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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一野战军，是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之一。
它是由抗日战争末期晋绥解放区和陕甘宁解放区的八路军和地方武装发展起来的。
　　晋绥野战军和晋绥军区野战纵队是为适应抗日战争转入大反攻的需要而成立的。
1945年8月11日，中央军委命令成立晋绥野战军，隶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建制，贺龙兼司令员，关向应
兼政治委员（后李井泉），张宗逊任副司令员，李井泉任副政治委员，张经武任参谋长（后许光达代
），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后孙志远）。
下辖第358旅、独立第l、第2、第3旅和以后成立的独立第4、第5旅。
8月21日，晋绥军区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建制内调出，直属中共中央军委领导。
　　1946年9月，从中原突围的第359旅回到陕甘宁解放区，后转隶晋绥军区建制。
 　　1946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取消晋绥野战军和晋北野战军(于1946年6月组建，属晋绥
军区建制)番号，将两野战军部队统一组成晋绥军区第1、第2、第3纵队。
第1纵队张宗逊任司令员，廖汉生任政治委员，辖第358旅和独立第l旅；第2纵队王震任司令员兼政治
委员，辖第359旅和独立第4旅；第3纵队许光达任司令员，孙志远任政治委员，辖独立第2、第3、第5
旅。
并将第1纵队调驻陕甘宁边区。
 　　西北野战军的成立，是为了迎击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194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晋绥军区第1纵队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所辖新编第4旅、教导旅、
警备第1、第3旅，共6个旅2.8万余人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
张宗逊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王世泰任副司令员，廖汉生任副政治委员，阎揆要任参谋长，
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
3月初，野战集团军以一部兵力出击陇东，以调动准备进攻延安之国民党军。
3月13日,国民党军以34个旅25万余人，向陕甘宁解放区发动进攻。
其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所部15个旅14万余人从南线直攻延安。
为了加强陕北地区的作战指挥，3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所有驻陕甘宁解放区的野战部队和地方
武装，统归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指挥。
同时，成立西北野战兵团，撤销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番号。
彭德怀兼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副司令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张文舟任参谋
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王政柱任副参谋长。
下辖第1、第2纵队（3月17日由晋中入陕归建）、教导旅和新编第4旅，共2.6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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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图　图20　剿灭乌斯满股匪战斗示意图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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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解放西藏的决策，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分别决定，以第
十八军、十四军四十二师一二六团、一军骑兵支队（亦称青海骑兵支队）、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之一
部，分别由西康、云南、青海、新疆向西藏进军。
1月下旬，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成立，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任书记，政治委员谭冠
三任副书记。
由于川西土匪猖獗，严重地影响了进藏的准备工作。
西南军区经请示中央军委批准，将进藏时间由原定的1950年4月推迟至当年冬季。
　　关于筹划解放西藏的问题，早在1949年8月上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电示彭德怀、习仲勋、张宗
逊：“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
藏问题的准备。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彭德怀等对待保护班禅，争取和团结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藏民，作了部署，
并指定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范明具体负责这项工作，强调要把争取和团结班禅当作一项政治任务
来完成。
1950年5月，中共青海省委和青海军区奉命组成以当才活佛、夏日仓活佛、显灵呼图克图、格勒嘉措和
迟玉锐参加的“青海省各寺院劝告和平解放西藏代表团”，彭德怀在西宁接见他们时，向大家传达了
中共中央对和平解放西藏的有关指示精神，勉励他们为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做出贡献。
5月中旬，班禅行辕驻南京办事处处长计晋美等人奉命来西安、兰州，向西北军政委员会和西北军区
领导转达班禅关于西藏政教组织方案的意见及“速发义兵，解放西藏”的请求。
5月17日，中共中央就进军西藏的方针给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中指出：在“军事进
攻的同时，利用一切可能，进行政治争取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这里基本准备问题是西藏方面，必须驱逐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准许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
我们方面则可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在内，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概不变更
，并一律加以保护。
”中央还强调指出：进藏部队，必须在民族政策、语言等方面加以特殊训练，配备精良武器，必须一
面进军，一面修路。
　　在此期间，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西藏的特殊情况，第一野战军担任进藏的部队迅速着手各项准
备工作。
部队普遍进行了解放西藏、建设边疆、巩固国防的教育和艰苦奋斗的传统教育及民族政策教育；为团
结藏族同胞，除选派一些翻译外，要求干部战士学习常用的藏文、藏语；还对部队进藏路线及西藏的
政治、经济、兵要地志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
同时抽调部队，动员民工，修筑入藏道路，筹集粮草和军用物资。
在准备工作大体完成之后，按照西南军区统一的部署，分别从青海、新疆向西藏进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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