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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看到《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这个书名，读者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拿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的
中国来说，几乎每年都有重大事情发生，例如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1948年国
民党统治区财政经济的全面崩溃、人民解放军发动三大战略决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些
都是对近代中国的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为什么偏偏要挑出1947年这一年来写呢？
    当然，前面说到的那此年，都可以而且值得写一本研究专著；而1947年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有它特殊
的地位。
正是在这一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二十年来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从优势转
变为劣势，在内战战场上从进攻转变为被动挨打，由强者变成弱者；反过来，中国共产党却从劣势转
变为优势，在战场上从防御转变为进攻，由弱者变成强者。
双方力量对比在一年内发生的这种巨大变化直接影响并支配着此后中国的走向。
本书书名中所用“转折年代”，正是在这意义上说的。
发生了这样的转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历史性巨变的到来，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将1947年史册的第一页和最后一页进行对照，可以感受到这种转折造成的强烈反差。
这里，我想先把国共双方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和毛泽东在这年前后的言论及其反映出来的各自心态比
较一下，可以给我们留下一个清晰的印象。
这也许比列举种种具体事实更容易说明问题。
    蒋介石在这一年将要到来的时候，刚刚攻占解放区在华北和华东的两大政治中心——张家口和淮阴
，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把和谈的大门关死。
他那时候真是趾高气扬，踌躇满志，以为只需要三个月或半年时间就可以消灭中国共产党。
他在这年2月所做的《对于最近社会经济军事情势之分析》的讲演中得意洋洋地说：    “一年余以来，
政府要收复什么地方，就收复什么地方，长春如此，张家口也是如此，而最关重要的要算收复苏北和
鲁南，因为苏北湖沼纵横，鲁南丘陵起伏，交通不易恢复，最便于匪军的藏匿和逃窜而终于被国军所
收复，这是前方将士英勇奋斗的成绩。
政府于去年计划在五个月内收复苏北，直至今年1月底正式将共产党驱逐时为上，比预定期间，也不
过只超过了一个月。
最近共产党在鲁南如果完全失败，则黄河以南便不复有容身之地。
所以在这种交通和军事情势之下，共产党绝对不能流窜幸存。
现在共产党还想把政府拖倒，这无异是一个幻梦，不料某报反而替他们宣传，真是可笑之至！
”    最受蒋介石信任的参谋总长陈诚，1946年10月17日在攻下张家口后在记者招待会上斩钉截铁地表
示：“如用军事，三、五月内可以告一段落。
任何一条铁路，两星期内可以打通。
”1947年初他又一再重申这个看法。
这反映出他们那时多么地充满自信。
    但到这年12月，蒋介石再也没有年初那股神气了。
当讲到一年多来的战场形势时，他说：    “他们（注：指解放军）并没有我们这样好的武器，也没有
我们这样多受过严格训练的官兵，更没有什么军需资源的经济基础，这些条件我们都远胜过他们，而
为什么我们不能剿灭他们？
并且较之初期，匪区更扩大，匪势更嚣张，我们曾有许多将领被俘虏，许多部队被消灭，成为我们国
民革命军有史以来的大耻辱！
过去我们无论是东征、北伐以至抗战，没有一次战争不是光荣胜利的，现在剿匪，匪是愈剿愈多，我
们却是愈战愈挫，这是我们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
”    他甚至感觉到：自己也好，国民党的统治也好，已经处在“生死成败的关头”。
这年的最后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本月忧患最深，尤以最后十日，各方告急与失败之报，几如雪
片飞来，蓐食宵衣，兢兢业业，未敢或懈，自省俯仰无愧，信道益笃，成败利钝，一惟听天命而已。
”    再看毛泽东，他的态度一直是冷静而从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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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1月21日，面对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的大举进攻，他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说：前一段时间，在
中国人民中间以及我们党内部存在着内战打不打得起来的问题，人们部希望国共不打仗，现在这个问
题已经解决了，剩下的便是我们能不能胜利的问题了。
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就要使我们的人多一些，就要孤立敌人。
在军事上，我们还是用袭击的办法，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
解决土地问题，这是一切工作的根本。
他强调指出：“我们只要熬过明年一年，后年就会好转。
”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
毛泽东在对这个文件作说明时指出：“根据最近的形势来看，高潮是确定地快要到来了。
凡是出现革命高潮，总是敌人有弱点，给我们可乘之机，否则就很难。
”“这次革命的动力是两条战线，就是解放区和蒋管区的人民运动，而以解放区为主。
”对革命胜利的时间，他做出这样的判断“少则三年到五年，多则十年到十五年。
假如以少则三年到五年来说，那末，从日本投降时算起到现在已经过去一半了，，即一年半了，但最
后的困难我们还要估计到。
”    毛泽东在1946年底所说“我们只要熬过明年一年，后年就会好转”，用了一个“熬”字，是十分
贴切的。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1947年这一年确实很不容易熬过，而在这一年里把整个局面扭转过来就更不容易
了。
毛泽东在十九年后还对外国朋友说起：蒋介石打我们的时候，要算1947年上半年是最困难的时候，很
多重要的根据地被它占去了，比如延安就被占去了，陕北它都走遍了。
只是整个局势的好转，来得比毛泽东原来预计的更早。
    到这年年底，情况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
毛泽东认为可以断言胜利已经在望。
12月25日，他在中共中央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会议上做《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
报告一开始便说：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
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进攻。
”“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
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
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
”    为什么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竟会出现如此巨大的转折？
看起来似乎是个奇迹，其实，根本的原因在于人心的向背，在于谁能得到中国最大多数民众的支持。
人心向背，是最终能左右一切的决定性力量。
当然，主观的指导方针是否正确也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指导方针不正确，即便有良好的客观机遇仍会白白地丧失掉。
具体说来，这个变化是由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这两条战线的发展所造成，而以前者为主。
无论两者中哪一个方面，走过的都不是平坦的道路，而是经历过一个艰难的发展过程。
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年代，各种矛盾冲突表现得比平时更加错综复杂，更加尖锐激烈，因而使这
段历史的内容异常丰富。
    这本书所要考察和探讨的是：这个转折究竟是如何到来的，它一步一步地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
力求把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重新呈现在读者面前。
至于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这一点，只能有待于读者的批评。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转折年代>>

书籍目录

前言一、中国是怎样进入1947年的二、新年前后的抗议美军暴行怒潮三、主战场上第一回合的较量四
、从进攻延安到孟良崮战役五、席卷全国的反饥饿、反内战风暴六、局势急转直下的巨大震撼七、美
国政府的两难处境八、拦腰突破挺进大别山九、品字形阵势的形成十、北线战局相继变化十一、农村
土地制度的大变动十二、中间派政治力量的新抉择十三、南京政府越来越孤立十四、历史的转折点附
录：抗日战争后期中国政局的重要动向——论1944年大后方的人心剧变和“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征
引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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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揭开1947年中国历史的第一页，国民党报纸上宣传得十分热闹的，是在1月1口这一天公布“国民
大会”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和《宪法实施之准备程序》。
蒋介石在同一天主持举行隆重的谒陵典礼，并发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说：“今天政府颁布中华民国
宪法，国家即已进入民主宪政的坦途，从此全国同胞要认真行使民权，善尽义务，这是民国成立以来
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　　同蒋介石那样兴奋的口气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国民党统治区的老百姓对这部《宪法》的公布也
好，对当局宣布进入“宪政”时期也好，普遍反应极为冷淡，没有觉得这是什么“大事”，更谈不上
“划时代的大事”了。
叶圣陶在1946年12月26日的日记中说得很坦率：“国民大会已闭幕，宪草已议定，此原是国家大事，
而以基础之不稳固，操纵者之别有用心，人皆以玩戏视之。
”在1947年1月1日的日记中又写道：“今日起放假三日，算是功令，名义为庆祝宪法完成。
实则此次宪法，一般民众固未措意，有识之士多不与承认。
”此刻最吸引人们注意力的，却是因驻华美军在北平强行奸污北京大学先修班的女生激起的抗议美军
暴行运动正以迅猛之势席卷全国。
　　《观察》特约南京通信中作了这样的鲜明对比：“三十六年（注：即1947年）的首都，以两个不
同的游行来开始。
元旦天气晴朗，国旗飞扬，街卜增加厂不少‘普天同庆’的彩牌楼，只有在各大学中似乎并不欣赏这
三天庆祝假期，偏［遍］川占了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退出的提议、文告、宣言、标语、漫画、剪
报，几乎是每五分钟贴一批，每一小时开一次会。
”这种简单明了的用事实来比较，也许比千言万语的评论更能使人清楚地了解当时的民众情绪，了解
中国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进入1947年的。
　　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能够以这样的声势席卷全国决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个
问题正触及到亿万中国人心灵深处最为敏感的痛处。
中华民族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受尽了外国列强的欺压和侮辱，伤透了中国人的心，特别是经过八年浴血
抗战，终于打败长期骑在中国人头上作威作福的日本侵略者以后，每个中国人都觉得扬眉吐气，可以
抬起头来做人了。
他们最无法忍受的，是重新看到外国列强义以征服者的姿态，无视中国的主权，无视中华民族的尊严
和利益，在中国国土上耀武扬威地为所欲为，甚至任意杀害和污辱中国的同胞。
这使每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会立刻联想起一百多年来民族的屈辱和苦难，都会抑制不住满腔热血
的沸腾，奋不顾身地起来抗争。
　　抗日战争期间，不少美国军人、特别是空军人员来到中国的大后方。
他们的人数不多。
在中国人看来，他们是盟军，是来帮助中国抗战的，因此对他们怀着一种亲近的感情。
当美国军人乘坐军车经过街道时，人们常常友好地伸出大拇指向他们喊道“顶好！
 ”　　但战后这种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
著名的白山主义知识分子储安平多少带有伤感地写道“在战争时期，中国人对于美国都怀有一种广泛
的好感。
这种感情，包含着感激和敬佩两种成分。
”“但是这种感情在过去短短几个月中，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
”“这诚然是一个不幸的变化，不幸丰这又竟然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变化。
的确，中国人对美国的感情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谁也是无法否认的。
这种变化，是事实教育的结果。
　　为了使胡军“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西北野战兵团制订了一个十分巧妙的计划：一
方面迎合他们“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的企图，引诱胡军主力大举北上，远离后
方，奔赴边区北部的绥德一带；另一方面又乘他们后方空虚的机会，以主力突然袭击胡军的粮弹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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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蟠龙镇。
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前者正是为后者创造必需的前提。
　　蟠龙镇地处延安以北、羊马河以南，在咸榆公路西侧，是胡军在陕北的补给总站。
胡宗南部主力每次“武装大游行”后，就得到这里来休整并补充粮食和弹药。
守军第一六七旅是蒋介石嫡系整编第一军的主力，装备精良，战斗力比较强，加上地方武装，兵力近
七千人。
蟠龙镇周围，依托起伏的山脉和地形，修筑有众多形成交叉火网和纵深防御的碉堡群，并且有深宽各
六七米的外壕，壕外和山凹要道又设有地雷、铁丝网等障碍物。
如果胡军主力依然留在蟠龙镇或者位于离蟠龙镇不远，能够及时增援的地方，兵力不足的西北野战兵
团要攻克这样坚固设防的重镇是不可能的。
　　这时，从延安撤出的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政机关的部分工作人员正在边区北部东渡黄河，向
山西转移。
国民党空军在空中侦察，发现绥德、米脂以东的黄河各渡口正集中着不少船只，解放军又有多路小分
队正向绥德方向前进，以为西北的解放军主力准备从这里渡河。
蒋介石立刻急电胡宗南，要他迅速以主力沿咸榆公路北上；又令驻守榆林的邓宝珊部南下夹击。
4月26日，也就是羊马河战斗结束后十多天，刚在陕北无人无粮地区武装“游行”几天后疲惫不堪地回
到蟠龙镇的胡宗南部主力整编第一军和第二十九军九个旅，又整装从蟠龙镇出发，经瓦窑堡向绥德、
米脂推进，要打通咸榆公路，同邓宝珊会师，想把解放军赶过黄河东岸去。
　　27日，彭德怀、习仲勋致电中央军委报告：“董、刘两军二十七日十五时进抵瓦市，有犯绥德模
样。
蟠龙留一六七旅直及四九九团守备，似有粮弹未发完。
”“我野战军本日隐蔽于瓦市东南及西南，拟待敌进逼绥德时。
围歼蟠龙之敌。
”中央军委复电：攻击蟠龙，决心很对，如胜利，影响必大，即使不胜，也取得经验。
彭德怀、习仲勋作了周密的部署。
为了尽可能将胡军主力引得更远，他们还以第三五九旅一部为主，并从每个旅抽出一个排，配合地方
武装，伪装成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向北撤退，节节抗击胡军主力，沿途有意丢弃一些军用物品，制造假
象，引诱胡宗南部主力加快北上。
“当胡军主力由蟠龙地区向绥德前进时，人民解放军在山头上看着他们蹒跚通过，每个兵背着武器、
工作器具、背包和九天干粮，穿的是露出背脊和屁股的烂棉衣，笨重和褴褛得像狗熊一样。
专挑没有道路的黄土高山爬上爬下。
天气也好像故意与胡宗南作对，在胡军前进时下了一场透雨，弄得胡军个个滚得像落汤鸡，跌得像泥
菩萨。
　　胡军主力走了一个星期，离蟠龙镇已经够远了，5月2日到了绥德。
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却得到了足够的休整，也在5月2日黄昏把蟠龙镇包围起来。
胡军主力突然得知后方危急，这是他们　　根本没有想到的，一时不知所措，米脂不去了，黄河边上
也不去了，在绥德周围转了三天。
就在这三天里，西北野战兵团对蟠龙镇发动了猛攻。
和前两次的伏击战不同，这是一场攻坚战。
彭德怀说：“如果说青化砭和羊马河之战，我们吃了两块肥肉，那么蟠龙镇一仗，我们要准备啃骨头
了。
”由于西北野战兵团装备弱，缺乏攻坚火炮，对付坚固设防的守军，主要靠对壕作业来排除对方地雷
、铁丝网、外壕等障碍，靠突击、爆破、火力支援和近战夜战等手段来突破和占领对方的阵地。
到5月4日午夜12时，全部肃清从四周各个山头阵地溃退到蟠龙镇的守军，蟠龙攻坚战胜利结束。
　　正当国民党政府和它的支持者美国当局因在各方面严重受挫而陷入一片混乱时，中共中央和毛泽
东抓住有利时机，果断地做出一个人们难以料到的大胆决策：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
主力十二万人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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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还没有被粉碎、人民解放军的数量和装备还没有超过国民党军队时，立即以主力
打到外线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这是一个了不得的决策。
邓小平在四十多年后回顾道：“解放战争开始时没有提出反攻的问题，那时反攻时间还捉摸不定。
从1946年7月开始，到1947年6、7月，打了一年就很有把握地确定反攻。
要说原因，一个是第一年歼灭了近百个旅的敌人，相应地我们的装备也有所改善。
另一个原因是客观形势迫使我们要早反攻。
”　　这两个原因部很重要。
拿第一点来说，解放战争开始时国民党军队的兵力大大超过解放军，双方的武器装备和火力更是悬殊
，许多地区的解放军还只是抗日战争时期游击队的集合体，缺少打大仗的经验。
当时，对解放军应该实行外线作战还是内线作战的问题曾几经周折。
经过同第一线指挥员的反复讨论和实践的检验，最后确定以内线作战为主。
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依托老根据地群众全力的支持和掩护，兵力补充、粮食供应以至伤病员安置等
都没有多大困难，指战员对地形熟悉，便于诱敌深入后能在运动中伺机歼灭敌人。
苏中、鲁南和陕北等战场上都是这样打的，取得明显成效，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起着试验和探索的作用
。
经过一年的作战，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消灭了国民党军队九十七个半旅，包括它的精锐主力整
编第七十四师在内，而解放军士气高涨，编制充实，在连续作战中得到锻炼，指挥员积累起大兵团作
战的丰富经验，还获得大量的武器装备和俘虏补充。
战斗力大大增强。
如果没有这些条件。
转入战略进攻是不可能的。
邓小平在挺进大别山后不久．对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作了这样的说明：“他告诉我们，开始必须在内线
打，打到一定时候，也就是削弱敌人到相当程度之后，就要打到外线，到蒋管区去打。
”“因为在战争初期，我们的装备还不够优良，作战经验还不丰富，内线便于消灭敌人，便于组织和
发展我们的力量，便于积累经验，所以先在内线打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取得了胜利的。
”“时机成熟了，就应该转到外线，否则就要吃亏。
”　　再说第二点，那时国民党仍在向解放区进行大规模进攻，主要集中两翼：陕北战场有二十一个
旅，共二十万人；山东战场有五十六个旅，共四十万人。
但这两翼之间的兵力却很薄弱，主要依靠改道后从风陵渡到济南的千里“黄河防线”来阻拦解放军南
下，自夸可以用来代替军队四十万人。
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矛头正好对准他们这个防守力量薄弱的腹部，强渡黄河。
直插大别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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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947年，国民党政府在这一年间由强者转化为弱者，共产党的情形则刚好相反。
这个历史性的转折是怎么发生的？
《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回溯历史源头，简略回顾了从抗战胜利到1946年底一年多的经过，而后
全方位审视1947一年间风云变幻，广引各方文献，目的即是想让读者对事实得到比较完整的了解，以
便自己来思考和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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