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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3 月 7 日 ，第 二 野 战 军 第 5

兵团第 18 军在四川乐山召开进军西藏、

解放西藏誓师大会。军长张国华、政委

谭冠三带领第 18 军将士发出“不管有多

少艰难险阻，我们都要坚决完成进藏任

务，把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的

豪迈誓言。会后不久，第 52 师第 154 团

作为先遣部队率先进发，拉开了进军西

藏的序幕。

毛主席发出解放西
藏的命令

1949 年 12 月 6 日，毛主席乘专列离

开北京前往苏联访问。旅途中，他脑海

中不断思考着解放西藏的问题。渡江

战役后，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相继

解 放 ，国 民 党 军 如 惊 弓 之 鸟 退 缩 到 华

南、西南的几个省，消灭国民党军残余

势力，解放全中国已经指日可待。随着

第一野战军和平解放新疆、第二野战军

挥戈大西南，解放西藏的宏伟蓝图已经

在毛主席心中渐渐清晰。

对西藏问题的复杂性，毛主席早有

判断。1949 年 2 月 1 日到 3 日，他在西

柏坡同斯大林派来的代表、苏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米高扬举行正式会谈。在谈

到关于解放战争的发展时，毛泽东说：

西藏问题并不难解决，但一个是交通，

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比较麻烦。另

一方面就是民族问题了，特别是这个受

宗教控制的地方啊，那是更不能快的，

就是不要快，不要鲁莽行事，而要慎重

稳步前进。

1949 年 11 月 23 日，就解决西藏问

题，毛主席致电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

刘伯承、邓小平，指出：“西藏问题的解

决应 争 取 于 明 年 秋 季 或 冬 季 完 成 之 。

就 现 在 情 况 看 来 ，应 责 成 西 北 局 担 负

主 要 的 责 任 ，西 南 局 则 担 任 第 二 位 的

责任……”随后，彭德怀与时任西北局

书记、西北军区政委习仲勋，西北军区

副司令员张宗逊短暂碰头，研究毛主席

电报里指示的解放西藏问题。习仲勋

和张宗逊第二天即指示西北军区设在

青海、甘肃的情报站，立刻开始收集整

理青海、西藏有关的社情、民情问题，

为部队入藏提供依据和准备。12 月 28

日 上 午 ，彭 德 怀 同 西 北 局 常 委 贾 拓 夫

一 道 由 西 安 飞 抵 北 京 ，并 于 次 日 向 中

央专题汇报考察情况。30 日，彭德怀根

据中央负责同志的意见，将有关情况写

成报告 ，由 中 央 立 即 发 往 正 在 苏 联 访

问的毛泽东。

1950 年 1 月 2 日凌晨 4 时，远在异

国的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彭德怀并转

发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一）德怀同

志 12 月 30 日关于西藏情况及入藏路线

的电报已收到阅悉。此电请中央转发

刘、邓、贺三同志研究。（二）西藏人口虽

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

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

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

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

由西南局担负。（三）既然由西北入藏每

年只有 5 月中旬至 9 月中旬共 4 个月时

间可以通行，其余 8 个月大雪封路不能

通行，则由西康入藏之时间恐亦相同。

而如果今年 5 月中旬至 9 月中旬不向西

藏进军，则须推迟至 1951 年才能进军。

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

取于今年 5 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

10 月以前占领全藏。为此，建议：<甲>

请刘、邓、贺三同志于最近期内（例如 1

月中旬）会商一次，决定入藏的部队及

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

立即开始布置一切；<乙>迅即占领打

箭炉，以此为基地筹划入藏事宜；<丙>

由现在（1 月上旬）至 5 月中旬以前共三

个半月内，被指定入藏的军队，应争取

由打箭炉分两路，推进至西康、西藏的

接境地区，修好汽车路或大车路，准备

于 5 月中旬开始入藏；<丁>收集藏民，

训练干部；<戊>闻西藏只有六千军队，

而且是分散的，似乎不需要我在上次电

报中提议的 3 个军，而只需要一个充足

的军或 4 个师共约 4 万人左右的兵力，

即已够用，惟需加以特殊政治训练，配

备精良武器；<己>入藏军队可定为三

年一换，以励士气。（四）进军及经营西

藏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西南刚

才占领，西南局诸同志工作极忙，现又

给以入藏任务，但因任务重要，且有时

间性，故作如上建议。这些建议是否可

行，请西南局筹划电复为盼。”

山城点将

1950年 1月 5日凌晨，重庆曾家岩第

二野战军司令部。刘伯承和邓小平接到

毛主席这封充满重托和期盼的电报，认

真思考着“派谁出兵西藏”。眼下，第二

野战军的几个军，四川、云南、贵州一处

一片，目前占领西康省会雅安的，不是第

二野战军的老部队，而是第 62 军。单从

地理位置和经济、时间的角度上看，最合

适出兵的是第 62 军。但很快，他们就打

消了让第 62 军进藏的念头。原因是他

们感到进军西藏是一项困难重重的重大

军事行动，其中的艰辛可能超出以往，尤

其是保障等一系列问题矛盾突出，越是

艰苦的任务越是要自己的部队去完成。

刘伯承和邓小平又将第二野战军的 9 个

军一个个筛选，认为第 10 军的战斗力最

强，派他们去合适。遗憾的是，军长杜义

德当时身体很差，进藏恐怕困难。邓小

平提出，在第二野战军下辖的 9 个军里

选出一个军长，带领第 10军进藏。

夜幕降临，嘉陵江在闪烁的星光映

射下，显得分外宁静。邓小平在批阅陈

赓和宋任穷发自云南的剿匪电报。刘

伯承站在窗前，专注地沉思着派谁领军

进藏。刘伯承先打破了沉默：“关于进

军西藏的人选问题……”邓小平站起身

来说：“让‘地主’去怎么样？”刘伯承一

听，兴奋了，说道：“张国华！”

张 国 华“ 地 主 ”绰 号 源 于 渡 江 战

役。南京解放后需要一批干部去接管，

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定抽各军的随营学

校的人员来接管南京。部署会上，当报

出第 18 军随营学校有 4500 多人时，全

场一片哗然。因为这个数字已经超过

第二野战军其他各军随营学校人员的

总和。有人开始窃窃私语：“张军长如

此富有，真是个‘地主’！”张国华“地主”

的绰号由此传开。

在 刘 伯 承 的 眼 中 ，张 国 华 沉 着 冷

静，考虑问题周全，又善于团结同志，打

仗很有办法。特别是在冀鲁豫、豫皖苏

的艰苦岁月里，张国华锻炼出独立开辟

根据地、建立地方政权的卓越才能。另

外，第 18 军中相当一部分干部都是经过

长征锻炼的。刘伯承和邓小平非常清

楚，此任务非张国华莫属。

誓把五星红旗插到
喜马拉雅山上

1950 年 1 月 7 日清晨，刘伯承、邓小

平等电示第 18 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

三等人：第 18军应以一个团位于新津、邛

崃县，并与第 18兵团在双城、大邑之部队

联络，军主力应在乐山、丹棱地区整训待

命。张国华同志及每师一个负责同志，

速来重庆受领新的任务。

10 日，张国华、谭冠三乘船赶抵重

庆。当晚，在重庆曾家岩西南局临时办

公 地 ，刘 伯 承 在 询 问 了 部 队 简 要 情 况

后，即传达了毛主席的电报精神，并说

“杜义德身体不好不能去西藏，你们可

带第 10 军去西藏”。末了，刘伯承还半

开玩笑似的加了一句：“怎么样？我二

野强有力的军长、政委配上最有战斗力

的部队，解放西藏没问题了。”

13日、14日，第 18军参谋长陈明义、

供给部部长赖荣光、第 52 师政委刘振

国、第 53 师师长金绍山、第 54 师师长张

忠等陆续到达重庆。

15 日一大早，刘伯承接见张国华一

行。一进屋，他见张国华表情凝重，就

问：“国华同志，二野所有部队你任意挑

选 3 个主力师，组成 3 万人的一个军，你

的意见如何？”

张国华不假思索地回答：“昨晚和谭

政委商量过了，我们还是带第 18军，自己

带的部队熟悉，我们也了解干部的能力。”

刘伯承用舒缓而又庄重的语气说：

“这次是交给你们一个非常重要、非常

艰巨、非常光荣的任务。西南局和西南

军区准备报告，由你们第 18 军担任解放

西藏的任务。”

刘伯承一连用了三个“非常”，此时

神态已变得既严肃又庄重。大家都明

白，这次任务非同寻常。

同日上午，刘伯承和邓小平在西南局

驻地接见第18军师以上军政主官，并主持

召开第18军师以上干部会议，正式向第18

军授予进军西藏的任务，部署进藏工作。

24 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以军

长 张 国 华 为 书 记 ，政 委 谭 冠 三 为 副 书

记，副军长昌炳桂、副政委王其梅、参谋

长李觉（后经批准，李觉任第 18 军第二

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天宝（后刘振国提

升为军政治部主任）为委员的中共西藏

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筹划进军和经营

西藏的工作。

张国华回到眉山，与军党委成员商

量后，决定于 1 月 27 日在乐山召开扩大

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毛泽东和西南局、

第二野战军首长关于进军西藏的指示

和部署。2 月 1 日，军党委发出《进军西

藏工作指示》，要求全军立即从政治动

员、物资准备、组织整顿三方面着手，做

好进军西藏的各项准备。

正当第 18军紧锣密鼓地进行准备工

作时，情况突变，川西一带匪患猖獗。从

成都到雅安的公路、桥梁都被严重破坏，

沿途的镇子、村庄全被土匪占领，粮食征

不上来，原计划组建先遣支队先期到达康

定、甘孜的计划只能暂时搁浅。

面对这种情况，刘伯承、邓小平指

示张国华，返回新津后，指挥第 18 军在

荣雅公路两侧和眉山地区展开剿匪，并

以西南军区名义建议党中央推迟进军

西藏。3 月 2 日，中央即批复同意，但特

别指出 1950 年入藏的计划不能动摇。

在乐山五通桥的张国华收到西南军

区转发的军委电报后，即制定了进军西

藏的具体计划。一是成立军前进指挥

所，由副政委王其梅负责，并带领前指先

期进到康定、甘孜地区。二是成立北路

先遣支队，由第 52 师师长吴忠率第 154

团前进。三是成立南路先遣支队，由第

53师副政委苗丕一率第 157团进发。两

个团的前期目的地是金沙江边。

匪患肃清后，西进康藏进入实质性

阶段。第 18 军拟制的《对西藏各种政策

的初步意见》报毛主席批准。该意见为

团结争取西藏上层人士的支持、指导西

藏和平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后，第

18 军指战员在张国华、谭冠三的带领

下，克服重重困难，一边筑路一边进军，

用生命和行动书写了“让高山低头、让

河水让路”的豪迈篇章。

1951 年 5 月 23 日，中央人民政府代

表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北京中南海

勤政殿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

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标志着西藏和平解放。9 月 9 日，王其

梅率第 18 军先遣部队进驻拉萨，把五星

红旗插上了世界屋脊。10 月 26 日，张

国华、谭冠三率第 18 军指挥机关和主力

部队进驻拉萨。至 12 月，进藏部队陆续

进驻察隅、日喀则、黑河、山南、林芝、江

孜、阿里各个地区，西藏全境获得解放。

进军西藏，历史选择了第 18军
■赵志刚

陆 军 第 74 集 团 军 某 旅 前 身 部

队 是 一 支 诞 生 于 湘 赣 边 界 秋 收 起

义 的 英 雄 部 队 。 三 湾 改 编 时 ， 该

部 整 编 为 红 一 方 面 军 第 1 军 团 第 1

师第 1 团，红 1 团由此得名。该团

参 加 了 创 建 井 冈 山 革 命 根 据 地 的

斗 争 。 1927 年 11 月 中 旬 ， 该 团 1

营 打 下 茶 陵 县 城 ， 建 立 了 第 一 个

县级红色政权。

在 土 地 革 命 战 争 时 期 的 第 四

次反“围剿”战斗中，红 1 团担任

霹 雳 山 攻 击 任 务 。 面 对 左 边 是 石

崖 、 右 边 是 深 谷 ， 正 面 有 敌 人 10

多挺轻重机枪，天上还有 4 架敌机

不断投弹等不利局面，红 1 团官兵

多 次 组 织 正 面 冲 锋 ， 最 后 抓 住 战

机攻占了要地，取得战斗的胜利。

1933 年 7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 临 时 中 央 政 府 根 据 中 央 革 命 军

事委员会建议，决定 8 月 1 日为中

国 工 农 红 军 成 立 纪 念 日 （建 军

节）。 8 月 1 日 ， 按 照 中 革 军 委 决

定 ， 红 一 方 面 军 隆 重 举 行 “ 八

一”建军纪念日活动，红 1 团荣获

军 团 授 予 的 “ 牺 牲 决 胜 团 ” 战

旗。“牺牲决胜”的命名凸显了红

1 团的战斗精神。

这 一 面 鲜 红 的 战 旗 ， 使 官 兵

的 荣 誉 感 和 干 劲 倍 增 ， 开 启 了 新

的 革 命 征 程 。 在 当 年 年 底 的 第 五

次反“围剿”战斗中，红 1 团付出

了 极 大 的 牺 牲 ， 团 长 英 勇 牺 牲 ，

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红 1 团官

兵无愧于“牺牲决胜”的荣誉。

从 井 冈 山 一 路 走 来 ， 这 支 部

队 参 加 了 中 国 革 命 武 装 斗 争 全 过

程 ， 歼 敌 5 万 余 人 ， 攻 占 城 市 几

十 座 ， 立 下 卓 著 战 功 。 从 这 支 部

队 走 出 了 罗 荣 桓 、 粟 裕 、 杨 得 志

等 160 多 名 将 帅 ， 涌 现 出 “ 攻 坚

英 雄 营 ”“ 大 渡 河 连 ”“ 狼 牙 山 五

壮 士 连 ”“ 黄 土 岭 功 臣 炮 连 ”“ 攻

坚 英 雄 连 ” 等 多 个 英 模 单 位 。

在长期的战斗历程中，红 1 团

得 到 党 和 国 家 领 导 人 的 关 怀 和 指

导，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多位

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到红 1 团视察

并题词或接见官兵代表。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远去的

是硝烟，不变的是战斗精神。数十

年来，虽历经数次改革调整，“牺

牲 决 胜 团 ” 官 兵 始 终 高 擎 荣 誉 战

旗，继承发扬“甘于奉献牺牲，勇

于决战决胜”的优良传统，在战备

执勤、抢险救灾、国防施工等重大

任务中，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单位和

个人。

“牺牲决胜团”战旗——

甘于奉献牺牲 勇于决战决胜
■陈其顺

1946 年 8 月 28 日 ，国 民 党 军 集

中 14 个整编师 32 个旅共 30 余万人，

向冀鲁豫和豫北地区展开大规模进

攻，妄图钳击冀鲁豫解放区我军主力

于定陶、曹县一带。9 月 10 日凌晨，

滨 海 军 区 警 备 旅 第 3 团 第 7 连 3 排

（现第 78 集团军某旅 3 排）按上级命

令进入徐州云台寺地区，担负阵地阻

击任务。

战斗打响后，敌人在密集火力掩

护下，以 1 个连的兵力发起冲击。当

敌接近我前沿阵地约 30 米时，排长

指 挥 全 排 官 兵 将 手 榴 弹 向 敌 人 投

去。一枚枚手榴弹犹如疾风骤雨般

砸向敌人，战场上顿时尘土飞扬、硝

烟弥漫，共毙伤敌 30 余人。被炸蒙

了的敌人慌忙向后方撤退。但没过

多久，敌人又开始对云台寺阵地实施

猛烈炮火打击，妄图用炮弹将我防御

阵地摧毁。全排官兵毫不畏惧、愈战

愈勇，依托战前构筑的掩体、坑道躲

避炮火，无一伤亡。

炮火打击后，敌又以整连、整营

的兵力向 3 排阵地发起冲击。全排

官兵沉着应对，充分发扬火力、灵活

运用战法，组织了手榴弹组、机枪组

等实施精准打击，有效杀伤进攻之

敌。一上午，敌人对 3 排阵地正面疯

狂 地 发 动 了 4 次 冲 锋 ，均 被 官 兵 击

退。战斗中，7 班班长刘来臣更是凭

借精湛的枪法，以 28 发子弹毙敌 23

名。

战 至 下 午 ，无 计 可 施 的 敌 军 不

得 不 放 弃 从 云 台 寺 正 面 进 攻 的 计

划 ，组 织 兵 力 在 火 炮 掩 护 下 避 开 3

排 阵 地 ，从 南 侧 向 1 排 阵 地 发 起 进

攻。1 排迅速组织反击，官兵在战斗

中伤亡较大。危急时刻，连队命令 3

排留少数官兵坚守阵地，其余官兵

火速支援 1 排战斗。

经过一下午激战，留守阵地的 3

排官兵弹药所剩无几。大家利用战

斗间隙快速打扫战场，从敌人尸体

上收集枪支弹药。最终，他们打退

敌人多次猛烈进攻，像钢钉一样牢

牢 钉 在 阵 地 上 。 同 时 ，前 往 支 援 1

排的官兵也圆满完成任务，牢牢地

守住了阵地。

一 昼 夜 的 激 战 中 ，3 排 共 歼 敌

120 余 人 ，胜 利 完 成 阻 击 任 务 。 战

后，3 排被华东军区授予“云台寺排”

荣誉称号。班长刘来臣被华东军区

授予“一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1950 年 12 月，“云台寺排”随连

转隶至坦克第 3 师，为直属高炮营第

1 连第 3 排，并于 1951 年 12 月入朝参

战，圆满完成作战任务。

时光荏苒，虽历经数次调整，一

代代“云台寺排”官兵始终崇尚荣誉，

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出色完成了上

级组织的实兵实装演习、联演联训、

抗洪抢险、扑火救灾等重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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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藏途中遇到河流，汽车大队官兵将汽车卸开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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