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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80周年的纪念日。
从诞生之日起 ，这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就与国内外的强大敌人展开了浴血 奋战，在人
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前仆后继，百折不挠，经过长达22年的 英勇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
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谱写了一曲天翻地覆、乾坤更替的壮丽史
诗。
在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之际，由人民出版社和军队专家学者共同 策划、撰写的《中国革命
战争纪实》系列丛书问世了。
当看到这部14卷15 本的恢弘巨著时，作为亲身经历这支革命军队艰难历程的一名老战士，我 仿佛又回
到了炮火连天的战争岁月，心潮澎湃，思绪难平。
 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革命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幅波澜起伏、 辉煌绚烂的壮丽画卷。
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进行的土地革命战争，是中 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而独立领导武装斗
争的伟大开端。
这一时 期，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开始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以 游击战、带游击性
的运动战，先后多次粉碎国民党军的“进剿”、“会剿 ”和“围剿”。
在反“围剿”斗争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主力红军进行 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使革命转危
为安，并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 局面。
留在南方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则进行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
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进行的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 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旗帜下，由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外爱国侨 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
抗战伊始，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全民族全面抗 战的总路线和持久战的总方针，并领导八路军、新四军
、华南抗日纵队和 东北抗日联军等武装，独立自主地开展敌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 ，开辟
了广阔的敌后战场，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并最终迎来了抗 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这不仅是中华民族百余年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所取得 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
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5 年9月至1950年6月进行的解放战争，是中国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总决 战。
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正确领导下，人民解放军以自卫战争粉碎了国 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
随后适时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 党统治区域；果断发起战略决战，消灭了国民党军主力，随
后向全国进军 ，展开战略追击，解放了除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等少数岛屿以外的全 部国土，迎
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从此，中国彻底摆脱了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命运，真正实现了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富强。
没有中国 革命战争的胜利，就没有新中国，也就不会有今天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
 中国革命战争长达22年，历时之久、规模之大、条件之艰苦、历程之 复杂、胜利之辉煌，为中外战争
史所罕见。
在指导这场战争的过程中，以 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
革 命战争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但指引中国革命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而且 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军事理论成果，这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
它既 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也包含着亿万人民群众和人民军队广大 指战员的斗争经验与
创造精神。
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同志都 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有过重要的理论贡献。
但这一思想体系之所以用 毛泽东同志的名字来命名，是与毛泽东同志个人的独特贡献分不开的。
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率先在井冈山斗争中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开辟了农村包围城
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1929年，毛泽东同 志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成为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建立无产 阶级新型
人民军队的纲领性文件。
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提出的游击战“ 十六字诀”，奠定了我军战略战术的基石；在三次反“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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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中，毛 泽东同志又提出了“诱敌深入”的积极防御作战方针，并在实践中形成了 战略退却、战
略反攻理论以及慎重初战，集中兵力，打运动战、速决战、 歼灭战等作战原则。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写下 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成为毛泽
东军事思想形成理论体系 的重要标志。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同志又写下了《抗日战争的战略问 题》、《论持久战》等军事名著，阐明了
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地位以 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
在这些原则指导下，我党领导的抗日武 装不但坚持了8年之久的敌后抗战，消灭了大量日伪武装，而
且自身力量得 到了空前发展。
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朱德同志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 报告，全面阐述了以人民军队、人民战争、
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为基本内 容的毛泽东军事思想。
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同志又写下了大量军事著作 和文电，进一步丰富了积极防御和运动战思想，而
且创立了转入战略进攻 、进行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的系统理论，使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体系更 加
完善。
人民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以劣势装备战胜强敌的历程 ，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
与伟大。
其中所蕴涵的战争指导真谛 ，永远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思想源泉。
 中国革命战争，是一部荡气回肠的革命英雄主义史诗；中国人民解放 军，是一支英雄辈出的伟大军
队。
1955年我军首次授衔时，朱德同志等10 人被授予元帅军衔，粟裕同志等10人被授予大将军衔；被授予
上将军衔的 57名，被授予中将军衔的175名，被授予少将军衔的800名。
这一千多名将 帅，无不是身经百战、功勋卓著、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沙场猛将。
中国人民 解放军从诞生的第一天起，便具有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不仅在战略战术 上高敌一筹，而
且能以高昂的士气压倒一切敌人，从而创造出无数战争史 上的奇迹。
这些战争奇迹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坚强正确的领导，是人民 军队广大官兵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
的崇高信念，是中华民族吃苦耐劳 、百折不挠的优秀品格。
人民军队这种不怕牺牲、视死如归、敢打必胜的 英雄气概，是激励新一代军人建功立业的宝贵精神财
富。
 每当回想起当年这段血与火的斗争历史，我便常常怀念那些牺牲了的 战友和同志。
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无数先烈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
他们 既包括人民军队的重要领导者，如叶挺、许继慎、蔡申熙、段德昌、曾中 生、黄公略、方志敏
、刘志丹、左权、彭雪枫、罗炳辉、杨靖宇等同志， 也包括千百万的史书上不见姓名的烈士。
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人民解放 军的历次战役、战斗中，先后有一百多万指战员牺牲于战场，仅师以
上干 部就有两千多人。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牺牲时都很年轻，风华正茂，为了共 产主义理想抛头颅、洒热血，他们是那一代中
国人“我以我血荐轩辕”、 以身许国的真实写照。
没有这些先烈血染疆场，就不会有民族的独立和富 强，更不会有我们今天的和平与安宁。
人民将永远记住他们！
 中国革命战争史，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和思想宝库，值得我们去深入挖 掘。
为了全方位描绘中国革命战争史，从1995年开始，人民出版社便与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和国防
大学的专家、学者开始策划并着手写作《 中国革命战争纪实》系列丛书，历时寒暑12载，终于完成了
这项宏大工程 。
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也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的最好纪 念。
《中国革命战争纪实》这套丛书，共包括14卷15本，分为土地革命战 争纪实(4卷5本）、抗日战争纪
实(4卷）、解放战争纪实(6卷）。
这套丛书的 作者，都是具有专业功底的军事历史和军事理论科研与教学人员。
他们通 过丰富的史料和生动的笔触，把当年这场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全方位地展 现给读者。
希望广大读者能够通过这套丛书，更好地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 历史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更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东北解放战争纪实>>

好地把握今天、面向未来，以昂扬 向上的精神风貌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
 张震 二○○七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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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结束，人民渴望在和平环境下重建中国，但人民的善良愿望，被蒋
介石发动的内战所打碎，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大决战开始了。
这场大决战最初的主战场，就在那一望无际的东北平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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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统，1951年生于北京。
先后毕业于山东大学、复旦大学。
历史学博士。
1989年——2003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军事百科全书》责任编辑。
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
已出版的著作有：《东北解放战争纪实》、《华东解放战争纪实》、《中原解放战争纪实》、《唐代
羁縻府州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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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第40章 战略的抉择⋯⋯参考书目东北解放战争各战略阶段国共双方序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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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这天，全国各大报纸都刊登了号外。
《大公报》以前所未有的大字赫然宣布：“日本投降矣！
”在社评的开头，特地引用唐代诗人杜甫的诗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此时人们的心情，与这诗句多么贴近。
　　八年的苦难，终于结束了。
在和平的环境下重建中国，是每一个中国平民的真诚愿望。
但是，蒋介石打碎了善良人们的希望，发动了持续四年的大内战。
这是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反动派的两种命运的大决战，是埋葬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大决战。
这场大决战最初的主战场，就在那一望无际的东北平原上。
　　方针既定，中共中央立即安排有关的准备工作。
因为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各战略区的领导人和主要将领还都在延安。
现在迫切要求他们立即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去。
就在25日这天，恰巧美军观察组的飞机要从延安飞往太行山区的黎城县，中央紧急决定，刘伯承、邓
小平、林彪、陈毅、陈赓、薄一波等二十几位将领搭乘美军运输机返回各自地区。
　　上飞机之前，刘、邓向毛泽东请示。
毛泽东说：“我们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首先立足于争取和平，避免内战。
我们提出的条件中，承认解放区和军队为最中心的一条。
中间可能经过打打谈谈的情况，逼他承认这些条件。
你们回到前方，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
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
别的法子是没有的。
”　　8月26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去重庆谈判问题。
毛泽亲在会上宣布了他决心亲自去与蒋介石谈判的决定。
他说：“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
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之手在我。
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损害双方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
我们让步的第一批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批是江南，第三批是江北。
陇海路以北迄外蒙一定要由我们占优势。
东北行政大员由国民党派，我们去干部，一定有文章可做。
如果这些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
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
红军不入关，美军不登陆，形势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
三国都不愿意中国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的独裁的。
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必须去。
领导核心还在延安，延安不要轻易搬家。
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
问题的。
”　　会后，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
在通报了即将去重庆谈判的决定后，指出：“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
如他们必欲内战，英美苏可能出面干涉。
同时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
打，打则必胜)，绝不要被反动派其势汹汹所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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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手段，达团结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
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能忘记。
”“你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
”“坚决依靠人民，就是你们的出路。
”最后，毛泽东特别强调了东北问题：“至于东北三省为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
。
我党能否派军队进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是派干部去工作是没有问题的。
中央决定派千余干部由林枫同志率领去东北；万毅同志所率军队，仍须进至热河边境待命。
”　　完成了这些部署后，毛泽东与刘少奇彻夜长谈，面授机宜，估计了可能产生的各种情况，研究
对策。
第二天，重庆来的专机到了。
8月28日上午11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在张治中将军、赫尔利大使的陪同下登上飞机。
前来送行的千余干部们表情沉重，机场上的气氛非常压抑。
大家都在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心，赫尔利感到自己完成了一项重大历史使命，在机舱关门时突然发出一
声刺耳的长啸(当年的苏联驻华外交官齐赫文斯基在重庆也曾领教过，赫尔利向他解释：这是他的少数
民族祖先表达狂喜的特殊方式)。
然而没有一个人理解他的用意，赫尔利的表演不但没有起到喜剧效果，反而引起大家反感。
当飞机隆隆吼叫，升人云天，人们才带着沉重不安的心情返回各自的窑洞。
　　东北的结局就像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块，引起连锁反应。
此后，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一年之内就被赶下了海。
多年以来，国民党将领也在不断反思失去大陆的原因和教训，一致认东北的战败是军事上的关键原因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的腐败和混乱则是经济上的原因。
也有不服气的，如关麟征在谈起国统区发行“金元券”导致经济崩溃时说：“这只是促成失败的一个
原因，而非失败的根本原因。
我们银行准备金不足，但总算还有银行；还有不少准备金，钞票也是精印出来的。
请问毛泽东的银行在哪里?准备金在哪里?他们的钞票是在布条子上盖一颗印，写上多少元就算是多少
元。
怎不见他们的金融受到影响!这是事实呀!这个事实是根据军事上的成败而存在的。
人家天天打胜仗，所以布条子也可以取得人民的信任。
我们天天打败仗，什么券人民也不信任。
”　　关麟征说的当然是实话，但他就怎么也没搞明白，共产党凭什么天天打胜仗，国民党为什么天
天打败仗?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的威望达到一生中的顶点，他就是国家和正
统的化身。
他第一次视察沈阳的时候，不也受到民众的欢呼吗?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刚进东北的时候不也是八面威风
吗?杜聿明不也曾步步进逼，迫使林彪一直退过了松花江吗?但是国民党是怎样失去了民心，共产党又
是怎样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从弱到强的呢?国民党将领们是说不清楚的。
1983年在筹备编写《辽沈决战》一书时，陈云同志谈到辽沈战役胜利的原因，总结为六个方面：　　
一、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打败了日本关东军。
这为我们的大部队能抢在国民党前面迅速进入这个地区，为改善我们的装备，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
　　二、是由于全国各个根据地的支援。
为了支援东北，先后调进去了山东军区的主力，新四军的第三师，陕甘宁三五九旅，抗大炮校等部队
的一部分，以及冀东、冀中、晋绥、冀鲁豫军区的大部分或一部分部队，共十多万人。
另外，还派进去了一百个团架子的部队干部和二万左右的党政干部，其中包括二十个中央委员和候补
中央委员。
这些力量加上抗联原有的力量，为我党我军在东北的发展奠定了十分雄厚的基础。
为了迅速歼灭东北的敌人，东北局曾向中央提出：希望关内能牵制更多的敌人兵力，不使他们再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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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
那时，全国各个战场都打得很好，确实牵制了大部分敌人兵力，以至敌人大部队不仅没有再进来，有
的还出去了。
这也是全国对东北的巨大支援。
可以说，如果没有全国各个根据地的支援，没有一野、二野、三野和华北野战军的支援，就不可能有
四野，就不可能有东北战场的胜利。
　　三、是由于我们动用正规部队进行了剿匪。
东北的土匪实际上就是伪满军警和地主武装，如果不把它们剿干净，农民就发动不起来，后方也不可
能安稳。
　　四、是由于进行了土地改革。
贫苦农民翻了身，我们党才能在东北站住脚，扎下根，我们的部队才可能有那么充足的兵源、充足的
粮草，来和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较量。
　　五、是由于建立了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
东北解放区原有的经济基础就比关内各解放区雄厚，⋯⋯再加上我们在解放区迅速建立了政权，抓紧
恢复生产建设，发动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充分动员各方面的人力、物力支援解放战争，这就使我军有
了一个强大的后方，物资特别是粮食供应有保障，部队可以不断扩充，而且调动起来快，机动性强。
　　六、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党中央、毛主席为东北局制定了完全正确的工作方针，为辽沈战
役制定了完全正确的作战方针。
如果按照林彪的打法，主力围困长春不南下，以后占领了义县又不打锦州，而要回师长春，那就不会
有辽沈战役，东北的胜利就不可能来得这么大，这么快。
　　陈云同志的这番论述，是目前为止对东北解放战争最全面、最深刻的总结。
他的总结中贯穿了一个主题：东北解放战争是我党领导的人民战争。
因为共产党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发动了群众，给贫苦农民分了土地，才得到人民的支持。
谁赢得了民众的大多数，谁就能赢得战争。
这不是最显而易见的道理吗?　　事实也是如此，我军的每一次作战，都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辽沈战役中，除了我军后勤部门在运输、军粮、服装、弹药等方面的保障之外，各战区都组织起省委
负责的支前委员会，从地方抽调人力物力支援前线。
据战役后的统计：共动员民工160万人，出担架13000多副，马车6700多辆，火车皮近2万节，筹措粮
食7000多万斤，抢修铁路4300多公里，架设桥梁280座。
大军人关时，还有10万民工随军，他们为战争付出多少辛劳，是没有办法计算清楚的。
　　支援战争是一个方面，人民为战争付出的沉重代价就更无法统计了。
哪一次作战不要打烂一些乡村和城镇，蒙受的损失和重建工作最终还是要老百姓自己承担的。
辽沈战役结束后，黑山和附近地区几乎被扫荡一尽。
陈云、陶铸1948年11月7日致东北局的报告说：　　“黑山、彰武及阜新东部，在此次辽西会战中负担
很大，仅担架即达l万多副，粮食被部队吃去为数很大。
特别是敌人的掠夺，许多村子已无存粮。
最严重的为牲口损失约80％，据彰武二区14个村调查，被敌人抢去牲口1001头，大车几百辆，鸡为敌
吃掉达15000只，猪、羊1500头。
村干部被杀200余人。
总之，战场地区群众很苦，现已无法生活，明年生产当更成问题。
除政府应拨一笔救济款解决群众目前生计困难外，是否可以在后方各省农村，发动号召农民捐些粮食
与牲口。
对战场地区群众给以援力。
这不仅使该地区的群众得到更大的帮助，更可以在农民中间激发一种阶级的友爱，而辽北本身更应以
大力来组织这一援救运动。
”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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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引子　　　　　　　　　　“大时代展开了!”　　1945年8月9日苏军出兵东北——关东军带着伪满王
公逃出长春——重庆延安一片欢腾——日本投降了　　1945年8月9日凌晨，漫长的东北中苏边境线上
，像往日一样寂静。
日本关东军的守备部队官兵，都在酣睡着。
只有值勤的哨兵，强打精神，望着黑暗的远方。
　　　　8月9日1时，牡丹江地区的绥芬河、东宁一线，苏军的重炮震天动地地怒吼了。
火光映红了半边天空，密集的炮弹倾泻到日军阵地上，把一个个地堡掀掉了盖子。
大地在颤抖，苏军的坦克集群向日军阵地猛扑过来，天空中苏军的远程轰炸机呼啸而过，在这强大的
攻击下，日本人被打得晕头转向。
甚至没来得及做任何反抗就一命呜乎，身首异处。
　　　　1时30分，苏军的轰炸机群已经长驱直入，到达伪满洲国首都和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长春上空
。
一枚枚炸弹发出刺耳的尖叫，投向城郊的目标。
爆炸声、防空警报声、难民的哭喊声，长春一片混乱。
　　从这时起，关东军总部不断收到来自各个方向的告急电报。
苏军已经向日军发起了全面进攻。
留守总部的关东军总参谋长秦彦三郎中将匆匆做了一些部署，便下令将总部迁往郊区的南岭地下指挥
所。
破晓时分，当关东军总部人员乘车转移时，长春大街上已是混乱不堪。
惊慌失措的市民们扶老携幼，背囊提物，在细雨中向城郊逃去。
　　南岭地下指挥所是日军在1942年修建的。
这所防空洞由于从未使用过，每间房子里都有积水。
眼看无法使用，秦彦三郎又命令全体返回原总部。
战争初期最宝贵的一天，被关东军总部白费力气的搬迁浪费掉了。
　　8月9日13时，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从大连乘飞机回到长春。
在总部只停留了片刻，对部下说了一番鼓励的话，便匆忙赶往伪满皇宫。
他对溥仪说：关东军总部准备迁移到中朝边界的通化，并劝溥仪迁往临江。
原来这位总司令想的也是逃跑。
　　当关东军总部和伪满皇室在长春市民的哭号声和唾骂声中仓皇登上火车向南逃窜时，苏军长驱宜
人，向东北的各大城市进军。
在西面，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指挥的后贝加尔方面军以8个集团军、60个师的兵力，一路由满洲里沿铁路
线向南推进。
由坦克组成的快速兵团一天前进了150公里，翻越大兴安岭，向齐齐哈尔进军。
一路由中蒙边境穿越广阔的大戈壁，两天推进300公里，占领鲁北、洮南，进入东北平原。
然后分兵向沈阳、长春进军。
　　麦茨列科夫元帅指挥的远东第一方面军以7个集团军、45个师的兵力，从兴凯湖以南地区发起进攻
。
绥芬河、东宁一线是日军筑垒地区。
日军经过多年经营，修建起宽大正面和纵深的永久性防御工事。
中心碉堡、坑道、壕沟、铁丝网重重叠叠，期望以此挡住苏军进攻。
苏军从侧面迂回并封锁筑垒地区，用坦克在原始森林中开辟道路，向牡丹江挺进。
另一路沿图们江向朝鲜进军。
　　普尔卡耶夫大将指挥的远东第二方面军；以5个集团军、23个师的力，在黑龙江区舰队的协同下，
强渡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沿松花江南下，逼近佳木斯。
　　⋯⋯

Page 1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东北解放战争纪实>>

Page 1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东北解放战争纪实>>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