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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底，参加完湘赣和衡宝战

役后的第 18 军，顺利进入大西南。踏

入天府之国，当将士们憧憬着和平美好

的生活时，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务——进

军西藏。1950 年 3 月 7 日，第 18 军在四

川乐山召开进军西藏、解放西藏誓师大

会。1950 年至 1951 年，1100 多名女兵

随部队徒步进军高原。她们中包括宣

传、卫生、通信等专业的女兵，还有文工

团的文艺战士。

进藏的女兵，无论年龄大小、高矮

胖瘦，都必须负重行军。每个人都要

背负行李、干粮、武器装备，文工团演

员还要背乐器和演出用品。由于负荷

太 重 ，女 兵 们 个 个 面 色 苍 白 ，呼 吸 困

难。翻过几座雪山，行走就更困难了，

有的人吐出的痰都是粉红色的。随行

医生说这是由于缺氧引起了肺出血，

但当时既无氧气袋，又缺少药物，大家

面临着生死考验。

过冰河是整个进藏途中，除了翻

越 雪 山 外 的 又 一 大 难 关 。 有 时 行 程

几华里便要连过 10 多条冰河，一过冰

河衣服鞋袜很快冻成冰块。上岸后，

人要不停地跺脚，否则鞋底会与地面

冻 在 一 起 。 女 兵 们 最 怕 傍 晚 宿 营 前

过 冰 河 。 这 个 时 候 ，鞋 袜 会 湿 透 ，并

且 无 法 晒 干 ，任 凭 怎 么 跺 脚 也 没 用 。

睡 在 雪 地 里 ，第 二 天 起 来 时 ，望 着 冻

得硬邦邦的鞋子，大家只能咬着牙把

脚伸进去。

进藏部队的所需物资全部由内地

供给，由于交通不便，运输补给十分困

难。粮食紧缺时，女兵们会想方设法省

下来一点，留给胃口大的男同志们。从

昌都出发不久，遇上大雪封山，后方补

给无法上来，大家饿得头昏眼花、脚下

打飘，男兵们捕捉老鼠充饥，女兵们则

挖野菜、扒草根……

进 藏 以 后 ，女 兵 们 走 向 边 防 各

地 ，有 人 甚 至 到 了 平 均 海 拔 4500 米

以上的阿里。“入藏初期，当时百姓对

我 们 的 到 来 不 了 解 ，甚 至 不 理 解 ，我

们 到 了 百 姓 家 ，就 主 动 帮 他 们 挑 水 、

打扫卫生。我们学会了唱藏族歌曲、

跳藏族舞蹈，地方官员与百姓都觉得

解 放 军 既 有 铁 的 纪 律 又 有 亲 和 力 。”

文工团老兵章道珍回忆道。

医疗队女兵用精湛的医术和大爱

仁心，赢得了藏族同胞的尊敬和信赖。

1952 年 4 月，一名身患重症的藏族孕妇

被送到驻藏部队医院。女军医王季秀

经过 1 个月精心治疗，终于将这名孕妇

从死亡线上挽救过来。康复后，该孕妇

顺利生产一名男婴，家人十分感激，赠

送给王季秀一面写有“愈我疾病，如同

再生”的锦旗。与王季秀一样，军队医

护人员当时在西藏救死扶伤的故事比

比皆是。“金珠玛米”正是在这样的情境

下叫出来的。

在拉萨河畔的荒滩乱石丛中，进藏

女兵和男兵一起开垦出良田，并将布达

拉宫附近堆积百年的垃圾山清除一空，

将垃圾山中的粪便运往田地作肥料，育

出丰硕的粮食和蔬菜。

千余名女兵徒步进藏后，始终坚守

“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扎根高原、

艰苦奋斗，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

要贡献。

下图：第 18 军文工团女战士在行

军中表现突出，被评为“铁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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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山革命纪念馆《毛泽东同志香

山时期发布电报手稿专题展览》中，展出

了毛泽东在香山时期起草的 202 封电报

手稿。一封封电报，充分展现了毛泽东

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

展览中，有一封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

以中央军委名义发给第一野战军的电

报。电报提出以“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

方式来解决盘踞在西北的两大国民党军

残余势力。

电报中的“马”，一个是指长期占据

青海和甘肃部分地区的地方军阀马步芳

集团；另一个是指长期占据宁夏的地方

军阀马鸿逵集团。“两马”以骑兵战法为

主，机动作战能力较强。“胡”指的是国民

党军胡宗南集团。

在渡江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

候，中央军委在香山向各野战军发出向

全国进军的命令。由彭德怀任司令员

兼政治委员、张宗逊和赵寿山为副司令

员的第一野战军奉命向西北进军。第

一野战军于 1949 年 5 月 11 日发起陕中

战役。5 月 20 日，西安解放。之后，第

一野战军继续集结兵力，向西北进军。

面对西北地区的两大强敌，远在香山的

毛泽东于 1949 年 5 月 26 日致电彭德怀、

张宗逊、赵寿山，指出同时攻打胡部和

马部是不可取的，并且不要着急开打，

要等待时机。

在我军整顿之时，马继援率兵从北

进攻咸阳，企图攻占西安。我军向马继

援 部 打 响 了 咸 阳 阻 击 战 ，取 得 全 面 胜

利。马继援率兵后撤到泾河以西，退守

彬县、长武、永寿一带。胡宗南主力 5 个

军也由武功、周至向扶风、眉县撤退，撤

至渭河南北两岸地区，另一部撤至更西

的宝鸡地区。两方部队呈掎角之势，企

图阻止我军继续西进。

6 月 中 下 旬 ，第 18 兵 团（司 令 员 周

士第）、第 19 兵团（司令员杨得志）从太

原快速行军，陆续抵达西安，加入第一

野战军。第一野战军的军事实力显著

增强，与“两马”、胡宗南部决战时机逐

渐到来。

在当时的形势下，第一野战军内部

就如何“钳马打胡”进行深入讨论。

彭德怀根据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

打歼灭战”的军事思想，考虑先进攻胡宗

南部。彭德怀就此想法致电中央。经过

深思熟虑，毛泽东于 6 月 20 日制定了《钳

制马继援等部消灭胡宗南的作战部署》，

指出打胡部的同时要钳制马部。6 月 26

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向彭德怀、张

宗逊、赵寿山致电，明确指出“钳马打胡”

的作战方针。

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

根 据 近 日 情 报 ，马 匪 各 部 业 已 准

备 向 彬（县）、长（武）撤 退 ，胡 匪 各 部

势 必 同 时 向 宝（鸡）、凤（翔）撤 退 ，决

不 会 再 前 进 了 ，也 不 会 保 守 不 退 。 在

此 种 情 况 下 ，你 们 应 当 集 中 王（震）、

周（士 第）两 兵 团 全 力 及 许（光 达）兵

团 主 力 取 迅 速 手 段 ，包 围 胡 匪 四 五 个

军 ，并 以 重 兵 绕 至 敌 后 ，切 断 其 退 路 ，

然 后 歼 灭 之 。 许 兵 团 留 下 必 要 兵 力

监 视 两 马 ，以 待 杨（得 志）兵 团 赶 到 接

替 。 杨 兵 团 应 立 即 向 西 开 进 ，迫 近 两

马 筑 工 ，担 负 钳 制 两 马 任 务 ，并 严 防

两 马 回 击 。 此 点 应 严 格 告 诉 杨 得 志

千 万 不 可 轻 视 两 马 ，否 则 必 致 吃 亏 。

杨 得 志 等 对 两 马 是 没 有 经 验 的 。 以

上意见是否适当，请酌情处理为盼。

军委

巳宥（六月二十六日）

收到电报后，第一野战军在咸阳召

开了第七次扩大会议，并根据中央军委

指示，对“钳马打胡，先胡后马”作战方

针做了仔细分析与深入讨论。就当时

局势分析，“两马”兵力较为分散，且机

动灵活，所以进攻较为费力，不能一举

歼灭之。而胡宗南则把兵力部署在渭

河两岸，导致其部队没有纵深，当大部

队被包围时，其他部队无法及时赶来救

援。虽然胡部、马部可以相互支援，但

实际情况是胡、马联盟有名无实，如果

我军围歼胡部，“两马”不会冒险出兵救

援。经过权衡利弊，我军决心先攻打胡

宗南部。

我 军 的 作 战 方 式 正 如 电 文 所 指 ，

先 派 出 一 个 兵 团 迷 惑“ 两 马 ”，钳 制 其

兵 力 ，再 由 主 力 迂 回 包 围 胡 宗 南 部 ，

并 绕 至 其 背 后 ，配 合 正 面 部 队 进 攻 ，

让 胡 部 遭 受 攻 击 时 无 法 退 回 宝 鸡 ，即

“ 钳 马 打 胡 ，先 胡 后 马 ，两 翼 佯 动 ，左

右包抄”。

在电文中，毛泽东还特别关注了“杨

兵团”，即第一野战军第 19 兵团。为了

迷惑敌军，杨兵团在 7 月 10 日来到离“两

马”不远的乾县、礼泉以北的高地上修筑

工事，佯装进攻，使马部不敢轻举妄动。

10 日晚，我军主力部队急速行军，向敌

后迂回而去。这是一次非常大胆的迂

回，部队要穿过两敌的接合会防区，相当

于深入敌人腹部。同时，担任断敌后路

任务的第 4 军也开始行动。部队一夜行

军 70 余公里，于 11 日晨提前占领了通向

宝鸡必经之地的罗局镇和眉县车站，使

胡宗南部无法向西逃窜。

所有准备已经完毕，战斗打响。王

震率领的第 1 兵团，许光达率领的第 2

兵团，周士第率领的第 18 兵团向胡宗南

部发起猛烈攻击。等胡宗南反应过来

时 ，其 主 力 部 队 已 经 被 第 一 野 战 军 从

东、北、西面团团围住。11 日夜，胡宗南

下令国民党第 65 军、第 38 军沿着铁路

向宝鸡撤退。经过一夜行军，他们到达

罗局镇，但这里早已被我军占领，胡宗

南命令部队全部突围出去，不得退缩。

第一野战军第 2 兵团第 4 军毫不畏惧，

怀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展开顽强抵

抗，即使伤亡惨重也没有后退，打出了

人民解放军的威武气势。

之后，我第 2 兵团第 6 军、第 4 军从

敌右侧进攻，我第 18 兵团第 7 军向西进

攻。在我军的强大围压之下，胡宗南部

被围困在扶风西南部，渭河北岸。下午

3 时，会合的第一野战军发起总攻，先用

火炮压制敌人，再从四面缩小包围，穿插

攻击。除了南渡渭河逃命的一部外，敌

军大部被歼灭。随后，我第 1 兵团又攻

占了眉县以西地区，将南渡渭河的 8000

余逃兵全部俘获。宝鸡、益门镇也被我

军占领，扶眉战役取得全面胜利。

战役中，第 4 军在 7 月酷暑中急行

120 公 里 ，在 伤 亡 众 多 的 情 况 下 ，仍 然

出 色 完 成 任 务 。 战 役 结 束 时 ，彭 德 怀

对 第 一 野 战 军 司 令 部 副 参 谋 长 王 政

柱 等 人 讲 ：“ 四 军 这 次 打 得 好 ，这 次 立

了功。”

第一野战军在扶风、眉县地区对国

民党军进行的进攻作战，被称作“扶眉战

役”。此战，第一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胡

宗南集团 3 个军和马步芳部 1 个军共 4.4

万余人，缴获骡马 1500 余匹，各种炮 180

余门，轻重机枪 960 余挺，解放了陕中广

大地区，有效阻断了胡宗南部、“两马”两

集团之间的联系，为而后各个歼灭两集

团主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历 史 证 明 ，“ 钳 马 打 胡 ”的 方 针 是

正 确 的 。 远 在 千 里 之 外 的 毛 泽 东 ，通

过 电 波 指 挥 着 瞬 息 万 变 的 战 场 ，准 确

预 测 了 胡 宗 南 部 、“ 两 马 ”两 集 团 的 动

态，提出“钳马打胡”的奇招，展现了卓

越 的 军 事 指 挥 才 能 和 高 超 的 政 治 方

略。

在这场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坚决贯

彻党中央的作战方针，圆满完成了各项

任务，积累了宝贵的作战经验，展现了我

党我军解放全中国的决心与信心。

“钳马打胡”：推开西北解放大门
■孙瑾溪 桂星星

中 央 军 委

关于钳制两马、

歼 灭 胡 宗 南 四

五个军致彭（德

怀 ） 、张 （ 宗

逊）、赵（寿 山）

电（1949 年 6 月

26 日）。

桂星星供图

194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后，解放

战争进入后期战略追击阶段。国民党军

白崇禧集团在之前的衡宝战役中受到重

创，桂系军团损失精锐近 5 万人，元气大

伤。随后，白崇禧集团由湖南省退入广

西省（今广西壮族自治区），重新招兵买

马，企图以桂林为中心，沿湘桂铁路（衡

阳—柳州）及其两侧组织防御，负隅顽

抗，以“确保左右两江，增援黔省，屏障昆

明，及支援雷、琼”。

衡宝战役刚刚结束，毛泽东就立刻把

目光投向广西。10 月 12 日清晨，毛泽东

致电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指出“相

机占领广州”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提出广

西战役问题。19日，毛泽东又复电：“你们

准备先以大迂回抄断敌退云南之路，这一

计划是很好的。”31日，毛泽东又发出《关

于兵力部署的几点意见》。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为把白崇禧集

团歼灭于广西境内，第四野战军前委决

定：以第四野战军第 12 兵团、第 13 兵团

和第二野战军第 4 兵团及滇黔边纵队、

粤 桂 边 纵 队 ，共 9 个 军 30 个 师 40 万 余

人，分西、北、南三路向广西进军。

从衡宝战役败退后，白崇禧集团共

5 个兵团 12 个军约 15 万余人一路退守

至其根据地广西，与溃逃至粤桂边的余

汉谋集团残部，共约 20 万人，另有地方

武装约 10 万人，企图做最后的抵抗。

11 月 6 日晚，广西战役正式打响，西

路军、南路军先实施大迂回。西路军第

13 兵团部率第 38 军、第 39 军分别由湘

西南洞口、武冈地区出发，10 日占领靖

县、通道两座县城。为切断白崇禧集团

向云南的退路，我指战员冒雨夜以继日

地行军，于 13 日解放榕江、从江。南路

军第 4 兵团部率第 13 军、第 14 军、第 15

军及第 43 军由粤西进至郁林（今玉林）、

博白一线，阻止白崇禧集团经雷州半岛

退至海南岛，而后向南宁、钦州方向发

展，与西路军达成了钳形合围态势；北路

军第 12 兵团部率第 40 军、第 41 军、第 45

军，在西、南两路军切断白崇禧集团退路

后，由湘桂边界地区南下，协同西、南两

路军歼灭白崇禧集团于广西境内。三路

大军一路高歌猛进，乘胜追击国民党残

军。

11 月 18 日，第 41 军第 123 师向桂林

进攻。22 日 12 时，突破敌人在桂北地区

的最后一道防线甘棠渡，随后突入桂林

市，歼敌 1000余人，桂林宣告解放。

19 日，第 40 军相继占领富川、钟山、

贺县，并以每日 30 至 50 公里的速度向梧

州前进。与此同时，我军其他各路部队

也进展顺利。南路军于 23 日全部到达

作战待机地域。西路军第 38 军第 151 师

于 24 日占领思恩，25 日占领桂黔铁路上

的 东 江 、金 城 江 两 座 车 站 。 第 39 军 第

115 师于 25 日占领柳州，歼灭守军 2000

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27 日，第 115

师占领河池，并在河池西南地区截击敌

第 17 兵团第 103 军直属队和第 347 师大

部，俘师长以下 1500 余人。第 43 军接连

攻占容县、北流两县城，歼敌第 11 兵团

部和第 58 军一部，俘 4300 余人；28 日追

至东兰以东地区，歼敌 1700 余人；29 日

解放东兰县城。

30 日夜，第 43 军第 127 师第 379 团

与第 128 师第 382 团轻装奔袭，以每小时

5 至 6 公里的速度急行军，并肩突入博白

县城，歼灭敌第 3 兵团部，活捉其中将司

令官。

12 月 1 日凌晨，国民党 3 个军到达

博白附近，得悉其兵团部已被消灭，顿

时惊恐万分，不知所措。我第 4 兵团主

力紧密协同，发起猛烈合击。至下午 3

时，白崇禧集团第 3 兵团除一部向西逃

跑外，其余大部被歼。与此同时，由化

县、漳江地区出击之第 4 兵团主力在追

歼白崇禧集团第 3 兵团第 48 军一部后，

进 抵 博 白 附 近 。 经 过 两 天 激 战 ，白 崇

禧集团第 138 师警卫营被全歼。至此，

国 民 党 军 白 崇 禧 集 团 第 3 兵 团 大 部 被

歼灭。

2 日上午，第 38 军第 151 师从万岗

出发。4 日下午 4 时左右，第 452 团赶到

百色城附近，很快占领了制高点，在南阁

亭小山架起重机枪，并把观音堂庙附近

也全部控制起来。此时，一路由永乐而

来的我军也经东坪逼近城郊，呈半月形

包围了百色城。

5 日清晨 5 时，第 452 团进驻田州，

其他部队也相继到达，控制了城外制高

点。这时，第 151 师师部指挥所从百色

至田阳的敌人有线电话中，获悉百色城

守敌主力要逃离。上午 8 时，师领导命

第 452 团 3 个营 2000 人为先头部队，随

师直属部队、第 451 团、第 453 团轻装急

进百色。

战斗打响后，担任前卫的第 452 团

第 1 营 1 连 战 士 ，端 着 上 好 刺 刀 的 步

枪 ，首 先 强 渡 大 码 头 ；与 此 同 时 ，一 队

人 马 从 观 音 堂 庙 冲 过 二 码 头 ；另 一 支

队伍则由北胜街头的小河沙滩涉水而

过，冲上五码头；由永乐方向而来的另

一部队则从东坪蜂拥而入。几路部队

齐 头 并 进 ，军 旗 招 展 ，枪 炮 声 大 作 ，势

不可挡。早已军心涣散的守城敌军见

势 不 妙 ，扔 下 武 器 仓 皇 逃 走 。 我 军 各

部乘胜前进，占领城区。下午 5 时许，

百色解放。

12 月 6 日下午，我军向钦州敌人发

起总攻，至晚上 10 时结束战斗，歼敌 1 万

余人。7 日晨，我军在钦州以北的小董

圩等地区，将白崇禧集团第 10 兵团、第

11 兵团残部和交警总队等部包围，经激

烈战斗，当日将其全歼。至此，以钦州为

中心的粤桂边境第二次歼灭战胜利结

束。白崇禧集团由钦州逃往海南岛的幻

想亦已破灭。

12 月 14 日 ，以 远 距 离 追 击 、迂 回 、

包围为特点的广西战役宣告结束。此

役，我军歼敌 17.3 万余人，其中俘敌 15.7

万余人，解放了广西全境，为而后解放

云南省和海南岛创造了有利条件。

上图：人民解放军在粤桂边地区追

歼逃敌。 资料图片

大迂回追击歼敌的广西战役
■曾 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