕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护灵南下。
５６天前，一代名将粟裕逝世。
按照粟裕生前意愿，他的不朽身影又走向曾经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

黄桥、盂良崮、宿北、鲁中南和中原大地，走向万马嘶鸣、千帆飞渡的淮海、
渡江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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