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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4 月 20 日晚至 21 日晚，第 2、

第 3 野战军百万雄师，先后在西起湖口

东 至 江 阴 的 500 公 里 地 段 实 施 全 线 渡

江，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我

军在迅速占领南京、杭州等城市后，随即

决定解放上海，完成渡江战役第 3 阶段

的任务。

上海位于东海之滨，濒临长江出海

口，是当时我国最大的城市和工商业中

心，战略位置极为重要。为了把上海完

整地保存下来，我军提出了“两翼迂回，

钳击吴淞口”的作战方针，以封锁黄浦

江，切断国民党军的海上退路。

5 月 8 日，我第 9 兵团接到第 3 野战

军命令，要求第 30 军按照作战计划占领

川沙、白龙港等地区，会同第 31 军夺取

高桥，然后直插三岔港，封锁黄浦江，切

断敌人海上退路。12 日，我军向上海外

围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击。至 19 日，我军

将敌第 12 军压缩于高桥地区，我第 9 兵

团与第 10 兵团形成了夹击吴淞口之势。

高桥位于浦东最北端，是扼守长江

和吴淞口的咽喉之地，也是敌人的防御

重心，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敌我

双方争夺的重点区域。

由于高桥地区濒江依海，三面环水，

河流纵横交错，公路、桥梁大都被国民党

军破坏，加之当时正是雨季，道路泥泞，

大口径火炮跟不上，弹药输送、物资补给

和伤员转运都遇到很大困难，部队行进

缓慢。而国民党军依托钢筋混凝土筑成

的防御阵地和大量土木工事，凭借高桥

三面环水的有利地形，在海空军配合下，

以优势炮火与我军在高桥地区展开了激

烈的争夺战。

19 日，我第 30 军接到其第 90 师报

告，第 268 团、第 269 团从高桥正南突入

敌人阵地，攻占了严家桥等地。高桥守

军在飞机、炮舰支援下，向我严家桥阵地

反扑。第 269 团利用工事顽强抵抗，连

续 7 次打退敌人的反扑。第 268 团会同

第 269 团攻占严家桥阵地后，乘胜向杨

家楼攻击。此时，敌人依托有利地形，并

出动坦克实施反击，使第 268 团被迫退

回到严家桥一线。第 270 团向严家桥一

线增援的途中，遭遇敌机和舰炮压制，部

队进攻受阻，与敌人形成相互争夺局面。

20 日，敌人又以飞机、舰炮大肆轰

击 第 30 军 新 占 领 的 益 家 桥 、徐 家 宅 等

地，欲乘我军立足未稳实施反击，夺回阵

地。我军指战员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敌人

的反扑。

21 日 至 23 日 ，高 桥 敌 守 军 依 靠 地

形、工事、火力等优势，向我军阵地发起

连续攻击。面对不断增多的敌人，我军

因弹药补给不足，火力不能完全压制敌

人，阵地多处被突破。但我军全体指战

员在打退敌人多次反扑后，攻克了顾家

宅等多处据点。

22 日，汤恩伯见反扑收效甚微，不

仅没有占到便宜，而且损兵折将，高桥守

军逐渐不支，于是紧急命令敌第 75 军增

援高桥，保护海上撤退通道。22 日至 23

日，敌人向我军阵地发动多次反扑，我全

体指战员英勇抗击，守住了阵地。

经过激烈战斗，我军粉碎了敌人的

疯狂反扑，巩固了我军在高桥外围的主

要 阵 地 ，为 攻 克 高 桥 打 下 了 扎 实 的 基

础。23 日夜，第 3 野战军随即命令向上

海守敌发起总攻。

第 31 军同第 30 军有关人员，就高桥

作战召开战前会议，确定“集中兵力、中

央突破、直接打高桥”的作战策略，对高

桥守敌形成包围态势。

经过精心组织和严密部署，25 日，

我军对高桥守敌实施炮火攻击，摧毁守

敌的火力点，随即发起总攻。

至 26 日，高桥守敌在我军的猛烈攻

击下，一部被歼，大部仓皇向三岔港方向

逃窜。我军迅速追击，歼灭逃敌，将三岔

港之敌全部歼灭，胜利完成了封锁黄浦

江出海口的任务。

此战，全歼高桥地区守军，俘 5000

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封锁了黄浦江

口，切断了敌人的海上退路，打通了通往

上海市区的前进道路，为解放上海创造

了有利条件。

上图：上海战役经过要图（1949 年 5
月 12日－27日）。 资料图片

上海战役中的一次大捷——

高 桥 争 夺 战
■姚彬彬

1929 年 12 月 28 日，福建省上杭县

古田万源祠，红 4 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

会在毛泽东、朱德、陈毅主持下召开，这

就是古田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为古田

会议起草的决议案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指

出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

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号召同志们

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可见中央“九月

来信”为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提供了指

导依据，奠定了思想基础，为会议的成

功召开起了重要作用。

一

众所周知，初创时期的红军成分复

杂，主要是农民和旧军人。他们虽然已

经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但思想上

存在的小私有者和旧军队的烙印，总是

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来。怎样把这样

一支杂乱的部队，建设成为区别于任何

旧军队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

队，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军实践中必须认

真面对和思考解决的重大问题。

1928 年 4 月 24 日前后，朱德、陈毅

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民起义

军 10000 余人陆续转移到井冈山地区，

与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

队在宁冈砻市会师。会师后，合编成工

农革命军第 4 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

党代表。6 月，按中共中央规定，改称红

军第 4 军（简称红 4 军）。12 月，彭德怀、

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后组成的红 5 军主

力转战到井冈山同红 4 军会合。

井冈山会师，极大地振奋了军威士

气，增强了坚持井冈山斗争的革命武装

力量。

伴随着井冈山残酷的斗争，这支部

队迅速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

国影响最大的一支红军部队。

二

党的“六大”以后，周恩来回到白色

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周恩来在险象环

生、敌特遍地的环境下，以他的冷静和

机智，指导各地区的武装斗争，努力扩

大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并把这个工

作放在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他时刻关

注着远在罗霄山脉的红 4 军的最新动

向。中共中央几次派人送信给红 4 军，

一直没有得到回音，对红 4 军的状况缺

乏具体了解，十分焦急。但从各种渠道

汇集的消息来看，红 4 军的确处在极其

危急的情况之中。1929 年 2 月 2 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红 4 军为

粉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会剿”，于 1 月

中旬离开井冈山以后的行动方针。会

议听取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关于红 4

军遭到强敌尾追的报告，根据共产国际

的指示精神，做出分散红军，隐蔽大的

目标，调毛泽东、朱德出来的决定，由周

恩来起草一封指示信。8 日，中央政治

局再次召开会议。会议修改通过周恩

来起草的中央致毛泽东、朱德并转湘赣

边 特 委 的 指 示 信 。 史 称 中 央“二 月 来

信”。

中央“二月来信”是周恩来替中共

中 央 根 据 共 产 国 际 的 意 见 而 起 草 的 。

由 于 对 工 农 武 装 割 据 的 意 义 估 计 不

足，对形势的估计比较悲观。中央“二

月 来 信 ”由 刚 从 苏 联 回 国 的 刘 安 恭 携

带 赴 江 西 寻 找 红 4 军 。 几 经 辗 转 ，当

毛泽东、朱德见到这封信时已是 4 月 3

日。此前的 2 月，红 4 军在江西瑞金以

北 的 大 柏 地 诱 歼 追 敌 刘 士 毅 旅 大 部 。

这个大胜仗，扭转了红 4 军原来的被动

局 面 。 紧 接 着 ，又 在 吉 安 东 固 地 区 同

赣西特委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 2、第

4 团胜利会合，在这里站住了脚跟。而

中 央 的 指 示 信 中 充 满 忧 虑 的 语 调 ，同

红 4 军刚刚欢庆大捷的胜利场景显得

很不协调。

5 日，毛泽东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共

红 4 军前委会议，讨论刚刚收到的中央

“ 二 月 来 信 ”。 会 后 ，根 据 会 议 精 神 ，

毛泽东以前敌委员会的名义起草给中

央的复信，认为中央来信“对客观形势

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指

出：“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

农村，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

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

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并从红军不是本

地人、分开则领导机关不健全、容易被

敌人各个击破和愈是恶劣环境领导者

愈须坚强奋斗等方面，说明红军不能分

散，领导者不能轻易离开。复信还全面

分析了南方数省的革命形势，向中央建

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

要 和 蒋 桂 两 派 争 取 江 西 ，同 时 兼 及 闽

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

成 群 众 的 割 据 ，以 一 年 为 期 完 成 此 计

划。”复信还详细总结了红 4 军采取的

游击战术。后来，由于蒋桂战争爆发，

中央改变了“二月来信”中所提出的一

些意见。4 月 4 日（也就是红 4 军写报告

的前一天），中央常委讨论红 4 军问题

时，周恩来说：朱、毛出来问题，原则上

是 如 此 ，但 现 在 实 际 情 形 要 写 得 活 一

些。7 日，中央发出了经周恩来修改过

的致毛泽东、朱德的指示信。信中说，

红军目前的总任务是：扩大游击战争范

围 ，发 动 农 民 武 装 斗 争 ，深 入 土 地 革

命。关于调朱、毛出来的事情，只是说：

“润之、玉阶两同志暂时离开那里，来中

央报告与讨论”“若一时还不能来，中央

希望前委能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与中央

讨论问题。”调朱、毛出来的事情，实际

上就此作罢。

6 月 12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

论红 4 军前委 4 月 5 日的复信。会上，周

恩来表示，中央 2 月 7 日的信所谈的红

军分散等问题是有些毛病。他说：目前

的形势，全国的混战期是延长的，这于

红军的发展有很大的便利，常委已通过

召集一个军事会议，现在很需要朱、毛

处来一个得力的人。对其他处红军，军

事会议也应详加讨论。

三

与 此 同 时 ，随 着 革 命 的 深 入 和 红

军的发展，1929 年春夏之交，红 4 军党

内 对 红 军 创 建 根 据 地 、党 的 领 导 原 则

和 政 治 工 作 的 作 用 、地 位 等 一 些 原 则

问 题 ，产 生 了 不 同 认 识 的 争 论 。

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未能被一些同志所

接受，甚至在红 4 军“七大”被越权选掉

了 中 央 指 定 的 前 委 书 记 职 务 。 会 后 ，

毛泽东被迫离开红 4 军的主要领导岗

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不久，

中共中央收到福建省委派秘密交通员

送来的红 4 军“七大”决议案和毛泽东、

刘 安 恭 等 的 信 件 。 从 这 些 信 件 的 内

容，周恩来敏锐地发现，红 4 军内部的

争论已经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在

他 的 建 议 下 ，中 共 中 央 于 8 月 13 日 召

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红 4 军问题。

会上，周恩来在讨论红 4 军前委内部发

生 分 歧 时 说 ：这 是 历 史 上 很 久 以 来 意

见不同的冲突，因他们工作很努力，故

未大的爆发。应和即将来中央的陈毅

讨论后再做整个的回答。目前应去一

封信，勉励他们，要他们努力与敌人斗

争，已解决的问题不应再争论，同时要

批评他们不应有的消极观念。

21 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

的给红 4 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八月来

信”）。周恩来依据所得到的材料，初步对

红 4 军党内存在的问题以及无产阶级思

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争论，作了一个简

单的结论，明确支持毛泽东的建党建军主

张，并对一些主要的错误思想作了比较严

肃的批评。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

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指

出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

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事事“要

拿到支部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

主化的主张”。指示信还强调政治工作

的重要意义：“红军中政治工作及宣传队

组织（或如你们所称‘宣传兵’）是红军中

的政治命脉。”

在中央指示信发出的第 5 天，陈毅

抵达上海。周恩来听取了陈毅的口头

汇报，两人作了多次长谈。特别是在阅

读了陈毅的“五万言报告书”后，周恩来

对红 4 军的全面状况有了更加深入完整

的了解。在他看来，8 月 21 日给红 4 军

前委的指示信显然不足以解决红 4 军的

问题，重新起草一封给红 4 军前委的指

示信迫在眉睫。

2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专门听取陈毅关于红 4 军全面情况以及

朱德、毛泽东之间争论的详细汇报，并

决定成立由李立三、周恩来、陈毅组成

的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

草一封对红 4 军的指示信。三人委员会

一次又一次地谈话、讨论和研究，深入

分析问题症结，努力探求解决之道，最

终形成统一的意见。三人委员会确定，

以中央 8 月 21 日给红 4 军前委的指示信

为基础，由陈毅执笔起草这封指示信。

这 封 近 万 字 的 指 示 信 分 为“ 目 前

军 阀 混 战 的 形 势 、红 军 的 根 本 任 务 与

其前途、红军发展方向及其战略、红军

与群众、红军的组织与训练、红军给养

与经济问题、红军中党的工作、朱毛问

题 、红 军 目 前 的 行 动 问 题 ”9 个 部 分 。

指 示 信 对 当 时 政 治 形 势 的 分 析 、红 军

的 任 务 、红 军 中 纠 正 一 切 不 正 确 的 倾

向 、加 强 党 对 红 军 的 领 导 等 问 题 都 作

了 重 要 指 示 。 这 些 指 示 ，肯 定 了

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

建设的基本原则。

指示信还决定朱、毛两人仍留在前

委工作，毛泽东仍任前委书记，并责成

前委“须使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这

就为红 4 军党内统一认识、纠正各种错

误思想提供了根据。

9 月 28 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由

三人委员会集体研究，经周恩来审定修

改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

示信》（即“九月来信”）。随后，周恩来

又叮嘱陈毅：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

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

是非，作出决议，使大家今后有章可循，

按规定办事。

四

参加完全国军事会议之后，陈毅带

着“九月来信”，带着重要指示，长途跋

涉，披星戴月，重返红 4 军。10 月 22 日，

陈毅在松源和朱德见面，原原本本地详

尽介绍了在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和研究

的情况，以及自己的种种感受，传达了

党中央对红 4 军的一切指示。当天夜里

召开的前委会议上，陈毅正式传达了中

央“九月来信”和周恩来的指示，谈了落

实中央指示的具体办法。会后，陈毅立

即派人把中央“九月来信”送去蛟洋给

毛 泽 东 ，并 附 自 己 的 一 封 信 ，促 请

毛泽东回前委工作。

12月 28日至 29日，红 4军党的第九

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曙光

小学（原廖氏宗祠）举行。这是红 4 军发

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

会上作了关于红 4 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

议案的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

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并作了反对枪毙

逃兵的报告。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

草的 8 个决议案，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

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就是

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是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解决了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

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

军队这个根本问题。

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

看得更加清晰。回过头来看，中央“九

月来信”对统一红 4 军党内的思想、开好

古田会议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古田

会议使我们这支军队实现了浴火重生、

凤凰涅槃。从那以后，在党的领导下，

我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从胜利

走向胜利。

古田会议召开前——

中央“九月来信”来龙去脉
■褚 银

在辽沈战役纪念馆中，陈列着一顶

早已褪色的军帽，它的主人是蒙古族骑

兵连长——拉玛扎布。

抗日战争胜利后，拉玛扎布参加了

内蒙古人民自卫军，不久调任乌兰浩特

东蒙古军政干部学校队长。1947 年初，

他被选派到东北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

分配到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 1 师，

任师作战参谋、侦察参谋等职；同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 年 3 月，调任骑

兵第 1 师第 2 团第 3 连连长。

1948 年 9 月 12 日，辽沈战役打响。

骑兵第 1 师、第 2 师参加了辽沈战役。第

1 师主力奉命沿北宁铁路两侧和绕阳河

两岸进行运动防御，并执行战役侦察任

务。10 月 15 日，锦州解放。蒋介石仍命

“西进兵团”由彰武等地经黑山、大虎山

向南，在“东进兵团”的策应下夺回锦州，

然后掩护沈阳守军经北宁铁路撤入关

内。此时，中共中央军委部署了规模巨

大的辽西围歼战；东北野战军总部命令

第 10 纵队等部阻击“西进兵团”，为攻锦

部队回师新立屯、黑山、大虎山地区展开

辽西围歼战赢得时间。

骑兵第 1 师奉命进入胡家窝棚前沿

阵地，拉玛扎布所在的第 2 团接到命令：

袭击国民党军骑兵先头部队，迟滞国民

党军前进，保证我军主阵地的安全。接

到命令后，第 2 团指战员从胡家窝棚向

田家窝棚方向疾速前进。当获知田家窝

棚只驻扎着敌军 1 个前哨连时，拉玛扎

布决定对守军发起攻击。经过激战，我

军全歼敌军前哨连。田家窝棚战斗的胜

利，迟滞了国民党军的进攻，有力保障了

我军大虎山主阵地的侧翼安全。

田家窝棚战斗刚结束，第 2 团又接

到命令：到大虎山车站以南的清水泡子

村配合步兵完成阻击任务。拉玛扎布带

领骑兵第 3 连赶到清水泡子村后，立即

构筑防御工事，准备阻击来犯的国民党

军。10 月 24 日，国民党军在飞机和重炮

的掩护下向大虎山进攻，企图占领大虎

山，掩护“西进兵团”主力向营口逃窜。

拉玛扎布带领连队官兵坚守在清水

泡子阵地，面对国民党军的猛烈进攻，打

退了敌军一次又一次冲锋。国民党军见

久攻不下，便暂时停止进攻，构筑临时工

事，准备发起更猛烈的进攻。为遏制国

民党军的进攻，上级命令骑兵第 3 连从

国民党军左侧实施勇猛快速的冲锋，削

弱敌人的攻势。接到命令后，拉玛扎布

带领连队官兵冲向国民党军。

正在疯狂进攻的国民党军万万没

有想到，在枪林弹雨下，我军骑兵会反

冲锋。敌军猝不及防，慌忙后撤。但是

大部分国民党军在督战队的威逼下，又

就地卧倒，向我军进行猛烈射击，妄图

阻拦我军的冲锋。拉玛扎布和战友没

有畏惧。他看到敌人的重机枪还在喷

吐火舌，对我骑兵造成很大威胁，便毅

然向重机枪火力点冲去。当冲到距离

国民党军火力点约 30 米处时，拉玛扎布

的坐骑中弹倒下。拉玛扎布猛地被掀

下马来，他拔出手榴弹甩向国民党军。

伴随着爆炸声，拉玛扎布一手挥刀、一

手握着手榴弹又向前冲去。一阵枪声

袭来，拉玛扎布胸前多处中弹，一腔热

血染红了身下的土地。骑兵第 3 连的战

士见连长牺牲了，更加拼死战斗，冲垮

了国民党军的阵地。

战后，内蒙古军区为拉玛扎布追记

战斗三大功，并授予“人民烈士”的光荣

称号。如今，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曾伴

随拉玛扎布出生入死的军帽每天在展厅

里向人们讲述着这位蒙古族骑兵连长为

人民解放事业立下的不朽功勋和可歌可

泣的英雄事迹。

骑
兵
连
长
血
洒
敌
阵

■
李
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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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兵连长拉玛扎布的军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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