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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每个人都会对自己家乡发生的事情多一份关注，这好像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从小生活在徐州，所以，就对发生在这一带的淮海战役很感兴趣。
凡是和这场战役有关的东西都愿意去留意，总觉得那里面有一些熟悉的东西，那些故事读起来显得亲
切而真实。
　　前些年，爱上了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骑上自行车到处跑跑来调整身心。
慢慢地，这爱好越来越浓重，骑行的本事也大了起来，居然有了一天骑行二百多公里的纪录。
让我真地从中获得了不少快乐。
　　骑行在徐州周围，常常可以看到许多淮海战役留下的痕迹，听到不少当年的故事。
慢慢地，一个仿佛留藏在心底许久的念头进发了出来：到当年的战场上走一趟，去感受和探寻那场旷
世大决战的壮美和深邃。
就这样，竟然一发而不可收。
　　于是，每有闲暇，我的自行车就会驶向那些昔日的沙场，去探寻那些纷杂的足迹，俯拾散落在那
里的故事。
我的寻访，有时是约上几个好友一起前往，而更多的则是只身单骑。
淋过雨，挨过饿，也迷过路，可获取最多的始终是一种充实的心境。
　　淮海战役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重大战役之一。
其作战区域之广，变化之快，战况之惨烈，整体情况之复杂，历史意义之重要，都是十分罕见的。
战役遗留下来的旧址和为此修建的纪念性建筑之多，恐怕也是其他战役无法比拟的。
　　但是，在寻访那些旧址的过程中，我还是有一种“来迟了”的感觉。
昔日的许多建筑和村镇已经面目全非甚至荡然无存，根本无法在那里找到能印证史实的蛛丝马迹。
我的寻访，并没有过多地刻意去采访那些当事者，但也从不放过能见到他们的机会。
只是能见到的当事人已经不多，能够清晰地讲述当年史实的当事人就更少了。
同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一些回忆录和资料又常会有些不够详细和准确的地方。
这些，都给寻访和考证平添了许多困难，甚至常常会让人感到一种困惑。
我不是历史学者，可我却在寻访之中多少感受到了作为一个真正历史学者的艰辛和神圣。
　　同专业人士相比，我的寻访也许是有些缺乏历史和军事方面的功底。
但我还是愿意用一个普通人的眼力去认识和记录这些过程，努力探求一些似乎别人没有太专注过的东
西，从一个新的角度去审视那些已经脍炙人口的故事。
尽管，这些在大方之家看来也许是浅薄和好笑的。
　　探讨与战争有关的事情，你当然无法回避社会和政治的考问。
也无法不去思索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这些，常会让人感到过于沉重和痛苦。
可是，每当带着些许的疲惫突然找到了一处旧址或纪念地的时候，我经常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让人着实有些兴奋。
在那里，在一番探访之后，我常常会找个地方坐下来，望着那些山、那些桥、那些房屋或那一片无垠
的土地，构想着当年那些我并没有经历过的情景。
那时，思绪常常会走得很远⋯⋯　　我一直在想，人是无法经历和见证比自己生命更长的历史的。
可是，我们许多的意识和思维却都明明是从那些自己没有经历过的历史中承接和滋养的。
这些旧址上演绎出的历史所形成的信息和提炼的理念，已经无可非议地成为我们意识活动中一个有机
的部分。
所以，我总觉得解读历史不仅是在丰富自己，也是在了解和完善一个更完整的自己。
　　当年那场改变了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
战争的创伤早已被悄然抚平。
然而，那些无言的山，无言的桥，无言的房屋和墓碑，却依然清晰地见证和记录着无数有志之士为了
这共和国的诞生，为了他们的理想和信念所作出的奋不顾身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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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值得景仰，值得认真地去解读去记取的。
　　许多历史我们没有经历，而我们却没有权力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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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解放战争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弱胜强，歼敌807万，创造世界战争史上奇
迹的同时，也付出了牺牲26万，失踪19万的巨大代价，再次诠释了五星红旗是烈士鲜血染红的道理。
这场规模空前的战争本该是内容最丰厚、最具感知度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但解放战争战场上的英烈
载入史册的似乎并不多。
　　淮海战役过去六十年了。
作者通过对战场旧址和在此发生的故事的探索和考证，展示了那场大战中瞬息万变的局势和令人回味
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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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立春，1952年出生，江苏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学历。
1970年起曾在江苏新沂插队近六年，1975年参加铁路工作，曾在铁路徐舯站、徐州北站、徐州铁路经
营管理集团等单位任职。
1973年起多有文章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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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昌宫和小豪家　　淮海战役总前委　历史上第一个总前委　　文昌宫　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的
地方　　小李家　淮海战役总前委驻扎时间最长的村庄　　安徽濉溪的临涣镇，是浍河边上的一个小
镇。
据说浍河以往的名字叫涣河，临涣就是以此得名的；后来河的名字改了，而临河小镇的名字却没有改
。
　　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皖北小镇。
这里不是茶叶的产地，可这里的人都喜欢喝茶。
镇上一条几百米长的街面上竟然开了十多家茶馆，以至有人把这里称作“茶镇”。
这些茶馆里最有特色的就是“棒棒茶”，那是把茶叶的梗发酵了做成的。
这里居民的饮茶习惯，据说始于明代，至今已有六百余年历史。
这在皖北一带是十分少见的。
　　我第一次去临涣，是在一个“五一”黄金周。
头一天，我和两个朋友从徐州骑车到了宿州，第二天一早又从宿州出发去了双堆集，然后又折回头向
西，在傍晚时到了临涣。
我们在街上找了一家茶馆坐下来，要了一壶“棒棒茶”和一包炒花生。
也许是太累了，太渴了，反正我觉得那“棒棒茶”真的是棒极了。
那茶，汤色红艳，味道甘美，茶水倒入杯子，高出杯口而不溢。
茶老板告诉我们，镇上所有茶馆沏茶用的水都是古镇南端的龙须泉的水，说是有专家来考察过，那水
是高品位的矿泉水。
茶馆里邻桌几个年长的茶客更是津津乐道地向我们讲起了小镇远远近近骄人的历史，那茶喝起来显得
更有一种特殊的滋味。
　　这里早年曾是苏、豫、皖贸易交往要埠，过往商贾甚多，小镇亦曾盛极一时。
至今小镇上和周围一带还留下很多古迹，在证实着它往日的辉煌。
　　当然，最让小镇上的人们骄傲的，是镇上有一座文昌宫，淮海战役期间，刘伯承、邓小平和陈毅
曾经在这里生活过。
　　临涣的文昌宫始建于唐代，原名尚书宫，又名藏书宫，后来还曾改名叫昌帝庙。
有人说，这里还做过武则天出巡江南时的行宫。
直到宋朝末年，这里才易名为文昌宫，并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在中国千百年科举制度的环境中，人的命运的改变常常和读书有关，所以，对文昌帝和文昌星的崇拜
是不足为奇的。
以往，几乎所有的州府县衙都设有文昌宫，只是保存下来的已经很少罢了。
　　临涣文昌宫的大门坐西朝东，门上有出厦翘角筒瓦铺面的马鞍式顶脊，很有些特色。
整个院落分南北中三进庭院，有十多间房屋，青砖灰瓦，古朴而典雅。
这里一直是历代文人墨客聚集的地方。
据说，白居易、孟浩然等人也曾流连于此。
　　1948年11月11日，刘伯承、邓小平和陈毅带领中原野战军指挥部从河南柘城迁来此处，在这里工
作到11月22日。
在这期间，这座文昌宫不但是中原野战军的指挥部，还因为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时，总
前委的书记和常委都住在这里，而使这里成了淮海战役总前委最早的工作地点。
2006年，国务院将此处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时候，用的名称就是“中共淮海战役总前委旧
址”。
　　中央军委最初考虑的淮海战役，主要是由华野来打的，主要战场在淮阴、淮安、海州、连云港一
带。
中野的主要作用是牵制徐州以西的国民党军队，以做好战役的配合。
所以，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并没有太大的必要在中央和两个野战军之间再形成一个新的指挥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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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10月30日，大战在即，中央军委电令中野和华野应于11月8日同时发起攻击。
而当时，华野和中野基本上没有多少联系，此时的粟裕对于中野至时究竟会怎样打并不知底。
他分析了未来战场的形势，深刻地感到这场战役的复杂性，认识到了中野的配合对于保证战役胜利的
作用和意义。
于是，10月31日，粟裕致电中央并转陈毅和邓小平，提出：“不知陈军长邓政委所部能否于齐晚发起
战斗，请陈邓示复。
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
”　　第二天，中央就复电同意了粟裕的意见，明确了：“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
”　　华东野战军参加淮海战役的部队，有十六个纵队和四个旅，而中原野战军参战的只有七个纵队
和两个旅，且中野最初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华野作战。
按照一般的惯例，在同一战役中，如果有几支部队联合作战，一般是主要战场上的指挥员或者是参战
部队多的指挥员来实行战役的统一指挥。
在中央军委作出由谁统一指挥的决定以前，粟裕主动提出由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的建议，是因为他
对战役整体发展有着更深层次和更加长远的考虑。
　　中野政委邓小平当然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
他二十三岁就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在党和军队中有着很高的威望和影响。
陈毅，虽然也是老资格，但此时的身份却有些特别，他是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可同时又是中原
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
从1948年6月开始，陈毅就离开了华野而一直在中野工作。
这一非常罕见的情况的出现，是有很复杂的历史原因的。
很多史料和研究结果都已经证明，当时华东局主要负责人饶漱石等采取许多不正常的手段，制造矛盾
，欺骗中央，排挤陈毅，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当时，面对这种情况，刘伯承和邓小平曾两次要求中央将陈毅调到中野工作。
1948年5月，中央从全盘工作考虑，为了便于工作，决定将陈毅调出华野。
当时曾准备任命粟裕为华野司令员，但粟裕坚辞不就，并恳请中央让陈毅留在华野，这才出现了陈毅
已经离开华野，却又仍然身兼华野司令员和政委的特殊情况。
粟裕深知邓小平和陈毅的影响力，请他们出马对战役实行统一指挥：应该说，粟裕的考虑是真诚而成
熟的。
　　当时，在区域位置上，刘伯承在豫西，邓小平、陈毅在河南柘城，与当时设想的淮海战役第一阶
段的主战场相距甚远。
　　在具体条件上，当时陈、邓一直随中野四纵行动，而四纵与华野的电台根本就无法沟通，也就无
法进行直接的联系。
所以，从客观上讲，“统一指挥”的技术条件尚不十分成熟。
以至于陈、邓在接到中央电报后，当即向中央表示：“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惟因通讯工具太弱，
故请军委对粟裕、谭震林方面多直接指挥。
”　　由此看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把“统一指挥”的重任压在了老资格的邓小平和陈毅身上，应
该主要是基于对战役发展的新的考虑。
它的作用也许更多的是强化一线战役指挥系统的整体性和权威性，强化华野和中野的协同作战意识。
　　淮海战役最初的形势发展之快，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11月6日战役打响之后，徐州的国民党“剿总”认为解放军要攻打徐州，特别是11月8日何基沣、张克
侠率部在贾汪和台儿庄一线起义，更使刘峙等人惶惶不可终日。
　　当时，中央军委判断徐州之敌有可能向南转移，因此，从11月9日开始，接连几次电令中野派主力
部队迅速南下，攻克宿县，以切断徐州之敌的南下之路。
　　临涣的位置就在宿县的西面三十多公里处。
11月lO日，刘伯承由豫西战场赶到商丘的柘城，与陈、邓会合。
次日，中原野战军指挥机关即随主力部队南下，到达了临涣镇，入驻文昌宫。
并于当日在这里召开了各纵队指挥员会议，部署了攻打宿县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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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无言之证：淮海战役旧址探秘》作者张立春出生在徐州城，下放插队在徐州农村，后又担任过
中国第二大铁路编组站徐州北站的站长，每天指挥着气势壮观的滚滚车流，仿佛时刻倾听着淮海大地
的心跳，因而拥有着对徐州这片土地深厚的情感体验和文化牵挂，这让他有了骑着单车寻访淮海战役
旧址的业余爱好，也让我们获得了有关淮海战役的这个独特读本。
　　作者带我们穿过历史的硝烟，走进战争的现场，用目光凝视建筑、遗存，用双手触摸石碑、老墙
，用心灵感受往日的硝烟迷雾和落定六十年的尘埃。
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传奇、丰满的十人桥故事；看到了大智大勇的粟裕忍受的伤痛；看到了影片《集
结号》没有展示的更沉重的背景——淮海战役中有11752名失踪的解放军战士，因为没有“谷子地”为
他们证明，许多人无法被确定为烈士。
　　作者对一路行程、对历史事件都是娓娓道来，但我们还是能从他平实的文字中感受到涌动的激情
。
《无言之证：淮海战役旧址探秘》不仅是以平民的视角对淮海战役进行的一次深度解读，更有着对历
史、对命运的现代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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