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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四野战军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之一。
它是由抗日战争转入大反攻后进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各一部及东北抗日联军逐步发展起来的
。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随即出兵我国东北, 对日本关东军发起全面进攻。
八路军冀热辽军区遵照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派出一部兵力就近进入东北, 会同
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配合苏军作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援助下，向东北大举运兵，企图消灭中
共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独占东北。
为打破国民党的企图，中共中央依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定从关内各解放区抽调
一批部队和干部挺进东北，会同东北原有部队执行发展东北的战略任务。
先后调进东北的部队有：八路军山东军区直属队一部，第1、第2、第3、第6、第7师，第5师一部，鲁
中、滨海、胶东、渤海等军区主力部队各一部，共6万余人；新四军第3师(辖第7、第8、第10旅，独立
旅)3万余人；陕甘宁边区第359旅、警备第1旅、教导第2旅各一部以及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延安炮兵学
校等万余人；晋绥、冀中、冀鲁豫各1个团。
以上连同先期进入的冀热辽部队一部共11万余人。
同时，延安及各解放区的党政军干部约2万人，也陆续进入东北。
10月31日，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任第二政治委员，吕
正操任第一副司令，李运昌任第二副司令，周保中任第三副司令，萧劲光任第四副司令兼参谋长，程
子华任副政治委员，伍修权任第二参谋长，陈正人任政治部主任。
各部队到达东北后，一面阻击国民党军的进攻，一面着手发动群众，清剿土匪，组织和发展武装。
到年底陆续成立了锦热、辽宁、辽东、辽西、辽北、吉林、松江、三江、嫩江、北安10个军区，东北
人民自治军总兵力发展到27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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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概述第一章  贯彻“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八路军、新四军一部进军东北　第一节  抗日战争
胜利后的形势和中共中央关于争取东北的战略决策　　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和中共中央的方针　
　二 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
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共中央确立“向北发展 向南防御”的战略方
针　第二节  八路军、新四军一部挺进东北，东北人民自治军的编成　　一 各解放区迅速抽调大批部
队和干部进军东北　　二 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 部队整编　第三节  集中兵力作战 坚决拒止国民党军进
入东北　　一 中共中央关于拒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指示和部署　　二 山海关保卫战锦州地区作战
和战术原则的提出　第四节  改变占领主要交通线和沿线各大城市的方针，分兵发动群众占领农村东
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　　一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　　二 分兵发动
群众与开展剿匪斗争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　本章小结第二章  反击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 
争取实现东北的和平局面　第一节  中共中央关于粉碎国民党以武力独占东北企图的方针　　一 国民
党蓄谋扩大东北内战　　二 中共中央关于打破国民党武力解决东北计划的指示歼击沿北宁路进攻的国
民党军秀水河子歼灭战　第二节  保卫四平等战略要地 阻止国民党军大举北进　　一 苏军撤离后的东
北形势与东北民主联军的任务　　二 本溪保卫战　　三 解放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三市　　四 实
施运动防御，阻止国民党军于四平以南地区　　五 四平保卫战　第三节  东北民主联军实行战略撤退
　　一 主力部队北撤与进行桦甸拉法新站作战　　二 鞍海战役 开展政治攻势，争取国民党军第184师
师长潘朔端率部起义东北休战　本章小结第三章　创建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全面加强军队建设　第一节
 四平保卫战后东北的基本形势和方针　　一 四平保卫战后的东北形势　　二 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关于
东北工作的方针　第二节  清剿土匪，巩固战略后方　　一 匪情与东北局剿匪指示　　二 剿匪经过剿
匪的主要经验　第三节  认真贯彻中共中央《五四指示》大批军队干部参加土地改革运动　第四节  壮
大主力，发展地方武装，组建特种兵　　一 组建新的纵队，调整军区机构　　二 组建特种兵，开办
各类学校　第五节  加强军队后勤建设　　一 后勤组织机构的设置与变化　　二 发展军工生产建立医
疗卫生机构　第六节  开展边沿区的反蚕食斗争和国民党军占领区的游击战争　本章小结第四章　粉
碎国民党军“南攻北守 先南后北”进攻计划，扭转东北战局　第一节  国民党军的进攻计划和东北民
主联军的作战方针部署　　一 国民党军实行“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进攻计划　　二 东北民主联军
迎击国民党军进攻的方针部署　第二节  新开岭战役西满及长春以北地区的作战　　一 通化、安东地
区作战　　二 新开岭战役　　西满和长春以北地区的作战　第三节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　　一 国
民党军进攻南满临江的企图与部署　　二 东北民主联军的作战部署　　三 一保临江和一下江南　　
四 二保、三保临江和二下江南　　五 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　本章小结第五章　发动夏季、秋季冬季
攻势重创国民党军为解放东北全境奠定基础　第一节  夏季攻执卜刀　　一 国民党军采取守势 伺机发
动新的进攻　　二 东北民主联军夏季攻势的作战方针与部署战役　　三 第一阶段全面出击歼灭分散
守备的国民党军　　四 战役第二阶段集中兵力进行四平攻坚战　　五 夏季攻势的后勤保障工作　第
二节  秋季攻势　　一 全国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和东北民主联军的任务　　二 国民党军采取“
依托重点 向外扩张”的机动防御方针，企图扭转东北战局　　三 东北民主联军秋季攻势的作战方针
和部署　　四 东北民主联军秋季攻势作战的准备　　五 战役第一阶段 锦西杨杖子地区歼灭战　　六 
战役第二阶段 向中长路长春至铁岭间全面出击　　七 战役第三阶段 南线部队出击北宁路北线部队转
战吉林长春地区　　八 秋季攻势作战中的后勤保障工作　第三节  冬季攻势　　一 国民党军收缩兵力
固守要点　　二 东北民主联军冬季攻势的作战方针部署战役第一阶段北宁路与沈阳以西以北地区作战
 　四 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　　五 战役第二阶段转战辽南沈北夺取战略要地四平　本章
小结第六章　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和军事大练兵全面加强部队建设　第一节  冬季攻势后东北人民解放
军面临的新形势与新任务　第二节  开展新式整军运动提高指战员的政治素质　　一 诉苦运动的兴起
　　二 新式整军运动的全面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的作用　第三节  以“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为指导思
想，加强司令部建设开展军事大练兵　　一 加强司令部建设　　二 开展军事大练兵　第四节  建设二
线兵团充实野战纵队加强特种兵建设　　一 有组织有计划地建设二线兵团充实野战纵队　　二 加强
以炮兵为重点的特种兵建设　第五节  建设统一正规的后勤 保障大兵团作战胜利　　一 制定一系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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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工作规章制度　　二 调整组织机构加强各部门建设　本章小结第七章　举行辽沈战役歼灭卫立煌集
团解放东北全境　第一节  东北战场决战条件成熟　第二节  辽沈战役作战方针的确立　　一 毛泽东提
出封闭国民党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战略构想　　二 东北局东北野战军建议先打长春东北局、东北
野战军放弃先打长春计划决心主力南下作战　　四 辽沈战役方针的确立与东北野战军的作战计划　第
三节  战役第一阶段出击北宁线，攻克锦州，和平解放长春　　一 奔袭北宁线锦州外围国民党军据点
孤立锦州　　二 攻锦打援的决心和部署　　三 精心指挥，奋勇作战，攻克锦州　　四 塔山阻击战和
彰武新立屯地区运动防御战　　五 对长春的长围久困与和平解放　第四节  战役第二阶段举行辽西会
战围歼国民党军西进兵团　　一 围歼西进兵团的方针部署　　二 黑山、大虎山阻击战　　三 切断西
进兵团撤向营口的退路　　四 厉家窝棚阻截作战　　五 聚歼西进兵团　第五节  战役第三阶段攻占沈
阳营口解放东北全境　　一 全歼东北残余国民党军的部署　　二 解放东北最大城市沈阳　　三 解放
营口　第六节  战役的后勤保障和东北人民的巨大支援　　一 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后勤系统的作战
保障工作　　二 铁道纵队与铁路员工在作战中的重要作用　　三 东北各级党政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
对战役的巨大支援　第七节  辽沈战役胜利的意义及主要经验第八章　乘胜入关，与华北军区联合举
行平津战役，歼灭傅作义集团，解放平津张地区　第一节  平津战役前华北战场的形势中共中央军委
赋予东北野战军的任务　　一 平津战役前华北战场的形势　　二 国民党军在平津张地区的作战方针
与部署　　三 中共中央军委赋予东北野战军的任务和平津战役作战方针的确立    四 平津战役作战计划
的制定　第二节  战役第一阶段，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会同华北主力对傅作义集团实施“隔而不围
”、“围而不打“的部署　　一 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　　二 包围张家口新保安隔断北平张家口联系
　　三 包围北平，隔断平、津联系　　四 隔断津、塘联系孤立天津　第三节  战役第二阶段攻克新保
安张家口和天津　　一 攻克新保安解放张家口歼灭傅作义系统主力　　二 攻克天津，全歼陈长捷所
部　第四节  战役第三阶段和平解放北平改编北平的国民党军　　一 和平解放北平协议的达成　　二 
改编北平的国民党军　第五节  战役的后勤保障和东北 华北人民的大力支援　　一 中共中央军委关于
平津战役后勤保障的部署　　二 实施强有力的后勤保障　第六节  平津战役胜利的意义及主要经验第
九章　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准备向江南进军。
先遣兵团南下配合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　第一节  战略决战后的形势和中共中央的方针　　一 
战略决战后的形势　　二 中共中央的方针和东北野战军的任务　第二节  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
军　第三节  平津地区休整，作向江南进军的准备　　一 进行政治整训　　二 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　
　三 后勤保障的准备　　四 经营新区的干部准备　第四节  先遣兵团南下配合第二、三野战军渡江作
战　本章小结第十章　南渡长江挺进湘中赣南第十一章　执行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发起衡宝、
广东、广西战役，歼灭白崇禧、余汉谋集团第十二章　解放海南岛和万山群岛第十三章　执行工作队
任务，清剿土匪，保卫国防，建设正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
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基本总结附录　大事记　战斗序列及主要领导人名录　重要战役一览表　战绩统计
表　团以上干部烈士名录　重要战役战斗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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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六、战役第二阶段向中长路长春至铁岭间全面出击　　国民党军东北行辕为解除东北民主联军对
辽西地区和北宁路的威胁，慌忙将其机动部队新6军两个师由铁岭西调锦州，仅以第53军3个师及暂56
师分散布置在开原、西丰、伊通、昌图地区，其四平至铁岭间的守备力量顿显薄弱。
东总决心乘机采取远距离奔袭手段，分路向中长路沈阳以北之国民党军备据点同时发起攻击，使之不
能互相救援。
9月26日，东总给各纵队、师下达的命令中指出：秋季攻势第二阶段的“作战方针是以轻装奔袭手段，
分兵同时包围各处分散之敌，使敌不能集中；我军则一面准备攻城、一面准备打援。
如敌增援，则先歼灭敌增援部队；如不增援，则各部以各个击破手段，逐一歼灭各个被包围之敌”。
具体部署是：第3纵队自东丰、西丰间以渗透战术奔袭威远堡、拐磨子、西丰等地，歼灭第53军之
第116师；第4纵队第10、第12师由抚顺以东地区奔袭开原以东、八棵树、貂皮屯之第53军第130师；
第6纵队自双阳以东地区出发，迂回奔袭伊通、伊巴丹站等地之暂56师；第1、第2纵队分别由西安、双
山向昌图、半拉门、梨树、八面城等地奔袭，并在四平南北地区箝制新1军、第71军，以保障奔袭第53
军之作战和相机大量歼灭援军；第10纵队第29师奔袭江密峰，箝制吉、长之国民党军，第30师协同独
立第4师奔袭四平北之大南屯、范家屯，箝制和截击长春之国民党军南援，第28师出击开原南侧之中固
，切断开原、铁岭间守军之联系与箝制沈阳方面国民党军；第4纵队第11师、辽南独立师向沈阳以南的
中长路南段积极活动。
为配合中长路主要方向的作战，令位于郑家屯地区之第7纵队向新民、黑山线出击，阻截新6军由锦州
北返，并相机歼灭法库、彰武守军。
令第8、第9纵队在北宁路锦榆段继续展开破袭。
　　为求得战役的突然性，东总在9月26日的电令中规定：担任奔袭之部队皆应轻装，统于29日下午出
发，30日拂晓进到距离指定目标40公里以外地点隐蔽集结，10月1日上午包围守军。
所有部队的行动均必须严守秘密，求得突然地包围对方，尔后再发起进攻。
但由于第3纵队第8师在距西丰5公里之钓鱼台集结时，被国民党军察觉行动意图，西丰、孤榆树、莲花
街及叶赫站等地守军相继逃跑，其他各地守军也均警觉起来。
为了迅速抓住目标，东总决定把作战时间提前1日，令各纵队于9月30日全线展开奔袭和追击。
　　10月1日，向昌图与铁岭地区奔袭的第3、第4纵队首先发起战斗。
第3纵队第7、第9师于1日上午完成对威远堡门第53军之第116师师部及主力的包围，随即展开攻击，激
战19个小时，将其全歼，活捉少将师长刘润川。
第3纵队第8师袭占郜家店后，切断驻守西丰第116师1个团西逃的退路，在第1纵队第3师的配合下，于2
日上午将该团全歼于西丰以西之拐磨子。
第4纵队第10、第12师在西丰西南八棵树、貂皮屯袭歼第53军第130师第390团。
至此，第3、第4纵队一举歼灭第53军之第116师和第130师之第390团共约万人，进逼开原、铁岭。
向沈阳西北及北宁路新民地段出击的第7纵队第21师，强行军75公里，于10月1日突然包围法库，经两
小时激战，全歼守军保安第7支队（对外伪称第177师）1700余人，第7纵队主力和辽吉军区第1军分区
的骑兵部队进至新民以东破击北宁路，准备阻击新6军回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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