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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 都 ，在 藏 语 中 指 两 河 交 汇 处 的

“河岔口”。扎曲河、昂曲河分别从雪山

奔腾而下，一东一西环护着昌都。昌都

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是连接藏、川、

滇、青四省（区）的交通枢纽，素有“藏东

明珠”“西藏门户”之称。打开昌都这扇

大门，西藏解放就指日可待。

深思熟虑的战略决策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1949 年底，在人民解放

军进军西南获得决定性胜利的形势下，

西藏地方当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扩充

军队，购置军火，策划西藏独立，并把藏

军主力部署于昌都。为完成解放全国

的历史使命，中共中央决定采取军事进

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针，一面命令

人民解放军着手进军准备，一面制定驱

逐帝国主义势力、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维 持 西 藏 现 行 制 度 、尊 重 西 藏 宗 教 信

仰、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等政策规定，

作为和平解放西藏的基本条件，与西藏

地方当局谈判。

党中央、毛主席以极大的诚意和耐

心争取西藏的和平解放。1950年 1月 18

日，朱德在政务院召开的西藏问题座谈

会上说：“西藏问题最好采取政治解决的

办法，不得已时才用兵，要一定先争取西

藏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受过内地文化教

育的知识分子。对西藏的贵族、王公、喇

嘛也要注意争取和分化，要向他们说明

我们对西藏的政策，要把西藏的政治、经

济、文化都发展起来，共同把西藏建设

好。”2月 5日，中央批复西南局电报中指

出：“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

的，但可采用一切方法与达赖集团进行

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并与我和解。”2月

19 日，刘伯承对第 18 军军长张国华、政

委谭冠三作出指示：“到了西藏以后要正

确运用孤立顽固派，紧紧抓住中间派，努

力培养提高进步力量的方针，团结百分

之九十以上藏族人士，要重视统一战线

的作用。”5 月，西南局拟定《西南局关于

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条件》，提出：西

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

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大家庭来；实行西藏民族区域

自治；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

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

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实行宗教自

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

信仰和风俗习惯；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

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发展西

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发展西

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等政策，

得到中央批准。

在寻求和平解放西藏的同时，西南

局、西南军区要求第 18 军为进军西藏做

好思想、军事、后勤等方面的准备。

和谈之路被阻

遵照毛主席、周总理指示，中央人民

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些官员接触，

表明中央的态度，宣传中央对西藏的政

策 。 西 南 局 、西 北 局 多 次 派 人 入 藏 劝

和。2月，西南局派出与西藏地方政府上

层有广泛联系的志清法师，赴藏劝说达

赖喇嘛同中央谈判。5 月，在习仲勋、张

宗逊等西北局、西北军区领导的部署下，

西北局派青海劝和代表团入藏。

尽管从中央到西南局、西南军区和

西北局、西北军区，再到第 18 军上上下

下、方方面面为和平解放这一策略作出

了巨大努力，但西藏地方政府依旧顽固

谋求“西藏独立”，一方面困阻前往劝和

人员，一方面将藏军主力调往昌都阻拦

解放军西进。中央政府和平解放西藏

希望渺茫。

劝和陷入僵局之际，张国华等人抓

住北路先遣部队进至甘孜的有利时机，

深入当地土司、头人的庄园、牧场，做了

大量统战工作，取得很大成果。张国华

多次拜访夏格刀登、邦达多杰头人，请

他们给昌都、拉萨的朋友写信，宣传中

央争取和平解放的政策和诚意。他还

指示第 154 团团长郄晋武、政委杨军以

“中国人民解放军邓柯前线指挥官”名

义，分别于 7 月 16 日、8 月 30 日，向昌都

噶伦拉鲁和当面藏军第 3 代本（团长）

牟霞写信，阐明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愿

望与政策，并请其转告达赖喇嘛派员来

甘孜详做洽商；授意西藏工作委员会委

员天宝、第 52 师师长吴忠给拉鲁及牟

霞复信，传递解放军希望与藏族同胞携

手，共谋解放的信号，并再次请其转告

达赖喇嘛，派员来甘孜洽商进军西藏的

具体问题。

当时，早年与共产党有过接触、并与

朱德熟识的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被中央

人民政府寄予了劝和的厚望。7月 4日，

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

委员兼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格达活

佛主动前往拉萨，决定利用自己的关系，

向西藏地方政府高层宣传中央和平解放

的政策，推动和平解放进程。格达一行

沿途宣传中央的政策法令，劝说土司头

人、藏军官兵不与解放军为敌。

24 日，格达到达昌都会见拉鲁，劝

说其采取和平的方式解放西藏，并带来

共产党提出的三点和平建议：西藏必须

承认其为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与印度、

尼泊尔、不丹等国的边境地区必须部署

人民解放军；西藏必须断绝同帝国主义

国家的一切联系。格达还对拉鲁说，如

果西藏接受这些和平建议，解放军就没

有必要进军西藏，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

就能得以维持。随后，拉鲁把和平建议

提交给拉萨当局。

很快，格达活佛遭到帝国主义和西

藏分裂势力的仇恨。8 月 22 日，这位为

西藏和平解放奔走呼吁的活佛突然离奇

逝世。中央与西藏的谈判陷入僵局。为

打击西藏地方政府上层集团中的分裂势

力，促使谈判早日进行，争取西藏和平解

放，中央决定发起昌都战役。

昌都战役势如破竹

1950 年 9 月 上 旬 ，西 藏 工 委 为 贯

彻 中 央“ 当 年 解 放 昌 都 ，次 年 进 军 拉

萨 ”的 指 示 ，在 甘 孜 召 开 第 一 次 扩 大

会 议 ，研 究 昌 都 战 役 的 指 导 思 想 。 张

国 华 在 会 上 说 ，中 央 为 了 争 取 和 平 解

放 西 藏 ，对 西 藏 当 局 已 做 到 仁 至 义

尽 ，但 是 他 们 执 迷 不 悟 ，堵 塞 了 和 谈

渠 道 ，关 闭 了 谈 判 大 门 。 最 近 ，中 央

又通过外交渠道告诉西藏滞留印度的

代 表 团 说 我 军 要 向 西 藏 前 进 了 ，西 藏

代 表 团 如 有 和 谈 诚 意 ，应 该 于 9 月 上

旬 到 达 北 京 ，但 至 今 仍 得 不 到 响 应 。

因 此 ，我 军 不 得 不 准 备 以 军 事 手 段 进

驻 昌 都 。 而 后 ，再 做 和 平 解 放 西 藏 的

努力。

面对藏军大规模、全方位的兵力配

置，张国华、谭冠三等人反复研究分析

战斗打响后藏军的作战路径，判断藏军

退路一是经恩达、类乌齐西退至拉萨；

二是经邦达、八宿再西向拉萨或沿河谷

南下退往察隅地区。为打破藏军南北

两线兵力部署，实现战役目的，第 18 军

大胆提出千里迂回，切断藏军后路，分

割包围歼灭的作战构想。党中央、中央

军委决定从青海、云南等方向调兵，配

合和支援第 18 军作战。

根据党中央指示，西南军区于 1950

年 9 月 22 日批准第 18 军制定的昌都战

役方案，确定歼灭藏军主力于昌都及以

西之恩达、类乌齐地区，占领昌都，为解

放西藏奠定基础。

一场以打促和的战役拉开帷幕。

根 据 西 南 军 区 指 示 ，张 国 华 带 领

副政委王其梅、参谋长李觉和第 52 师

师 长 吴 忠 等 人 进 一 步 细 化 作 战 方 案 。

张 国 华 在 指 挥 所 的 地 图 前 排 兵 布 阵 ：

决心采取正面攻击和侧翼迂回相结合

的战法，实行多路攻击，聚歼藏军于昌

都 及 其 以 西 地 区 。 主 力 布 置 于 北 线 ，

这是藏军防守的主要方向。北线部队

分 为 左 右 中 三 路 ，统 一 由 第 52 师 指

挥。右路由阴法唐等率第 154 团、青海

骑兵支队、第 52 师骑兵侦察连、炮兵连

组成，担负战役迂回任务；中路由师长

吴 忠 、副 师 长 陈 子 植 及 政 治 部 主 任 周

家鼎率师直、第 155 团、第 156 团、军炮

兵营组成，担任战役主攻任务；左路由

军直属政治部主任王达选和军侦察营

营长苏桐卿率侦察营、工兵营及第 54

师的炮兵连组成。

南线部队兵分两路，统由第 53 师指

挥。以第 53 师第 157 团、炮兵连、工兵

连，由巴塘渡江，围歼宁静藏军，主力出

邦达、八宿，切断昌都藏军退路；以第 14

军第 126 团（欠 3 营）及第 125 团第 3 营，

由滇康边界的贡山、德钦出动，歼灭盐

井、门工、杜梁的藏军，而后向西北佯

动，配合北线作战。

10 月初，参战部队完成战役展开。

直接参战的 6 个团又 3 个营和各种后勤

保障分队，共约 2 万人，各种火炮 57 门，

部 署 在 北 起 青 海 玉 树 ，经 西 康 境 内 邓

柯、德格、巴安，南至云南德钦，沿金沙

江 700 公里的宽大正面上，对昌都地区

藏军形成了蹄形包围。

10 月 6 日，战役正式发起。

北线方面。北线部队右路第 52 师

第 154 团于 6 日首先出击，由邓柯渡金

沙江，迂回玉树、巴塘，与骑兵支队会合

后，以每天 60 至 80 公里的强行军速度

迅速隐蔽南下类乌齐，歼藏军第 7 团 60

余人，切断藏军西逃通路后随即转入防

止丁青藏军东援的任务；另以骑兵支队

一部直插昌都以南，阻其南窜。中路的

第 52 师主力渡江后，依次作斜梯形展

开，第 155 团向生达、昌都攻击前进，在

牙夏松多歼藏军 10 余人；第 156 团与军

炮 兵 营 沿 玉 曲 卡 、都 兰 多 一 线 直 捣 昌

都。第 52 师决心以第 155 团、第 156 团

协同歼灭位于生达藏军第 3 团牟霞等

部。16 日，第 156 团在小乌拉追上牟霞

部后尾。经生达、小乌拉两次战斗后，

第 52 师主力继续急进直插昌都。左路

的部队于 7 日由德格西渡江，遭藏军顽

抗。突击排 1 艘牛皮船被藏军击沉，后

续部队渡江受阻，延至 8 日凌晨强渡成

功，攻占岗拖。接着，侦察营、工兵营兼

程追击，并以一部迂回昌都以南，歼灭

可能南退的藏军。16 日，在觉雍以西拦

击 藏 军 第 10 团 和 藏 军 第 3 团 ，歼 灭 同

普、江达藏军，有力配合了中路主力的

行动。

南线方面。南线部队第 53 师一部

和第 14 军 1 个团于 10 月 5 日对门工藏

军 发 起 攻 击 。 但 因 正 面 部 队 动 作 过

早 ，未 等 迂 回 部 队 赶 到 预 定 地 点 即 发

起战斗，仅俘数人，其余藏军逃窜。第

53 师第 157 团主力于 7 日、8 日在巴塘

以 北 渡 江 后 ，以 左 右 两 翼 实 施 平 行 追

击迂回，钳击宁静藏军，直取芒康。11

日，将门工北逃的藏军 400 余人追歼于

杜梁地区。12 日，又兵分两路钳击盐

井藏军，歼其 100 余人。藏军第 9 代本

格桑旺堆主动与我军接洽和解后宣布

起 义 。 第 157 团 进 入 芒 康 后 ，于 21 日

赶 抵 邦 达 ，截 断 昌 都 藏 军 西 南 方 向 之

退路。

张国华在指挥所密切关注着战况，

就怕千里迂回的“口袋”扎不紧。当听

说邦达和八宿已收口，他兴奋地拍手说

“包住了就好办了”。

面对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藏军

外围各防区迅速溃败。17 日晚，已接

替拉鲁担任昌都噶伦的阿沛再次召集

全体官员商讨对策，并提出停止武力对

抗，与解放军商谈和平解决的主张，但

绝大多数人主张弃城回拉萨。18 日拂

晓，阿沛率部分官员、随从和 2000 余名

藏兵向恩达后撤。途经朗木拉山时，阿

沛听说解放军不计其数。他对随行官

员说：“我等不能只考虑个人安危，应该

以黎民百姓的安危为重。”他决定派人

去与解放军谈判。20 日拂晓，阿沛的

两名随从带着哈达在朗木拉山下距离

昌都不足 20 公里的地方找到解放军，

说 阿 沛 已 下 令 藏 军 停 止 抵 抗 。 20 日

晨，退至宗驿山的藏军遇阻，经我军政

治争取，全部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此

后，北线部队主力即转入分区清剿，肃

清零星残敌。

10 月 24 日 ，历 时 18 天 的 昌 都 战

役 结 束 。 昌 都 战 役 后 ，西 藏 爱 国 力 量

得 到 发 展 ，反 动 势 力 受 到 抑 制 。 1951

年 2 月 ，西 藏 地 方 政 府 派 出 全 权 代 表

前 往 北 京 ，与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代 表 进 行

谈判。

昌都战役的胜利，给西藏地方政府

上层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打开了人民

解放军进军西藏的门户，为和平解放西

藏铺平了道路。

昌都战役：开启西藏和平解放之门
■郭江明

乌江，发源于贵州省西部威宁县

乌蒙山东麓，自西向东流经黔北，自

古便以流急、滩多、谷深闻名于世，素

有“天险”之称。

1934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1 日的

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以巨大代价突

破湘江，人数锐减到 3 万多人。面对

国民党“追剿”军的步步逼近，中共中

央在黎平紧急召开政治局会议。会

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决议，放

弃到湘西同红 2、红 6 军团会合的计

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

要实现这一战略意图，首先要突

破乌江天险。1934年 12月 29日，红 1

军团分两路突进乌江。此时，国民党

军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正快速向

中央红军展开追击。红军必须在敌

重兵到达之前，迅速渡过乌江，向遵

义靠近。

担任乌江防务的是黔军侯之担

的教导师。黔军烧毁村庄、掳走船

只，在乌江北岸修筑防御工事，控制

了包括茶山关、孙家渡、江界河等重

要渡口，大有配合薛岳部围歼红军于

乌江南岸的态势。

1935 年 1 月 1 日，红 1 军团以红 2

师第 4 团为前卫，逼近江界河渡口。

经过火力侦察，敌在江界河渡口防守

严密，然而其上游小道疏于戒备。于

是，红 2 师制定了佯攻渡口大道，主

攻上游小道的作战方案。然而，当日

由第 4 团第 1 营第 3 连连长毛振华率

领的 8 人突击泅渡失败。夜间，连队

再次组织 18 人乘竹筏渡江。最终，

只有以毛振华为首的 5 名勇士所乘

的竹筏划向对岸，其余竹筏被急流卷

了回来。

1 月 2 日拂晓，军委副参谋长张

云 逸 赶 到 第 4 团 ，要 求 迅 速 完 成 渡

江 任 务 ，否 则 有 背 水 而 战 的 危 险 。

面 对 严 峻 形 势 ，第 4 团 官 兵 表 现 出

极高的战斗热情，迅速绑扎 60 多个

竹筏，不顾昼间敌火猛烈等不利因

素，强行实施渡江。当日 9 时左右，

强渡开始。由第 1 营第 1、第 2、第 3

连官兵组成的突击队乘竹筏，冒着

江 面 密 集 的 敌 军 炮 火 ，奋 勇 前 进 。

在突击队接近北岸时，潜伏在崖下

一夜的 5 名指战员突然对敌发起侧

击，配合主力强渡。

黔军预备队 1 个营发起了凶猛

的反冲击。在我军炮火的压制下，登

岸勇士顽强进攻，冲入守军阵地，与

敌展开惨烈的近战格斗。其中，第 1

营第 1 连官兵在攻入敌主阵地后，立

即展开追击，长途奔袭 40 多里，夺占

了黔军“前敌指挥部”，为乌江战斗的

胜利奠定了基础。至 1 月 6 日，中央

红军和军委纵队全部渡过乌江。为

表彰红 1 军团红 2 师第 4 团第 1 营第

1 连（现第 82 集团军某合成旅第 1 营

第 1 连）在此次战斗中的突出战绩，

红 1 军 团 授 予 该 连“ 强 渡 乌 江 模 范

连”光荣称号。

在以后的革命岁月中，该连始终

冲锋在前。长征途中，该连又率先攻

入天险腊子口，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

著名的平型关战役，解放战争时期历

经四平保卫战、解放海南岛等战役战

斗。近年来，全连官兵多次完成抗洪

抢险、抗震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始

终高举战旗，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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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峰山，位于南朝鲜京畿道议政

府西南方向，原本是座海拔仅 700 余

米的小山岭，但因其扼守通往汉城的

交通要道，又是议政府附近的制高

点，遂成为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第

一阶段作战）中的关键地区之一。

1951 年 4 月 22 日 ，抗 美 援 朝 第

五次战役打响。入朝不久的志愿军

第 19 兵团被赋予强渡临津江，实施

战役迂回，断敌退路，相机占领汉城

的重要任务。战斗开始后，第 19 兵

团第 63 军第 187 师在雪马里歼灭英

第 29 旅格罗斯特营及其配属部队；

第 188 师也歼敌多部，并割断英第 29

旅和美第 3 师的联系。而担任战役

迂回任务的第 64 军初期作战却颇不

顺利，由于缺乏连续攻击的准备，未

组织有效的炮火支援，该军在临津江

南岸攻击受阻。

4 月 25 日，中朝联合司令部电令

第 19兵团必须“勇猛地向议政府及其

南北线挺进”。兵团随即调整部署，

令第 64军以大部兵力钳制敌军，以精

锐力量实施突破穿插。向议政府方

向纵深发展、迂回分割敌军的重要任

务，由第 64 军第 190 师侦察支队和第

569 团第 3 营（现第 79 集团军某合成

旅第 3营）组成的先遣支队担任。

出发前，第 3 营营长宋进才根据

兵团《打好出国第一仗的战斗动员

令》，对官兵作了战前鼓动：“上级指

到哪里，我们就坚决打到哪里！攻要

像猛虎，守要像泰山！不管遇到的是

美国兵、英国兵，还是什么兵，都要狠

狠地打他们！”突击部队奋勇前进，在

20 小时内，突破敌军 7 道阻拦。在通

过加野里附近公路时，第 3 营与敌装

甲部队迎头对撞，战士们以炸药包、

手榴弹等摧毁敌坦克 4 辆。他们最

终夺占了汉城、议政府之间最高峰——

可瞰制西线守敌退往汉城的交通隘

口的道峰山，并炸毁山下公路上的铁

桥，切断敌之退路。

敌为打通道路，向道峰山我军阵

地发动疯狂反扑。仅第一天，道峰山

上即落弹数千发，山腰上弹坑遍布。

然而，我全体指战员牢记动员令中

“守要像泰山”的要求，发扬大无畏革

命精神，依托灵活防御战术，一方面

设法躲避敌军炮袭，一方面顽强抗击

敌军的攻击，还大胆组织夜袭。官兵

在道峰山上坚守 3 天 4 夜，成为插入

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战后，第 569 团第 3 营荣立集体

二等功，被志愿军总部授予“道峰山

营”荣誉称号。

70 年来，“道峰山营”官兵始终

牢记使命，冲锋在前。如今，“道峰山

营”的接力棒交到了第 79 集团军某

合成旅官兵手中。该旅 2013 年参加

“和平使命-2013”中俄联合反恐军

事 演 习 ，圆 满 完 成 各 项 演 练 任 务 ；

2017 年，该旅勇夺“苏沃洛夫突击”

国际军事比赛单车赛和接力赛冠军，

扬名国际赛场。心中有魂，血脉有

根。“道峰山营”战旗高高飘扬，全营

官兵时刻为下一场战斗准备着……

“道峰山营”战旗——

尖刀直插敌心脏
■宁江英 蒲 元

记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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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都战役中，迂回昌都的南路大军横跨怒山山脉海拔 5000米的雪岭。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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