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9 年夏至 1940 年春，为
实现新四军“挺进苏北、发展
华中”的战略，陈毅在指挥建
立向北发展的“江心跳板”（扬
中） 后，秉持大智大勇，先后
三次进入泰州城，与国民党军
地方实力派“二李”(李明扬、
李长江)谈判。此举不仅宣传了
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争取了中间力量，同时为新四
军 的 东 进 北 上 发 展 奠 定 了 基
础，成为我党我军统战工作中
的经典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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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11 月 21 日，张学良和于
凤至在国民党宪兵一个连和特务队的押
送下来到萍乡。他们到达后，首先被安
排住在当时萍乡比较繁华的衙前街赣西
饭店。押送者在饭店二楼开了 6 个房
间，张学良和于凤至被安排在中间，特
务队全体队员分住两旁，宪兵连全部住
在附近的一所学校里。不久押送者为了
便于“保护”，又把张学良“搬到”了
绛园。绛园里有一栋二层楼房，二楼有
7个房间，全部租下，供张学良和特务
队员居住，楼下3间做饭厅和公用，外
设围墙并有庭院。房主萧君绛，时任武
汉大学数学系教授。

张学良虽遭幽禁，大多时间都闭门
读书，但也喜欢了解地方风物。到萍乡
后，他曾怀着极大的兴趣去参观安源煤
矿，了解生产和工人生活情况。有时在
特务的“陪同”下，他偶尔也能去街上
走走，买点自己需要的日用品。张学良
外出时，“身穿工人装，头戴鸭舌帽”。
一次，在城内大街上，有人认出了张学
良，监视的特务们忙说：你认错人了，
这是我们的司机。

在萍乡期间，张学良喜欢和文化人
打交道。他曾提出到萍乡的大成图书馆
参观，得到批准。张学良参观后，和馆

长攀谈起来，问了些图书馆的情况，又
提出明朝一些稗官野史藏书单。

张学良得知绛园对面住着一位叫黄
道腴的人，曾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史
学系教授，精通历史，尤擅明史，于是
就写了一张便条，托人送给黄。特务向
张学良询问，张学良说“要向道腴先生
借《明史》看”。

在得到特务的允许下，张学良拜访
了黄道腴。在和熟悉明史的黄道腴聊了
几个问题后，便提出要对对子。张学良先
出上联:“弯弓为射日。”黄道腴随即对答:

“共田岂容虫。”张学良兴致大增，接着再
出一联:“李子园季园来远客(李子园季园
为黄道腴的住处)。”黄道腴对答:“甘卓垒
故垒会将军(甘卓垒是萍乡老百姓为纪念
东晋爱国将领甘卓，在芦溪县境内修建
的纪念碑)。”这两副对答如流的对联，使
张学良对黄道腴肃然起敬。

此后一段时期，张学良经常以借阅
书籍为名来访。两个人谈话很投机，大
有相见恨晚之感。

12月14日，张学良在萍乡获悉南
京已陷敌手的消息，心情万分沉痛。不
久，张学良接到“电令”，在特务的押
解下离开萍乡，辗转前往湖南（关于张
学良离开萍乡的日期，有多种说法）。

张学良迁徙萍乡的日子
吴昌荣

1915年12月袁世凯在北京宣布复
辟封建帝制，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
对，反袁护国战争随即爆发。南方将领
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在云南宣布独
立，并出兵讨袁。讨袁护国军兵分三
路：蔡锷、李烈钧分任第一、第二军总
司令，唐继尧任都督府都督兼第三军总
司令；计划第一军攻川，第二军入桂、
粤，第三军留守云南；另由都督府左参
赞戴戡率一部兵力入黔策动起义。

对此，袁世凯也调动军队，前往镇
压。1916 年，袁世凯的“云南查办
使”龙觐光进入广西百色，命第一旅旅
长李文富等率部进攻滇南。

1916 年 2 月下旬，李文富部由广
西进入云南。这时，由于护国军大批出
省作战，省内防御相对薄弱，李文富的
先头部队未遇多大抵抗即占领广南县
城。李文富直接指挥的主力 3000 余
人，沿西洋江桂滇大道直攻剥隘。当
时，在剥隘仅有云南守军一个连，全连
官兵据关固守，顽强抗击，在坚持了两
昼夜后，于 3月 2日被迫后撤到皈朝。
李文富率军随后追击。

得到李文富部进入云南的消息后，
护国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立即命令张开
儒、方声涛两梯团紧急赶往桂滇交界处
支援。方声涛率领的第二梯团在广南县

石硐和李文富部的先头部队相遇，对李
部展开全面反击，经过三昼夜的激战，
李部大败。护国军乘胜收复广南。

李文富见状，急忙收缩兵力，驻扎
于皈朝一带，摆开了决战的架势。李烈
钧随即命令张开儒、方声涛两个梯团向
皈朝进发。

双方均十分重视这次战斗，李烈钧
直接参加指挥战斗，龙觐光也调集
3000余人增援皈朝。

11日，战斗开始。李文富命炮兵
不断炮击护国军阵地，并以优势兵力轮
番进攻，替换休息。护国军虽然兵力薄
弱，但士气旺盛，双方开始拉锯战。经
过多日鏖战，李文富部已极度疲乏，护
国军突然下令反攻，李部顿时全线崩
溃，2000多人投降。李文富本想带领
残部向广西撤退，企图补充兵力后卷土
重来，但路上却得到了龙觐光向护国军
缴械投降的消息。原来，广西当局宣布
起义，拥护共和，并派军和护国军共同
夹攻龙觐光部，迫使龙觐光在百色投
降。

李文富部陷入前有追兵、后无退路
的绝境。在李烈钧的招降下，李文富只
得率3000余人投降，接受护国军的改
编。至此，护国军保卫滇南后方基地的
战斗，取得了完全胜利。

李烈钧指挥滇南保卫战
杲学军

挺进苏北，发展华中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
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任务。会
后，周恩来在1939年来到皖南新四军
军部，帮助他们确定了“向南巩固、向
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正确方针。陈毅
在领导新四军创建苏南茅山根据地的
同时，就已开始谋划向东向北分兵发
展的计划。1939年 1月，新四军挺进
纵队彻底击败了国民党顽军保安第九
旅的贾长富团，解放了扬中全岛。“挺
纵”一部进驻长江以北，接管了江北江
都县的长江北岸地区。随后，新四军又
迅速向吴家桥以北地区发展，就这样，
从长江南岸的丹阳到江心的扬中，再
到长江北岸的江都，一条宽阔的“跳
板”在长江中架了起来。

建立起了“开辟苏北”的“跳板”
后，如何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开
辟苏北、发展华中”的战略目标，成为
陈毅着力思考的问题。当时苏北的军
事力量除了少数八路军和新四军外，
主要有三股势力：一是占领南通、徐
州、连云港等水陆交通线上重要城镇
的日伪军；二是控制苏北大部分地区
的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属于蒋介
石嫡系；三是驻扎在苏北泰州、姜堰的
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等
部，属于中间势力。陈毅根据中共中央
的指示精神，仔细分析了苏北局势，确
定了“击敌、联李、孤韩”的方针。

一进泰州，建立联系

1939年 7月下旬，陈毅在惠浴宇
的陪同下，由新四军挺进纵队驻地江
都县吴家桥出发，直奔泰州城。陈毅一
行到达“二李”设在泰州城西部的司令
部时，李长江在门口迎接，引进客厅，
但李明扬一直没有出场。李明扬是辛
亥革命时期的老同盟会会员，北伐战
争时期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的师
长、副军长。由于他“人气旺、号召力
大”，他的队伍迅速扩大，有3万多人。
顾祝同将李部改编为鲁苏皖边区游击
总指挥部，李明扬任总指挥。

陈毅来访，李明扬觉得新四军人
数不多、装备落后，而且陈毅只是新四
军一支队的司令员，自己又比陈毅大
十几岁，于是只派副手李长江出面接
待，认为这样能够进退皆有后路。

在会谈中，李长江的态度比较傲
慢，但陈毅不为所动，表示要向“二李”
友军学习，希望能加强与“二李”的合
作，共同抗日。李长江虽然表示愿与新
四军合作，但始终不肯就合作抗日问
题深入交换意见。陈毅也并不强求，他
认为虽然没见到李明扬，但初访“二
李”的目的就是建立高层的联系，以便
为以后争取“二李”创造条件。出了泰
州城后，陈毅诙谐地对惠浴宇等人说:

“我这个人呐，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想
不久，泰州我们还是要来的。”

不久，“二李”部队从第三战区二
十五军军长王敬久那里要到一批子
弹，计步枪弹13万发，盒子枪弹2万
发，迫击炮弹5000发，但需要“二李”
自己派人到皖南第三战区仓库去提
取。可由皖南到苏南，由江南到江北，
要通过日军几道封锁线，如遭日军拦
截，弄不好人货两空。一筹莫展的“二
李”只好派人来请陈毅帮忙，陈毅当即
电告管文蔚、惠浴宇，要他们立即转告

“二李”，同意为其护运弹药。在陈毅亲
自安排下，护运弹药任务顺利完成。

二进泰州，寻求联盟

1939 年 12 月初，在管文蔚和惠
浴宇的陪同下，陈毅二进泰州城会“二
李”。这一次，“二李”待以上宾之礼，泰
州城里贴了许多“欢迎四将军”的标
语。“四将军”即指新四军。在国民党反
共日渐严重的形势下，“二李”既要表
达对新四军的感谢，又顾忌韩德勤刁
难，不敢公开说欢迎新四军，就别出心
裁地想出了这条标语。

陈毅到达泰山庙“二李”司令部
时，李长江亲自在大门口恭迎，李明扬
在会客室门口迎候，两旁列队欢迎。寒
暄已毕，陈毅与李明扬正式谈判。陈毅
诚恳地解释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
纲领和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再一次
表明新四军团结友军共同抗日的诚

意，李明扬听得连连点头。
为了感谢“新四军帮了大忙”，也

出于对韩德勤欺压地方实力派的不
满，李明扬将蒋介石、韩德勤等的反共
秘密文件内容告知陈毅，并再三向陈
毅表明：自己的部队绝不会跟着韩德
勤反共。陈毅则提出双方进一步加强
合作的构想。双方就新四军向苏北发
展达成了口头协议。中午，为了给陈毅
接风洗尘，李明扬在泰州著名的秦家
花园设宴招待，并由手下几个纵队司
令作陪。第二天，陈毅和管文蔚分别在

“二李”的教导队发表了抗日演讲。
陈毅一行回到吴家桥新四军挺进

纵队驻地后，李明扬等专程来吴家桥
进行回访，并赠送新四军挺进纵队一
万块银元。陈毅等新四军领导除组织
挺进纵队官兵热烈欢迎李明扬外，还
陪同他们检阅部队、观看战地服务团
的演出。新四军还特意从对日作战时
缴获的战利品中挑选了10支“三八”
步枪、一把日本军官的指挥刀和一匹
东洋战马送给“二李”。通过此次回访，

“二李”对共产党、新四军有了进一步
了解，他们随即请陈毅派新四军干部
在其部队开办政工人员培训班。

三进泰州，消除误解

正当新四军与“二李”的友好关
系深入发展之际，不料发生了盛子瑾
部被缴械的事情。1940 年 3 月 5 日，
新四军五支队在淮西收缴了刚刚投
靠李明扬的盛子瑾部 3000 多人的
枪，扣留了盛子瑾，引起了“二李”的
不满。李明扬打电话给新四军挺纵司
令管文蔚，指责“新四军为何不讲信
用，擅自向他的部队进攻”。因为事关
重大，管文蔚立即过江当面向陈毅作
了报告。陈毅感到，如果对盛子瑾之
事处理不当，就有可能给韩德勤以挑
拨离间之隙。于是陈毅立即写一封
信，派人专程送给“二李”进行解释。

这时苏北形势日趋紧张，韩德勤一面指
挥所部向新四军步步进逼，一面向“二
李”表示要“放弃前嫌，重修旧好，共同
反共”。面对这种情况，陈毅决定三去泰
州城里会晤“二李”，消除误会，争取其
在反共“摩擦”高潮中保持中立。

1940年3月初，陈毅在惠浴宇等的陪
同下，第三次赶赴泰州会见“二李”。李明
扬根本没有想到在当时那种严峻局势下，
陈毅会不顾个人安危到访泰州。“二李”见
陈毅轻车简从，亲自登门来解释误会，大
为感动。会谈中，陈毅向他们阐述了新四
军在江北“东进北上”的战略意图，告诉他
们：新四军不仅不会侵犯“二李”的防区，
还将其与日军、韩德勤部分隔开，使得“二
李”更加安全。“二李”面对陈毅的坦率和
真诚，当即表示今后会坚持一如既往，友
好合作，不受韩德勤挑拨利用。

当晚，“二李”又举办丰盛宴席招待
陈毅。可是，刚刚开宴，副官进来报告，
韩德勤的参谋长带着20多名随从堵在
大门口，要面见李明扬。李明扬和陈毅
商量后，由李明扬去应付，而李长江则
继续陪同陈毅。陈毅考虑韩德勤正想抓

“二李”的把柄，以治他们私通新四军之
“罪”，表示自己不宜在泰州久留。于是，
宴席后即告别“二李”，连夜出泰州城，
返回吴家桥。

陈毅这次去泰州，起到了稳定“二
李”的作用。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
李品仙调集兵力5000余人，围攻驻定远
大桥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第四支队司
令部；韩德勤也纠集重兵，向新四军第五
支队后方机关和留守部队发起进攻，并
多次命令李明扬进剿进入江都的新四
军。李明扬始终不为所动，客观上保障了
新四军集中力量，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
东西夹击、消灭江北部队的阴谋。此后的
黄桥战役中，李明扬等中间势力继续如
约保持中立，使新四军一举打败韩德勤，
夺回苏北抗战领导权，开创出华中抗战
的新局面。

(作者单位：江苏省扬中市委党校)

陈毅三进泰州会“二李”
庄广雷

1946年6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向
山东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号称“精
锐”的国民党第五十四军在青岛登陆
后，军长阙汉骞为“抢头功”，凭借
所部美械装备的优势，纠集其收编的
伪军暂十二师，立即向胶东解放军驻
守的即墨城进犯。

为打击进犯之敌，解放军胶东军
区奉上级指示，在“不固守一城一
地，也不轻易放弃每一有利阵地”的
前提下，指挥所属各部和兄弟部队密
切配合，以“坚强的阻击和积极的反
击相结合”的作战方式，机动灵活地
打击进犯之敌。

战斗自 22 日开始，激战至 24
日，胶东解放军向进犯敌人发起多次
反击，在大量杀伤、消耗敌人，达到
迟滞敌人的目的后，立即主动转移。

25 日，敌一部占领阎家岭。当

日夜，胶东军区以第五师第十五团袭
击阎家岭，歼敌 1 个营。27日，解
放军发起全线反击，激战一夜，再次
予敌大量杀伤。28日，敌人集中全
力向即墨城方向进攻。战至 30 日，
解放军在歼敌4个营后，再次主动撤
出战斗。五十四军用了 11 天时间，
前行不到10公里，付出1500余人的
代价，只占领了即墨一座空城。

7月4日，国民党五十四军以两
个团进犯南泉车站。驻守该车站的解
放军胶东军区警备四旅八团二营，顽
强抵抗，坚守阵地两昼夜，给敌以重
大杀伤，迫其撤退。9日，国民党军
第五十四军集中兵力再度来犯。该营
四连排长魏来国率领全排坚守阵地，
给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魏来国凭着
手中的“三八”大盖，以135发子弹
毙伤敌人 110 名。与此同时，我军
在各地主动发起反击，给敌以重创后
主动撤离。

敌人在付出沉重代价后，于7月
12日占领胶县城，又于24日进犯高
密。25日，解放军胶东军区决定在

敌进犯途中歼其一部。28日夜，胶
东军区五师十三团及十五团一个营向
芝兰庄之敌发起猛攻。突破前沿阵地
后，各参战部队集中火力，对准敌人
地堡的枪眼射击，压制敌火力，然后
由单兵从侧面接近地堡，将集束手榴
弹或小型炸药包从枪眼投进地堡，很
快摧毁20多个地堡。战斗中，时任
六班副班长的刘奎基带领突击队员消
灭了大批敌人。其中，刘奎基一个人
就打死打伤敌人20多人，活捉了国
民党副团长等 17 人，夺下 2 挺机
枪。经过一夜激战，解放军歼敌
1000 余人。敌五十四军连遭重创，
无力西进，退缩回胶县“休整”。

9月下旬，在蒋介石的命令下，
敌五十四军又开始向西发起进攻，其
所部暂编第十二师第三团于28日进
据灵山。10月2日夜，胶东军区五师
十三、十四、十五团向灵山之敌发起
猛攻。战斗中，二营六连突破敌前沿
阵地后向纵深推进，连长王永田脚、
臂中弹，门牙被打掉几颗。他不顾身
上和嘴里鲜血直流，抱起炸药包炸毁

灵山最后一座敌人地堡，为进攻部队扫
除了障碍。3日凌晨5时30分，胜利结
束战斗，胶东军区第五师收复灵山，全
歼守敌1600余人；警备三旅也将援敌
第三团击溃，并歼其一部。

10月7日，国民党第五十四军以第
八、第一九八师分左右两路由胶县沿铁
路两侧并肩西犯，企图强渡胶河，进犯高
密。其中，第八师进至张鲁寺，第一九八
师进至阎家岭地区，遭到解放军胶东军
区六师七团和滨北军分区独立团的顽强
阻击。七团二营以两个连的兵力，连续击
退数倍于己的敌人的多次进攻；三营九
连一班8名战士，扼守胶河铁桥，与一个
连的敌人厮杀9个小时，最后全部壮烈
牺牲，胶东军民称赞他们为胶河八勇士。
敌人强渡不成，反而损失惨重，当晚退缩
于芝兰庄、凤凰屯、七城地区。8日，敌人
再度西进，胶东军区集中第五师全部、警
备第三旅一部，对敌实施反攻，激战6个
小时，一个团被基本歼灭，并将增援之敌
击溃。

9日，国民党五十四军主力在飞机
掩护下，进入了高密城。解放军于10
日夜袭高密，歼敌一部。

从6月22日开始，至10月中旬结
束，解放军胶东军区部队和兄弟部队协
同作战，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5个团，
不仅粉碎了敌人“半个月打通胶济路”
的狂妄计划，也为下一步的作战争取了
时间，积累了经验。从11月开始，随
着解放军发起反攻，此前被敌人占领的
失地相继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胶东解放军痛歼国民党“精锐”
贾晓明

1948 年 6 月，解放军华东野战军
攻克开封。蒋介石见开封失守，急令邱
清泉兵团、区寿年兵团向开封扑来，企
图挽回颜面。华野首长定下了阻击一路
强敌、围歼一路弱敌的作战方案：以叶
飞指挥由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及特纵
组成的突击集团，隐蔽集结于睢县、杞
县、太康之间和民权地区，实行南北夹
击，围歼区寿年兵团；以从上蔡地区北
上归建的第十纵队会同第三、第八纵队
和两广纵队组成阻援集团，在杞县地区
构筑阻援阵地，以“攻势防御”阻击邱
清泉兵团东援，保障突击集团顺利围歼
区寿年兵团。

华野十纵作战勇猛，以善于打阻
击战著称，经常被野战军司令部安排
担负阻击敌人的任务。司令员宋时轮
把阻击作战经验总结为“顽强死打光
荣，叫苦怕死可耻”的 12 字战斗作
风，这12字方针深深扎根在十纵全体
指战员的脑海里，贯彻在每名战斗员
的实际行动中。

6月26日，华野十纵在司令员宋时
轮的带领下从鄢陵出发，向杞县西南开
进。27日晚，突击集团各路大军向区
寿年兵团发起了猛烈进攻，蒋介石则急
令邱清泉兵团全力驰援。十纵遵照华野
首长命令，于 28 日晚会同三纵、八
纵，转进至杞县东南地区，扼守杞(县)
太(康)、杞(县)睢(县)两条公路，做好了
阻击敌援兵的准备。

当时，邱、区两兵团相距仅有 20
里，而桃林岗位于杞县城东南7里，地

处杞太、杞睢两公路要冲，是邱清泉兵
团东援区兵团的必经之地。宋时轮决定
在此设伏，以二十八师担任正面阻击，
以第二十九师在桃林岗东南组织交叉火
力和翼侧反击。他亲自到坚守桃林岗的
第八十三团第三营前沿阵地进行动员，
并与师、团领导具体研究了防御作战的
一系列问题，要指战员“一定要顶住敌
人的猛烈攻击，准备打恶仗”。

6月 29日下午1时许，战斗打响。
邱清泉部连续发动多次进攻，均被十纵
击退。眼看区寿年岌岌可危，蒋介石乘
飞机亲临杞县上空督战。在蒋介石的严
令下，邱清泉倾其主力于桃林岗，并手
令“进攻不成，按级斩首”。

面对敌军的疯狂进攻，十纵指战
员与敌人展开激烈拼杀。解放军指战
员子弹打光了，就用枪托、刺刀与蜂
拥而来的敌人展开肉搏，坚守阵地。
经五昼夜激战，十纵不仅牢牢守住阵
地，堵住了邱兵团通过桃林岗东援的
道路，且歼敌近4000人，使敌第二〇
〇旅丧失进攻能力。7月6日，解放军
华野主力全歼区兵团 5 万余人，活捉
区寿年，取得了睢杞战役的胜利，桃
林岗的阻击任务也随之完成。十纵参
谋长赵俊回忆：“桃林岗阻击战打得
狠、打得奇，是纵队战史上最激烈、
最成功的阻击战之一。”坚守桃林岗主
阵地的八十二师八十三团三营战功卓
著，受到了华野总部通令嘉奖，三营
九连更是获得了“桃林岗连”的荣誉
称号。

华野十纵桃林岗打援获胜
吴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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