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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渡江战役，亦称京沪杭战役，自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作战起，至6月2日解放上海崇明岛
止，历时42天，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继晋灭吴、隋灭陈、宋灭南唐之战后，第四次大规模的渡江作战。
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实施战略追击的第一个战役，也是向全国进军作战的开始。
它是由江河进攻战、陆地追歼战、城市攻坚战三种作战类型融为一体的战略性战役，其战场范围之广
，参战兵力之多，阶段转换之快，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人民解放军在以木帆船为主要渡江工具的条件下，一举突破国民党陆海空军组成的长江防线，创造了
战争史上的奇迹。
渡江战役，以它特有的雄伟气势和丰功伟绩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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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波，男，笔名育邦，青年学者，作家。
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
长期从事渡江战役及民国史方面的研究。

　　现任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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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和战之间第一章：蒋介石的求和姿态1948年12月16日以后，淮海战役战场上遮天蔽日的滚
滚硝烟渐渐消散了，在豫皖鲁苏四省交界的数百平方公里范围内，随处都可以看到整团整师的国民党
官兵被缴械俘虏。
只有河南永城东北陈官庄一带，还有大批失魂落魄的国民党士兵，处在四面楚歌的绝境。
现在的局面是，国民党如今东北“剿总”所部55万人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歼灭，华北“剿总”60余
万人被围于张家口、北平、天津和塘沽之线，覆灭之期可待，而徐州“剿总”所部70万大军中之大部
也被解放军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尽行歼灭，剩下的杜聿明集团10余万人于陈官庄、青龙集一带陷入
重围，也已插翅难逃。
徐州防线一失，郑州一蚌埠一海州之线即全部陷落，解放军将迅速进占长江北岸，国民政府的所在地
南京城已经暴露在解放军的攻击之下。
不过，元气大伤的主要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国民党内部的其他一些派别还保存着相当的实力，桂系即是其中之一。
李宗仁向为桂系头号人物，此时身为国民党政府“副总统”，地位仅在“总统”蒋介石之下。
白崇禧为桂系二号人物，前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此时领衔华中“剿总”司令，统率30万大军
镇守华中一带长江天险。
12月22日，白崇禧接到同为桂系要人之一的黄启汉从广州转来的在香港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
深的密电，电称：“革命进展至此，似不应再有所徘徊观望之余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至所望于
故人耳。
”李济深要求白崇禧，务必与各反蒋派共同携手，积极配合共产党，“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
联合政府，立即行动，号召全国化干戈为玉帛”。
李济深同时还有电报给李宗仁、黄绍竑和程潜等人，内容大致相同。
李济深为粤系将领，在国民党地方势力中颇有号召力。
1929年3月，蒋介石和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爆发蒋桂战争。
3月15日，蒋介石以伙同李宗仁、白崇禧“分头发难，谋反党国”的罪名，将李济深扣押，软禁于南京
汤山，剥夺军政大权，并“永远开除党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才将其释放。
李济深与桂系有此渊源，因此对他的建议白崇禧一向比较重视。
尤为重要的是，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清党”的时候，李济深和白崇禧同为蒋介石
的主要支持者。
4月13日，上海十万工人大游行抗议前一天的反革命政变，白崇禧命令军队用机关枪扫射请愿队伍，当
场死一百多人，伤者无数。
当时天降大雨，宝山路上一时血流成河。
4月15日，李济深在广东“清党”，对包括黄埔军校学生在内的共产党员大开杀戒。
就连当年积极反共的李济深现在都主张和共产党联手反蒋，这不能不令白崇禧心动。
更何况，在淮海战役中，白崇禧刚刚给蒋介石使过绊儿。
10月19日。
锦州被解放后，何应钦等预感淮海会战可能随即展开，决定由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和徐州两个“剿总
”所属部队，以期集中兵力，保卫南京中枢。
这本来是白崇禧当初提出的而被蒋介石否决了的计划，又由何应钦旧事重提。
1o月23日，由“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送北平请蒋核定。
郭临行时，总参谋长顾祝同再三叮嘱：“白健生（即白崇禧）统一指挥是暂时的，会战结束后，华中
和徐州两个‘剿总’仍分区负责。
”可蒋听郭说后，则说：“就叫他统一指挥下去好了。
”10月24日，何应钦电告白崇禧由白统一指挥大军的决定，并且下达了此项作战指示。
在廖耀湘兵团于辽西大虎山地区全部覆灭之后，蒋介石于1o月30日自北平飞回南京，电召白崇禧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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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口飞南京，就中原统一指挥问题进一步洽商。
是日下午白抵南京，旋参加“国防部”中原作战会议。
在会上，白答应统一指挥各军并对华中“剿总”所属部队做了一些更动部署的拟议。
可是第二日上午继续开会时，白突然改变主意，坚决不肯统一指挥华中、徐州两个“剿总”。
为何一夜之间转弯一百八十度呢？
原来白崇禧一贯主张“守江必守淮”，认为应将主力部署在淮河以南，而徐州“剿总”所属的几个兵
团，以徐州为中心，一条长蛇般地布置在陇海线上，要想变更部署已经来不及了。
白崇禧生怕中了蒋介石的圈套，要他上当。
白崇禧感受到的异样的政治气氛，主要和美国人最近的表态有关。
回武汉后，白给何应钦发了一封电报： “南京可以直接指挥，不必重床叠架。
”继后，蒋介石便电令将华中“剿总”所辖的黄维兵团和张淦兵团调到津浦路南段去参加会战。
黄维是蒋的嫡系，白欣然同意东调参战。
而张淦兵团是白的老本，无论如何不让调去。
为此白崇禧和蒋介石在电话里吵起来。
白崇禧为缓和矛盾，派遣第二十八军（蒋嫡系）、第二十军（川军）来顶替张淦兵团。
但蒋介石及还是继续要求张淦兵团出击，以解黄维和杜聿明兵团被解放军重重围困的局面，但都被白
崇禧顶住了。
 12月初，蒋介石电令白崇禧指挥的第二军（蒋嫡系）由沙市船运南京，以在蚌埠附近地区参加会战。
白崇禧对其作战处长覃戈鸣说：“最好不要把它调走，要调走也不要经过武汉，蒋介石是什么事情都
做得出的。
”还派亲信率警卫团将第二军的先头部队开往武汉的轮船看守起来，“国防部”、参谋总部来电也不
放行。
蒋介石亲自找白崇禧通话，说明东线战况的需要，希望让第二军即日东下。
白崇禧则辩称武汉重要，说华中地区部队太少，不能再调走。
双方交锋了几十个回合，争吵半个多小时毫无结果。
蒋介石质问白崇禧何以不服从命令，白崇禧说：“合理的命令我服从，不合理的命令我不能接受。
”令蒋介石勃然大怒却又无计可施。
蒋介石知道白崇禧硬是不让第二军过武汉后，便电令宋希濂、陈克非率第二军绕道湘西出长沙再坐火
车东运。
这样时间就赶不上了，他因此恨透了白崇禧。
不过白崇禧现在有恃无恐，因为他知道，美国人是支持桂系反对蒋介石的。
他觉得，风水轮流转，以前桂系总是被蒋介石打压，现在可以取蒋而代之了。
1948年10月16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马歇尔国务卿的报告中断言：“除去蒋委员长的直属亲
信人员和某些高级军官以外，没有多少中国人继续心悦诚服地支持他了；这个政府，特别是蒋委员长
，较之过去更加有负众望，并且愈来愈众叛亲离了。
” 10月23日，司徒雷登直截了当地向马歇尔国务卿提出了逐蒋下台的主张：“我们可以劝告蒋委员长
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以便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
府。
”美国杜鲁门政府对蒋介石的反感其实由来已久。
1946年4月，在国共之间调停的美国特使马歇尔对蒋介石不遵守达成的停战条约十分气愤，表示如果蒋
介石不停战就停止美援。
蒋介石在马歇尔的压力下，被迫同意自6月7日开始为期15天的全面停战，这是所谓“第二次停战令”
。
但15天的停战期过后，国民党军队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发动新的攻势。
在此情况下，马歇尔向蒋介石表示：如果再不停战，他将立即离华返美。
1946年8月10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承认美国调停失败。
这时国际上美苏对抗的冷战格局业已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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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美国承认调停失败的同一天，司徒雷登向美国政府建议：一、鉴于以往世界各地联合政府之情形
，“美国将力求阻止组织包括共产党之联合政府，且以为继续并加强援助国民党政府或为太迟，但系
达到此项目的之最佳方法”。
二、如情势演变结果，须对中共做相当让步时，“美国力量应用于设法停止战斗，唯须中国分成若干
既不关联之联邦为基础，此项联邦之地域分割，尽可能使无中共参加之各邦政府，在中国留有最大部
分之土地”。
三、“如中国恢复区域制度，则美国将供给经济援助与各区域政府，以增强其地位，俾使中国人民反
共之特性，得以显现，因而等于减弱彼等对中共之同情。
”这个建议显然也是反共的，但却是主张以政治手段而非军事手段反共。
同一天，美国总统杜鲁门致电蒋介石：“如果中国的内战不在短期内停止，美国就将重新考虑美国的
对华政策。
”蒋介石在公开场合信誓旦旦地表示愿意接受美国的停战调停，但实际上并没有采取停止内战的具体
措施。
蒋介石看来，他是国民党政府的领袖，他就代表中国，美国对中国友好就要支持他。
蒋介石指责美国不尊重他个人的做法是侮辱中国，“破坏了中美两国的传统友谊”。
而在美国人看来，蒋介石并不等于国民党政府，更不等于中国，美国反对蒋介石并不等于反对国民党
政府，批评国民党政府不是破坏中美两国的友谊，而是美国对中国友好的表现。
由于蒋介石对美国人的要求阳奉阴违，杜鲁门于8月18日下令停止向中国出口二战的剩余武器，停发美
商对中国出口武器的许可证。
由于二战后国民党军的大部分装备都来自美国，美方停止出售武器使国民党军的武器补给发生了一定
困难，这也是蒋介石军队战败的一个侧面原因。
美国到1948年4月才再次恢复武器出口，但此时国民党军队已到了回天无术的全面失败边缘。
1946年12月18日，杜鲁门总统发表了“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声明，马歇尔也于1947年1月8日回国。
美国国务院在说明马歇尔调停不成功的理由时说：中共和国民党对和平都没有诚意。
美国退出调停后，国民党开始放手大打内战，中国共产党也予以坚决还击。
虽然美国表面说不干涉中国内政，但实际上在水面下开始物色取代蒋介石的人物。
1947年7月美国再次派魏德迈到中国视察国民政府的现况。
魏德迈发表了一篇访华声明，批评国民党政府“麻木不仁”“贪污无能”，魏德迈还特别指出：“中
国的复兴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
”这也就是说蒋介石不是有感召力的领袖，中国的复兴有必要抛开蒋介石。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蒋介石更没有好感，他向美国政府报告说：“现政府已无力阻止共产主义的
传播，除非出现一位受民众爱戴的领袖，能号召民众，并能恢复军队的作战意志。
但不能指望蒋委员长能充当这样的领袖。
蒋氏似乎已无法改变，而且各方面都证明他必将继续其个人统治，这种个人统治的后果，造成了现在
中国的悲惨局面。
”司徒雷登向美国政府建议：李宗仁在中国军界政界有一定影响力，可以考虑李宗仁取代蒋介石。
1948年是美国的大选年。
由于现任总统杜鲁门不喜欢蒋介石，蒋介石把赌注压在杜鲁门的竞选对手杜威身上，为杜威竞选资助
捐款，但大选的结果杜威落选，杜鲁门蝉联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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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写作完全是一个偶然。
由于本职工作的缘故，我对渡江战役的资料收集颇多，然而并未想过要写一本关于渡江战役的书。
有一天，与几个朋友聊天，他们认为2009年就是渡江战役同时也是新中国建立60周年之际，我完全可
以写一本这方面的书。
这个提议得到重庆出版集团领导的极力肯定，随后重庆出版集团也以最快的速度作出出版该书的决定
。
在此，首先要感谢重庆出版集团的支持，没有其积极推动，我是不会动手写这本书的。
说写作，显然是夸大其词，其实我只不过对那一段的历史资料进行重新整理和编辑而已。
我希望通过1949年这一特定的时间、渡江战役这一特定的事件来展示风起云涌的1949年对于中国和中
国人具有怎样的决定意义，并且通过这些尘封的历史对现实进行观照。
我应用了大量已有的历史资料，因而要感谢那些先辈们做出的扎实工作——他们或是事件亲历者，或
是最早的新闻报道者，或是默默无闻的文史工作者；感谢那些书中的历史人物——他们的回忆录和口
述实录是我最为倚重的材料；感谢南京图书馆——我曾经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多次查阅、复印各种稀有
资料，并多次翻阅了1949年的各种报刊杂志。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渡江>>

编辑推荐

《渡江》编辑推荐：共和国开国元勋/向守志上将，南京军区前政治委员/方祖岐上将共同推荐。
“国军弄成今天这个信心丧失，精神解体的地步，共产党打败了我们，不是共产党有三头六臂，是我
们的腐败无能，自己的弱点击败了自己，自己的自卑感叹败了自己⋯⋯”〈br〉——蒋介石〈br〉党
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
这是值得庆祝的，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
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
〈br〉——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br〉这是历史上一个空前伟大的创造，完全出乎我们意料
⋯⋯原来准备一个半月打下南京，结束三天就实现了计划，半个月解放苏南，皖南，进入浙江、赣东
北，证明了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敌人的腐朽⋯⋯南京的解放代表着一个全中国的胜利。
〈br〉——陈毅〈br〉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百种重点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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