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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46年6月，辽阔的中国大地再次燃起战火，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由此拉开序幕。
　　这是中国人民自1840年开始，上下求索一百多年后，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等国
内外反动势力进行的一场战略总决战。
从中原突围开始，这幅气势恢宏的战争画卷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徐徐展开。
从中原到东北，从华东到西北，从华北到华南，一时间炮声隆隆，硝烟滚滚，战火烧遍了整个神州大
地。
这场战争规模之宏大，战场之广阔、战况之激烈、参战人员之众多、对中国乃至对世界影响之巨大，
以及它所创造的&ldquo;以少胜多、以弱胜强&rdquo;的奇迹，在人类战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
　　第一野战军就是这次战略总决战中的一支劲旅。
　　它战斗在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山西、内蒙古七省区在内的辽阔地带上。
这里总面积约350万平方公里，土地贫瘠，交通不便，高原、平川、大漠、戈壁纵横交错，汉、回、藏
、蒙、维等各族杂居其中。
　　战争初期，这支劲旅只有2万多正规部队，加上地方武装和民兵，总数也不超过5万人，并且装备
落后，弹药奇缺。
而国民党当时在西北战场的总兵力共有43个旅32万人。
其中胡宗南集团20个旅17万人，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的&ldquo;二马集团&rdquo;共12个旅6.9万人
，榆林晋陕绥边区总部总司令邓宝珊集团两个旅1.2万人，新疆守军9个旅7万人，并且装备精良，供给
充足，飞机、坦克、大炮等现代化作战装备样样俱全。
　　人员上1对10，装备上步枪对飞机、坦克和大炮，粮秣上小米、黑豆、野菜，树叶对白面，这就是
第一野战军面临的敌我情势。
　　查阅世界战争史，古今中外没有其他任何一支部队经历过这样一场在物质实力上任何方面都占劣
势的战争，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经历了。
　　在彭德怀、贺龙、张宗逊、王震、许光达、杨得志等一批名帅名将的指挥下，这支部队纵横驰骋
，势如破竹。
先把胡宗南赶到秦岭之中惶惶度日，继而挥戈向西，全部消灭马步芳和马鸿逵，然后又高唱战歌大步
挺进新疆&hellip;&hellip;他们翻越积雪一两米深的天山山脉，跨过飞沙走石的火焰山，横穿&ldquo;死
亡之海&rdquo;塔克拉玛干大沙漠&hellip;&hellip;在新疆那些不曾留有人类脚印的地方，他们把自己的
脚印留下了。
有军事家评论，红军的万里长征是一个奇迹，第一野战军的这次行军又是一个奇迹！
　　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历史的场景也渐渐模糊。
但60年前的征战岁月，至今我们仍然记忆犹新：他们在冬天里光着脚，在饿的时候啃树皮，他们拖着
瘦弱的身体翻雪山、过沙漠，他们把五星红旗插上帕米尔高原，他们战风沙屯垦戍边，他们征南北剿
匪平叛&hellip;&hellip;那一幕幕或悲壮或宏阔的场面，为大西北的雪域高原增添了几多壮烈，几多神秘
！
　　现在，且让我们回顾这些壮丽的场面，沿着历史的足迹，一起来追寻第一野战军发展的历程。
　　第一野战军的前身，是1942年5月组建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贺龙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中，这支部队一直承担着&ldquo;抗日&rdquo;和&ldquo;防胡&rdquo;的双重任务。
他们在日军疯狂进攻和胡宗南部虎视眈眈的险恶环境中经受住了考验，保卫了陕甘宁边区的安全，保
卫了党中央的安全。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通过瑞典、瑞士两个中立国向同盟国发出乞降照会。
为了适应这一形势的变化，8月11日，中央军委紧急电令晋绥野战军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建制中调出，
直属中央军委指挥，立即赴晋绥前线开展对日反攻作战。
贺龙和关向应分别兼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由王世泰代任司令员，高岗
代任政治委员（关向应病重未能到职），不久高岗调东北工作，习仲勋代任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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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初，胡宗南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已全面展开。
为统一作战指挥和提高作战效能，中央军委于2月10日决定取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番号，以由晋绥前线
进驻陕甘宁边区的晋绥军区第一纵队及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所辖新编第4旅、教导旅、警备第1旅、警备
第3旅等部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张宗逊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
　　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几十万大军进攻延安。
为加强领导，3月16曰中央军委决定撤销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番号，所有陕甘宁解放区的野战部队和地方
武装组成西北野战兵团，统归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指挥。
下辖第一、第二纵队，教导旅和新编第4旅，共2.6万余人。
7月31日，中央军委决定把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
员，张宗逊、习仲勋分别任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1949年初，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使全国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为统一部队番号，加速全国解放进程，2月1日，遵照中共中央军委1948年11月1日颁布的《统一全军组
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和1949年1月15日下达的《关于各野战军番号改按序数排列的决定》，西北野战
军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
，阎揆要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辖第1、2、3、4、6、7、8军和骑兵第1、2师，总兵力15.5
万人。
为加速西北解放战争的进程，中央军委4月25日命令第18（周士弟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兵团（司
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由晋入陕，归第一野战军建制，中原军区第19军也划归第一野战军指
挥。
为适应分兵作战需要，报经中央军委批准，6月13日，第一野战军以第1、2、7军编为第1兵团，王震任
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以第3、4、6军编为第2兵团，许光达任司令员、王世泰任政治委员。
至此，第一野战军总兵力已达34.4万人。
　　1952年6月，中央军委下令撤销所有野战军番号，第一野战军到此走完了它的辉煌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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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46年6月，辽阔的中国大地再次燃起战火，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由此拉开序幕。
    这是中国人民自1840年开始，上下求索一百多年后，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等国内
外反动势力进行的一场战略总决战。
从中原突围开始，这幅气势恢宏的战争画卷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徐徐展开。
从中原到东北，从华东到西北，从华北到华南，一时间炮声隆隆，硝烟滚滚，战火烧遍了整个神州大
地。
这场战争规模之宏大，战场之广阔、战况之激烈、参战人员之众多、对中国乃至对世界影响之巨大，
以及它所创造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奇迹，在人类战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一野战军就是这次战略总决战中的一支劲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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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1944年的中国战场上，国民党豫湘桂大溃退，中国抗战前景黯淡。
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得更远一些，投向太平洋，投向整个欧洲战场，我们就会受到极大的鼓舞。
因为在那些地方，盟军的反攻无处不在。
　　1945年，中国抗战的第8个年头。
　　从2月开始，苏联和英、美等国军队从东西两线向德国本土推进，德国法西斯节节败退；在太平
洋地区，美军发动硫磺岛战役，战略进攻已展开；中国战场上，中国军队对日反击作战序幕已拉开，
日本军队龟缩于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已丧失还手之力　　5月，德国法西斯投降。
　　&hellip;&hellip;　　与此同时，美国空军进一步加强对日本本土的轰炸。
　　种种迹象都已表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彻底胜利已为时不远。
　　到七月，中美英波茨坦会议日程定下来后，胜利的曙光更是清晰可见！
　　八年的抗日战争，八年的血雨腥风！
中国失去了很多，人力，物力，财力&hellip;&hellip;但付出总是伴随着收获：中国废除了不平等条约，
结束了被列强瓜分的局面，赢得了&ldquo;四强之一&rdquo;的地位&hellip;&hellip;更可贵的是，雪了百
年耻辱，长了民族志气！
　　蒋介石开始以&ldquo;民族英雄&rdquo;的面目自居。
　　报刊、电台、杂志，只要提到蒋介石的名字，无论军人，还是普通民众，都会情不自禁地投去尊
敬的目光，为中国的&ldquo;抗战领袖&rdquo;默默行礼。
　　这一年蒋介石58岁，年近花甲，却&ldquo;壮心&rdquo;未已。
他在山洞林园里转悠，时而驻足远眺，时而低头沉思，而心里，却一直装着&ldquo;心腹大
患&rdquo;&hellip;&hellip;中国共产党！
　　他愈来愈感觉到时间的紧迫。
他知道，德国一投降，盟国转向对日作战，中国抗战取得胜利就只是时间问题了，并且这一时间也不
会拖得太长。
　　在蒋介石眼里，共产党似乎越来越强大：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居然声称要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
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联合政府；而朱德也在他的报告里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
日纵队共有九十几万军队，另外还有二百几十万民兵&hellip;&hellip;这真是个要命的数字。
　　蒋介石再也无心欣赏山洞林园的鸟语花香。
这天他在林园里转了几圈之后，命副官把陈诚、何应钦叫来，他准备找这两位得力干将商量商量对付
共产党的办法。
　　1945年的7月，重庆正当酷暑，阳光照射下来，炙烤着大地。
陈诚、何应钦接到通知，立即丢下手上的公务，顶着火辣辣的太阳赶往山洞林园。
　　山洞林园位于歌乐山双河街，修建于1939年。
绿树成荫，景色宜人。
林园本来是为蒋介石建造的总裁官邸。
落成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前往祝贺，见官邸建筑雅致、环境清幽，不禁赞不绝口，蒋介石当即便将
官邸赠与林森。
官邸于那时便称&ldquo;林园&rdquo;。
1943年，林森因车祸辞世，蒋介石便迁居林园。
抗战后期，蒋介石的许多重要活动，包括重要的国事活动都在这里进行。
　　蒋介石一身戎装，身材略显瘦长。
何、陈两位毕恭毕敬地立正、敬礼，动作利索有力。
　　寒暄一阵，蒋介石便直奔主题：&ldquo;敬之（何应钦字）、辞修（陈诚字），今天找你们来，想
听听你们对目前国际国内时局的意见。
&rdquo;　　陈诚看了看何应钦，微笑着谦让，让何应钦先发言，他作出洗耳恭听的样子。
此时何应钦是陆军总司令，对陈诚这位军政部长也就不谦让了，更何况，何应钦还长他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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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quo;我说说愚见吧，请委座批评。
&rdquo;何应钦说：&ldquo;从整个战争形势来看，中国取得最后胜利是必定无疑的。
现在苏、美两国都在敦促日本投降，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全面反攻，苏联也正准备适时进入东北对日
作战，还有国军在委座的领导下，一直不断地给日本以致命的打击，日本在军事方面的压力是非常大
的。
日本现在只能在原来占有的地域上进行有限的防御作战了。
另外，德国投降后，日本军界和政界都对侵华战争的前途感到很悲观。
日本国内开始有了反战的声音，并且来势还比较猛。
我看，我国取得抗战胜利是必定的。
到那个时候，委座的功勋足可以彪炳史册啊，委座也足以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了。
&rdquo;　　&ldquo;是啊，委座这八年来一直领导军民同心抗战，确实书写了一部历史。
现在媒体上不少报道都说委座是民族英雄呢！
&rdquo;陈诚附和道。
　　&ldquo;唉！
什么民族英雄？
内忧外患，国无宁日！
&rdquo;蒋介石靠在太师椅上，看着天花板重重地叹着气。
平日里精力都很旺盛的他，今天谈到&ldquo;内忧外患&rdquo;，却显得有些衰老了。
　　&ldquo;就是，国家确实是内忧外患，多灾多难！
&rdquo;一直忠于蒋介石的陈诚知道蒋介石所指，立即接过话头说：&ldquo;小日本是外患，&lsquo;共
匪&rsquo;就是内忧！
抗战胜利后，&lsquo;共匪&rsquo;还是一个麻烦呢！
&rdquo;　　这句话说到蒋介石心里去了，但他没有吱声，等着听何应钦如何讲。
　　&ldquo;&lsquo;共匪&rsquo;还真是一个问题，现在全国各地都有他们的根据地、游击队，并且力
量一天天壮大，现在比抗战刚开始的时候强大多了&hellip;&hellip;&rdquo;　　&ldquo;任其发展何以了
得！
&rdquo;没等何应钦说完，蒋介石就把话头抢过来了。
　　陈诚说：&ldquo;委座，剿灭&lsquo;共匪&rsquo;，事不宜迟！
&rdquo;　　何应钦望着蒋介石说：&ldquo;抗战胜利后，&lsquo;共匪&rsquo;的问题一定要解决！
&rdquo;　　&ldquo;到那时候就晚了！
&rdquo;蒋介石忽地站了起来。
　　陈诚、何应钦一愣，眼睛直盯着蒋介石。
　　蒋介石继续说：&ldquo;目前我军主力尚在大西北和大西南，还有一部在缅甸。
一旦日军投降，我军来不及投送到前线，而共产党的游击队到处都是。
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被动了！
&rdquo;　　陈诚、何应钦双双点头，对蒋介石的看法深表赞成。
　　&ldquo;委座，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动手。
&rdquo;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进言。
　　&ldquo;动手是可以，但动作不能太大。
毕竟现在日本还没有宣布投降，还是国共合作抗日时期。
动作太大，恐怕政治上有些不好交代。
并且还要绝对保密，免得与上次一样，&lsquo;羊肉没吃着，反惹一身臊&rsquo;。
&rdquo;陈诚说。
　　陈诚这里所说的上次，是指1943年7月国民党策划准备重兵闪击延安的事。
由于事前军机泄露，中共中央掌握情报后立即发动舆论攻势。
毛泽东一面著文揭露蒋介石的阴谋，利用媒体在国内外造成影响；一面打电报给在重庆的董必武，让
他通过美国、英国，在国际上揭露蒋介石假抗日、真内战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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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朱德还致电胡宗南：&ldquo;若发动内战，必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
&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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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不论胡匪采取何种计划，均给我军以首先歼灭胡匪的机会。
希望你们针对先打胡匪的方针，突然发起对胡军的攻击　　&mdash;&mdash;毛泽东　　对胡、马二敌
不能分兵对待，必须集中力量一个一个地歼灭，&ldquo;钳胡打马，先马后胡&rdquo;。
　　&mdash;&mdash;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彭德怀　　我军主动由关陇地区撤守秦岭山岳地带
，是西北战场在战略上的重大决策。
我军守住秦岭、陕南、川北以至成都平原，大可高枕无忧了。
　　&mdash;&mdash;国民党陆军上将 胡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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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百幅珍贵历史图片，引领我们走进战火纷飞的年代！
　　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历史的场景也渐渐模糊。
但60年前的征战岁月，至今我们仍然记忆犹新：他们在冬天里光着脚，在饿的时候啃树皮，他们拖着
瘦弱的身体翻雪山、过沙漠，他们把五星红旗插上帕米尔高原，他们战风沙屯垦戍边，他们征南北剿
匪平叛&hellip;&hellip;那一幕幕或悲壮或宏阔的场面，为大西北的雪域高原增添了几多壮烈，几多神秘
！
　　现在，且让我们回顾这些壮丽的场面，沿着历史的足迹，一起来追寻第一野战军发展的历程。
　　毛泽东：　　不论胡匪采取何种计划，均给我军以首先歼灭胡匪的机会。
希望你们针对先打胡匪的方针，突然发起对胡军的攻击　　第&mdash;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彭德
怀：　　对胡、马二敌不能分兵对待，必须集中力量一个一个地歼灭，&ldquo;钳胡打马，先马后
胡&rdquo;。
　　国民党陆军上将 胡宗南：　　我军主动由关陇地区撤守秦岭山岳地带，是西北战场在战略上的重
大决策。
我军守住秦岭、陕南、川北以至成都平原，大可高枕无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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