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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明庄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南河沿

大街 1 号，是一座坐西朝东、上覆绿色

琉璃瓦、四周为灰色砖墙的中西合璧

式建筑。70 多年前，我党工作人员曾

与国民党特务在此进行过一场鲜为人

知的“特殊较量”。

抗日战争胜利后，虽然国共双方

通过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但

以 蒋 介 石 为 首 的 国 民 党 反 动 派 却 是

假 和 平 、真 内 战 ，不 断 进 攻 我 解 放

区。1945 年 12 月，时任美国总统的杜

鲁 门 派 马 歇 尔 来 到 重 庆 ，“ 调 处 国 共

军 事 冲 突 ”，参 与 国 共 和 平 谈 判 。

1946 年 1 月，由周恩来、张群和马歇尔

代表三方组成三人小组，共商解决各

项军事问题的具体办法，国共双方分

别下达停战命令。随后，由中共、国民

党和美国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

行部（简称军调部）在北平成立。军调

部主要负责执行停战协议，调处全国

范 围 内 的 军 事 冲 突 。 军 调 部 办 公 地

点在协和医院，中共代表团的驻地就

设在翠明庄。

翠明庄建于上世纪 30 年代，这块

土地原为梅兰芳所购，准备兴建戏园，

后被日军抢占并建为招待场所。日本

投降后，翠明庄被国民党政府接收，并

交予特务机构励志社使用。国民党特

务在翠明庄周边设置了许多暗哨，并乔

装成服务员，企图在调处期间窃取中共

代表团的情报。随着调处工作内容的

不断增加，代表团与延安方面的通讯往

来日益频繁，躲避特务监视、确保重要

情报安全成为当务之急。这期间，中共

代表团在叶剑英的领导下，不仅要在谈

判中与国民党和美国代表进行针锋相

对的斗争，还要在大批特务捣乱、恐吓

的恶劣环境中坚持开展工作。

有一次，中共代表团在执行任务

时，发现了被窃听的迹象。经过缜密

调查，发现国民党特务在翠明庄地下

一处隐秘点架设了侦搜情报的小型电

台。为了揭露特务的丑恶嘴脸，中共

代表团将这种无耻行为直接公开给国

民党和美国代表，并将证据拿到谈判

桌前，让其无言以对。

在这场无声较量中，翠明庄发挥

了两个重要作用：一是设在这里的电

台和机要科，圆满完成了党的机要通

讯任务；二是中共通过翠明庄这个重

要的转运站，向解放区转接、输送了一

批批干部和物资款项。王稼祥、邓颖

超、王震等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和多位

著名民主人士，也都在翠明庄短时间

居住过。

1946 年 6 月，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撕

毁和平协议，发动内战，军调部无法正

常开展工作。8 月，马歇尔和美国新任

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承

认了在中国的调处失败。1947 年 1 月，

美 方 结 束 与 三 人 小 组 和 军 调 部 的 关

系。2 月，叶剑英带领最后一批工作人

员撤离北平返回延安，结束了军调部

中共代表团的历史使命。

军事调处执行部存续期间，中共

代 表 团 胜 利 完 成 了 党 赋 予 的 多 项 争

取和平民主的重要任务，毫不畏惧地

与敌特分子进行了长达一年的“特殊

较 量 ”，为 我 党 的 革 命 事 业 作 出 了 杰

出贡献。因缘际会，翠明庄见证了这

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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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年 9 月发起的温坊战斗，是中

央红军为抗击国民党东路军实施的松毛

岭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被中革军委嘉

奖为“红军战史光荣的一页”。

1934 年 9 月 1 日至 3 日，在中革军委

主席朱德直接指挥下，红一军团、红九军

团及红二十四师运用毛泽东关于运动战

及“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积极防御的战

略战术，以很小的代价重创国民党军两

个师，取得了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

以来最重大的一次胜利。

1934 年七八月间，国民党军对中央

苏区实施“六路进攻”，突破了中央苏区

北部防线，将进攻目标转向东路的福建

战 场 。 其 东 路 军 李 延 年 第 四 纵 队 4 个

师 、19 个团 4 万余兵力已部署到位，其

战略目标是“先占领汀州，尔后会同北

路军、南路军总攻瑞金”。进占汀州，必

须先占领战略要地朋口 、温坊。8 月 3

日拂晓，红二十四师袭击敌南阳工事薄

弱部位，拉开了松毛岭战役温坊战斗的

帷幕。

声东击西，诱敌深入。一方面，朱德

积极作出从正面阻击连城、朋口一线敌

军西进汀州的部署。先后于 8 月 5 日、8

日、11 日多次电令红一军团、红九军团

向李延年纵队推进的方向运动集中，并

命令红一军团于 8 月 20 日前在不暴露我

主力部署的情况下加强游击活动，伺机

给敌以打击；8 月 26 日，在侦察得知李延

年纵队拟于朋口集结，准备会攻汀州的

企图后，朱德决定趁敌不备，发起攻击，

以红一军团（缺十五师）协同红二十四师

在朋口以西地域阻击敌军，并以红九军

团为预备队，集中兵力打击由连城、朋口

向河田、汀州进攻的另一部敌军。

另一方面，朱德电令红一军团第十

五师伪装成红一军团全部，于 8 月 27 日

由宁化出发，经禾口改向石城、驿前，加

入红五军团的战斗；电示红九军团和红

二十四师伪装成地方部队“休息整理”或

修补工事，以迷惑李纵队，令其以为红军

主力已远离闽西，给敌人以红军在东线

空虚的假象。敌人果然中计，快速向长

汀推进。

出其不意，突击围歼。朱德断定敌

人从朋口向长汀急进途中必将经过温

坊，而朋口至温坊沿途地势险峻，两侧

高山绵亘，是运动歼敌的极好地形。于

是，他在 8 月 31 日 24 时向前线指挥员发

出急电：“一、九军团及二十四师主力应

在温坊中屋村间实行突击李纵队的任

务。”其部署为：红一军团第二师与红二

十四师为这次战斗的“主力突击队”，红

一军团第一师与红九军团第三师分别

为右翼、左翼的“截击队”，从左右两侧

配合主力突击队打击敌人，防敌逃窜并

阻截来援之敌。军团指挥所位于温坊

西侧的制高点松毛岭，可以居高临下指

挥这场战斗。

9 月 1 日，敌第三师第八旅 3 个团在

没有后续部队的情况下闯进红军埋伏

圈。红二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率部

于 当 日 下 午 与 敌 接 触 ，约 20 时 开 始 夜

袭，4 团由村西北端、5 团由松毛岭、6 团

从敌人堡垒间隙向温坊村内攻击，同时

配合红二十四师消灭周边村庄洋贝等

地固守堡垒之敌。红二十四师以 3 个营

兵力，截断敌向洋坊尾、马古头退窜归

路，以两个营兵力于温坊、洋坊尾之间，

向温坊东南攻击敌之右翼侧背，连夺敌

人数个阵地，俘敌百余名，枪约百支，并

继续向敌旅指挥阵地温坊村东南高地

攻击。第二天早晨，全歼进入该地区的

两个团，只有第八旅旅长许永相和少数

部队脱逃。

调整部署，防敌反扑。朱德为初战

告捷感到欣慰，同时发现红军现在所处

地理位置存在危险，立即电令部队利用

夜 暗 转 移 至 附 近 山 地 隐 蔽 ，防 敌 机 轰

炸，并按计划紧前布置阵地，加筑支撑

点，进一步调整兵力部署，集中优势兵

力，仅由红二师派出一营的兵力固守温

坊的支撑点。

9 月 3 日凌晨 3 时，敌人派出第九师

和第三师共 3 个团，再次向温坊推进以

求报复。上午 9 时，敌第九师 50 团作为

先头部队再次进入温坊，距离大部队有

一定距离。红军果断出击，一师负责截

断其归路，二师从八钱亭、二十四师从马

古头两个方向向敌人夹击，经过两小时

的激战，其正面被完全突破。在温坊以

东 及 东 北 地 区 ，战 斗 密 集 展 开 。 16 时

许，马古头岭敌最后阵地被红军占领，战

斗遂告结束。

此次战斗红军以伤亡 600 余人的代

价，重创国民党军李延年第四纵队 4 个

师，全歼敌一个旅和一个团，毙伤敌人

2000 余人，俘 2400 余人，缴枪 1800 余支，

缴获弹药 44 万余发。

朱德在 10 月 1 日撰写的《在堡垒主

义下的遭遇战斗》一文中，将此次战斗定

义为遭遇战和伏击战。红军运用自身高

度灵活机动的特点，迷惑引诱敌人，集中

了较优势的兵力预先占领待机位置，以

逸待劳，充分利用夜暗、地形等有利条

件，坚决果断、速战速决，给运动中的敌

军以猛烈打击。

温坊战斗摆脱了博古、李德“御敌于

国门之外”和堡垒战、阵地战全线抵御的

单纯防御路线，采取了“集中优势兵力击

敌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彻

底粉碎敌人围剿”的积极防御路线，是一

场典型的运动战和诱敌深入的伏击战。

温坊战斗：

“红军战史光荣的一页”
■曹亚铂 王久铭 张 军

温坊战斗示意图温坊战斗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