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旧闻新读10 责编 /贾晓明 李冰洁 校对 /宋炜 排版 /姚书雅

2021年7月15日 星期四
投稿邮箱：jiaxiaoming1@163.com
联系电话：（010）88146757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史海
观澜

BIANHOUSHIYI

编后
拾遗

红军部队胜利会师

1931年3月7日，张云逸率红七
军第五十八团打退敌人多次围追堵
截，到达酃县 （今炎陵县） 十都，
红军湘东南独立师第三团在政委王
震、团长谭家述的率领下前往接
应。3 月 13 日，红军湘东南独立师
第三团部队行至茶陵尧水，得悉红
七军已到酃县，王震命令部队星夜
前进，从尧水到酃县，翻山越岭 50
多公里，终于在第二天到达十都，
与张云逸率领的红七军第五十八团会
师。

红七军经过数月的浴血奋战，
部队已极度疲劳，没有休整的机
会，特别是那些负伤的战士，沿途
作战，历尽了艰辛。经过长途转
战，部队的供给十分困难，不少战
士赤着脚，大部分同志穿着破旧的
单衣，有的为了御寒，所有衣服都
套在了身上。即使是军长张云逸，也
是身着一件破旧的衣服和一床破旧的
毛毯。

王震和谭家述随即命令全团官兵
将多余的衣服和干粮让给兄弟部队。
三团的战士们除了拿出多余的衣服，
还纷纷脱掉一件衣服送给红七军的战
友们，有的还送上草鞋和干粮。

智破敌人包围圈

红七军第五十八团和红军湘东南
独立师第三团胜利会师后，向湘赣革
命根据地的中心莲花县前进。此时，
正值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

“围剿”之际，湖南的国民党军队为
了围歼湘东南独立师第三团和红七军
第五十八团于酃县地区，急忙调集国
民党新三十一师的独一旅两个团和国
民党第十九师的一个团以及茶陵、酃
县的“挨户团”在茶陵县的湖口圩和
沔渡之间防堵这支红军北返。同时，
国民党湘南警备司令段珩率领两个团
和当地反动地主武装进行追击，企图
对部队实施“消灭作战”。

接到报告后，张云逸和王震、谭
家述立即识破敌人阴谋，并当机立
断，决定将部队以“神速动作”推进
到茶陵县的浣溪渡，西渡沫水向茶陵
县城方向佯动，让敌人回援茶陵，打
乱其“围剿”阴谋。

敌军见红军西渡沫水向茶陵县城
进逼，以为红军要打茶陵，果然中
计，将防堵部队回援茶陵县城。3月

下旬，红军安然东渡沫水，进入根据
地的茶陵尧水东北地区，继续向高陇
地区前进。

回援茶陵县城的敌人发现红军东
进，又赶忙分路追来，其中由第十九
师的一个团及茶陵、攸县、安仁三
个保安团各一部组成的一路进到茶
陵县的严塘及其东北地区，并企图
绕过尧水向高陇对红军实施追击。
得知这个情况，张云逸、王震、谭
家述商议，决定在高陇和严塘之
间选择有利地形，在运动战中一举歼
灭这股敌人。

准备打一个漂亮仗

3月23日，红军前进到尧水以北
地区，接到从茶陵革命老区赶来的两
名茶陵地方游击队侦察员的报告说：
敌人已经到了严塘、垅上，和游击队
发生战斗，请红军火速支援。谭家述
立即和张云逸、王震商议，决定由张
云逸统一指挥，打一个漂亮仗，向湘
赣革命根据地人民献礼。

24 日清晨，红军返回到李家
村、北岸和石阜陂地区时，敌先头
部队已追到垅上。红军决定兵分两
路形成夹击之势，歼敌于将军山。
命令下达后，红七军第五十八团由
独立师战士李文(当地人)带路抢占垅
上通往高陇大道东侧的前山和花棚
里一线高地；谭家述率领湘东南独

立师第三团由北岸绕过南岸抢占大
道西侧的鹪鹊岭；同时，红军派人
组织茶陵游击队、严尧区赤卫队、
少先队分别部署于要道，准备打击
增援之敌。

这时，敌人也发现了红军，于
是分兵抢占笔架山东侧鞍部和将军
山，并以一部兵力向鹪鹊岭前进。
张云逸果断决定：由红七军第五十
八团主力担任正面攻击将军山的任
务，湘东南独立师第三团从敌背后
夹击将军山的敌人；同时第五十八
团以两个连的兵力迂回到敌后马王
山，消灭笔架山以东鞍部之敌。一声
令下，两支红军迅速投入预定地点。

密切协作，勇破将军山

24日上午，战斗打响，第五十
八团两个连从将军山正面向敌人发起
攻击，将敌人火力吸引过来，另一个
连悄悄沿着将军山南坡的丛林向上匍
匐前进，准备夹击。就在此时，将军
山左边山头也有了敌人，夹击连队只
得撤回。谭家述率领的湘东南独立师
第三团也没有进展。张云逸见状，立
即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战斗。他仔细地
察看了周边的形势，发现敌人主力侧
后有一个小村庄，里面只有一支小部
队驻守，于是决定立即派一个连攻占
这个村庄。

四连连长曹振亚接到命令后，

和连政治委员莫文骅组织部队向小村
庄冲去，不一时就冲进村庄，接着乘
胜追击，从左翼向将军山敌人主阵地
发起攻击。

在谭家述的指挥下，湘东南独立
师第三团从将军山背后猛烈突击，与
从正面攻击的李天佑连和覃健连一起
夹击敌人。此时，三团八连在连长陈
松岳率领下抢占了鹪鹊岭主峰，及时
赶到将军山。将军山之敌被红军三面
包围。

红七军第五十八团指战员看到湘
东南独立师取得进展，战斗情绪更加
高涨。当时气温很高，战士们个个满
头大汗。大家一面喝着随身携带的

“葫芦瓜”里的水，一面冲锋，后来干
脆脱了军装，赤膊上阵。将军山上守
敌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势”，顿时阵
脚大乱，湘东南独立师第三团终于登
上了将军山，将红旗插上山顶。负隅顽
抗的敌人都被消灭，其余的不得不乖
乖缴枪投降。

几乎与此同时，第五十八团两个
连利用丛林向笔架山隐蔽迂回，很快
消灭了守卫笔架山以东鞍部的敌人。
在封垅口和垅上之间的敌后续部队仗
着武器先进，企图上笔架山建立阵地
阻止红军。

谭家述见状，立即命令刚刚冲上将
军山的三团战士居高临下打击敌人。

当敌人爬到山腰时，谭家述下令开
火，将敌人消灭大半。红七军主力迅速
插到封垅口以西，切断了敌人的退路。
迂回部队也从笔架山东侧鞍部沿北坡展
开，侧击敌人。在红军猛烈突击下，敌
军全线溃退，夺路向严塘逃窜。红军一
口气追出15公里，抓获一个连的俘虏。

此次将军山战斗，红军共毙敌300
余人，俘敌副团长以下100余人，缴获
一大批先进武器和军用物资。沿途埋伏
的赤卫队也收获颇丰，仅机枪就缴获了
4挺。

共同开创新局面

战斗结束后，群众纷纷赶来慰问，
帮助抢救伤员。红七军四连政治委员莫
文骅看到群众参战人数达五六百人之
多，风趣地说：“这么多担架队，就是
我们参加战斗的红军都负伤，也不够
他们抬的。”

将军山战斗后，张云逸率领红七
军第五十八团，王震和谭家述率领湘
东南独立师第三团回到莲花。湘东南
独立师和莲花县苏维埃政府举行了隆
重的大会，欢迎红七军第五十八团的
到来，庆祝将军山战斗的胜利。茶陵
苏区的群众奔走相告，传颂两支红军
密切配合、夺取胜利的故事。

苏区政府还帮助红七军解决了服装
问题，使红七军部队得到了很好的休
整，增强了战斗力。不久，苏区群众中
就有700多名青壮年参加了红七军。红
七军也选派了一批优秀的干部到湘东
南独立师，并将部分武器送给湘东南
独立师。两支部队密切配合，在赣江
以西的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迅速打
开了局面。

（作者单位：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
历史与文化研究会）

红军会攻将军山
李巧文

1948 年，解放战争进入了夺取
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华南各地人
民武装斗争不断对敌发动主动进攻，
捷报频传。5月，中共粤桂边区委员
会和边区党委临时军事委员会成立，
梁广任党委书记和临时军事委员会主
席，部署进一步发动武装斗争。6月
下旬，梁广召集中共高雷地委、第
二支队司令部及各团领导成员，在
遂溪县洋青圩附近召开军事会议，
研究进一步开展粤桂边区武装斗
争，特别是近期高雷地区的军事行
动问题。会议决定：调集高雷地区
人民武装主力部队，袭击粤桂边区
的国民党统治中心湛江市，以打破敌
人的“清剿”计划。

7月10日，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
部队奇袭湛江，攻打赤坎，全歼国民
党广东省保安十团二营营部和两个
连，毙敌80余人、俘敌约70人，击

毙国民党中统工作站主任张辅森，缴
获轻机枪8挺、步枪170多支、子弹
3万余发，取得重大胜利。

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
策的感召下，驻防遂溪县城的国民党
广东省保安十团团长陈一林流露出希
望加入革命阵营的想法。中共粤桂边
党委获悉此情况后，派人与陈一林秘
密接触，在考察其确有弃暗投明的愿
望后，立即帮助其策划起义事宜。

国民党“粤桂南区清剿总指挥
部”副总指挥兼广东第十“清剿”区司
令张君嵩察觉到陈一林的“异样”，于
是以“整顿”为由，撤掉保安十团的多
个连长，安插自己的亲信，并经常指责
陈一林的“过错”，准备将他“处理掉”。
对此，陈一林一面向地下党汇报情况，
一面秘密准备起义。

12 月，张君嵩以为“处理掉”
陈一林的时机已到，于是一面表面上
通知陈一林：第十“清剿”区准备在遂
溪县城召开部队长官会议，期间要对
驻军进行“检阅观操”；一面暗中命令
警卫营在“检阅观操”时将陈一林“一
举拿下”。实际上，陈一林早已得知了

上述情况，并进行了周密部署。
19 日晨，陈一林集合全体官兵

于团部营地操场，并于事前在操场周
围布置了伏兵。上午10时，张君嵩
偕第十“清剿”区副司令邓伯涵及广
东省绥靖公署点验组组长颜伟青等
20多名军政要员，在警卫第一营精
锐的簇拥下，乘6辆军车到达操场。

进入操场后，这伙人还没来得及
动手，就遭到起义部队密集火力的射
击，张君嵩、邓伯涵、颜伟青持枪顽
抗，被当场击毙。当天下午，陈一林
乘胜率起义部队攻打湛江市赤坎区，
与守敌展开激战，占领了位于赤坎的
第十“清剿”区司令部、军械弹药库
和“剿总”牢房，救出“政治犯”20
多人。与此同时，陈一林派出专人给
粤桂边人民武装送去信件，说明起义
情况。

中共粤桂边区党委接到陈一林信
件后，立即召开会议，随后给陈一林
复信，欢迎他和保安第十团官兵起
义，同时将有关情况电告中共中央香
港分局。21日，粤桂边区领导人梁
广和陈一林会谈，双方商定：一、陈

部同解放军联合进攻湛江；二、改编陈
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将陈部
1000人改编为一个支队，陈一林任支
队司令。会后，粤桂边区部队迅速向
遂溪靠拢，并向起义部队派出政工干
部。

12月 22日晨，陈一林起义部队同
粤桂边区部队联合向湛江进发，准备继
续扩大战果。由于国民党调集重兵防
守，两部于下午撤回遂溪。此后，边区
党委决定根据“自愿去留”的原则对起
义部队进行整编，自愿留下的官兵编入
边区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

陈一林部起义使广东南路地区形势
变化很大：不仅打乱了国民党军对粤桂
边区的重点“清剿”部署，动摇了国民
党部队的军心，更在军用物资上使人民
武装力量有了很大收获：陈一林部起义
后，有上百名军事骨干充实了队伍，前
后交给人民武装的武器装备有八二炮4
门、六〇炮3门，炮弹140余发，重机
枪 10 余挺，轻机枪 30 余挺，长短枪
700余支，子弹10万余发，掷弹筒和枪
榴弹筒30多具，炮弹300余发，电话总
机1座，电话机8台，电台4座，报话
机1部。粤桂边人民武装的武器装备得
到很大的改善。

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乘陈一林起义
后出现的大好形势，在军事上、政治上
展开大攻势，消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及
地方反动武装，解放了大片乡村城镇，
相继建立人民政权，为日后的湛江彻底
解放起到了重大作用。

陈一林率部起义
贾晓明

1949 年 12 月 9 日，国民党云南省
政府主席卢汉率部起义后，蒋介石随即
任命由四川逃到云南的陆军总部参谋长
汤尧为陆军副总司令，指挥第八、第二
十六军向昆明进行反扑。在遭到由黔入
滇的人民解放军和滇桂黔边纵队及起义
部队的打击后，汤尧率残部仓皇南撤，
于 12 月底逃至云南开远、建水、个
旧、蒙自等地。

为了不让这股残敌从空中逃往海南
岛、台湾，或从陆路越境逃跑，将其歼
灭于云南省内，解放军发起滇南战役。
部队兵分三路，轻装突进滇南。各部队由
开始时的日行50公里、60公里，迅速增
加到日行75公里、90公里，最后竟达110
公里；每天休息时间由6小时、4小时减
少到2小时，最后除去吃饭时间，就是赶
路，掉队人员由收容队收容跟进。一路
上，滇桂黔边纵队党委早就动员沿途群
众为子弟兵修好了路、架起了桥，筹备了
足够的粮草，还立了许多茶水站、卫生
站，使急行军中的部队备受鼓舞。

担负中路追歼任务的十三军前卫三
十七师，途中得悉敌人正在蒙自空运家
属和二十六军直属队后，连续行军14个
昼夜，行程1000公里，于1月 14日晚进
抵蒙自城东40公里的鸣鹫地区，发现敌
人一个警戒团正在修筑工事。为封闭敌
人的空中逃路，经请示军首长同意后，三
十七师绕过这股敌人直插蒙自机场。

又经过40公里的急行军，三十七
师进抵蒙自机场附近。1月15日夜，三
十七师一一〇团很快消灭了外围的敌
人，并立即向机场发起进攻。按照部
署，三营直接向机场守敌发起攻击，一
营和二营分路向机场迂回，插到机场西

边和北边，对敌实施包围。
机场守敌根本没有想到远在 1000

公里之外的解放军会如此神速地来临，
听到枪声，还以为是游击队在骚扰。解
放军突击部队冲进机场后，敌人才从梦
中惊醒，仓促应战，有的还没起床就当
了俘虏。停在机场跑道上的敌机见势不
妙，企图强行起飞，被冲上跑道的解放
军战士将第一架击中起火。后面的敌机
飞行员见状，只好投降。

战斗于16日凌晨4时结束，敌人的
空中逃路被彻底切断，两小时后，解放
军占领蒙自县城。机场战斗打响后，
一〇九团三营迅速勇猛地向机场东侧
之敌发起进攻，一举歼灭守敌；二营则
星夜奔袭蒙自城南的新安所，于凌晨5
时到达该地时，发现企图逃跑的敌人正
在吃饭，二营遂将敌人全部俘虏。

三十七师奇袭蒙自机场的同时，后
续部队三十八师一一三团也在鸣鹫地区
将敌警戒团全部歼灭。汤尧见靠飞机逃
跑无望，只好带领残部向边境方向狂
奔。在解放军的追击下，该部很快被赶
上歼灭，汤尧也被活捉。

解放军“神速”夺机场
刘宏

蒋百里和梁漱溟是好友。1936
年，蒋百里由山东青岛前往邹平办乡
村建设研究院，专程造访梁漱溟。8
个月后，梁漱溟特地去上海回访蒋百
里。据梁漱溟后来回忆，蒋百里“平
素谈话就容易兴奋”“说起话来滔滔
不绝”，而这一天重逢老友，“更见兴
致和精神”。

当时，日军在华北多地挑起事端。
梁漱溟于是向蒋百里问起对中日局
势的看法。蒋百里对梁漱溟坦言，在
他看来，日本不久即将大举入侵我
国。中国目前国势很弱，看来好像
不难侵占，日本短时期内占领一大
片领土也是可能的，但不足为忧。

“严重的外患一来，就会促成全国
团结，合力抵御外侮，中国地大人
多 ，只 要 在 广 大 地 区 组 织 地 方 武
装、发动游击战争，就能牵制敌人
很大兵力”。蒋百里非常看重未来
抗战中山东的战略地位。他说，在
他看来，“全国形势有许多要点，其
中山东半岛十分重要，中国人假如
控制了山东、山西的高地，坚守一
些 山 区 不 放 ，则 中 原 非 敌 人 所 能

得”。他还进一步解释说：如在山东、山
西两省广泛组织民间武装，凭借山地活
动，相机出击袭扰，定会给日本造成很
大困难，无法全力西进。

交谈中，蒋百里还向梁漱溟询问了
在山东的工作，梁漱溟“大略告知”。蒋
百里于赞许之中对梁漱溟备加鼓励，认
为梁漱溟在山东办乡村工作很有意义，
并再三向他讲明“军队抗敌要靠人民力
量”，期望他“可以组织领导广大乡村民
众，建立地方武装，抵抗日本侵略”。

蒋百里的见识和热情，使梁漱溟
“既受启发又受感动”。

全面抗战爆发后，梁漱溟又去上海
拜访蒋百里。一见面，蒋百里就对梁漱
溟介绍了上海各界西迁的情况，同时让
梁漱溟速回山东，力促国民党山东当局
把兵工厂、民用工业的机器设备及其战
略物资迅速“收拾西迁”。梁漱溟告辞
时，蒋百里还充满信心地对他说：“打不
了，亦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
打。五年、八年、十年总坚持打下去；
不论打到什么田地，穷尽输光不要紧，
千千万万就是不要同他(日寇)妥协，最后
胜利定是我们的。”

蒋百里和梁漱溟谈抗战
王东梅

1944年8月，皮定均奉命率豫西抗
日游击支队挺进豫西，仅经月余奋战即
在豫西打开了局面，会同兄弟部队建立
了豫西抗日根据地。1945年 10月，豫
西支队开赴中原军区，被编为中原军区
第一纵队第一旅，皮定均任旅长。

1946年6月下旬，蒋介石撕毁停战
协议，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调
集约30万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根据
上级指示，中原军区部队主力向西突
围，由皮定均率领的一旅担任掩护军区
主力向西突围的艰巨任务。

皮定均接到掩护大部队突围的命令
后，立即对所部进行了严密的作战部
署。6月24日，中原军区的主力部队秘
密向西突围，为迷惑敌人，皮定均率领
一旅装扮成主力部队模样，大摇大摆地
向东开进。国民党军果然中计，向一旅
发起进攻。皮定均临危不乱，指挥部队
沉着应战，抗击着几十倍于己的敌人。
待主力突围后，一旅为了将敌人主力吸
引过来，选择了一条敌人认为“最难”
的路线进行突围。该旅在26日晚佯作
向西突围追赶主力部队，跑出10公里
后借助暴雨天气掩护突然向东移动，藏
在刘家冲茂密森林中隐蔽。敌人主力根
本没想到一旅会藏在他们眼皮底下，一
路向西追去。28日2时许，当几万敌军
向西搜索一旅时，皮定均率部突然从刘
家冲森林杀出，突破了敌人的一道道封
锁线，于7月1日摆脱追兵，转进大别
山地区。

随后，皮定均率部奇袭吴家店，拿
下了敌人的几个粮库，解决了军粮问
题，将大批粮食分给了当地的贫苦百
姓。当地群众在党的地方组织的领导
下，很快为一旅指战员完成了“每人一
双布鞋、两双草鞋和5天干粮”的支前
任务。7月7日，一旅指战员经短暂休
整后继续东进。

经三次战斗，一旅于12日进入安
徽中部平原地区。经研究，皮定均决定
继续向东前进，直奔华中解放区。

考虑到平原地区易遭到有着机械化
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皮定均决定连续
急行军5昼夜，迅速穿过皖中平原。为
此，部队进行了彻底的“精简”，炊事
担子、公文箱、个人物品全部抛弃，每
人只带枪支弹药、必备的干粮和一身单
衣。为了加快行进，皮定均将全旅改为
三路纵队，并肩前进。每个纵队前方是
化装成国民党军的侦察队，负责摸情
况、探道路，并负责沿途购买食品，留
给后面部队。国民党军得到消息后，急
调3个整编师和十几个保安团对一旅进
行围攻，均被一旅击退或摆脱。7月18
日，一旅在穿越津浦铁路时，遭遇国民
党部队。皮定均临危不乱，果断指挥部
队打了个伏击战，消灭了大批敌人。

随后，皮定均指挥一旅以每天百里
的速度行军，通过淮南铁路进入安徽定
远境内。在中共淮南地下党和群众帮助
下，一旅越过最后一道封锁线，与淮南
军区部队胜利会师。

中原突围，皮旅铁流千里建功
吴小龙

将军山战役是1931年3
月湘赣苏区在第二次反“围
剿”期间，由刚刚会师不久的
红七军第五十八团和湘东南
独立师第三团在茶陵游击队
和当地群众的支援下进行的
一次重要战役。

红军时期的张云逸红军时期的张云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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