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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第一记钟声敲响的时候，国
共两党22年的较量大局已定。

西柏坡。刚刚过了 55岁生日的毛
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
到底》的新年献词，第一句就是：“中国
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
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
也不怀疑了。”

逆转

雪花，飘落滹沱河两岸。新的一
年第一天，在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农
村指挥所，在一座座农家小屋，人们随
着毛泽东的思绪，憧憬着即将到来的
新中国——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

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 1948年更加伟大
的胜利……1949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
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
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

这一天，南京城里的蒋介石也发表
了“新年献词”。这就是被当时的舆论
解读为“乞和电”的蒋介石新年文告：
“……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
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
是从。”

在当天的日记中，蒋介石这样写道：
“今日又是一个新年日了……去年一年的
失败与耻辱之重大为从来所未有……”
“总统府”依然张灯结彩。但蒋介

石清楚，他的整个大厦已是风雨飘摇。
只是，此时蒋介石还没有想明白，失败
为何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彻底？

仅仅在两年多之前，蒋介石是不把
缺枪少弹的共产党军队放在眼里的。
当时的国民党，拥有 430万军队，规模之
大为世界之最，且陆海空俱全。而共产
党的军队只有 132万，尚处在小米加步
枪阶段。

1946年 6月 20日，国民党在南京召
开军事会议——进行进攻解放区总动
员。蒋介石的信心可谓空前爆棚：“比较
敌我的实力，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一
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等，我们也比匪
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
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手
中。一切之条件，皆操之在我，我欲如
何，即可如何。”

抗战结束，国民党从日本人手中接
收步枪68万多支、手枪6万余支、机关枪
近3万挺，火炮1.2万多门，战马7万匹以
及 543辆坦克装甲车和 1.8亿发子弹，这
些武器足以装备80个步兵师、10个炮兵
师、6个骑兵师和7个装甲团。日军还给
蒋介石留下了 1400艘军舰，排水量相当
于抗战之前国民党海军全部舰只的总吨
位。与此同时，美国将原本准备用以与
日本进行本土决战的战争剩余物资低价
处理给了蒋介石，仅国民党海军就接收
了美国提供的32艘驱逐舰和潜艇。52国

捐赠中国的食品物资中的98%，也被美国
截留下来送给了国民党。到内战爆发
前，美国不仅为国民党装备了45个师，还
帮助蒋介石把54万兵力运送到了前线。

力量上的绝对优势，让蒋介石到了
忘乎所以的地步。就在毛泽东飞抵重
庆谈判的第二天，重新印发蒋介石“剿
匪手本”的密令已经发到国民党各战
区。和平仅仅维持了几个月，蒋介石便
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向共产党 6个解
放区同时发起进攻。国民党甚至叫嚣：
消灭共军短则3个月，长则 5个月！

不过，蒋介石似乎忘记了一点，那
就是，在他与毛泽东的较量中，无论占
据怎样的优势，最终陷于被动的总是他
而不是毛泽东。

3万对 40万，曾是湘江之战后、遵义
会议前，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面临的严峻
局面。在蒋介石看来，此时的红军“流徙
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

然而，就是带着这样一支人均子弹
不到 3发的队伍，刚刚在遵义会议上重
获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在川、黔、滇边
界的崇山峻岭间上演了他军事生涯中
的光彩篇章：四渡赤水、威逼贵阳、兵临
昆明、巧渡金沙……直至把中国革命的
航船驶出最为狭窄的航道。

一次前路渺茫的仓促撤退，尚且可
以变成一曲气壮山河的英勇进军。经
历过长征的锤炼、抗战的洗礼，毛泽东
的指挥艺术更加高超，麾下战将宛若群
星，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自然不可
能按照蒋介石的剧本发展。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毛泽
东果断决策：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地
盘越占越大的国民党捆住了手脚，共产
党却在轻装前进中越来越强。战争头 8
个月，蒋介石以损兵 71万的代价占领了
解放区的50多座城市。

全面进攻最终以失败告终。蒋介
石又于 1947年春对山东和陕北发动所
谓的“重点进攻”——结果，迎接他的又
是一个紧接一个的失败。

在山东，陈毅、粟裕以“百万军中取上
将首级”的气魄，兵锋直指国民党军“五大
主力”之一的整编七十四师。孟良崮之
战，整编七十四师成了最先被歼灭的国民
党“王牌”，全套美式装备全部成了解放军
的战利品。

在陕北，毛泽东以延安一座空城，
换来了战略上的主动。在一个半月中，
解放军连续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打
了三次歼灭战，号称“天子第一门生”的
胡宗南损兵一万四千。

更让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1947年
6月 30日深夜，刘伯承、邓小平率 12万
大军突破黄河防线，直插国民党心腹之
地——大别山，拉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
略进攻的序幕。

1947年，解放军歼敌百万——胜利
的天平，悄然间向着共产党一方倾斜。
也就是这年年底，共产党人喊出了这样
的口号：“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1948 年 5月 20 日，蒋介石就任“行
宪”后的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然而，
赢得了“总统选举”的蒋介石从此再也
没有在战场上尝过“赢”的滋味。

这一年，解放军更加所向披靡。兵
锋所指，国民党摧枯拉朽。11月 2日，历
时 52天的辽沈战役以歼敌 47万余人而
结束。实力雄厚的东北，从此成了共产
党的战略大后方。

此时此刻，浩荡入关的 70万东野大
军与华北野战军一起，已经完成了对北
平和天津的分割包围；而在淮海战场
上，最后一股国民党部队——杜聿明集
团也进入了被歼倒计时。

1949年元旦到来的时候，国共两军
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解放军兵力达
到310万，国民党军下降至290万。

四面楚歌。万般无奈之下，蒋介石
发出了他的“乞和文告”。即使如此，他
仍然不忘把责任推给共产党：“今日时
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
在于政府，亦非我同胞对政府片面的希
望所能达成。须知这个问题的决定在
于共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
转祸为福，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

毛泽东显然不会再给蒋介石苟延
残喘的机会，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
中，他特别引用了古代希腊的一则寓
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
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
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
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
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
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外国和中
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
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
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
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
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

前线

毛泽东主席这篇文章的广播稿，粟裕
是在淮海战役指挥所听到的。是时，杜聿
明集团已成瓮中之鳖，夺取这场解放战争
最大战役的最后胜利，粟裕成竹在胸。

离开地图，粟裕吹了一支喜爱的口
琴曲。刚刚经历过的一幕幕惊心动魄
的战争场景，仿佛浮现在眼前——

1948年 9月 24日，就在将士们高呼
着“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涌入泉城
的那一刻，作为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
代政委的粟裕，已在酝酿着新的风暴。

王耀武，国民党悍将之一。1935年 1
月，在赣东北置红十军团于死地的怀玉山
之战，就是王耀武和他的国民党补充第一
旅所为。那一战，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
志敏、军团长刘畴西被俘，红十军团仅剩
粟裕、刘英等率领的1000余人冒死冲出了
封锁线，于血雨腥风中留下了一脉火焰。

13年过去，一切都在发生逆转。粟
裕也在硝烟中练就了穿越战争风云的目
光。攻克国民党苦心经营的济南城，“证
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
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他向中央军
委提出进行淮海战役的建议。毛泽东次
日复电，“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并
指示“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
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

与王耀武一样，同样是国民党军队
悍将的黄百韬也是粟裕的老对手。豫
东之战，黄百韬在最后时刻与粟裕打成
了胶着状态，由此获得了蒋介石颁发的
最高荣誉——“青天白日勋章”。

在两淮和海州地区作战，被后来的
史学家称为“小淮海”。然而，随着东北
全境解放，粟裕的“胃口”已不满足于消
灭黄百韬兵团。11月 8日，也就是辽沈
战役胜利 6天之后,粟裕发出了著名的
“齐辰电”，“斗胆直陈”中央军委，请求
将作战区域扩大到徐州、蚌埠一带——
把“小淮海”变成“大淮海”。

最先首肯这个“大得吓人的方案”
的依然是毛泽东——两年前，39岁的粟
裕指挥 3万兵力在苏中七战七捷，歼灭
国民党精锐 5万。捷报传到延安，毛泽
东说：“这个从士兵成长起来的人，将来
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

此时的华野大军拥有 36 万之众。
但，粟裕的对手同样空前强大。它不单单
是黄百韬第七兵团的12万人，而是国民党
徐州“剿总”司令刘峙统领的将近80万人。

刘峙，黄埔军校早期教官，蒋介石
“八大金刚”之一，中央军“五虎上将”之
首。当 20岁的粟裕还是南昌起义部队
总指挥部的一名班长的时候，35岁的刘
峙已经是堂堂的国民党军军长了。

自恃徐州周围聚集了大批的“王
牌”部队，刘峙认为解放军“吃不掉，啃
不动”。但几天之后，刘峙就领教了粟
裕的厉害。

11月 16日，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
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淮海
战役总前委，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11月 22日，“小淮海”激战 12天，兵
力 12万的黄百韬兵团悉数被歼，黄百韬
兵败自杀。也许意识到刘峙已不是粟
裕的对手，蒋介石急召前期调往东北战
场的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重返徐
蚌主持战事。

11月 25日，在中原野战军一举围住
驰援徐州的黄维兵团的同时，粟裕命令
华东野战军包围试图解救黄维的杜聿
明部队。

战争史上的奇观由此形成：被包围
的两支国民党军，黄维的 12兵团是蒋介
石的嫡系部队，兵力 12万人，国民党军
“五大主力”之一的第 18军就在这个兵
团；而杜聿明集团则多达 30万人，邱清
泉兵团和李弥兵团也是蒋介石所倚重
的部队。并且，杜聿明和黄维，都是蒋
介石视为己出的黄埔一期生。

一下子围住两支美式装备的精锐
部队，显然无法一口吃掉。总前委决定
“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集中兵力吃
掉黄维兵团，同时“夹”住杜聿明集团，
看住蚌埠北援之敌。
“我们以多路多层尾追、平行追击、

迂回截击、超越拦截相结合，尽全力追
击……12月 4日拂晓，我们将杜聿明集
团全部合围于陈官庄地区，这时我才松
了一口气。”多年之后，粟裕在他的《战
争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事实上，此时
的粟裕头颅中还有三块弹片，那是红军
时期留下的，直到逝世后才被发现。

1948年 12月 6日，中原野战军与华

野一部对黄维兵团发起全线攻击。为
了挽救黄维，蒋介石将次子蒋纬国的装
甲部队也调来了。

12 月 15 日，拒绝投降的黄维连同
兵团副司令吴绍周一同被俘，另一位副
司令胡琏侥幸乘装甲车逃脱。歼灭 12
万人的黄维兵团，用了不到 10天——蒋
介石刚刚空投给黄维的亲笔手令，也落
到了解放军手中。

马上，就要轮到被粟裕死死“夹”住
的杜聿明集团了。12月 17日,毛泽东亲
自起草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前
沿阵地，大大小小的喇叭一遍遍广播这
篇直戳国民党官兵心窝子的文章：“你
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
维兵团已在十五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
兵团已掉头南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
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
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
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

雨雪交加，天寒地冻。陈官庄、青
龙集地区方圆不过几十公里地方，成了
杜聿明集团的人间地狱。

兵败如山倒。望着因争抢几块马
肉而大打出手的官兵，曾经的国民党名
将杜聿明感到了末日来临的气息。尽
管他不打算束手就擒，但他清楚，随着
这个寒冷的元旦之夜到来——灭亡，已
经向着他的队伍招手了。

源泉

元旦过后6天，华东野战军向杜聿明
集团发起总攻，杜聿明被俘，邱清泉被击
毙——66天的淮海战略大决战，蒋介石
80万精锐之师，损失了 55.5万人。杜聿
明和他的黄埔同学黄维不久之后还要汇
合，不过，那是在解放军的战俘管理所中
了。

斯大林闻知淮海战况，在记事本上
写道：“60万战胜80万，奇迹，真是奇迹！”

1961年，周恩来总理会见来华访问
的英国陆军元帅、二战名将蒙哥马利，
一年前刚刚被特赦的杜聿明作陪。

蒙哥马利问杜聿明：你的百万大军
哪里去了？

杜聿明笑着指了指坐在对面的陈
毅元帅：“都送给他了。”

蒙哥马利说，拥有百万军队的统
帅，是不应该被打败的。

也许，蒙哥马利不曾想到，与 60万
解放军指战员并肩战斗的，还有解放区
543万支前民工。淮海战役第三阶段，
支前民工与参战兵力之比达到 9∶1。88
万辆大小车辆，向前线送去了足够一个
中等城市吃上5年的粮食。

兵民是胜利之本。人民，就是共产党
赖以依靠的力量，就是共产党从胜利走向
胜利的源泉。正是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
正是有了民心所向、民意所归、民力所聚，
人民军队才会无往而不胜、无敌于天下。

元旦过后 10个月，一个真正的属于
人民的共和国诞生在金色的秋阳里。
天安门广场，如林的手臂高高举起，纵
情呼喊“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脱帽致意，声如洪钟——
人民万岁！

那一天：1949年 1月 1日
■贾 永

2019，

我用那颗晶莹的露珠迎接你

那里，闪动着春天扑鼻的气息

有温暖和煦的阳光

有绿水青山的芳香

有孩子灿烂的笑脸

当露珠滚落

涓涓细流，湿润了那一片黑油

油的土地

种子发芽了

彩蝶飞舞，紫燕归家

一个属于春天的时光已经开启

2019，

我用那行滚烫的汗珠迎接你

那里，流淌着夏日炎炎的激情

有躬腰前行的身影

有黝黑发亮的皮肤

有残缺了口的禾锄

汗珠滴落的声音

是劳动者最动听的号子

汇聚成执着滚滚前行的洪流

绿树成荫了

荷盖如伞，姹紫嫣红

一个美好的向往正在生长

2019，

我用一串串金黄的稻穗迎接你

那里，荡漾着秋日多彩的喜乐

有满载的箩筐

有压弯的扁担

有眯成缝的笑眼

当秋风摇曳

稻浪云涌，橘红似火

那是奋斗者挥舞的幸福

是一个站立并昂首的民族澎湃

的力量

2019，

我用一朵朵洁白的雪花迎接你

那里，蛰伏着冬日萌动的灵魂

有洁白的虔诚

有傲雪的风骨

有凌寒的坚韧

但天凝地闭掩不住浪漫的情怀

如初的情怀在严寒中

孕育着一个更加绚丽的春天

2019，

是祖国母亲70岁的生日

我们用四季的美好

用一生的热爱

拥抱你

祝福你

拥抱
2019
■丁 政

山的那边是山，山那边的那边才是
边防连。

寒冬时节大雪封山，边防连成了一
座名副其实的孤岛。我来这儿是在 10
月中旬，虽说时令是暮秋，可这里早已
步入严冬的行列。周遭银装素裹冰天
雪地，目之所及一片萧条荒凉。更难以
忍受的是精神上的寂寞和空虚，那种仿
佛被掏空的感觉难以名状。

饲养员小李是我来这儿后注意到
的第一个战士。他个子不高，干起活来
干脆麻利，好像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最初吸引我的是他的笑声，开朗得似一
只云雀欢快的叫声。他的快乐源自哪
里？我不自觉地走近他。当我说出心
中的疑惑后，小李眨巴眨巴眼睛，呵呵
一笑：“我只是自娱自乐罢了。在这个
寂寞的地方，自己不创造点欢乐出来，
人会憋疯的。如果非要说有什么魔法，
不知那棵桃树算不算？”说罢他指了指
猪舍旁边的一棵树。我打量了一下那

棵桃树，它碗口粗细，不高，光秃的枝干
在寒风里显得有些瑟缩。桃花虽美，可
我不太喜欢，觉得此花肤浅且过于招
摇，远不及梅兰般高雅含蓄。小李似乎
读懂了我的表情，笑着说：“你没见到它
开花的样子。春到边关时，一夜之间桃
花灿然绽放，美若云霞！”随着他那诗意
的描述，一树繁花仿佛在我眼前出现，
那温暖的芬芳沁人心脾。

那天，他一边哼着快乐的小曲一边
清扫，沉重的铁锹在手中飞舞，伴着小猪
们的叫声，猪舍里一片欢腾。我夸他工
作热情高。他嘿嘿一笑，不好意思地低
下头。“刚下连那会儿，指导员找我谈话，
让我当饲养员。我一听就急了，从小我
就想成为一名光荣的边防军人。当饲养
员多没劲，再说传回家去，丢人。”“后来
呢？”我问。他嘻嘻一笑：“后来，指导员
一句话就把我的思想工作做通了！”我饶
有兴致：“哦，是哪句话？”小李不慌不忙
地学着指导员的腔调说：“革命军人是块
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现在猪们狗们需
要你啊！”言罢，我们俩一起哈哈大笑。
“我刚当饲养员那会儿，总感觉自己受了
天大的委屈，一腔怨气全撒在猪身上。
那段时间它们见了我都吓得东躲西藏

的。那天，我在打扫猪舍，心情特别低
落。一阵风吹过，桃花纤细的花瓣如雨
飘落，落在我的头上，也仿佛落在我的心
上，那种美一下子把我打动了。那一刻，
我突然决定，要像那棵桃树，哪怕是生长
在猪舍旁，也要绽放出自己的灿烂，把美
留在北疆！”我不再言语，静静地看着那
株桃树。夕阳的余晖下，它满身流光溢
彩。

新年一天天临近，空气里思乡的味
道也随之弥漫开来。一天傍晚，我和小
李一起散步。皑皑白雪覆盖下的大山
和营房显得格外空寂。小李认真地说：
“你说，过新年要是桃花能开，该多好
啊！”我扑哧一笑：“你别异想天开了！”
他沉默了，长久没有说话。我猜，他可
能是想念四川老家过年时油菜花和桃
花竞相开放的美丽了。

新年的前夜，战友突然跑来对我说：
“快去看看啊，桃树开花了！”一头雾水的
我跟着战友跑出了营房，去一探究竟。
转过食堂，远远的，我看到在一盏红灯笼
映照下，一树桃花分外娇艳。那一刻，我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走近细看，满树
淡红色的“花瓣”正开得热烈。我心中一
热，真不知小李是如何将这些精致玲珑
的纸花挂到树枝上的。雪落无声，那一
树繁花显得那样温馨动人，让人不忍去
触碰，生怕破坏了这梦幻般的美丽。

新年将至，天寒地冻。我早已离开
边防连，但是我仍想念着那里的战友们，
想念着我在那里度过的那个新年。那是
我军旅生涯中最温暖的一个夜晚，山野
雪落无声，灯映桃花暖红。

灯映桃花暖红
■王明洪

我登上了西炮台。目光从大辽河顺
流而下，最后停泊在大海上。那片大海，
我望了很久很久……

我脚下的西炮台高于摆尾的大辽
河，高于浩洋的大海，亦高于这块肥沃的
土地。长墙翼蔽，神肖展翅之雁。尊尊
铁炮，奋威振武之态。

它面向大海，扼守辽河的咽喉。它
仿佛想垫高瞭望的目光，把大海揽入怀
中，但终究事与愿违，曾几何时，强虏攻
入，炮声断折，国破海殇，生灵涂炭……

时光流水，倏忽百年。炮台兀立，野
草追风，驳影斑斑，弹孔累累……

我伫立炮台，目光依然没有离开大
海。隐约中，我听到隆隆的炮声，还嗅出
刺鼻的硝烟味——大海依然藏着伤口，
飘着隐隐的阵痛。

图强，需要怎样的自省与自觉，奋发
与担当！悠久的历史并不是一个民族的
肌肉；地大物博也不等于有挺直的尊
严。伟大的文明需要的是智慧、深邃的
目光，开放的气魄与胸襟，勇敢无畏不屈
不挠的英雄精神……

站在西炮台上，我深情地望着大
海。大海紧紧地依偎着我的祖国，刘公
岛的肩上依然是蔚蓝的使命。我探寻
的脚步追上了刘公岛，走走停停，寻寻

觅觅……
我嗅到了历史浓郁的气味。当我从

甲午海战纪念馆走出时，阳光涌了上来，
驱赶我心头的浓云和沉重的思绪……

抬起头，一只鸽子，比阳光还明亮的
鸽子落在那尊英雄雕像的肩上。它咕咕
地叫，抖动着翅膀，像是呼朋引类，又像
是向我提醒：一个盛世的年代，幸福有着
巨大的存量。鸽子，多么美好的譬喻，平
和而温驯，它最适合做蔚蓝天空的徽章。

仰望海天，迎风展翅的海鸥仿佛大
海自信地扬眉，眸光熠熠闪耀。海潮澎
湃，蕴藏着丰沛的力量，蓬勃的锐气与
智慧……

扑啦啦……那只鸽子飞走了，被划
开的阳光弥合了平静。刘公岛的肩上依
然是蔚蓝的使命……

蔚蓝的使命
■张少恩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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