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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初，冀中抗日斗争形势日

趋严峻。为保卫发展深南抗日根据地，

冀中军区回民支队奉命开赴深南地区，

开展对敌斗争。部队进入该地区后，经

过多次战斗，逐渐打开局面。

5 月，为进一步打击日军的嚣张气

焰、保卫麦收，经多次周密的实地侦察，

支队司令员马本斋决定在衡水至安家

村一带的公路上伏击日军。

安家村是日军在深南地区的一个

大据点，与衡水之间有公路相连。如果

我军进攻安家村据点，驻扎在衡水的日

伪军则极有可能沿公路前往救援，我军

便 可 以 在 安 家 村 和 衡 水 之 间 伏 击 敌

人。经过详细侦察发现，安家村和衡水

之间的康庄一带很适合打伏击，且康庄

一带处于敌占区，日伪军在此没受过大

的打击，警惕性不高，在康庄设伏可以

起到攻敌不备的效果，回民支队最终将

康庄设为伏击地点。

为打好这一仗，回民支队在衡水

县游击大队的配合下进行了细致的战

前侦察，摸清了敌人的活动规律及兵

力兵器构成、地形地貌、公路状况等情

况。据此定下作战部署：回民支队第 2

大队第 7 中队和衡水县第 5 中队隐蔽

于安家村封锁沟外麦田，准备佯攻安

家村，诱使驻衡水的敌人前来增援；第

2 大队第 5、第 6 中队和衡水县游击大

队主力埋伏在康庄两侧麦田，形成袋

形埋伏圈，伏击由衡水向安家村增援

的敌人，并派人监听敌电话，随时准备

切断敌人电话线；第 1 大队隐蔽在距康

庄 1 里 多 的 邢 家 村 ，截 击 康 庄 溃 逃 之

敌，并阻击衡水的敌人再次增援。至

此，一场“引蛇出洞、围点打援”的伏击

战拉开帷幕。

29 日夜，各部队按计划到达指定

位置。30 日拂晓，安家村方向的部队

准 时 发 起 佯 攻 ，瞬 间 硝 烟 弥 漫 ，杀 声

震 天 。 安 家 村 据 点 的 敌 人 无 法 判 断

我 军 人 数 ，慌 忙 向 驻 衡 水 日 军 求 援 。

随后，马本斋即令战士割断敌人电话

线，切断了安家村和衡水两处敌人间

的联系。

驻衡水日军无法弄清真实情况，

又怕丢了安家村据点，慌忙出动 60 多

名日军和一部分伪军，坐汽车前去增

援。在敌进入我预设在康庄的伏击阵

地之前，有汉奸拦住日军汽车称康庄

有八路军。日军中队长于是下令汽车

返回，并登上土窑用望远镜对康庄周

边进行观察，决定向康庄方向使用炮

兵进行火力侦察。马本斋对突然出现

的情况进行了冷静地分析，在仔细观

察了敌人炮击方向和弹着点后，果断

判明这是敌火力侦察，下令部队继续

隐蔽。

一阵炮击过后，敌人见康庄没有任

何动静，便把队伍编成六路纵队跑步前

进，企图快速通过康庄。待日伪军全部

进入我军伏击阵地后，3 发信号弹腾空

而起，我军埋伏在康庄的部队轻重武器

一同开火。

在我军的强大火力压制下，暴露在

公路上的日伪军无法隐蔽，慌忙跳进路

旁的护路沟。在这之前，我军侦察发现

日军强迫老百姓沿衡水至安家村公路

挖掘护路沟，于是通过地方党组织动员

群众，将其挖成了直上直下的两米深

沟。此时，敌人在护路沟内不仅无法向

外射击，也无法爬出逃跑，全都成了“瓮

中之鳖”。我军随即靠近护路沟，向沟

内投掷手榴弹。很快，沟内敌人被全部

炸死。

这次战斗击毙日军中队长以下 60

余人、俘伪军 20 余人，缴获平射炮 1 门、

重机枪 1 挺、轻机枪 4 挺和一批步枪、弹

药。我军无一伤亡。

康庄伏击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

深南地区群众的抗日热情，受到了晋

察 冀 军 区 聂 荣 臻 司 令 员 的 赞 扬 。 此

战 也 被 抗 日 军 政 大 学 作 为 范 例 编 入

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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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是 一 个 初 秋 。 1927 年 ，赣 南 的

初秋。

莽莽群山间，一支衣衫褴褛的队伍

穿行在山谷小道。疲惫，饥饿，疟疾，痢

疾，还有带血的伤口，无休止地折磨着

这支队伍。然而，最让人痛苦的还不是

这些。几乎让人绝望的情绪正在不断

蔓延，队伍里的人越来越少。

就在两个多月前的 8 月 1 日，这支

队伍在南昌城头打响了震惊中外的“第

一枪”。

此后仅两个多月时间，在国民党新

军阀的重兵追击下，这支原本包括享有

赫赫威名的“铁军”在内的起义军，从 2

万多人只剩下现在的 2000 多人。

起义军撤离南昌后，沿抚河南下，

一路上遭遇国民党新军阀的疯狂围追

堵截。最终，部队主力在潮汕地区遭受

重创，指挥机构被迫解散。在粤赣交界

处的三河坝，起义军付出巨大牺牲，朱

德率领部分官兵突出重围。

此时的 2000 多人里，主要是由朱德

带领突围的官兵，再加上在潮汕被打散

后归建的 200 多人。眼下这种境况，是

他们在两个多月前绝没有想到的。绝

境之下，几乎每个人心里都盘旋着同样

的问题：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这

一支孤军，一无供给，二无援兵，应当怎

么办？该走到哪里去……

一、天心河边，大榕树下

天心河是一条跨度只有 20 米左右

的 小 河 ，位 于 江 西 省 安 远 县 的 天 心 圩

镇。这是一个相对偏僻的小镇，地方反

动势力相对薄弱，国民党军也不容易马

上追过来。起义军到达这里后，终于有

了喘口气的机会。

清澈的河水，可以暂时洗去身上的

尘垢与疲惫，但无法消除内心的迷茫。

河滩上坐满了人，大家躺着、坐着，三三

两两地谈论着什么。此时，作为队伍的

最高指挥官——朱德来到了河边，跟在

他后面的还有陈毅和王尔琢。在河边

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榕树下，朱德把官兵

召集起来。

朱德穿着一身灰布军衣，背着一顶

斗笠，脚上是一双已经破得不成样子的

草鞋。他消瘦的脸上，胡子很长，但眼

神里依然透着一贯的和蔼。“同志们！

你们的师长团长，我派他们去执行任务

去了，现在有些问题要跟大家讲一讲。”

接着，他把声音压低了一些，严肃地说：

“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

义 军 也 失 败 了 ！ 但 是 我 们 还 要 革 命

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

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说到这里，朱德略略停了一停，眼

睛缓慢地向大家扫视了一下。大家都

垂着头，谁也没有说话。河坝子里静悄

悄的，风吹竹林刷刷作响。河水从官兵

身旁缓缓流过，仿佛也在思考这些掷地

有声的话，等待他还会讲些什么。朱德

又把声音提高了点，说：“但是，大家要

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1927 年的中国

革命，好比 1905 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

1905 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

是暂时的。到了 1917 年，革命终于成功

了 。 中 国 革 命 现 在 失 败 了 ，也 是 黑 暗

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一

个‘1917 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

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官兵当中或许并没多少人知道“俄

国的 1917”，但他们从朱德坚定而恳切的

话语中，听懂了他的意思，那就是要相信

革命的前途，保存力量、继续革命。随

后，陈毅也开导大家说：“南昌起义是失

败了，但是，南昌起义的失败不等于中国

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还是要成功的。

我们大家要经得起失败局面的考验。在

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的。

在失败退却的局面下，就困难多了。只

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

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

对于一支遭遇重大失利的部队来

说，可能没有什么比信心更重要。信心

来自哪里？来自信念。当时在大榕树

下坐着的官兵中，有粟裕、杨至成等众

多后来在革命战争年代立下赫赫战功

的将领。新中国成立后，回忆起朱德同

志当年这次讲话，他们都不由得感慨万

千。杨至成上将说：“朱德同志的讲话，

既平易，又简单，却讲出了很深的革命

道理。在这革命失败后黑暗的日子里，

在群众情绪极其低落的时候，他的讲话

像黑夜里的一盏明灯，使我们看见了未

来 的 光 明 前 途 ，增 强 了 我 们 的 革 命 信

念。我们觉得心里开朗多了。”

大榕树下的这次大会，史称“天心

圩整顿”大会。一次大会当然解决不了

所有的问题，但军心暂时得到了稳定。

部队按照此前作出的“穿山西进，直奔

湘南”的决策，继续于莽莽群山间，向西

开进。

二、粤赣边境，大庾县城

西进的队伍，沿着山路经江西省信

丰县，于 10 月底抵达江西省大庾县（今

大余县）。

这 一 路 ，面 对 严 峻 形 势 和 艰 难 处

境 ，离 开 的 人 依 然 在 不 断 增 加 。 陈 毅

回忆：“到了大庾，2000 多人只剩下 900

多人。但这 900 多人却是最纯洁的、最

坚 强 的 战 士 。 到 大 庾 后 ，就 没 有 人 逃

跑了。”

此时，国民党新军阀各派系斗争日

趋复杂，爆发了粤系、桂系和湘系军阀

的混战。而起义部队到达的大庾县，正

位于粤赣边界。国民党军已无精力对

起义部队进行围追堵截。朱德、陈毅利

用这个难得的空隙，对起义部队进行了

一次整编，史称“大庾整编”。

之所以在这里对部队进行整编，除

了 暂 时 摆 脱 了 军 事 威 胁 ，更 重 要 的 原

因，还是来自于部队内部。当时，队伍

虽然有党的组织，但是组织并不健全。

部队还是起义时的编制，来自不同军、

师、团的官兵混合在一起，“有时传令兵

只 好 拿 着 命 令 站 到 岔 路 口 ，看 到 个 排

长，把命令给他看看，看到个班长，也给

他看看”。与此同时，因为起义部队的

基础毕竟是旧军队，官兵中存在着很多

旧军队的恶习，有的官兵的军阀作风严

重 。 这 种 情 况 ，在 越 来 越 艰 难 的 处 境

中，暴露得更加明显。部队从天心圩到

大庾时，在途经的信丰县城就发生了极

为恶劣的违纪情况。

据粟裕回忆，“当部队进入信丰城

的时候，破坏纪律的行为就更严重地暴

露出来了。这座县城里，有商店、酒楼、

当铺和钱庄。部队刚一进城，少数坏家

伙钻进酒楼饭馆里去大吃大喝，吃完把

嘴一抹就走；有的还闯进当铺，把手榴

弹 往 柜 台 上 一 放 ，故 意 把 导 火 索 掏 出

来 ：‘ 老 板 ，称 称 有 多 重 ，当 几 个 钱 零

花。’”朱德、陈毅了解后，把部队带至距

信丰县城 10 多公里的一个山坳里，召开

全体军人大会，整顿部队纪律，当场查

明带头肇事的 3 名抢劫主犯后立即执行

枪决。

部队在大庾进行整编，正是要解决

一路上暴露出来的违纪行为和编制混

乱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主要是两

个，一是整顿党、团组织 ；二是调整编

制。朱德、陈毅、王尔琢决定将部队改

编为一个纵队，下辖 7 个步兵连、1 个重

机关枪连、1 个迫击炮连。为了隐蔽，部

队采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朱

德任纵队司令，陈毅任指导员，王尔琢

任 参 谋 长 。 同 时 ，部 队 开 始 整 顿 党 组

织，建立党支部，将一部分党员、团员分

配到各连队。

事实证明，这两项举措极为关键。

它让党组织在基层的力量得到了加强；

部 队 在 编 制 上 更 加 精 干 ，行 动 更 加 统

一，指挥起来也更加顺畅。大庾整编让

这支情绪低沉、组织涣散的队伍，精神

面貌得到了明显改观。时任步兵第 5 连

政治指导员的粟裕回忆：“人们不再是

愁眉苦脸了，议论声，谈笑声，常常在部

队中回响，初步显示了政治工作的强大

威力。”

三、粤赣湘三省交界处，
崇义县上堡镇

经过大庾整编后，起义部队继续执

行西进湘南的决策。

10 月 27 日，朱德、陈毅决定派一部

经崇义聂都、上堡前往湖南桂东县，寻

找当地的工农革命军。结果，这一部到

达桂东后，发现当地的工农革命军已经

失败，而且在途中与敌相遇，死伤过半，

余部溃散。

11 月 3 日，朱德、陈毅率剩余部队

从大庾县出发，7 日抵达崇义县古亭。

此时，他们才得知桂东失败的消息。朱

德、陈毅等果断决定部队暂留驻崇义，

休整训练，徐图出路。这次休整训练，

史称“上堡整训”。

朱德回忆：“南昌起义留下来的这

支 队 伍 ，真 正 开 始 新 的 整 训 还 是 在 上

堡。我们从南昌起义后，经过三个月的

行军和作战，直至转到上堡后，才算稳

住了脚。我们利用这一时机进行了整

训。首先是整顿纪律，那时就规定了募

款和缴获的物资要全部归公。其次是

进 行 军 事 训 练 ，每 隔 一 两 天 上 一 次 大

课，小课则保持天天上。为了适应客观

要求，当时已经提出了新战术问题，主

要是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

是打游击战的问题，以及把一线式战斗

队形改为‘人’字战斗队形等。”

在上堡的 20 多天里，起义部队还在

当地打了土豪，赶跑了盘踞当地多年的

土 匪 ，并 将 新 的 战 术 运 用 到 打 土 匪 当

中 。 经 过 这 次 整 训 ，部 队 更 加 团 结 统

一，纪律得到加强，军事素质也得到明

显提升。尤为重要的是，部队在这里有

了做群众工作的经验，并在打击土匪的

斗争中尝试了游击战。

在上堡整训期间，还有一件事，特

别值得一提。

10 月中旬，为开辟建立井冈山革命

根据地，毛泽东领导工农革命军第 1 师

第 1 团兵分两路沿湘赣边界游击，并亲

率团部和第 3 营等，经湖南酃县十都、水

口游击至江西遂川县。23 日清晨，部队

在遂川突遭敌袭击。因人地生疏，仓促

应战，前卫第 3 营同团部失去联系，向南

进到上犹与桂东交界地区。11 月上旬，

朱德、陈毅率部来到崇义上堡后，得知

第 3 营在附近，就将他们接至上堡，一起

参加了上堡整训。朱德、陈毅由此得知

毛 泽 东 率 领 工 农 革 命 军 上 了 井 冈 山 。

他们当即决定，委派毛泽东的胞弟毛泽

覃前往寻找联络。

毛泽覃在南昌起义时，任起义军第

11 军第 25 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起义

军南撤时，他一路跟随主力部队战斗到

潮汕地区，主力被打散后与朱德率领的

突围部队会合。此时，他正率 200 余人

驻防崇义县古亭镇，开展整训。毛泽覃

受 命 后 ，经 湖 南 资 兴 到 茶 陵 ，见 到 了

毛泽东。

上堡整训连同此前的天心圩整顿、

大庾整编，史称“赣南三整”。对这支从

南昌一路走来、数经生死考验的部队来

说，“赣南三整”无疑有着极为深远的意

义。南昌起义的宝贵火种，在绝境中顽

强地生存下来，并因此绽放出新的生机

与活力。从上堡出发，他们的前方是振

奋人心的湘南起义大捷，是辉耀史册的

井冈山会师……

1927 ，赣 南 记 忆
■栗振宇

渡江南进是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

军委周密谋划的战略决策。1948 年 10

月 11 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关于淮海战役

的作战方针中，向华东野战军提出了渡

江作战的设想：“秋季你们主力大约可

以举行渡江作战。”

12 月 12 日，当淮海战役的第二阶

段即将取得胜利之际，中共中央军委发

电要求“华野、中野两军休整两个月，并

大致准备好渡江作战所需诸件（雨衣、

货币、炮弹、治疗药品、汽船等）及初步

完成政治动员”。

30 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题

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文中

指出：1949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

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 1948 年更伟大的

胜利。

1949 年的第一天，蒋介石发表了意

在与我党“和谈”的《新年文告》，其主旨

却是保持国民党政府的“法统”和军队，

是一种迂回策略，先举起“和平”旗帜，

争取政治主动，从而赢得军事上的喘息

时间，以免覆灭的命运。

对 于 国 民 党 统 治 集 团 的 虚 伪 和

谈 ，毛 泽 东 洞 察 秋 毫 。 但 为 了 减 少 战

争 对 人 民 的 损 害 ，早 日 实 现 和 平 ，

毛泽东提出愿意和南京政府进行和平

谈 判 ，并 于 1 月 14 日 发 表 关 于 时 局 的

声 明 ，提 出 与 南 京 政 府 进 行 和 平 谈 判

的八项条件。这一声明在当时得到了

全 国 人 民 和 各 民 主 党 派 、无 党 派 民 主

人士的热烈拥护。

此时，淮海战役已经结束，国民党

军的主力已被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的

广大地区获得解放，并同华北解放区连

成一片。南京直接暴露在解放军面前，

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陷入土崩瓦解的状

态。21 日，蒋介石宣告“引退”，其“总

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但蒋

介石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秘密指挥部

队。次日，李宗仁表示愿以我党所提八

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

2 月 9 日，邓小平主持召开渡江战

役总前委会议，具体讨论渡江作战的时

间、部署、战勤准备等问题，最后将讨论

情况上报中共中央军委。会议以为 3 月

中旬出动，3 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好。

但等到 3 月上旬，鉴于国共两党即将举

行 谈 判 ，并 力 争 实 现 我 军 和 平 渡 过 长

江，中共中央军委经反复研究后，把渡

江时间推迟到 4 月 10 日。总前委认为，

10 日恰为农历十五，月光朗朗，不利于

我军突破江防，遂建议 15 日黄昏渡江，

中共中央军委表示赞同。

4 月 1 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

府和谈代表团飞抵北平，开始举行和平

谈判。

毛泽东对于此次和谈，早在党的七

届 二 中 全 会 报 告 中 ，就 给 出 了 明 确 答

案：“我们的方针是不拒绝谈判，要求对

方完全承认八条，不许讨价还价。”

从 4 月 2 日开始，双方代表广泛地

进行商谈。3 日，周恩来在会见南京和

谈代表团成员黄启汉时，要其转告李宗

仁：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渡过

长江；但和谈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

谈不成，也要渡江。

8 日，毛泽东、周恩来在香山接见了

张治中，就和谈中的相关事宜，进行了 4

个小时的长谈。谈话内容涉及战犯问

题、组织联合政府问题、关于今后建设

问题等。对于张治中较为关心的战犯

问题，毛泽东表示可以考虑宽大处理。

中共中央军委鉴于和平谈判已有

进展，于是电示总前委：根据国共和谈

最终期限是 4 月 20 日，决定渡江时间推

迟到 22 日，并征询总前委意见。

虽然我党为了和平渡江，已做出极

大的让步，但国民党此时的表现与谈判

之前的表现相距甚远。9 日，南京方面

致电张治中，内称在和谈进行期间，解

放军如实行渡江，即表示无和谈诚意，

应即召回代表，并宣告和谈破裂的责任

不属于南京政府。人民解放军是否渡

江，构成了双方和谈的重要议题。

13 日晨，毛泽东函告周恩来，信中

指出：向张治中表示，4 月 17 日必须决

定问题。18 日以后，不论谈判成败，人

民解放军必须渡江。

16 日，毛泽东致电前线指挥员，告

诉他们：和平协定最后方案已于昨夜提

交张治中代表团，今日上午黄绍竑飞南

京请示。南京是否同意签字，将取决于

美国政府及蒋介石的态度。如果他们

愿意，则可于 4 月 20 日签字，否则谈判

将 破 裂 ；你 们 的 立 脚 点 应 放 在 谈 判 破

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 22

日一举渡江成功。

总前委根据谈判期限和气候等条

件，于 17 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定于 20

日开始渡江作战。

18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

致总前委电，指出：“完全同意总前委的

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二十

日开始攻击，二十二日实行总攻，一气

打到底，完成渡江任务以后，再考虑略

作停顿，采取第二步行动。”

20 日，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

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当日晚

上，由第三野战军第 7、第 9 兵团组成的

中突击集团，首先在安徽枞阳至裕溪口

段突破敌人长江防线。

第二天，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

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

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

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

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

的独立与完整”。

23 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

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延续 22 年的国民党

反动统治的覆灭。

渡江战役前的国共谈判
■孙 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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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在康庄伏击战中缴获的牛皮公文包。 献县博物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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