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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宝战役是解放战争战略追击阶

段，我第二、第四野战军在湖南衡阳、宝

庆（今邵阳）地区，对国民党军白崇禧集

团发起的一次进攻作战，也是第四野战

军进军中南的首次重大战役。

一

1949 年 8 月长沙和平解放后，我第

四野战军主力和第二野战军一部挺进江

西南部和湖南东北部地区。国民党军组

织残余力量，妄图凭借中南和西南地区

的 险 要 地 形 阻 挡 解 放 军 ，伺 机 卷 土 重

来。白崇禧率其主力共 20 余万人退据

以衡阳、宝庆为中心的湘南地区，与余汉

谋集团组织“湘粤联合防线”，企图依托

湘江、资水、永乐江，背靠滇、桂、黔，构成

一条以衡宝地区为中心的半弧形防线，

阻止解放军进军两广。中央军委针对

“白部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

会和我作战”的特点，提出大迂回大包围

的战役方针，要求第四野战军改变此前

“近距离包围迂回”战法，不再单纯以攻

对攻，而是正面出击牵制、两翼战略迂

回，“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使

敌失去战场自由，陷入被动。

第四野战军首长认真领会中央军委

的战略意图，研究讨论后，决定采取中路

牵制，两翼远距离迂回包围，先断敌退路

再围而歼之的作战部署，统一指挥第四

野战军第 12、第 13、第 15 兵团和第二野

战军第 4 兵团，分西、中、东三路进军华

南，同时发起衡宝战役和广东战役。以

第四野战军第 13 兵团为西路军，取道沅

陵、芷江，直插百色、南宁，断敌西窜云、

贵的退路；以第二野战军第 4 兵团、第四

野战军第 15 兵团和两广纵队为东路军，

分三路合围夺取广州，而后第 4 兵团经

阳江向桂南挺进，断敌南逃雷州半岛和

海南岛的退路，与西路军形成对白崇禧

集团的钳形合围；以第四野战军第 12 兵

团为中路军，正面进攻牵制敌人，待合围

完成后，尾随敌进入广西，与第 4、第 13

兵团合力将白部歼灭于广西境内。

二

9月 13日，西路军主力沿常德至芷江

公路南进，至 10月 5日解放沅陵、泸溪、溆

浦、辰溪、怀化、芷江、黔阳、会同等地，歼国

民党军第 103军一部，其第 17兵团一部与

第 100军主力从芷江南逃。至此，我军从

右翼突破国民党军“湘粤联合防线”，切断

了白崇禧集团主力退往云南、贵州的道路。

中路军于 9 月中、下旬先后西渡湘

江，集结于衡宝以北娄底至湘乡一线。

第 46 军和第 18 军也在安仁地区展开，配

合中路军作战，牵制衡阳之敌。10 月 2

日，中路军以主力分路向青树坪、永丰、

白果等地发起正面攻击，突破敌一线阵

地，敌第 71 军后撤。第 12 兵团遂派部队

实施敌后穿插，阻敌南逃。3 至 4 日，白

崇禧察觉解放军主力南下，急调第 46、

第 48、第 97 军等部北上，企图会同此前

驻防衡宝线的“王牌”部队第 7 军及第 1

兵团迟滞我军南进。第四野战军领导判

断，白崇禧集中主力似有在衡宝一线反

击的企图，遂于 5 日令已进至衡宝线以

北的中路军主力原地待命；令西路军停

止南进，由黔阳、芷江折向宝庆、祁阳之

间地区 ；令第 46、第 18 军西进耒阳、常

宁；令预备队第 16、第 17 军向衡阳以北

渣江地区机动。准备在衡宝地区粉碎白

崇禧集团的反击。

三

5 日，中路军主力奉命停止于衡宝

线以北，但第 45 军第 135 师在急行军中，

没收到停止前进的命令。当中路其他部

队停止南下并收缩阵线之时，第 135 师

却从敌防区结合部乘隙向纵深穿插，单

独挺进，长驱直入，一昼夜行军 80 公里，

已楔入宝庆东南灵官殿地区白崇禧集团

防御纵深，对其侧后造成严重威胁。

这一偶然事件令敌我双方指挥员都

大吃一惊，不仅改变了第四野战军的整体

作战部署，也使衡宝战役充满了偶然性。

第四野战军首长分析，身陷重围的

第 135 师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能征惯

战的部队。在长征途中，该部积极活动

于黔北川南，迷惑调动国民党“追剿”大

军，为主力红军四渡赤水立下了汗马功

劳。抗日战争时期，该部在敌后多次遭

到日、伪、顽军的大规模“扫荡”，都顽强

坚持了下来。第 135 师已插入敌防守较

空虚的南面，如果拖住敌人，破坏湘桂铁

路，白崇禧就不得不在衡宝地区与我决

战。于是第四野战军首长命令第 135 师

以一部兵力迅速占领有利地形，构筑环

形防御工事，准备抗击优势之敌的围攻，

以主力向湘桂铁路挺进，炸毁铁路和桥

梁，不惜一切代价，断敌西逃退路。同时

命 令 第 40、第 41、第 45、第 46、第 49、第

18 军等部从东、西、北三面迅猛扑向衡

宝一线的桂系主力，准备在衡宝路“四

面合击，中心开花”。

5 日夜，白崇禧得知解放军有一支

近万人的部队插入沙坪、灵官殿一带，非

常惊喜，企图全歼这支部队，一举扭转中

南战局。

四

6 日，白崇禧集中第 7 军的 2 个师和

第 48 军的 2 个师从正面包抄，1 个师从

后面阻击，向我第 135 师发起猛攻。第

135 师各团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攻击，

处境极其困难。然而，第 135 师全体官

兵始终像钢钉一样，牢牢钉在敌人的心

脏部位，击退敌 5 个师的疯狂进攻，为主

力围歼敌人赢得了时间。

白崇禧发现解放军突破其“湘粤联

合防线”两翼且已楔入腹心，不得不于 6

日午夜令其主力向广西方向撤退，改守

湘南新宁、零陵、新田、嘉禾一线。

7 日，第四野战军发现敌全线收缩，

即令第 135 师在灵官殿地区坚决阻击，

迟滞敌人；令中路军各部全力追击；令西

路军迅速占领武冈、洞口一线，堵击退却

的白崇禧集团第 71、第 14 军；令第 46 军

主力向衡阳、耒阳前进，第 18 军加速向

零陵方向发展，第 5 兵团主力向衡阳、宝

庆之间地区疾进。8 日，我第 46 军占领

耒阳和衡阳，第 49 军占领新化。

9 日，我军将白崇禧集团第 7 军军部

及其所属第 171、第 172 师和归其临时指

挥的第 48 军第 138、第 176 师等 4 个精锐

师合围于祁阳以北白地市、黄土铺地区。

上午，第 135师根据第四野战军首长的指

示，将所属第 403、第 404、第 405三个团分

区布防，准备截击各路逃敌。下午 2时许，

第 405团进抵牛形山一带时，突然发现敌

军一支长约 1里的行军队伍，立即发起攻

击，敌行军队伍顿时被斩为数段。这支行

军队伍正是第 7军的军部及警卫营、工兵

营和炮兵营。我军仅用3个小时就消灭了

这股敌人。第7军军长李本一换上便装仓

皇逃跑，参谋长邓达之被俘后逃走，后又

在白地市被我军再次俘虏。

10 日，我军对敌发起总攻。战至黄

昏，第四野战军各部纷纷杀至，第 46、第

41、第 45、第 49 军从东、北、西三面团团

围住敌人，展开攻击。敌军各部被分割、

穿插，顿时建制大乱，官兵纷纷逃散，趁

夜色钻入深山密林逃命。是夜，我军以

大峰山为中心，在群众的配合下拉网搜

俘。11 日，除 1 个团逃跑外，敌 4 个精锐

师全部被歼。留在湘西北的第四野战军

第 47 军等部于 16 日解放大庸、桑植，使

湘西全部解放。此时，白崇禧集团大部

已逃至广西。中路军于祁阳地区停止前

进，衡宝战役胜利结束。

历时30余天的衡宝战役，是我军向中

南进军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之一，歼灭

国民党军3个军部、5个整师共4.7万余人，

解放县城 24座，为之后第四野战军主力进

军广西全歼白崇禧集团和第二野战军经湘

西进军西南创造了有利条件。10月16日，

《长江日报》发表社论，称这次战役的胜利

“为我军渡江以来华中最大的一次战果，前

后方闻捷欢腾，实为开国伊始前线指战员

对于中央人民政府的隆重献礼。”

左上图：衡宝战役经过要图（1949年

9月 13日—10月 16日）。 资料图片

图片制作：贾国梁

歼灭国民党军一张“王牌”的一次进攻作战——

衡 宝 战 役
■张 翚 向时平

战 例

第6255期

在第 82 集团军某旅的一个连队荣

誉室里，陈列着一把红布系顶、伞盖主体

为 黄 色 且 边 缘 饰 有 绿 色 垂 布 的“ 爱 民

伞”。这把“爱民伞”是 70 多年前通县永

乐店荒场铺村（今为北京市通州区漷县

镇黄厂铺村）的村民送给在此驻扎部队

的。它的背后，有一段动人的军民鱼水

情深故事。

1948 年 12 月，一支队伍穿过辽沈战

役的硝烟，跟随解放大军走出白山黑水，

来到北平外围通县永乐店荒场铺村，为

解放北平做准备。

这支队伍抵达荒场铺村时，正值后

半夜。当地老百姓以为是国民党部队又

来抓丁派款，家家关门闭户。几天过去

了，村民发现了这支队伍的不同。他们

严守纪律，处处关心人民群众，一有时间

就帮群众打水扫地、碾米磨面、诊病送

药，教孩子们识字唱歌，还号召村里妇女

参加夜校。

1949 年 1 月 31 日，这天是农历正月

初三，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

结束。消息传来，官兵和荒场铺村的乡

亲们欣喜不已。在村干部的号召下，家

家拿出过年的食材，制成豌豆糕、糖葫芦

等各式各样的小吃，送给子弟兵品尝，让

战士们过了一个愉快的“战地春节”。战

士们也把罐头、咸鱼、土豆、大米等分给

老乡。一时间，村里村外到处洋溢着“军

民一家亲”的融融暖意和浓浓年味。

不久后，部队接到命令，准备南下。

荒场铺村的百姓在村干部的组织下，赶

制出一把绣有全村人姓名的“爱民伞”，

赠给这支队伍。村里的妇女还把精心制

作的布鞋和毛巾送给官兵，并在这些慰

问品里附上祝福与激励的话语。

2 月下旬，官兵带着这把“爱民伞”，

迈着雄健的步伐踏上向南进军的征程。

此后，荒场铺村的村民再也没有收

到过这支队伍的消息。为了找到这支队

伍，村民们经过多方寻找，仍然没有线

索。直到今年 7 月初，大家惊喜地发现，

当年驻扎在村里、与村民共同欢庆春节

和胜利的部队，前身是在长征途中突破

乌江天险、被红 1 军团授予“强渡乌江模

范连”荣誉称号的光荣连队。于是，村干

部便带着村民代表赶到连队驻地，见到

光荣连队的新一代官兵。军民相见格外

激动，手拉手共话昔日鱼水情。

70 多年过去，这把“爱民伞”成为了

军爱民、民拥军的一件红色信物，也成为

该连队的传家宝，无声诉说着军民鱼水

情深的动人故事。

左上图：绣有荒场铺村民姓名的“爱

民伞”。 供图：林家鑫

图片制作：今夕

“爱民伞”见证鱼水情
■王胜文

图文军史馆

江西省信丰县新田镇百石村，是中

央红军长征路上第一仗所在地。在这

里，保存下来的战壕，红军刷的标语依稀

可见。这一切都记录着长征中突围作战

的悲壮和惨烈。红军长征路上牺牲的第

一位师长——洪超，也长眠于此。

一

洪超，1909 年 6 月出生于湖北省黄

梅县下新镇的一个贫农家庭，他当过童

工，做过学徒，甚至曾为了生存沿街乞

讨。1926 年，北伐军进入黄梅县，17 岁

的洪超首次接触到了革命，他一腔热血

投入到革命中，并担任儿童团团长，带

领儿童团团员配合当地农民协会、妇女

协会，与恶霸地主作斗争。1927 年夏

天，洪超进入国民革命军第 24师教导队

学习，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并随朱德、陈

毅转战闽粤赣湘边。1928年，他加入中

国共产党，参加了湘南起义后到井冈

山，朱德把他留在身边当警卫员，并先

后担任红 4 军的班长、排长。

1928 年 12 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

的红 5 军主力在宁冈新城与红 4 军会

合。不久，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 4 军

主力出击赣南，意在打破敌人经济封锁

和粉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发动的第三

次“会剿”，彭德怀、滕代远率部留守。

为增强留守红军的力量，红 4 军中有一

批骨干被抽调出来补充到红 5 军中，就

这样，洪超被派到红 5 军司令部担任参

谋。从此，洪超便跟随彭德怀南征北

战，参加了大冶兵暴、攻打平江县城、攻

占长沙，以及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

作战。其间，洪超指挥有方，作战勇敢，

屡立战功，显示出优秀的军事才华。

二

1933 年 3 月 21 日，红军在江西省

宜黄县草台岗地区遭遇敌多路进攻，红

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周恩来

适时定下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以红

11 军伪装主力，在广昌西北地区迷惑

敌人，主力则秘密北移，形成以少数兵

力钳制敌之数路、集中兵力歼敌一路的

态势，取得了草台岗歼敌一个师的胜

利，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以大兵团伏击

歼敌的范例。在这次战斗中，洪超身负

重伤，虽经抢救保住了性命，却永远失

去了左臂。

仅剩一只手臂的洪超依然英勇善

战。自 1933 年 3 月到 1934 年 1 月，在彭

德怀领导下，洪超率部先后参加了洵

口、硝石、资溪桥、八角亭、团村和沙县

战斗。在每一次战斗中，他都身先士

卒，立下赫赫战功。1934年 1月，在攻占

闽中重镇沙县的战斗中，洪超率先攻入

城内。沙县战斗成为红 3军团在第五次

反“围剿”中继洵口战斗后取得的第二

个胜仗。沙县战斗后，洪超率部辗转江

西、福建，参加了三溪圩反击战、广昌保

卫战等战斗。

在广昌保卫战中，洪超率部同国民

党军苦战 18 天。8 月，在高虎脑战斗

后，国民党军周浑元和吴奇伟部的两个

纵队向红 3 军团所在的广昌以南驿前

地区步步逼近，洪超又领受了坚守防御

的任务。阵地由三个高地组成，洪超到

距离敌军最近的第 3 营阵地亲自部署

兵力及工事构筑，并指示第 3 营营长张

震做好坚守阵地的准备。第 3 营坚守

的高地距离敌军只有四五百米，有的地

方只隔一个小山沟，敌人吃饭、换哨、修

工事都听得清清楚楚，处境十分危险。

同时，敌人对红军实行经济封锁，红军

连盐都吃不上，又缺乏武器弹药。在极

为严峻的条件下，战斗打响了，洪超冲

上阵地，亲自指挥战斗。战士们备受鼓

舞，愈战愈勇，直到弹尽粮绝，又与敌人

展开肉搏战，最终取得阻击战的胜利。

由于作战勇敢，指挥果断，洪超获得中

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的二等“红星奖

章”，成为获得“红星奖章”最年轻的师

一级指挥员。

三

1934 年 10 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

“围剿”失败，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10 日傍晚，暮色苍茫笼罩着瑞金，中共

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踏

上了战略转移的漫长征程。

洪超在出发时接到命令，率领红 3

军团红 4 师担任先头部队，作为右翼先

锋，走在最前面。一路上，红 4 师逢山

开路，遇水架桥，斩关夺隘，为后续大部

队开辟前进道路。中革军委下令：“三

军团应于 20 日黄昏，以一个师在其右

翼队先头，经韩坊、固陂之间，寻捷径出

至坪石地域，切断固陂敌人往西退路，

并威胁信丰。”根据上述攻击部署，红 4

师奉命攻打古陂圩。蒋介石为阻止红

军突围转移，在通往湘西途中，设置了

几道封锁线进行阻截，其中第一道封锁

线设置在安远、信丰、赣县、南康一线，

由国民党南路军陈济棠驻守。

为了阻截红军，陈济棠的粤军构筑

了数百个碉堡，每段碉堡线上设置铁丝

网、壕沟、暗堡三层防御工事，各堡垒之

间还能进行火力支援。粤军吹嘘这道

封锁线为“铜墙铁壁，坚不可摧”。当红

4 师向信丰县百石村挺进时，遭到守敌

一个团的阻击，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就

此打响。

师长洪超、政治委员黄克诚立刻指

挥红 4 师投入战斗。按照部署，红 10 团

进军百石，红 11、红 12 团等在侧翼打掩

护，阻止敌人可能的增援。

21 日上午，洪超集中轻重火力，向

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敌人赶忙组织力

量进行反扑，战斗最激烈时，红军战士

与敌人展开肉搏战，很快击溃了敌人的

阻击。

红 10 团在团长沈述清、政治委员

杨勇的指挥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

占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架起机枪向守

敌发起猛烈攻击。战士们冒着枪林弹

雨，越过铁丝网，翻过壕沟，向高处的碉

堡冲去。此时，驻在金鸡圩的敌一个营

企图增援百石村，团长邓国清、政治委

员张爱萍指挥红 11 团，团长谢嵩、政治

委员苏振华指挥红 12 团一同出击，将

敌击溃。

百石村守敌惊恐万状，逃出碉堡，躲

进村里一座牢固的“万人祠”土围子中负

隅顽抗。红军很快将其包围，随即展开

政治攻势，劝其投降。敌军却不停地向

外打冷枪，喊话的红军战士也不幸牺

牲。此时，洪超亲率一个排到前沿阵地

进行侦察，命令调集迫击炮消灭围墙内

的敌人。话音刚落，洪超突然被围墙内

射出的一颗流弹击中，壮烈牺牲。就这

样，洪超倒在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

封锁线上，将青春与热血毫无保留地献

给了党的革命事业，牺牲时年仅 25岁。

随后，红 4 师调集迫击炮，将一米

多厚的围墙炸开几个大缺口，战士们冲

进去，将顽敌歼灭。战斗结束后，战友

们在当地村民的帮助下，把洪超安葬在

百石村一个较高的坡体下。洪超牺牲

的第二天，红军就突破了敌人第一道封

锁线，占领了古陂圩，渡过赣江上游的

章水，向湖南前进。至此，红军突围成

功，取得长征路上首战的胜利。

彭德怀在得知自己的爱将洪超牺

牲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沉痛地说：“洪超

同志身先士卒，英勇杀敌的革命精神，

值得我辈学习！”彭德怀在临终前还告

诉身边的人，不要忘记洪超，说他是长

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个师长，是一名优秀

的战将。

长
征
路
上
牺
牲
的
第
一
位
师
长—

—

独
臂
师
长
洪
超

■
孙

彤

战 将

本版学术支持：褚 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