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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运用丰富的史料，客观地阐述了淮海战役中国共双方对峙和不同战术思想的对决的全过程，系统
地展现了我党我军指挥员高超的战略思维和战术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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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勾画蓝图　　中央军委酝酿和制定了华东野战军南渡长江、执行宽大机动任务的战略计
划。
粟裕经过深思熟虑，以个人名义斗胆直呈：三个主力纵队暂不渡江，集中华东和中原两大野战军主力
在中原地区打大歼灭战。
在军委与华东野战军前委之间的互动之下，淮海战役蓝图初现。
从1946年6月到1948年8月，国共两党兵力对比从原先的3.4：1下降到1.3：1，中国共产党指挥解放军定
鼎中原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中共中央召开九月会议，提出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的战略任务，并
先后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凝聚全党全军力量。
东北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华东野战军解放济南，淮海战役序幕急速拉开。
　　1.决战之机悄然而来　　中央军委命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渡江南下，粟裕却“斗胆直呈”：主力暂
不渡江，留在中原歼敌。
从3.4：1到1.3：1，国共两党兵力对比发生了决定命运的变化。
蒋介石喃喃自语：“难道我的活动地盘就这么可怜了？
”　　山发人深思，　　海令人遐想。
　　朝霞鼓舞我迎战现实，　　夕照启发我思索未来。
　　——粟裕　　1948年4月21日晨，河南濮阳东北孙王庄，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司令部作战室。
　　丁铃铃的电话声响个不停。
参谋人员紧急的脚步进进出出。
远方不时传来一阵又一阵的枪炮声⋯⋯　　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正站在宽大的作战
地图前，凝神深思。
　　他是个典型的南方人，个子不高也不胖，身板很结实；一张坚毅的脸上，双跟炯炯有神。
　　粟裕是湖南省会同县人，现在已经四十出头了。
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孔子曾说：人生的每个岁数段都有自己的特点，比如30岁时一般要成家立业，40
岁时要对人生和社会都有成熟的看法，50岁要能把握人生规律，即“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
天命”等。
按照孔子的标准，粟裕应该正值思想智慧竞相迸流的黄金时期。
事实确实如此，粟裕自青年时期投身革命，先后参加南昌起义、中央革命根据地一至五次反“围剿”
斗争、开辟苏南苏中抗日根据地、黄桥战役、苏中敌后抗战和苏中七战七捷，历任红军团长、师长、
军团参谋长，新四军师长兼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等职，一路大风大浪走来，如今已是威名
赫赫。
特别是1946年10月，军委决定，山东、华中两野战军会合后，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
从此，他挑起了华东战场战役指挥的重担，先后指挥了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等战役。
　　在中央军委看来，粟裕是一位具有宽阔战略视野、领军打仗让军委领导格外放心的优秀军事指挥
员；在华东野战军各纵队领导看来，粟裕是一位军事奇才杰出的军队统帅；在山东解放区的老百姓看
来，粟将军打仗仗仗胜。
　　不断有人问粟裕：你打仗胜利的秘诀是什么？
粟裕总是淡然一笑，说：作为高级指挥员和参谋人员，最关键的是要把握两点，一是吃透党中央、中
央军委的指示精神，二是摸清本战区本部队的实际情况，然后实事求是地予以结合，制定作战计划，
完成战斗使命。
　　由于长期劳累工作，得不到休息，粟裕患上了美尼尔综合征。
这种病经常会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突然发作，使人骤然感到剧烈的眩晕，好像天旋地转似的，同
时伴有恶心、呕吐、出冷汗、颜面苍白及血压下降等症状。
粟裕为此吃了不少苦头，人也因此更显憔悴，但即便这样，他硬是凭着顽强的毅力控制着自己，用尽
全副身心投入作战指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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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军万马都战胜了，还战胜不了疾病？
”这是他常说的一句话。
　　在紧张激烈的战争环境中，粟裕经历了无数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
他从来没有畏惧过犹豫过，甚至没有皱过眉头。
可是，这几天，他一直心神不定，睡不好觉，饭菜吃得也没有往常多。
每天，除了日常工作以外，他总是一个人静静地呆在作战室，研究着地图，思索着什么。
　　难道，粟大将军心里有什么心事？
　　这时，司令部副参谋长张震急匆匆地走了进来，打断了粟裕的思绪。
　　张震说：“司令员，你已经三四个晚上都没有好好休息了，稍微眯一会吧！
”　　粟裕紧盯着地图，整理着自己的思路，没有应声。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转过头，对张震说：“这几天我睡不着觉，一直在思索自己的建议。
这个建议确实是太大胆了，中央军委会不会同意呢？
”　　张震想了一下，说：“应该会吧。
虽然这个建议与军委原先的计划相反，但也是结合中原战场实际、深思熟虑提出来的。
我相信毛主席、朱总司令他们一定会好好考虑的。
”　　粟裕点了点头，对张震说：“你把4月18日我那个电报拿来，咱们再好好研究分析一下。
”　　张震答应了一声，让作战参谋把电报取了过来。
　　粟裕发出去的电报是这样写的：“华东野战军渡江南下，面临着如下严重困难：一是中原地区（
包括豫皖苏及陕豫鄂解放区）战局已形成疲惫而频繁的拉锯形势，我军歼敌困难加大。
二是江南新区在群众条件、地方工作、粮食补给等方面不利因素较大，对我军实施无后方作战非常不
利。
三是我军南下并不一定能够调动中原国民党军回援江南。
”　　粟裕根据上述理由，对今后作战提出了4点建议：　　第一点建议，以刘邓大军、陈赓谢富治
兵团及华东野战军主力，依托后方（陇海路北）作战，以便得到足够的炮弹、炸药、手榴弹补给（新
区因情况不能生产），发挥现有装备的作用而大量歼灭国民党军（现在的国民党军处于交通便利的中
原，如无相当炮火，难于歼灭），并求得于雨季与夏收以前在中原地区（主要战场应在豫皖苏及淮北
路东、路西）打几个较大的歼灭仗，使这一地区人民能够较为安定地进行夏收，这样才能使我军日后
得到粮食供应和得到人民积极的支援。
　　第二点建议，对国民党军近后方（淮河以南包括淮南和苏中南线直到江边），则派出数路强有力
的游击兵团（每路多则一旅，少则一个团）辗转广泛游击，配合正面主力作战，协助该地区武装坚持
游击战。
　　第三点建议，对国民党军深远后方（长江以南苏浙皖赣闽及湘黔），则派出多路坚强有力的远征
游击队（每路至多三千人，少则一千人即可），配成掎角之势，采取广大范围辗转游击。
军事上的任务主要是歼灭国民党军地方武装，摧毁其反动政权，破坏国民党军兵源、粮弹及其他战争
资源；政治上的任务是宣传党的政策，发动与团结广大人民，支持人民反抗国民党统治的运动。
　　第四点建议，以上三线武装部队（野战军主力、游击兵团及远征游击队），依照战局的进展向前
推移。
如果能够密切配合，则可能使战局得到较快和较大的发展。
　　粟裕在电报中说：如中央认为上述意见可行，则建议集中华东野战军大部佯攻济南（或者真攻）
，以吸引国民党第5军北援而歼灭之。
尔后，除以一部兵力相机攻占济南外，主力则可进逼徐州，与刘邓大军会师，寻求第二个歼灭战。
对苏浙皖赣闽地区，则由华东野战军派两旅兵力分路前往即可。
同时建议刘邓大军、陈赓谢富治兵团能各抽出一个旅进入湘鄂赣和湘鄂西地区。
　　电报最后还有粟裕亲手加上的几句话：“以上是职个人不成熟的意见，加以对政局方面情况了解
太少，斗胆直呈，是否正确尚祈指示。
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决不松懈。
”　　粟裕逐字逐句地看着电文，不时地在地图上比比划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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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震在一边看着，心里充满了感动。
　　从内容上看，电报着眼全局，对战场形势分析得非常透彻，抓住了进一步推动战局发展的要害，
逻辑严密，充满了辩证思维。
从文风上看，措辞严谨，不说一句空话，体现了高度的责任感。
　　张震不禁暗暗感叹：粟司令员真是一个既胸怀全局、满腹韬略，又谦虚谨慎、敢于负责的人。
　　坦白地说，此时粟裕的心里是比较紧张的。
虽然自我感觉建议是正确的，但毕竟与军委原先的战略方针是矛盾的，后果不可预料。
他本想放弃这次建议，就按军委指示办。
但是，他认为作为一个战区指挥员，为了更好地把中央军委和主席的战略意图和战区当面实际情况紧
密结合起来，应当采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积极提出建议，以供中央军委参考。
想到此，他心里又平静了许多。
　　几个月前的一幕，又浮上了粟裕的心头。
　　原来，早在年初，中央军委就酝酿和制定了华东野战军南渡长江、执行宽大机动任务的战略计划
。
　　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认为，1947年夏天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取得的胜利，把战场引到国民党
统治的中心地区，极大改变了全国战场形势，堪称一次胜利的战略跃进。
如今一年过去了，解放军又相继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防御，战争节奏大大加快。
中原地区如今成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前哨阵地，部署了大量重兵集团，对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等
造成了极大威胁，包括中原军区、华东军区在内的解放区形势还比较吃紧。
如果再来一次类似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那样的战略行动，进一步把战场引入长江以南国民党统治
核心地区，那么对改变全国战局的影响将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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