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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 6 月，由于我军在东北与国

民党军的军力对比已发生明显变化，毛

泽东决定发起战略决战。辽沈战役的关

键一战，便是攻克辽宁锦州。

1948 年 10 月 14 日 ，锦 州 攻 城 开

始。牤牛屯指挥部里我军将领指挥若

定，而锦州城内的国民党将领却被我军

炮 火 打 得 焦 头 烂 额 ，不 得 不 三 易 指 挥

所。我军的大炮就像长了眼睛一样，敌

指挥所转移到哪里，炮火就追到哪里。

锦州解放后，我军指挥员总结道：

“正是由于情报工作的准确，减少我攻城

部队五千以上的人员伤亡。隐蔽战线的

英雄们功不可没。”此处提到的隐蔽战

线，就是指暖池塘锦西情报站。

中共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社会部锦西

情 报 站 ，1947 年 初 建 立 ，1949 年 初 撤

销。情报站对内称“长城通讯社”，对外

称“锦西公安局”，地点设在锦西县暖池

塘村，专门负责收集锦州至山海关一带

的国民党军事情报，包括人员编制、武器

装备、军事图表、防务设施等。

锦西情报站设置内勤组和外勤组。

内勤组负责后勤工作以及人员派遣、情

报转送；外勤组分为兴绥组、锦西组、锦

州组 3 个组。此外，还有 30 多名情报员，

并有译电员和报务员各一名。

锦西情报站的工作方法是“打进去、

拉出来”。“打进去”，是指将情报人员打

入国民党党、政、军内部，取得“合法”身

份，搜集情报；“拉出来”，则是把国民党

内部有争取条件者“拉出来”，经过教育，

促使其为人民服务。

为尽快促成辽沈战役胜利，锦西情

报站将派往锦州的情报人员打入国民党

军队内部，搜集了很多重要情报，基本上

掌握了国民党军队的动态。情报员李瀛

洲起初在国民党驻锦州翁牛特旗党部担

任秘书，后任军统局锦州谍报队长。情

报员赵秉芳则在国民党驻锦州敖汉旗党

部任秘书长。此间，李瀛洲以公开身份

为掩护，通过发展“家理教”（东北的一种

民间组织）的形式，在谍报队内部吸收 8

名进步青年为我军谍报员。情报员张志

恩在国民党锦县政府军事科任科员，经

常在国民党锦县政界人士中活动，利用

一切机会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随时

掌握各方面情况、搜集国民党锦县政府

的人事变动以及境内军队员额变化、各

项“施政方针”，并通过其兄张树恩传递

给我方。我军情报员邓行方甚至担任了

国民党锦州师管区中校参谋。邓行方借

此身份掩护，到各防区了解城防设施、人

员配备、武器装备等情况，亲手绘制《国

民党军队锦州城防设施图》，连同其他情

报一并送往锦西情报站。

在情报传送方面，我方情报员也机

智巧妙，利用公开身份作为掩护。交通

员张守衡是位中医师，在作战行动前为

传送情报、信件，往返锦州、虹螺岘之间

达 50 多次。张守衡应付国民党军、警、

宪、特的盘查有“三件宝”，一是国民党党

员证明，二是国民党锦西县长李焕忠开

具的证明，三是中医师证明。

1948 年下半年，锦州解放前夕，由

于形势需要，情报人员活动更加频繁，引

起国民党特务的怀疑。因叛徒告密，十

几位同志被国民党军事机关或特务机关

逮捕。情报员邓行方被捕后，对我军的

机密情报守口如瓶。在狱中，邓行方在

废纸上写下：“他们（敌人）敲山震虎，你

们别害怕。”他将纸条投到其他牢室，鼓

励战友坚定必胜信心。情报站负责人刘

茂田闻讯后急报上级，欲通过地下组织

关系设法营救，但终因局势发展太快，邓

行方未能获救。1948 年 10 月 14 日，邓

行方英勇就义，终年 46 岁。

锦州解放前夕，国民党锦州监狱和

军法机关里关押了十余名锦西情报站的

情报员。这些同志身陷囹圄，饱受折磨，

多位情报员在锦州解放前夕惨遭杀害。

锦西情报站在两年时间里，获取、传

送情报数百份，特别是在辽沈战役前夕

获得了许多重要情报，基本上掌握了国

民党军的动态，为我军顺利攻克锦州立

下汗马功劳，为东北解放作出了贡献。

锦锦州之战的幕后英雄州之战的幕后英雄
■刘鹏立 周明磊 袁长立

1935 年 2 月 24 日至 28 日，中央红军

二渡赤水后回师黔北。面对后有国民党

川军、滇军追击，前有黔军和中央军堵截

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积极寻

求战机，发起了遵义战役。5 日之内，我

军迅速夺取桐梓、巧占娄山关、再克遵义

城，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

次胜利。此役扭转了中央红军自战略转

移以来的被动局势，吹散了自第五次反

“围剿”以来的失利阴霾。

乘虚急进，争取主动。1935 年 1 月

29 日，红军一渡赤水后，由于敌重兵封

锁长江，中央红军遂暂缓北渡长江与红

四方面军会师的计划，决定到敌人兵力

空虚的川黔滇边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并

“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但中央

红军进入川滇边区后，国民党中央军、湘

军、滇军、黔军由东向西压来，企图配合

江防部队歼灭红军。

为迅速摆脱敌人主力的合围，毛泽

东决定避实击虚，确定了“以东渡赤水河

消灭黔敌为主要作战目标，向桐梓地域

前进，准备消灭由桐梓来土城的黔敌”的

作战计划。2 月 18 日至 21 日，中央红军

由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东渡赤水河（二

渡赤水），回师东进至敌人兵力空虚的黔

北地区。随后，中央红军采取“乘虚急

进，迷惑敌人”的方式，以红 1、5、9 军团

及军委纵队为左纵队，以红 3 军团为右

纵队，向敌人兵力比较空虚的贵州桐梓

地区急进；以红 5 军团的 1 个团向温水开

进，吸引和迷惑追敌。24 日，红 1 军团第

1 团占领桐梓县城。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打乱

了国民党军的围堵部署。蒋介石急令川

军抽调部队由扎西地区回头向东追击，

黔军也向娄山关、桐梓方向增援。国民

党中央军第 1 纵队吴奇伟率第 93、59 两

个师由黔西、贵阳向遵义开进，企图阻止

并围歼中央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地区。

面对蜂拥而至的国民党援军，中央军委

决定乘敌包围圈尚未合拢之机，迅速击

破黔军的拦阻，占领娄山关及其以南地

区，再取遵义城，以开辟战场，扭转战局，

争取主动。

临阵换将，惊破敌胆。娄山关横亘

于遵义、桐梓两县的交界处，是川黔之间

的重要隘口，地势险要，黔军仅 1 个旅和

1 个团负责扼守娄山关。此时，红军指

挥层对夺占娄山关的作战部署却意见不

一。一方主张“以迅速动作歼灭该敌”，

另一方主张“以红 1、3、5、9 军团及干部

团于 27 日同时发起猛攻”，而此时红 5、9

军团正奉命在桐梓北部担负阻止川军增

援的任务。为抓住有利战机，抢在敌军

增援之前夺占娄山关，毛泽东和中央军

委临阵换将，将红 1、3 军团及干部团的

指挥权交给彭德怀。

25 日，中央军委命令红 5、9 军团在

桐梓西北地区迟滞川军，集中主力南取

娄山关。彭德怀指挥红 3 军团第 13 团主

攻娄山关，红 1 军团第 1 团从东侧迂回攻

击，其余各部随红 13 团向娄山关挺进。

红 13 团在团长彭雪枫、政委苏振华率领

下，采取“攀崖奇袭、近身肉搏、反复拼

杀”等作战行动，连续发动 5 次冲锋，击

毙敌督战官，乘势突破敌防线，于 25 日

晚攻占点金山至大尖山一线制高点。

为迅速夺取娄山关，中央军委命令

红 3 军团第 12 团连夜接替第 13 团，第 11

团从西断敌退路。26 日，敌调集近 7 个

团的兵力，向娄山关发动 6 次冲锋，均被

红 12 团击溃。彭德怀指挥红 1、3 军团，

采取“正面出击、迂回包抄、前后夹击、纵

深追击”的战法，击溃攻击和增援娄山关

的国民党军 8 个团，余敌如惊弓之鸟，仓

皇夺路南逃。成功占领娄山关，为我军

再克遵义城打开了通道。

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为坚决打击

敌嚣张气焰，跳出敌数十万大军的围追

堵截，中央军委决定乘敌慌乱溃逃和立

足未稳之时再次重拳出击。

娄山关失守，蒋介石急令国民党第

二 路 军 前 敌 总 指 挥 薛 岳 确 保 遵 义 不

失 。 27 日 ，国 民 党 中 央 军 第 1 纵 队 第

93、59 师奉令火速增援遵义，但其进抵

遵义城南地区时，红军已进占遵义。28

日晨，敌集中优势兵力火力轮番向遵义

城南的红花岗、老鸦山实施反攻，15 时

攻占了红 3 军团第 10 团防守的老鸦山

主峰。千钧一发之际，红 1 军团一部突

然向敌人侧后出击，犹如一把尖刀插入

敌人指挥部，红 1、3 军团抓住敌指挥官

丢下部队、狼狈逃窜的有利战机，主动

配合，全线反击，在遵义城南红花岗、老

鸦山歼灭敌第 93、59 师大部，并采取“正

面猛追、侧面迂回、断敌退路”的战法，

乘 胜 南 下 猛 追 逃 敌 ，将 敌 赶 到 乌 江 以

南。红花岗、老鸦山之战，为遵义战役

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遵义战役共消灭国民党中央军近 2

个师，击溃黔军 8 个团，毙伤敌 2400 余

人 ，俘 敌 3000 余 人 ，缴 获 大 量 枪 支 弹

药。此次战役使红军摆脱了被动地位，

粉碎了蒋介石在川滇黔边区全歼红军的

企图。

这次战役，是中央红军自长征以来

的第一个重大胜利，也是红军四渡赤水

之战中的首战大捷。战后，毛泽东写下

了《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

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 关 漫 道 真 如 铁 ，而 今 迈 步 从 头

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时任红 3 军团第 11 团政委张爱萍也

先后赋词《渔家傲·抢夺娄山关》《七律·悼

邓萍》《西江月·遵义大捷》3首纪念此次战

役，称遵义战役为“长征首获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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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掌握敌情。变战之法旨在强

调因敌制胜的原则。因敌制胜，就是

要依据战场实际，适应敌情变化，采取

不 同 策 略 ，以 达 到“ 存 己 灭 敌 ”的 目

的。刘鄩依据晋军来势汹汹、兵多气

盛、急于寻战的客观实际，确定坚守待

机的克敌策略。而梁帝朱友贞不了解

现实敌情，强令梁军出战，最终导致梁

军主力遭敌全歼。

因敌，必先知敌。想要因应敌情、

灵活制变，先要全面、细致、准确地察

明敌情动态、判明敌方意图，才能保证

制定的策略不脱离战场实际、不违背

作战规律、不增加失利风险。在确定

苏中战役首战目标时，粟裕根据敌强

我弱、敌军立足未稳、兵分四路且相对

分散等实际情况，大胆地将宣家堡、泰

兴作为首战目标，决定一改我军诱敌

深入的传统战法，采取先发制人的战

术 ，集 中 华 中 野 战 军 主 力 15 个 团 对

宣、泰发起攻坚战。这可以说是“一个

异乎寻常甚至是有悖常理的决策”，但

同时又是符合敌情、出其不意的科学

决策。初战宣、泰大获成功，充分证明

了这一决策的正确与精妙。

切实赋予权限。运用变战之法，

需充分赋予各级指挥员临机指挥、机

断处置的必要权力，以有效发挥其能

动性与创造性。梁军坚守莘县期间，

刘 鄩 奉 劝 请 求 出 战 的 部 将“ 大 将 专

征，君命有所不受，临敌制变，安可预

谋 ”，并 要 求 军 队 按 兵 不 动 、坚 守 待

机。朱友贞却不顾刘鄩多次上奏陈

情、请示待战、请求供粮的合理建议，

反复派人催战、监军，甚至直接干预

梁军一线指挥，基本剥夺了刘鄩临机

决断的指挥权限，使得梁军被迫出战

而败。

赋予下级指挥员充分且必要的指

挥权限，是实现随机应变、因敌制胜的

重要前提。若上级指挥员“一竿子捅

到底”，必然会限制下级指挥员能动作

用与指挥艺术的发挥。苏中战役前，

中央军委原令华中野战军出兵淮南、

外线歼敌。粟裕在正确领会上级关于

歼敌有生力量、迫敌停止内战的指示

精神后，基于内线作战较外线作战更

利于实现战略意图的客观实际，提出

“先在苏中打一仗，首先解决当面之

敌，改善苏中形势，而后出兵淮南”的

不同建议。中央军委非常重视并采纳

了这一建议，电示华中野战军“先在内

线打几个胜仗，再转向外线作战”。战

役指导的转变，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

中央军委充分发扬军事民主、尊重下

级指挥员主体地位的生动体现。这让

华中野战军指战员具备了临机应变的

充分条件，为苏中战役的胜利提供了

重要保证。

主动塑造战机。活用变战之法，

还需把握好等待战机与塑造战机的关

系。变战之法中敌无变则待之、敌有

变则应之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存在消

极待机的问题。必须认清，敌情变化

等不来，制胜战机等不来，最终胜利也

等不来。等待敌情变化的时间过长，

留给敌方调整部署、组织作战的时间

也就越长，还可能使己方部队内部疑

虑丛生、谣言四起。尤其是在己方以

少对多、以弱击强之时，过久的持战待

变极易让己方部队陷入敌方的层层围

困之中。

苏中战役中，我军在初战宣泰、二

战如南取得重大胜利并组织主力部队

休整待机期间，并未消极待战，而是以

一部力量在海安及其以南、以西地区

实施运动歼敌，“为华中野战军主力赢

得了宝贵的休整时间”。在主力得到

充分休整后，我军迅速集中兵力，歼灭

李堡之敌，打破敌人迅速“清剿”苏中

地区的美梦，迫使敌方重新调整部署、

修改计划。这为我军后续乘胜直插敌

军封锁圈中部的丁堰、林梓，坚守邵伯

阵地抗敌轮番进攻，主动迎战歼敌于

如黄路，并最终取得七战七捷的重大

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百战奇略百战奇略原 典

计谋分析

战 例

《百战奇略》变战篇原文为：

凡兵家之法，要在应变。好古知

兵，举动必先料敌。敌无变动，则

待 之 ；乘 其 有 变 ，随 而 应 之 ，乃

利。法（《孙子兵法·虚实篇》）曰：

“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变战篇大致内容为，大凡军

事家的用兵准则，最为关键的是

随机应变。精通古代兵法、懂得

用兵之道的指挥员，在实施作战

行动之前必定会分析判断敌情。

如果敌情没有变化，就等待其发

生变化；如果敌情出现变化，就趁

机采取相应的策略。这样才有利

于夺取战争的胜利。恰如兵法所

说：“能根据敌情变化而随机应

变、克敌制胜的指挥员，可称为用

兵如神。”

五代十国时期的后梁末年

（公元 915 年至 916 年），后梁与

晋 国（后 唐 前 身）争 夺 魏 州（今

河 北 省 邯 郸 市 大 名 县 北）之

地 。 晋 王 李 存 勖 领 兵 进 占 魏

州，而梁将刘鄩为避敌锋芒，于

莘县驻军坚守、筑防储粮，以图

持 久 抵 御 晋 军 。 梁 军 坚 守 期

间 ，梁 帝 朱 友 贞 多 次 强 令 刘 鄩

出 兵 迎 敌 。 梁 军 被 迫 出 击 ，却

遭 到 来 势 凶 猛 的 晋 军 奋 力 夹

击，最终惨遭失败。

1946 年 7 月 13 日 至 8 月 31

日，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和政

委谭震林指挥所部约 3.3 万人，

对进犯我苏中解放区的国民党

军 12 万余人连续进行了宣泰、

如南、海安、李堡、丁林、邵伯和

如 黄 路 7 次 战 斗 并 取 得 胜 利 。

此役共歼敌 5.3 万余人，粉碎了

蒋 介 石“ 两 个 月 内 消 灭 苏 北 共

军”的狂妄企图。

19861986年年 1010月月 88日日，，中共江苏省委在海安县隆重举行苏中七战七捷中共江苏省委在海安县隆重举行苏中七战七捷 4040周周

年纪念大会及苏中七战七捷纪念碑奠基典礼年纪念大会及苏中七战七捷纪念碑奠基典礼

娄山关景区的毛泽东手迹石刻娄山关景区的毛泽东手迹石刻

19471947年中共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社会部情报处锦西情报站在暖池塘村的办公地址年中共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社会部情报处锦西情报站在暖池塘村的办公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