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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解放战争》为王树增非虚构文学著述中规模最大的作品。
武器简陋、兵力不足的军队对抗拥有现代武器装备的兵力庞大的军队，数量不多、面积有限的解放区
最终扩展成为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共和国，解放战争在短短四年时间里演绎的是人类历史上的战争
传奇。
国际风云，政治智慧，时事洞察，军事谋略，军队意志，作战才能，作品具有宏阔的视角和入微的体
察，包含着惊心动魄的人生沉浮和变幻莫测的战场胜负，尽展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的丰饶
内容。
这是一部关于一个国家如何艰难新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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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树增，1952年生于北京，著有长篇纪实文学《朝鲜战争》、《长征》，长篇历史随笔《1901年》等
。
作品曾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中国人民解
放军文艺奖、曹禺戏剧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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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十章　辽沈战役：高粱红了　　高粱红了　　一九四八年初，毛泽东对东北战局的最大忧虑是
：国民党军放弃东北，全部撤回关内。
　　东北地区的地理位置极其特殊——这是国土向东北方向延伸出去的一片相对独立的区域，与华北
地区相连接的部位仅仅是一片走廊般的狭长地带，辽东湾深深地嵌入这片狭长地带里，使这个被称为
“鸡形国土”的颈部最窄处不足三百公里。
从战场地理上看，东北地区虽然幅员辽阔，但如果其颈部一旦被占据，整个东北地区就等于关上了大
门。
那个时候，无论东北、华北乃至全国的战局将发生什么变化，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这扇大门的开合，
取决于谁能掌控这扇大门的开合——东北战场的这种军事态势，在战争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决战前
夕，显得格外令人瞩目。
　　美国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视，因为这一地区与苏联接壤。
从长远军事利益看，中国的东北是美国在远东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美国希望东北能够成为遏制苏联
的前哨堡垒。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美国政府极力怂恿和支持国民党军抢占东北，并出动大批飞机和
军舰将国民党军运送到这一地区，目的就是把刚刚进入东北的兵力薄弱的共产党军队歼灭或者赶走。
　　但是，随着战争进程的演变，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已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
特别是一九四八年初，林彪指挥不断壮大的东北野战军取得冬季攻势胜利之后，美国对中国东北地区
的军事较量所持有的立场发生陡转。
他们建议蒋介石放弃东北，将那里的国民党军主力撤入关内。
美国人的理由是：首先，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有被彻底歼灭的危险。
美国驻华使馆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在满洲，少数几个主要城市仍然在被包围之中，而由山东经
海路运到葫芦岛的那支强大的和装备极佳的援军，又一直无法打通该港与沈阳地区的陆上交通。
在满洲的政府军队的补给和增援全靠空运，他们的部队和军需品因防御作战而日益枯竭，其地位如果
不是到了生死关头的话，也是很严重的”。
因此，“舍建议以撤退来解救目前陷入在该处的政府军队外，就别无他途可寻”。
其次，美国已经无法承担国民党军在东北地区存在和作战的巨大成本。
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在写给国防部的报告中说：“我深信继续据守被孤立的满洲城市是徒
劳无益的，这些城市的军需民食完全依靠空运，而中国民用及军用航空运输能力的总和，犹远不足以
满足需要的浩大吨位。
空运的补充、保养和燃料的花费——在一个缺乏现金信用的国家中——足以导致经济上的灾难。
另一方面，空运对于供应上，仅能做无效的帮助。
”　　美国力主国民党军从东北地区全面撤退，这一建议在战略上是具有相当合理性的。
但是，对于共产党人来讲，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当时蒋介石采纳了美国人的建议，解放战争
的进程将呈现出另一种样式。
因为，尽管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受到严重打击，但是，国民党军在东北、华北、中原、华东和西北的
五大军事集团中，仍以中原和东北两个军事集团的兵力最多、装备最好。
如果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全部撤人关内，势必大大加强国民党军在华北和中原地区的作战力量，
而且这种加强意味着巨大作战集团的战略移动，使华北和中原战场上陡然增加巨大兵力，这将给长江
以北战场上的共产党军队带来不可预知的军事压力。
　　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一九四八年二月七日，当东北野战军还在进行冬季作战的时候，毛泽东在给林彪、罗荣桓和刘亚
楼的电报中，明确提出“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
毛泽东的这封电报被视为辽沈战役的最初动因：　　⋯⋯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
势。
蒋介石曾经考虑过全部撤退东北兵力至华北，后来又决定不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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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主要是因为南线我军尚未渡过长江及北线我军尚未给蒋军以更大打击的缘故。
但最近你们已连续取得几次大胜仗，如果你们再有几次大胜仗，杨（杨得志）、罗（罗瑞卿）、杨（
杨成武）又出平绥、出冀东，南线我军又有积极行动，蒋军从东北撤退的可能性就将突然增长，其时
间可能在夏季，或更早一点。
　　因此，你们应准备于一个月内外完成现地区之作战，而于一个月以后再进行一个战役[包括打几
仗]，然后进入大休整，准备应付上述可能的新形势。
但不知部队情况许可这样做否。
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向情玩究竟如何。
　　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阜新）、义（义县）、兴（兴城）、绥（绥中）、榆（榆关，即山海关
）、昌（昌黎）、滦（滦县）地带，对应付蒋军撤退是否更为有利。
对于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
如果我军尚无足够力量阻止其撤退，则撤退后的蒋军似将控制锦州、承德、北平、天津四角及其中间
地区，并打通津浦路北段，其给养当然会很困难，士气会更衰落，但兵力则较集中，这些可能情况亦
须预先见到。
　　当然蒋军死钉在东北不撤退的可能性也有，但除非我军强大到使其无法撤退，否则是难于设想的
。
　　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十分明确，即冬季战役之后，东北野战军的作战目的，既不是攻占几个不重
要的城市，也不是设法巩固现有的地盘，而是要从松花江附近向南长驱直人，迅速插到关闭东北地区
“大门”的位置，即锦州、承德一线，彻底截断国民党军从东北撤退到华北的通道，并以决战的态势
将其在东北地区就地全歼。
　　出乎毛泽东的预料，林彪对于这一战略部署顾虑重重，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优柔寡断。
　　毛泽东与林彪就这一问题反复商讨的过程，虽然不能称之为“争执”，但争辩是明白无误存在的
。
令人焦灼的是，共产党人的长时间的商讨，恰恰发生在国民党方面就是否撤退争执不休的时候。
于是，一九四八年上半年，国共双方同时就东北地区军事部署问题所进行的争辩，不仅仅是战略上的
较量，也是关乎内部关系的严峻的政治考量——当时的情势是，作战双方，谁最早于统帅与将领之间
取得思想和行动的完全统一，谁就将赢得东北战场上的军事主动。
　　毫无疑问，国民党军在东北地区已经陷入被动：数十万大军被孤立在长春、沈阳和锦州三个地域
内，长春与沈阳之间、沈阳与北平之间、沈阳与大连之问的铁路已被切断，国民党军的补给全部依靠
空运，由于处境极其困难，官兵厌战情绪严重。
而在驻守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中，中央军嫡系部队与地方杂牌部队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导致不少高
级将领已有向共产党方面寻求出路的意向——从军事上讲，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只有暂时固守城市的
能力，出击作战并且战而制胜已经是完全不可能了。
同时，在国民党军占据的大城市中，沈阳百分之九十的工矿企业停产，长春的商店仅剩下寥寥几家在
勉强经营。
由于物价飞涨，市民的生活几近陷于绝境。
美联社电讯称，长春市居民“吃到饭的仅占百分之二十，其余百分之二十一吃粥，百分之二十三吃豆
饼，百分之十七吃树皮，百分之十九行乞街头”。
经济的崩溃引发巨大的骚乱，锦州两万多市民一夜之间将一家大粮店抢了个精光，长春大学两千多名
学生和教职员工一起冲出国民党军的封锁投奔到解放区。
　　为此，毛泽东明确指出，东北战区的决战时机已经成熟。
　　对于立即关闭东北的“大门”，就地全歼国民党军的战略设想，中共东北局的领导是完全赞成的
。
林彪收到毛泽东电报的第三天就回电表示：“我们同意与亦认为将敌堵留在东北各个歼灭，并尽量吸
引敌人出关增援。
这对东北作战及对全局，皆更有利。
今后一切作战行动，当以此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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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又表示：“敌主力自锦州以北撤退的时机，大约在我军歼灭吉林、长春、四平等地敌人以后
，又加上关内他的局势甚紧张时，即会开始。
但只要吉林、长春敌被我抓住和未歼灭前，沈阳的敌人不会退的”。
而“锦州附近敌守城不出，守兵亦较多。
我军在该处无主力。
故该处无大战斗”。
电报显示，林彪认为，虽然必须将国民党军截歼于东北，但目前在锦州一线没有作战条件。
　　由于卫立煌采取保存实力的战术，国民党军始终据守城市不出，东北野战军无法利用运动战大量
歼敌，因此，作战目标只能从沈阳、长春、锦州中选择一处发动城市攻坚战。
四月十八日，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致电中共中央，提出攻打长春的作
战计划，并再次陈述了攻击锦州“不甚适宜”——虽然林彪一向以作战谨慎闻名，但还是难以解释他
为何对于攻打锦州到了小心翼翼的地步。
电报篇幅很长，在此摘录的原因是此电引起毛泽东极大的不悦：　　⋯⋯第一步实行围城，以十天到
半月的时间，进行攻城作业和各种攻城准备，并扫清外围。
在此期内，极力吸引沈阳敌人北上增援。
如敌增援，则主力南下，在四平附近野战中展开大规模的反击，歼灭敌人；如敌不增援，则我军即对
长春发动全面总攻，计划在十天半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在总攻击发动后，战斗已进行到重
要阶段时，估计届时沈阳之敌必利用我军消耗与疲劳大举北上增援，则我军仍坚持将城打下⋯⋯如在
锦州附近之范汉杰兵团不与沈阳之敌会合，仅沈阳之敌北上增援，是较易应付的；如锦州附近之敌与
沈阳敌人会合，再向北增援，则使我军攻城和打援皆发生困难。
因此，我们建议晋察冀以四个纵队或三个纵队兵力，开到承德以东或山海关以北地区歼灭和钳制敌人
⋯⋯以上是我们对作战的根本意见。
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
我军如打铁岭或抚顺或本溪或新民，敌均能立即组织三个师以上的兵力守，而集中十个师以上的兵力
增援。
敌增援距离甚近，又因辽河、太子河的妨碍，我军攻城打援皆不便。
本溪与铁岭两点，如我军主力向该方向前进时，敌甚至可能暂时撤退，让我军扑空；如我军主力向义
县前进，义县之敌必然自动撤至锦州；如我军攻锦州，则所遇敌人更较长春强大；如我军等候敌人打
通锦沈线，则不知要等到何时，且即令敢出来打通，但我主力一向锦沈线前进时，而敌必自动收缩，
使我军扑空；如我军向锦州、唐山之线或冀东或平绥前进时，在敌目前采取放弃次要据点，集中兵力
固守大城市的方针下，则必到处扑空，或遇到四五个师兵力守备的城市。
且大军进到那些小地区，衣服、弹药、军费皆无法解决。
同时⋯⋯在我主力南下情况下，长春之敌必能乘虚撤至沈阳，打通锦沈线。
如我军以很多兵力[如三个纵队]入关，沿途仍不易求小仗打，遇大的战斗[又攻占又打援]则又吃不消
。
而留在东北的部队，既不能打大仗，又无小仗可打，陷于无用之地。
故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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