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红旗插遍高原>>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红旗插遍高原>>

13位ISBN编号：9787548901273

10位ISBN编号：7548901275

出版时间：2010-9

出版时间：云南美术

作者：杨亚伦

页数：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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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红旗插遍高原>>

前言

在云南，有两个老百姓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群众非常熟悉而敬重的称呼：“解放大军”和“南下干部
”。
“解放大军”，是云南人民送给当年解放云南及驻守云南的刘邓大军属下部队的敬称；“南下干部”
，则是从这些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各级干部的统称，他们跟随人民解放军二野四兵团从太行山一路
过来，最后来到了祖国西南边陲云南，并在此扎下了脚跟，很多人已在此终老安息。
云南的南下干部以山西人居多。
因为解放云南的二野四兵团，其主力前身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太岳军分区，再往前是八路军一二
九师三八六旅和山西抗日决死纵队。
其次就是河南人。
他们是四兵团取得上党战役的胜利，强渡黄河、挺进豫西、攻克洛阳等地后，为补充兵力在河南扩招
的一批新生力量。
再后一点的是四兵团参加淮海战役后，在苏、沪、赣、粤等地向大西南进军的沿途招收的一些学生兵
。
还有少部分是淮海战役期问从山东、河南组织民工支援前线又随部队南下的各级地方干部。
我的父母也是这批南下干部的一员。
解放战争初期他俩结了婚，第二年就生下了一个儿子，长得虎头虎脑，很惹父母战友们的喜爱，就连
身为纵队司令员的陈赓将军也经常抱着他逗乐（父亲当时在纵从直属文工团任团长）。
不久，部队接到命令，马上南渡黄河向豫西挺进，所有部队家属一律就地疏散，每人发给三块大洋的
疏散费。
父母虽然对初生儿子依依不舍，但还是坚决服从命令，将儿子连同三块大洋送给了黄河边上的一位老
乡，只匆匆记下这位老乡的名字就随部队出发了，和自己长子惜别的心情，可想而知。
全国解放以后，父母回去寻找孩子，那里已是人去屋空，经多方打听并托人查找，仍然音讯全无⋯⋯
我想，父母当时一定十分难过。
多少年来，母亲会不时提起我那位未曾见过面的哥哥。
她有时会说：“如果他还活着，不知过得怎么样？
⋯⋯”我心里明白，失子之痛像无法医治的顽疾，折磨着母亲的一生。
母亲当时虽然“贵”为团长夫人，可是没有享受到一点“团长太太”的待遇。
她从进入太岳纵队那天起，就一直随部队南征北战，从山西一直走到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江西
、广东、广西，直到云南。
母亲经常说：“我们这些文工团员，别看平时如众星捧月似的，其实比战士都要辛苦——行军时我们
要给战士们进行宣传鼓动，部队修整时要为战士们演出慰问；作战时要为受伤战士抬担架和包扎伤口
，战斗紧张时还要为前线运送弹药⋯⋯除了打仗外，我们什么事情都干过。
”母亲还说：“部队离开上海后，我们几乎每天要强行军七八十公里，为了躲避国民党的飞机，大多
数都是在夜晚行军，白天修整。
疲倦还是小事情，晚上那个困啊⋯⋯后来，我们居然学会了一边走路一边打瞌睡，有时甚至还会做个
梦呢！
”每当回忆起进军云南的那些岁月，母亲总是感慨道：“几乎半年的时间，我们都是在急行军中度过
的。
行军时最不方便的就是我们这些女同志了，成千上万的大部队里，男同志想方便的话，随便找个旮旯
角落甚至背对着你就能解决。
可我们女同志呢？
只好几个人围成一个圈轮流解决。
部队临时就地休息时，我们也是与男同志们个挨个地睡在一起，如果遇上下雨刮风，他们就会主动为
我们挡风遮雨；实在走不动了，战士们背的背、扛的扛，硬是把我们生拉活拽地没有一个人掉队⋯⋯
那时，真是个纯洁高尚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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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件是到了云南以后的事情。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华北地区受灾最重，灾情之严重也让驻守云南边疆的山西籍官兵们多少受到了影
响。
已转业到地方文化部门任职的父亲突发奇想，“利用职权”擅自邀请一个山西梆子剧团到云南来演出
慰问部队官兵，有人出面阻止，认为当时资金极其紧缺，云南的条件又非常艰苦，这么多人来，吃、
住、行都是一个大问题。
可父亲胸有成竹地说：“放心吧！
我保证他们来了不会给地方添一点麻烦。
”果然如此！
这个剧团一到昆明，就被云南驻军的“老西”们盯上了，军长、师长、团长们围着这个剧团团团转，
甚至为抢着让剧团先到他们部队去慰问演出而争吵得面红耳赤！
结果，这个剧团在云南“一呆”就是一年多，演出的《杨门女将》和《文成公主》让部队官兵看得如
痴如醉，许多“老西”首长不但在本部队演出时场场都看，还跟着剧团到下一个部队“蹭”着看，甚
至有部队首长打报告，要求将这个剧团永远留下来，成立部队编制的“晋剧团”⋯⋯此事直到中央领
导出面才得以制止。
许多年以后，但凡部队的老战友来看望父亲，都离不开这句话：“老伙计呀，你当年搞的那个慰问演
出，真是慰问到我们的心窝窝里啦！
”这些发自内心的感慨，除了说明他们思乡心切，更说明他们对家乡文化的眷恋之情是何等深厚。
他们中的很多人，从来到云南那天起，就在红土高原上扎下根来，悄无声息地、默默地为保卫边疆、
巩固边疆、建设边疆以及促进民族团结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此书记叙的，就是这些老兵们在60年前解放云南及驻守云南时发生在他们身上或周围的感人经历和故
事。
尽管有的只讲述了他们的某一天、某件事，但是他们整体的讲述展现了他们为共和国创建初期做出的
整体贡献，是巨大的，令人难忘的。
如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已作古，活着的也都成为了耄耋老人，如果我们这些后辈再不把他们的经
历记录下来，传下去，那么随着他们的逐渐离去，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将会留下一个空白，作为后辈
的我们，将会无颜面对他们！
为父辈们做点什么，‘是我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
本书的编者杨亚伦，也是一名“南下干部”子女，很早以前就有为父辈们树碑立传的意愿。
他历时多年，走访了近百位当时还健在的老战士，其中包括许多由当年的师、团、营各级首长和战士
转业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将他们在解放云南的过程中和解放初期在云南战斗、工作、生活的各种
经历记录下来，整理后编成了本书。
其用心用意可谓良苦。
当他拿着厚厚的一摞书稿找到我寻求出版时，共同的身世和愿望使我俩一拍即合，于是，出版本书的
计划就这样敲定了。
我想，这也算是我们为父辈们做的一件事吧。
此书出版之际，正值云南解放60周年。
在这60年里，云南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贫穷、落后、闭塞的云南，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最
美丽、最神秘、最具有魅力的地方之一，成为中国西部改革开放的前沿，一个现代化的新云南开始崭
露在东南亚之巅。
在回顾云南60年的伟大变化时，我们特别要对当年刘邓大军的老战士们、南下干部们、云南地下党、
“边纵”指战员及昆明起义将士们致以崇高的敬意：是你们为云南的今天打下了稳定、团结、富裕的
基础，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牺牲，云南人民会永远记住你们的！
彭晓200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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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编者杨亚伦，是一名&ldquo;南下干部&rdquo;子女，很早以前就有为父辈们树碑立传的意愿。
他历时多年，走访了近百位当时还健在的老战士，其中包括许多由当年的师、团、营各级首长和战士
转业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并向你讲述了他们在解放云南的过程中和解放初期在云南战斗、工作、
生活的各种经历。
本书出版之际，正值云南解放60周年。
在这60年里，云南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贫穷、落后、闭塞的云南，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最
美丽、最神秘、最具有魅力的地方之一，成为中国西部改革开放的前沿，一个现代化的新云南开始崭
露在东南亚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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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团走在最前面从广西进军云南我随大炮进云南我随49师第一个打进云南攻打蒙自机场元江，元江！
滇南战役抓住12个将军拼死守住元江桥头元江战斗，硝烟弥漫解放个旧锡矿，打澄江&ldquo;小孤
山&rdquo;把敌人歼灭在国境内忆滇南战役及激战抚仙湖报道昆明人城式我坐第一辆车进昆明昆明入城
式中的宣传科科长南下我在四兵团部当警卫抢修碧河公路两副对联滇黔公路武装押运一条公路的战斗
亲历人城式及广南剿匪剿匪英雄土匪头子躲进了洞里忆滇中、滇南剿匪生擒法国&ldquo;二圈
官&rdquo;金平剿匪回忆金平突围富源、河口剿匪纪实转战滇南剿匪剿匪战斗中的119团侦察兵战土匪
剿匪战斗中的女兵难忘楚雄剿匪鸡足山剿匪记米甸剿匪博尚剿匪纪实太平街真的太平了盈江莲山剿匪
镇康剿匪那一年打土匪营救查玉升?长泸沽湖剿匪泸沽湖划船剿匪剿匪回忆我到龙某部队当总代表陈赓
司令员表扬：打得好！
消灭叛匪龙某确左镇剿匪以一顶百白鸟乡剿匪记昭通剿匪后勤回忆光荣的进藏先遣营雪原上的&ldquo;
宝塔式&rdquo;运输解放中甸和廖师长进中甸纳古之战盐井之战工兵英雄郭中兴中甸剿匪作战三进藏区
剿匪劝降日瓦叛匪中越边境大剿匪我给越军当顾问畹町桥头首任边防女检查官边防&ldquo;活字
典&rdquo;到佤山寨要?解放军人头军卫生部部长忆进云南南下&ldquo;人马健康&rdquo;运动治疗4所进
云南红军团出来的军医担架兵的回忆忆征粮剿匪蒙自县长为部队筹粮饷农民忆苦运动显神威后
勤&ldquo;无名英雄&rdquo;飞雷英雄白孝基腾冲征粮记从征粮到边疆盖营房审讯大特务清查特务和丽
江镇反开展整风运动在起义部队做军代表火线上的军报记者战地演出的&ldquo;王大妈&rdquo;我在野
火剧社用画笔作战的军人一路宣传一路歌向小孤山开炮文山剿匪的记忆进军滇西一路受欢迎14军随营
学校第一任下关市长老百姓叫我&ldquo;高县长&rdquo;团长得疟疾牺牲在孟连扛着捷克机枪进云南江
西大学生参军进云南赵藩孙女捐藏书随军南下的新华社记者采访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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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元江战斗，硝烟弥漫我们在元江铁索桥北侧消灭了国民党42师。
当时指挥作战的是师政治部主任张丕绪、团长陈文祺、副团长裴全江。
我们团直属队、2营、3营在元江大通铺高山之上，13军副军长陈康命令我们迂回到元江上的铁索桥阻
击，不能让敌人逃跑。
我们又和37师联系，因为要统一作战。
周学义、雷起云、吴效闵他们在铁索桥东侧红土岭、营盘山围歼敌8兵团部。
在靠近大通铺西侧，山头上有边纵西进支队在那坚守，他们把我们当成国民党了，因为当时红河河谷
到处在打，战场很乱。
我们3营冲上前去抓住几个人，一看他们穿着游击队的服装，一问是边纵的，自己人打误会了，赶紧
找他们了解情况，并说明我们的任务是要到二塘和铁索桥，后来让他们带路，带着我们连夜上了二塘
山。
晚上战士们都睡着了，师政治部主任张丕绪、团长陈文祺、副团长裴全江在煤油灯下研究作战方案，
并对各营交待了作战阵地和任务。
我们在拂晓时打响战斗，敌人爬向山头，我们开始反击，把敌人反击下去，压到山沟里。
在二塘我们的一个警卫连、7连、8连在北侧山沟，9连两个排迂回铁索桥。
国民党42师反复冲击，伤亡比较大。
到了9点钟左右，国民党42师一个姓张的作战科科长上来，说他们要起义，那时我在前线，碰上3营的
通信员带着要起义的这个谈判代表，我把他带到团指挥所。
他说要起义，张丕绪主任说：“你要起义可以，我们把电报发给陈赓司令员请示。
”这是张丕绪的策略之计。
就让他等一下，让我带着他们到外面去谈判。
张丕绪给我使了个眼色，说这只是个策略，要叫他们投诚，由我给他做宣传。
我也知道我们带的部队太少，一个营、一个特务连、一个警卫连、炮连还有宣传队，我就和谈判代表
讲：“你们800万部队都被我们消灭了，我们的政策你们也清楚，只要你们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的生命
安全，毛主席有声明的，你可以打消顾虑。
”“既然你起义了，咱们就是一家人，你先把武器放下，咱们再说。
”后来他说他当不了家，师长没有来，他只有回去请示副师长，实际上那个师长被打死了。
我让他回去找那个副师长说，叫他们的团长也来。
我的意思，只要他们团长一来，就没有人指挥部队了。
后来我还给他做宣传工作，还给他喝水，说：“战场上我们的部队太多，我们可以不打你们，但对面
的部队我们没办法指挥。
”当时，为了调更多部队来，我们一直吹号，联络部队快来人。
我跟那个团长说，你们看我们一直在吹号，叫对面不要打枪。
实际上我是想调我们部队2营来，但是没来，怎么叫都叫不到。
东面的37师和国民党部队打得很厉害，那个团长说你们打得太狠了，我们的人死了很多，我说那怎么
办啊，后来他又带了3个团长来，这一来我就放心了，他们部队没人指挥了，我们部队一面打，一面
喊话：“你们放下武器，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只有放下武器才有出路。
”大家都在喊话。
当时我们3营教导员龚殿友已经和7连、8连下到沟里给他们做工作了，国民党部队因为好多天没有吃饭
，也没有喝水，又没有团长指挥他们，到了12点，3营教导员大声说：“走，跟我走，到红河里喝水，
然后吃饭，你们把枪放下。
”敌人把枪放下以后，他带着敌人这个师，2000多人到了红河边喝水去了。
虽然是1月份，河谷仍热得不得了。
他们就都到红河边喝水，我们的部队就下来了，把武器收缴在一起，枪栓下掉，5枝一捆地捆起来，
把枪栓装起来放在筐里由我们拿着，让他们自己背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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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有2000多人，我们只有500多人。
敌人那个师乖乖地缴了枪，我们把弹药都拿上，所有干部战士都给他们做宣传，我们前面走一个连，
后面走一个连，中间采取我们5个人插2～3个敌俘，叫他们背着枪走，就到了甘庄坝。
这边的战斗刚结束，敌人8兵团司令部也被37师消灭了。
边纵发动当地老百姓筹粮，还搞了菜、肉，我们部队也分得了一些，把那些国民党俘虏也叫来一起吃
饭，吃了很多。
团政委赵培宪带着1营、2营到了元江城，在元江中学，37师师政委雷起云说：“培宪同志，你们打得
很好，消灭敌人一个师，堵桥也堵得好，现在给你个任务，你要继续追击敌人，由37师吴效闵副师长
带着你们到思茅，再往那边打。
”那边跑了一部分敌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追击消灭敌人。
吴效闵、赵培宪就带着我们114团直属队200多人和2个营共1000多人追敌人。
过了一个山，跟起义部队34团打起来了，他们一看我们穿着黄军装就和我们打，还以为我们是国民党
部队。
我们吹冲锋号，冲上去抓了他们几个人，他们说是起义部队，才知道是搞误会了。
说我们还有任务就继续往前走。
走了两天，过了墨江，到了关通，就追上宪兵10团3营，这个团很反动，专门对付学生运动和地下党。
后来我们包围了就打，把这个营歼灭了。
他们缴械以后，一问说是宪兵10团3营，后来审查他们，原来他们要往台湾去，没有及时乘飞机走脱。
这些人都是老兵，抗战初期在四川招的一些学生，还有海南、安徽的。
我们一过江他们就跑，他们有的人个头很大，家庭出身要么是国民党特务头子，要么是国民党军官，
要么是土豪劣绅等，这些人是非常反动的。
当时，追击敌人要渡澜沧江，冬天澜沧江水还是很清的，部队扎竹排过江去。
竹排就是把大竹子砍下来，排成排用藤条捆扎起来，有七八米长，坐五六个人，一个连就要十几个竹
排，做了一晚上。
拂晓以前过江了，没有人掉到河里，我们部队原来渡江作战时都练过兵，熟悉竹排过江。
走山路，不像现在的公路，走了一天多，没有到国境线，到南峤打完就回来了，残敌逃到缅甸去了。
在南峤歼灭了敌第26军278团300余人，缴获的武器由俘虏背着、牲口驮着回来。
当时国民党军队为了逃跑，对当兵的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们还要打回来，还要组织国际联军，回
来就都是要当官的，不过他们全被歼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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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每一次采访，每一次面对，那一张张饱经风霜的脸庞，那一头如雪的白发，不管是在医院病床上，还
是在家中，让你每一秒都觉得面前这是一名战士。
因为每一说起打仗，他们个个都亢奋不已，好像进入一种临战状态，那种气势马上就感染了你，和他
们一起追随在半个世纪前那场腥风血雨的征战中，让你半天都回不过神来。
我是这支部队的后代。
父亲杨尚志是1936年参加革命，在山西抗日决死队后来的八路军太岳军区打日本鬼子，淮海战役在陈
赓部队22旅66团任副政委，1950年随四兵团和母亲裴俊兰从北方南下进云南，并戍边畹町和河口
，1951年时任云南军区边防公安三团政委、中共河口市委书记。
我也曾在14军服役10年，血液里流着这支部队的血。
我一定要将解放军这支英雄部队的血性写出来。
我仰望着他们，让每一个战争亲历者真实讲述历史中的一个片断，一个人，汇集起来就是一部英雄史
诗。
有一天，当最后一个老兵离我们远去，我们可能会在浮躁平息后的某一天，想起这些人。
2009年12月，书稿即将完成时，三年来我采访过的这些老战士已有10余人去世。
遗憾的是他们在解放云南60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不能亲眼看到纪录着当年他们解放云南，所为之付
出的血和汗。
在此感谢接受我所采访的每一位老首长及其家人。
特别是王庆和老首长，为本书精心审稿，并作为南下老兵对亲身经历史实仔细核对，付出心血，表示
衷心感谢。
杨亚伦2009年12月29日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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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一曲慷慨激昂的战歌！
　　1949年初，解放战争势如破竹，全国解放大业指日可待。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统治集团，妄图利用云南地处边陲等有利条件，把云南建设成大陆上的最
后一个反共基地。
为了解放全中国，我二野刘、邓首长，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一系列指示。
声东击西挺进西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云南全省开展了人民游击战争和群众革命斗争。
　　《红旗插遍高原：解放云南老战士访谈录》编者走访了近百位当时还健在的老战士，为你阐述了
他们在解放云南的过程中和解放初期在云南战斗、工作、生活的各种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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