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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这几句诗出自毛泽东在1949年4月所写的著名诗篇《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它不仅写出了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攻取南京的磅礴气势，也从一个点上抒写了解放战争时
期我军英勇奋战、摧枯拉朽的雄浑步伐。
　　这场起于1946年6月、结束于1950年5月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范围内
一次最具重要意义的战争。
其战场之广阔、作战形式之多样、战役战斗之频繁激烈，以及作战双方投入人力物力之巨大，在中国
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这场战争中的胜利，不仅在中国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
的历史，也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
它使得占全人类1/4的中国人民获得了最终解放，震撼性地改变了当时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并对当时
的国际局势和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伟大战争中，一些屡建战功的英勇部队和别具才能的军事人物也脱颖而出。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便是这些英勇部队中一支独具特色的军事力量。
　　第四野战军是当时我军的主力部队之一。
它最初是在抗战胜利后，以奔赴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各一部及东北抗日联军为基础逐步发展壮
大起来的。
这的确是一支为了共同的理想而走到一起的、来自五湖四海的部队。
在这支队伍中，有的参加过平江起义、上过井冈山、历经过漫漫的长征、曾扬威在险要的平型关：有
的亲历过北伐战争、曾战斗在“叶挺独立团”、聆听过南昌起义那最具历史意义的第一声枪响；有的
曾跟随杨靖宇纵横在雪域丛林、靠着草根和树皮坚持过长年抗战：也有的曾在王震的队伍中为了自立
更生展开大生产，其先进事迹被写入数十年后仍然四处传唱的歌曲——《南泥湾》⋯⋯　　四野存在
的年代，正是中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年代。
四野的历史，既充满着艰辛，也铸造着辉煌。
四野在具体名称上也打着深深的历史烙印。
从初建到退出历史，先后历经了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民主联军、东北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
四野战军等几个阶段。
　　当历史的车轮转动到1945年的下半年，那场在人类的记忆中划开一道深深伤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终于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走向了终结。
苏联大军出兵东北、美国飞机先后在日本国土上投下了两枚原子弹，现实的创痛狠狠地挫伤了日本帝
国主义意欲称霸东亚的野心。
中国人民迎来了八年抗战的胜利。
　　然而，胜利的果实却并没有理所当然地回归到人民的手中。
一直得到美国全力支持的蒋介石未等果实落地，便挥刀争夺。
东北，这片屡经磨难的黑土地，成了蒋介石的重要目标。
独占了东北，则可南北夹击，一举消灭共产党。
为此目的，蒋介石一面头戴面具，假意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一面舞动刀棒，积极从大后方运兵北
上。
未来得及洗净抗战风尘的毛泽东在此关键时刻，立即看穿了蒋介石的企图，毅然决定派出11万人开赴
关外，联合周保中的东北抗联，成立了由林彪担任总司令的东北人民自治军。
四野由此走上了历史的大舞台。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中，四野独树一帜，从-40℃严寒的东北白山黑水，一直打到40℃酷暑
的海南天涯海角，先后转战东北、华北、华中、华南战场，历经了解放东北、决战平津、渡江南下、
解放中南，轻取广州、席卷广西，夺取海南岛等大规模战争，同国民党军东北杜聿明、陈诚、卫立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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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华北傅作义集团，华中自崇禧集团和华南余汉谋集团等进行了殊死搏斗，实施大的战役战斗百
余次，共歼国民党军188万余人，自身也从11万人发展到153万人。
四野不仅独立完成了三大战役的第一场战役——辽沈战役，解放了全东北。
而且，此后又挥师南下，在其他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其英雄形象闪现在中国大地的绝大多数地方。
在历次战斗中，曾活捉过国民党军东北“剿总”中将副司令范汉杰、兵团中将司令廖耀湘和卢浚泉、
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以及郑庭笈、文小山等若干军级将官；除了解放全东北外，又先后为塘沽、两湖
、两广、江西、河南等地送去了黎明。
为推翻蒋家王朝、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巩固做出了卓越贡献，立下
了特殊的功勋。
　　当然，任何战功都不是唾手可得的。
四野自身也先后付出了伤亡28万余人的惨痛代价，其中有6万多名指战员(包括炮兵司令员朱瑞等300多
名团以上干部)长眠于青山绿水之间。
在这场血与火的洗礼中，由于四野将士的浴血奋战，先后涌现出“塔山英雄团”、“白台山英雄团”
、“渡海先锋营”等闻名全军的一大批英雄的战斗集体，以及舍身炸碉堡的“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
、“孤胆英雄”杨子荣、“特级英雄”梁士英等成千上万的英雄模范人物。
据统计，四野中各级功臣占所属部队总人数的比例高达28.5 %，平均4人中即有1人荣立战功。
　　四野的征战业绩不仅为全军树立了永不磨灭的革命榜样，同时也培育了无数的战斗英才。
就在四野完成解放海南岛进行最后一战的历史使命之后，朝鲜战争于1950年6月爆发。
同年10月，毛泽东决定进行抗美援朝作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2、第38，第39，第40、第50、第47军
等这些原来隶属于四野的部队被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进入朝鲜。
他们常年积累的战争经验和已牢固树立的战斗精神在新的战场上又焕发出新的光芒。
　　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首度实行军衔制度，到1965年6月军衔制取消为止，先后授予少将以
上军衔共1，614人，其中元帅10人，大将10人，上将57人，中将177人，少将1360人。
在这批将军之中，原属四野的就有521人，包括林彪、罗荣桓两名元帅；萧劲光、黄克诚、谭政等3名
大将：刘亚楼、李天佑、韩先楚等19名上将：吴克华、胡奇才、梁兴初等57名中将：贺晋年、曾克林
等440名少将。
四野将军的比例已接近全国将军总人数的1/3。
这个事实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四野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光荣战斗集体。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四野为中国多兵种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且不说炮兵司令员朱瑞早在抗战一结束就开始全力投入炮兵队伍及院校的建设，在四野完成解放战争
的历史使命后，四野12兵团司令员萧劲光于1950年4月率兵团机关干部1，900余人开入北京，组建了中
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14兵团司令员刘亚楼于1949年8月率兵团部2，600多人奉命抵达北京，建立
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
　　四野从挺进东北之初的十万部队，到迅速发展为百万大军，所经历的道路是艰苦的、胜利的、英
雄的历程。
它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光荣传统，保持了中国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色，贯彻了
人民战争的思想。
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下，进行了诸多的战役战斗，其丰功伟绩闻名中外，不仅积累了丰富的作
战经验，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四野都不愧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一支英勇善战、战功卓著的雄师劲旅。
四野展现的光辉征战历史，时至今日，仍然为人们所缅怀和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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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八年抗战的烽火将熄，毛泽东、蒋介石都将目光投向了东北这块战略要地。
林彪领衔出征：四战四平；四保临江；三下江南；辽沈战役，拉开了国共两军决战的大幕。
四年北战南征，兵锋之下，180余万国民党精锐部队损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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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45年的7月17日，当和平的曙光刚刚铺上欧洲大地之时，位于德国柏林西南的波茨坦已经戒备森
严。
英、美、苏三大国的首脑丘吉尔、杜鲁门和斯大林即将在此召开一次意义深远的国际大会。
　　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走向尾声，漫布全球的战争阴云正在缓缓消散。
意大利和德国已相继投降，只有已遭到重创的日本法西斯仍在负隅顽抗。
英、美、苏三国为了解决德国、欧洲及其他问题，相约在7月17日这一天在波茨坦举行会议。
　　由于此次会议涉及到战后的利益分配，英美两国与苏联之间争得面红耳赤，面对着刚刚和即将摆
脱法西斯控制的广阔地区，谁都不愿在这块肥肉上少咬一口。
会议因双方的斤斤计较与讨价还价一直拖到8月2日才缓缓落下帷幕，成了二战期间召开时间最长的一
次会议，也是三国间的最后一次会议。
　　会议期间，各国不仅为战后处理欧洲问题而签署了《柏林会议议定书》，还特别讨论了对日作战
的问题，并通过了一项《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将
其霸占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地归还中国。
　　会后，刚刚于当年4月取代罗斯福而成为美国新总统的杜鲁门，下令美军继续加强太平洋攻势和
对日本本土的轰炸，并先后于8月6日和9日分别在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颗原子弹。
　　在第一次原子弹袭击日本两天后，即8月8日，苏联也正式对日宣战。
随后，苏联派出后贝加尔方面军、远东第1和第2方面军，分别由马林诺夫斯基元帅、麦列茨科夫元帅
和普尔卡耶夫大将率领，兵分三路，从西、东、北三个方向向中国东北纵深实施了向心突击。
　　8月9日凌晨，正当中国东北边境线上的日本关东军仍在酣睡之时，在牡丹江地区的绥芬河、东宁
一线，苏军的重炮惊天动地地怒吼了。
火光映红了半边天空，密集的炮弹倾泻到日军阵地上，东北大地颤抖起来，苏军的坦克集群隆隆轰鸣
着向日军阵地猛扑而来。
同时，天空中的苏军远程轰炸机也如黑云一般，呼啸云集。
　　半个小时后，苏军的轰炸机群已经长驱直入，到达伪“满洲国”首都和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长春
上空。
爆炸声、防空警报声、难民的哭喊声掺杂在一起，整个长春陷入混乱之中。
　　关东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留守在长春总部的关东军总参谋长秦彦三郎中将惊慌失措，狂吼着要
求所有人员立即撤往长春郊外的南岭地下指挥所。
　　这个时候，天空正在飘着沥沥的细雨。
这场雨已持续了数日却丝毫没有停止之意。
慌乱的日军人员你拥我挤，混乱不堪地冒雨冲过满路的难民人群，逃往郊外。
　　但南岭地下指挥所却已根本无法使用了，这个由防空洞构成的地下建筑此时已积水过膝，看来老
天也不想再让这些日本侵略者有立足之地了。
无奈，秦彦三郎只得又返回了原来的总部。
　　下午13时，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风风火火地从大连乘飞机赶了回来。
一到长春总部，他就下令：立即将关东军总部迁往通化，满洲国的首都也要迁到临江去。
随后，他自己就乘飞机逃到南方去了。
　　关东军总部人员和他们控制的傀儡们别无选择，只得在长春市民的哭号和唾骂声中仓皇登上火车
，向南方逃窜。
　　而此时的苏联军队，犹如猛虎下山，一路急推猛进，这些曾在欧洲久经征战的精锐部队来到远东
后，排山倒海般的攻势已令日军失去了还手之力。
由于8月10日，日本政府已在裕仁天皇的授意下，向苏、美、英、中四国发出了乞降照会，留守在中国
东北的日军虽然也有些许抵抗，但面对着大势已去的现实，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
　　8月15日，裕仁天皇亲自向全世界宣读了停战诏书。
关东军总部得知这一消息后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协调总部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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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秦彦三郎总参谋长代表关东军前往晋见苏军的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宣告投降。
　　中国人民八年的苦难，终于结束了。
　　日本投降的消息像春风一样迅速地吹遍中国的大地。
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灯笼火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人们欢呼跳跃，奔跑狂叫。
　　而此时此刻，在同样处于狂喜之中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毛泽东主席正观望着欢呼的人群，他
那挂满了喜悦的面容上却隐隐地透着一丝忧虑。
　　中国人民迎来了胜利！
这胜利是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共同赢得的，更是中国人民经过八年多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和无数的鲜
血与牺牲换来的。
　　但如今，蒋介石却要独自霸占胜利的果实！
　　早在8月10日的下午，就在日本乞降的消息刚刚传来之时，蒋介石立即发出三道电令。
第一号，令“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
第二号，令沦陷区的伪军“维持治安，保护人民。
非经蒋委员长许可，不得擅自迁移驻地”。
第三号，令第18集团军，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应原地驻防待命”。
　　毛泽东收到蒋介石的这一命令，一巴掌狠狠地拍在桌子上。
华北、华中、山东大片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流着热血打出
来的。
如今胜利就要来到了，你蒋介石却不让我军去受降，这是什么道理？
　　随后接连传来的消息更让毛泽东气愤，国民党已在悄悄采取消灭共产党的行动了。
8月11日，绥远的傅作义部强行侵入八路军从日军手中夺回来的包头，并继续沿着平绥路向聂荣臻部东
犯。
8月12日，蒋介石任命一直替日本人卖命的伪军将领孙良诚为先遣军总司令，这些无耻的卖国贼如今却
以中央军的名义大举蚕食解放区。
　　面对蒋介石的这副丑恶嘴脸，毛泽东于8月12日起，委托周恩来起草了延安总部的第一到第六号命
令，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命令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向日伪军加紧进攻，要求他们向附近的敌军送出通牒
，限定其在一定时间内缴出全部武器；如果日伪军队拒绝投降缴械，应该立即予以消灭，接收他们所
占的城镇和交通要道。
随后，又命令吕正操、张学思、万毅、李运昌、贺龙、聂荣臻等部队分别向热河、察哈尔、辽宁、吉
林等地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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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我们准备五年左右(从一九四
六年七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是具有可能性的。
　　——毛泽东　　我们的对策方针：一是切断退路，一是围困敌人，最后达到歼敌的目的。
　　——第四野战军政治委员 罗荣恒　　在国民党的营垒中，我的道路愈走愈窄，心情也愈来愈痛苦
⋯⋯我意识到这个党正在腐化、堕落，完全背弃了人民。
　　——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长官 郑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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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百幅珍贵历史图片　　引领我们走进战火纷飞的年代　　尽管硝烟早已散尽　　但那些血雨火
的往事仍历历在目　　在字里行间寻觅先辈们走过的足迹　　隐约中仿佛又听见了熟悉的冲锋号　　
隆隆作响的枪炮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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