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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逝者如斯，弹指一挥间，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已经过去了60年。
一个甲子的光阴，已经带走了为新中国建立而奋斗的那一代人的壮丽韶华，我个人熟悉的父辈们也大
都不在人世。
对于今天在工业化、信息化和网络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青年来说，祖国大地乃至整个世界早已是沧海
桑田，人间巨变，那场波澜壮阔的雄壮革命战争已是那样地遥远。
前几年当我撰写纪念“海陆丰斗争”的文章时，有的学军事的研究生看了标题甚至问这是不是写错了
字，是否应该是“海陆空斗争”？
的确，现在人们关心的多是当前的事物，以往的斗争岁月对多数人来说已感陌生。
注重现实问题而不背过重的历史包袱，这是开拓进取的国家和人民需要具有的特征。
不过，任何一个强调民族精神的国家都重视历史教育，青少年要从中树立政治信仰并以此维系自己国
家和民族身份的认同，军人则要从本国以往战争的历史中培植尚武精神和确立荣誉感。
因此，今天的中老年人和年轻人仍然应该经常回顾历史，温故知新、借古鉴今，在颂扬前辈的优良品
质时激励自身的创业奋斗精神。
对于新一代军人和军事爱好者而言，通过阅读属于口述史学性质的回忆录，对了解战争和培养自身的
军事素质也非常重要。
细节决定历史，历史也体现在一个个生动的细节之中。
过去受教条僵化的思潮影响，国内出版的一些军史书往往是数字、番号的堆砌，令人一翻便头皮发涨
而看不下去，因而只能作为资料备用而不具有可读性。
严晓燕女士所编著的《在粟裕身边的战斗岁月——老侦察科长严振衡的回忆》，却有一种活泼生动的
风格。
该书以口述辅加资料整理的方式，详细描述了她的父亲严振衡跟随一代名将粟裕转战的岁月。
由于严振衡担任过新四军一师侦察科副科长、华中野战军司令部侦察科长、华东野战军司令部侦察科
长，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转战中长期跟随粟裕，因而他能栩栩如生地勾画出那位名将是如何
指挥一次次震惊全国的辉煌战役，是如何运筹、如何思考、如何下决心⋯⋯从书中，人们可以看到一
个鲜活的名将形象，也能从经验概括中得出不少有益的启示。
如今的军队指挥，与60年前早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现实都是历史的延续，今天和今后的作战指挥特别是司令部工作，仍应借鉴革命战争年代的不少
经验。
严振衡作为长期在司令部工作的侦察科长、所讲述的战争年代的工作方式，从司令员粟裕到司令部的
科长，参谋如何上下协谋、有效指挥，对于今天的指挥员和参谋人员仍有很好的参考作用。
我看过这部书后便感慨系之，很希望更多的新一代军人也来读，以丰富自己的思想库。
如今军事书籍的一些写作者，也应该思考应该如何从国家和社会健康发展所需要的思维方式出发，在
历史书中改变过去那种将革命粗鄙化、把传统教条化的做法，以使历史书籍包括军事历史书真正为新
一代人所喜闻乐见。
从一部长篇回忆录中，往往可以看出回忆者的素养和特点。
我童年时也生长于军队大院，后来又参军并长期从事军事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研究，几十年来接
触了众多老一辈将帅，以及为新中国创立而奋斗过的老干部、老战士们。
根据我自身的感受，当年投身于革命斗争的那一代人按出身和个人素质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
是由理想主义驱动的知识分子，一类是为改变现实苦难境遇而参军的翻身农民。
前者大都出身于生活条件和文化教育相对较好的家庭，后者大都属于《国际歌》中所说的“饥寒交迫
的奴隶”；在中国革命的星火燎原之势中，前者是火种，后者是干柴。
许多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愿意思考，不甘盲从，因而在政治风浪中往往经历坎坷，却能留下许多可发
人深省的思考。
通过阅读《在粟裕身边的战斗岁月——老侦察科长严振衡的回忆》，读者可以看到，这位粟裕身边担
负侦察重担的科长严振衡，绝不是单纯的勇武之人，同时有着很好的文化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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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少年时便上过美国教会办的学校，学过英语，参军前就在繁华的大上海学习工作过。
按照当年的学历标准，严振衡无疑当属知识型干部，此后又经过严酷战斗考验，可以说是文武兼备。
这样的领导干部所写出的回忆录，不会是简单的“感恩”式的颂扬或流水账式的记述，在对历史细节
的追忆中相伴着许多理性思索，这些反映历史规律性的思索比记述本身更有价值。
《在粟裕身边的战斗岁月——老侦察科长严振衡的回忆》一书，着重回忆和记述了粟裕在抗日战争和
解放战争期间的非凡战功。
对于粟裕在人民解放军战争史上的突出贡献，早已有众多著述做过高度评价。
这部书不同于他人之处，在于是以一个身边工作人员的视角，来看待这位“共和国第一大将”的过人
指挥才能，从中可以看出一个既勇于探索和奉献，又有血有肉有情的杰出指挥员的风采，因此更值得
一读。
往事如梭，岁月如歌。
听过了20世纪上半叶革命和战争的主旋律，又有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20世纪下半叶和新世纪的开
端，我们这个国家和星球上已经发生并继续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
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现代高科技的成果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人民军队在过去战争年代的许多拿
手好戏在新条件下会失去以往的光辉，已变成了隔日黄花。
例如在敌方拥有大规模杀伤兵器的情况下，仍沿用过去集中兵力于敌多少倍的老办法，以庞大兵团用
于一狭小战场，势必为人刀俎之肉。
再如当年人民解放军擅长于夜战的优势，可是在如今对手拥有发达的夜视器材的情况下，夜战就不一
定是自己优势。
毛泽东“本本”上的现成论断，以及粟裕等名将指挥作战的许多方式，在今后显然应加以改变。
现在的人们讲继承、讲发展变化，其变中亦有不变。
那就是，具体战法应该紧紧追随世界科技进步而不断变化，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
一切从战争实际出发，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这一原理则是一切从事军事工作的人始终应遵循的，也
是学习粟裕的指挥艺术时所应该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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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新四军老战士、粟裕身边的侦察参谋严振衡的女儿，一师分会的后代会员根据父亲严振衡生前留
下的上百盘回忆历史的口述录音作为基本素材外，她还实地寻访，拜访了数十位父母当年的战友，同
时还联系上海、广州、苏州、石家庄等地当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广泛听取历史当事人的讲述以求证
和补充史实。
历时七年书就的。
国防大学徐焰将军评说，这部书不同于他人之处，在于是以一个身边工作人员的视角，来看待这位共
和国第一大将的过人指挥才能，从中可以看出一个既勇于探索和奉献，又有血有肉有情的接触指挥员
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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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时有两三个或单个的东北军士兵或下级军官要求参加新四军，表示要跟新四军一起打日本。
我们根据事先的统一商定，一律婉言拒绝。
这是因为不了解对方的情况，无法判别真伪；即便出于真心，收容友军官兵容易引起纠纷，会被国民
党当局利用作为口实。
我是大队收容组成员，走在队伍最后面，一位东北军下级军官缠住我跟着走了几里路，苦苦请求准许
参加新四军，说他在陕西参加过“西安事变”，见过红军，知道新四军是红军改编的。
他要参加新四军，打回老家去。
对方态度恳切，看来确有诚意，但也只能耐心说服。
我一再对他说，如果我们收留了你，在友军之间容易引起误会。
现在是“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抗日救亡，人人有责”，到处都可以打日本，劝他还是回东北军
去。
他看到我坚决不会收留才无奈地离去。
第七天，我们进入苏南境内。
又走了一天，傍晚才抵达溧阳南渡以北约20公里水西村。
由于国民党在《前线日报》上公布了皖南新四军北撤的消息，日伪军在苏南增兵2万多人，加强公路
和京沪铁路沿线封锁，长江上敌舰日夜巡逻，企图消灭我北撤部队。
先期撤离人员无法按原计划渡江，决定绝大多数同志化装为老百姓，分散在群众家暂时隐蔽待机行动
，计划按三条路线分批陆续渡江北上。
教导总队由薛暮桥率领，按军部指定的路线，准备越过敌人封锁线溧水——武进公路经茅山根据地去
苏北。
从溧阳到苏北江边，约有近三百里路要经过三道日军封锁线。
第一道是溧武路，第二道是沪宁铁路，第三道是长江。
其间几乎都是敌占区和游击区。
我们这支近百人的队伍，除军事教育科长王太然同志、我和金冶、毛梅卿等军事教育干部懂军事外，
还有一个30多人的女兵排，加上一些体弱的男同志。
他们均无作战经验。
部队在夕阳西斜时从水西村附近出发，走着走着渐渐进入了山区，这是茅山山脉的南端。
部队沿着崎岖的羊肠小道前进，一夜连续行军一百多里，走了十几个小时，等到越过溧武公路后才能
休息。
天色渐黑，部队翻过大山口，下山时又下起了细雨，后来大雨滂沱，同志们身上有背包、米袋，脚下
是山石泥浆，衣服外面是雨，里面是汗，把厚厚的棉衣都湿透了。
因连续行军没有休息，大家疲惫不堪，队伍里不时有人滑倒。
有的同志还开玩笑说：“你们知道吗？
人在摔跤的时候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五体投地，另一种方式是四脚朝天”，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黎明前，开始过溧武路封锁线。
溧武路并不宽，原本公路上不时有日伪军巡逻队，由装甲车为前导，乘着汽车来回巡逻，大概也是由
于大雨，日伪军毫无动静。
而这时我们的队伍已是三三两两，稀稀拉拉，不成队形了。
过了公路，又走了二十几里路，在天大亮后到达了休息地。
连续走了十四、五个小时，又累又饿，来不及烧水、煮饭，便把米倒下锅煮稀饭。
这时，许多同志倒在地上睡着了，身旁汪着一滩水。
稀饭煮好后，有的人竞站不起来盛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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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粟裕身边的战斗岁月(老侦查科长严振衡的回忆)》是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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