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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 年 11 月的一天，闽西山区霜色

凝重，寒意袭人。宁静的山谷里，传来一

阵急骤的马蹄声。刚从上海日夜兼程返

回红 4 军的陈毅，在主持召开前委会议、

传达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后，即派人将中

央“九月来信”送给正在福建上杭休养的

毛泽东，并附上自己的亲笔信，促请毛泽东

回到红 4 军前委领导岗位。

一段时间以来，红 4 军内部因思想

认识不统一，战斗力受到很大影响，10

月下旬出击东江后损失很大，且面临被

敌人包围的危险，不得不撤回闽西。此

时，蒋介石正调集闽、粤、赣三省军队，布

置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会剿”。

11 月 26 日，毛泽东在中共福建省委

巡视员、组织部部长谢汉秋陪同下，从上

杭动身赶回长汀。一病数月，毛泽东此

时并未完全康复，但在见到朱德、陈毅

后，他十分高兴。28 日，他主持召开了

红 4 军前委扩大会议。

会议气氛融洽而热烈，针对红 4 军

出现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问题，会

议发出扩大闽西革命根据地、建立闽西

政权的建议，并根据中央“九月来信”关

于“红军有好的军事技术，有严格的军事

训练，才能加强自己的战斗力”的指示，

决定开展军政训练，以彻底纠正党内错

误思想，全面提高部队军事素质。会议

还规定 12 月份的主要工作是：召开中共

红 4 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建立红 4 军的政

治领导，纠正红 4 军党内各种错误思想。

当日，毛泽东致信中共中央，报告自

己 返 回 红 4 军 的 情 况 和 目 前 的 工 作 计

划：“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

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

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

太低，需赶紧进行教育。”随即，毛泽东、

朱德、陈毅等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召开座

谈会，同时开始构思九大决议。

12 月 3 日，国民党赣军第 12 师师长

金汉鼎率部已由赣入闽正向福建长汀袭

来。为避免正面作战，毛泽东、朱德、陈

毅等率红 4 军第 1、第 2、第 3 纵队撤离长

汀开往新泉，与第 4 纵队会合，全军达到

4000 多人。

新泉地处福建省连城县南部，由西、

北、东南 3 个村庄组成，东西两侧山岭重

叠，连绵起伏的高山构筑成东西两道天

然屏障，西连长汀南阳，南接闽西苏区中

心地带古田。红 4 军要到新泉的消息很

快传遍镇子大街小巷，苏区群众欣喜万

分。红 4 军以纵队为单位，分散驻扎在

附近乡村。前委、军委机关设在“望云草

室”，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住进这座砖木

结构、风格典雅的平房里。

究竟从哪里着手解决红 4 军党内存

在的问题？如何才能把第九次党代会开

好？时任第 1 纵队参谋长萧克后来回忆

道：“为开好这次会，毛泽东、朱德、陈毅等

齐心协力，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毛泽东

亲自召开地方干部座谈会，听取群众对红

军的意见；然后又召开各支队、纵队党代

表联席会议，还找一部分干部、战士谈话，

仔细调查部队和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听

取各种不同意见和反映，共同研究这些问

题的原因和如何克服的办法。”

在“望云草室”，毛泽东主持召开了

红 4 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预备会，研

究部署整训运动。整训分为政治和军事

两方面，政治整训由毛泽东和陈毅主持，

军事整训由朱德主持。这次为期 10 天

左右的军事、政治整训，史称新泉整训。

政治整训旨在明确红军的主要任

务，自觉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纠正旧军

阀作风。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工作，即

开展调查会、思想政治教育和组织纪律

教育。整训一开始，毛泽东便深入基层

开展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开会时，他

采取调查和讨论的方法，向出席者提出

各种问题，比如：打骂士兵的制度行不

行？流寇主义思想对不对？为什么不

行？用什么方法来纠正？会议中往往有

人提出不同意见，甚至展开激烈争辩，

毛泽东或耐心解释某个观点，或详细列

举一些事例，引导大家讨论。

除了在红军内部做调查，毛泽东还步

行至新泉附近的官庄召开农民座谈会。

这些农民并不十分理解红军的革命理论

和治军条令，但他们懂得田里的收成和军

队对待他们态度的好坏，知道他们的利益

是受到损害还是得到保护。他们从红军

打土豪、帮助农民分配土地和收割庄稼，

讲到苏维埃政府如何由农民当家作主，也

讲到他们不满意的地方……经过 10余天

的军内和农村调查，毛泽东进一步摸清了

红 4 军内部存在问题的种类、性质和根

源，为解决这些问题收集了第一手材料。

此外，毛泽东还领导红 4 军开展了

思想教育活动，探索政治建军的路子。

他告诉广大党员干部，红军是一个执行

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绝不是单

纯地打仗，应该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

众、武装群众、帮助建立地方革命政权的

使命，否则就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失

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隆冬之夜，“望云草室”经常彻夜透出

亮光。毛泽东靠窗伏案而坐，在一盏小煤

油灯下，时而凝眸沉思，时而挥笔疾书。“关

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问题”

“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

题”……八个章节独立成文又相互关联，每

个章节后面再分小节，列出一二三四、甲乙

丙丁，并写明存在问题的原因、纠正的方法

和措施。就这样，一份长达 3万字的纲领

性文献——《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

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草案诞生了。

军事整训方面，朱德抓住培训基层

军事指挥员这个直接影响部队战斗力的

关键环节，举办了基层军事干部训练班，

主持制定了红军各种条例、条令，并亲自

授课，言传身教。指战员按照游击战争

的实践要求，进行各个课目的演练，红军

战斗力有了较大提高，部队面貌焕然一

新，为古田会议后红军战争的胜利发展

打下基础。正当新泉整训如火如荼地进

行时，国民党军第 12 师从长汀扑过来，

并向连城新泉方向推进。

一个寒冷的夜晚，第 4 纵队党代表

张鼎丞匆匆赶到“望云草室”，向毛泽东

报告敌人已向新泉进逼的消息，朱德、陈

毅也闻讯赶来。“瓜熟蒂落，党代会还是

要开的。我看快速移师古田，在那群山

环抱的红色区域中心稳稳地开它三天

会，到时再跟敌人周旋如何？”“好，明天

就命令部队急行军赶到古田。”朱德、陈

毅都赞同。为了排除干扰，开好红 4 军

“九大”，毛泽东、朱德、陈毅决定：红 4 军

除留下一部分在新泉警戒长汀来犯之敌

外，其余移师上杭县古田，继续进行政治

军事训练，为召开党代会作准备。

红 4 军到达古田以后，毛泽东、陈毅

带领的前委机关和政治部入驻八甲村的

“松荫堂”大院，朱德和司令部入驻“松荫

堂”对面一座有着浓郁客家风格的青砖

大院。在这两个大院里，毛泽东、朱德、

陈毅等继续为召开红 4 军第九次党的代

表大会进行各种准备。

随着工作不断深入，毛泽东开始就红

军存在的问题分组进行专题研究。白天，

他主持召开党代表联席会议进行调查研

究；晚上，则在“松荫堂”整理调查得来的材

料，继续修改和完善九大决议案。从新泉

的“望云草室”到古田的“松荫堂”，通过大

量调查、座谈，毛泽东对红 4军内部存在的

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种种表现、产生的

根源以及纠正的办法，已有了全面透彻的

理解和把握，九大决议案得到进一步完善。

12 月 28 日至 29 日，中国共产党红

军 第 4 军 第 九 次 代 表 大 会 经 过 充 分 准

备，在古田曙光小学胜利召开。会议一

致通过了毛泽东在新泉“望云草室”酝酿

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

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

决议》。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

旨 和 任 务 ，确 立 了 红 军 建 设 的 根 本 原

则。决议不但在红 4 军得到贯彻落实，

其他各红军部队也照此执行。从此，这

个决议成为我党我军政治工作行动的纲

领指南，使中国革命一步一步走向胜利。

新泉整训虽然只有短短 10 余天，但

在我党我军的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它是继三湾改编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工农红军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政治和

军事整训，是一次新型民主整军运动，是

我军政治整训制度化、规范化的首创，为

彪炳我党我军史册的古田会议的胜利召

开做了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由于

《古田会议决议》第一手材料的收集和草

稿的孕育起草都是在新泉整训过程中完

成的，曾有专家比喻说：古田会议的召开

是决议的“一朝分娩”，新泉整训是决议

的孕育起草和形成的“十月怀胎”。

新泉整训孕育《古田会议决议》
■褚 银 章世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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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4 月 20 日傍晚 ，第三野战

军第 35 军奉命向南京江浦、浦镇、浦口

发起进攻，打开了解放南京的北大门。

淮海战役后不久，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

地区获得解放。驻守在江北的江浦、浦

镇、浦口地区的国民党军第 28 军利用

丘陵起伏的地形，构筑了壕沟和各式碉

堡，成为南京的北部屏障。

1949 年 2 月 25 日，中央军委电示

渡江战役总前委陈毅、粟裕、谭震林并

告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为使军事斗

争配合和平谈判的政治斗争，“三月中

旬或下旬，你们应准备攻占浦口及炮击

南京。此项准备工作限于 3 月 10 日以

前完成，待命行动。”

3 月 1 日，粟裕与张震复电，决定第

26、第 34、第 35 军 并 配 属 两 个 榴 弹 炮

团，执行攻取浦口、炮击南京的任务。

为分散敌人注意力，令第 7、第 9、第 10

兵团同时攻击沿江桥头堡垒，开辟突破

江防的道路。各部于 3 月 10 日前完成

作战准备，待命发起战斗。

后来，中央军委鉴于南京是六朝古

都，于 3 月 27 日取消炮击南京的计划，

决定将第 26、第 34 军东移，加强渡江战

役东集团的攻击兵力，第 25军向西参加

第 9 兵团突破江防的作战，只留第 35 军

在南京正北面担任佯攻任务。主攻南

京的任务由从镇江以东渡江的第 8 兵

团、芜湖以西渡江的第 9兵团担任，利用

南京处于长江内弯曲处的地理环境，向

南京南面实行钳形攻击，包围南京。

为及时解放南京、保护古城，第 35

军根据“牵制和配合”的作战要求，采取

“慢打渐进，伺机而动”的策略意图，于

4 月 20 日傍晚向江浦、浦镇、浦口进攻，

肃清江北桥头堡，直取南京。

按照“首先从右翼拿下江浦，从正面

夺取浦镇，再取浦口，并争取先机过江”

的作战决心，第 35 军以第 103 师 3 个团

和第 105师 1个团从右翼攻击江浦县城；

以第 105师主力为预备队，伏击打援，直

插江浦、浦镇间的公路，占领公路北侧的

村庄和有利地形，切断两地敌人间的联

系，并扫除据守在这一带山头上的敌人；

再以第 104师从左翼进攻浦镇东北一线

高地，夺取浦镇敌人的前沿阵地。部署

的目的是使江浦、浦镇、浦口的敌人均处

于被我分割包围、孤立无援的境地。

江浦是敌人的外围阵地，四周有高

大坚固的城墙，城墙上有明暗火力点。

国民党军第 28 军第 52 师的一个主力团

在这里把守。第 103 师经过实地侦察，

决定以第 307 团和第 309 团在城北处发

起 进 攻 ，第 308 团 则 从 侧 翼 迂 回 到 城

南，准备截击敌人的突围部队，形成对

敌的全面包围。

4月 20日 18时，解放江浦县城的战

斗拉开序幕。第103师在城北朱家山上，

组织炮火向城内轰击。晚 20时，前沿步

兵扫清攻城障碍，第 309团第 2营攻克了

城西敌越家山据点。敌数次反扑，均未

能夺回。21日零时，第 35军以强大的炮

火先后向江浦、浦镇发起轰击。第103师

迅速调整部署，在凌晨 3 时实行最后总

攻。至凌晨 5 时，第 307 团第 1 营第 3 连

30多位勇士，在连长张宪才、副连长王月

爱的带领下，用云梯强行爬上城头，突入

城内。与此同时，第 307团第 2营第 4连、

第 3营第 7连及第 309团第 2营第 6连，亦

用云梯强行突入城内。江浦城内敌一个

团部和约两个营守敌弃城南逃。至早晨

6时，江浦县城宣告解放。

20日晚，战斗在浦镇地区亦激烈展

开。据守浦镇的是国民党军第52师另一

个团。这个团利用山头构筑了许多永固

工事。次日，第 35军以一部分兵力从左

翼威胁敌侧背，以主力部队从正面向敌

主要阵地发起猛攻，第103师在打下江浦

后也协同第104、第105师攻击浦镇。

第 104 师迅即发起对浦镇大顶山、

二顶山、三顶山、猪头山等敌据点的攻

击，并扫清浦口前沿阵地；第 105 师越

过乌衣东南大片水网地带，沿东葛至浦

镇的公路两侧直插浦镇，他们越战越

勇，先后夺取大顶山、二顶山制高点，接

着与敌展开逐个山头、逐个碉堡的争夺

战。经过彻夜激战，至 22 日晨，敌主要

阵地全部被我占领。当日下午，国民党

军第 28 军乘船过江，向南京撤逃。追

击逃敌的第 35 军直奔浦口江边，追在

最前面的第 105 师第 315 团先头部队，

用机枪火力追击，将行至江心的一只敌

船击中，船沉入江底。

23 日上午，我军各部队先后抵达

浦口江边。下午，第 35 军在浦口车站

开会，研究迅速渡江、抢占南京的作战

方案。由于船只严重缺乏，军党委号召

各部队指战员积极找船。于是，各部队

一面派人在江北找船，一面派侦察员到

南岸敌人手里夺船。第 104 师在三河

乡桥北村的江滩芦苇丛中，找到一条载

重一百二三十担的木船及船主童达兴，

请他帮助渡江。老船工一不收大洋，二

不讲条件，欣然答应，并在老江口找到

一位贫苦船工当助手。

黄昏时分，木船载着师部侦察连指

导员杨绍津和 6位战士逆流而上。船到

南岸石油公司码头附近被国民党警察发

现，战士们当即开枪将其剿灭，接着在下

关煤港顺利登岸。童达兴不顾个人安

危，往返大江南北 6 趟，将 1 个连的官兵

全部安全送过江，使第 35军侦察兵与南

京地下党组织及时取得了联系。南京解

放后，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和华东支前委

员会向童达兴颁发了“功劳船”证书。

与此同时，第103师侦察连在浦口的

小河汊里找到一只小划子。经动员，船主

表示愿意送他们过江。随后，第103师侦

察班班长魏继善带着 4名战士在火力掩

护下渡江，17时左右到达下关码头。这

时，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和广大工人群众

接应解放军渡江的船只也陆续赶到。一

夜之间，第35军就全部到达下关。

23 日半夜，第 104 师直下紫金山、

中山陵，从东侧控制了南京城。第 104

师第 312 团一部的勇士们，高举红旗跨

越国府路（今长江路），直奔总统府，把

鲜艳的红旗插上总统府。第 103 师直

插清凉山、五台山等制高点，从西侧控

制了下关江面；第 105 师直向南京市中

心，占领新街口、中山门一线市区。驻

在中山陵的国民党军一个营向人民解

放军投诚，将中山陵完好地转交到人民

手中。同时，从镇江方向渡江的第 34

军主力亦星夜开往南京，两支部队密切

协同，迅速控制了全城，促成南京提前

获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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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4月，第 35军第 103师召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誓师动员

大会。 资料图片

扬中位于扬子江中，成洲千百年来

一直由周边府县管辖，直到 1904 年才独

立建置。扬中水上交通发达，物产丰富，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38 年 6 月 1 日，新四军第 1 支队司

令员陈毅奉命率部离开南岭陵园。2 日

晚，率部通过宣城铁路，向敌人侧背进

军。14 日到达句容市茅山地区，着手创

建茅山根据地。为贯彻中央分兵北渡的

方针，寻找新四军主力渡江的地点，1938

年 9 月至 11 月间，陈毅多次率领江南抗

日义勇军挺进纵队主要领导，勘查长江

南岸的龙潭、高资、大港、大路一带的江

滩、渡口，甚至冒着遭受日寇巡逻艇袭击

的危险，行船到江中远眺扬中。

从地理位置来看，扬中与大江南岸间

的夹江不宽，最狭处只有百十米，而且港

口、船只多，水上交通发达，有利于在日寇

控制长江的条件下来往大江南北；岛内河

港交织，芦苇丛生，有利于新四军开展游

击战。从经济上看，扬中虽是江中一洲，

但面积大，人口多，地势平坦，物产丰富，

是个鱼米之乡，有利于解决部队给养。从

军事上看，扬中远离城市和铁道线，日寇

若进犯，大部队来了展不开，小部队来了

不顶用，有利于建立抗日根据地。据此，

陈毅把扬中确定为新四军北上的渡江跳

板，指示挺进纵队尽早占领扬中，“把跳板

架过长江去”。

当时，驻守扬中的是国民党江苏省保

安第 9 旅第 3 团贾长富部，他们不仅欺压

百姓，无恶不作，而且顽固反共，暗中勾结

日寇，还不断派遣特务过江，暗杀共产党

干部。因此，不消灭第 3 团，新四军就难

以上岛立足。

1938 年 10 月 6 日，江南抗日义勇军

挺进第一支队奉命兵分两路，首次攻打

扬中，先后占领老郎街、八字桥和县政府

所在地三茅镇。不料，贾长富部把守的

三茅镇是一座空城，这次战斗仅俘获 20

余人，缴枪 10 余支。

陈毅判断敌人可能使诈，令部队迅

速撤回江南，等待时机消灭敌主力，再占

扬中。慎重起见，陈毅又亲笔写了一封

信，派警卫员送给挺进纵队，要他们勿为

一时胜利所惑，必须立即撤出，并及时报

告撤退情况。

事情果然不出陈毅所料。第 3 团事

先得到密报，已将主力分散隐藏在三茅

镇乡间，并严密封锁消息。同时，该团向

国民党江苏省保安第 9 旅旅长张少华请

援，妄图把挺进纵队消灭在三茅镇。10

月 9 日，挺进纵队根据陈毅命令，刚撤至

江南姚桥一带，保安第 9 旅 2 个团和保安

第 4 旅 1 个团就尾追而至。

1939 年春，在摸清第 3 团兵力部署

后，新四军一部协同挺进纵队第 1、第 2

支队趁夜再次攻打扬中。具体安排是：

由第 1 支队 1 个营包围驻老郎街之敌，1

个营攻打八字桥之敌和乡间小股匪军；

第 2 支队 2 个营和第 1 支队 1 个营解决三

茅镇的国民党县政府和第 3 团团部。战

斗于拂晓前结束，第 3 团两个多营被全

歼，少数逃窜到乡间的顽匪也陆续被肃

清，扬中全境为新四军占领。

不久，挺进纵队又派出一部北渡长

江，控制江都仙女庙以东之大桥、嘶马、

吴家桥一带。这样，从丹北到扬中，从扬

中到大桥，一条宽阔的“跳板”在滔滔长

江上架设起来。随后，挺进纵队司令部

从江南移至扬中老郎街。

半个月后，陈毅来到老郎街挺进纵

队司令部。他高兴地对挺进纵队司令员

管文蔚说：“老管，你们打得好！有了扬

中，我们过江就容易了。这块‘跳板’，你

们一定要守住，不能丢失。”

国民党顽固派则坚决反对挺进纵队

占领扬中，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

祝同和鲁苏战区副司令、江苏省主席韩

德勤等叫嚷：“管文蔚的部队过江是非法

的，是破坏抗日的，要追查责任。”新四军

副军长项英找陈毅商量后回复道：“管文

蔚所部是地方武装，虽然归新四军收编，

但新四军对他们一不给粮饷，二不供弹

药，所以指挥不灵，说话不听。三战区若

能增加新四军的饷弹，供给管部，就可以

调得动了。”就这样，顽军的无理要求被

顶了回去，挺进纵队在扬中站住了脚。

陈毅在扬中视察了整整一个星期，

他认为扬中不仅是新四军北渡的军事跳

板 ，还 是 党 的 工 作 向 北 发 展 的 政 治 跳

板。他亲自给挺进纵队创办的《群众导

报》题写报名，还赋诗三首，盛赞扬中。

其一、《长江跳板》：“滔滔江水向东

流，北渡如何得自由？立足扬中无限好，

贾团狡猾不须忧。”

其二、《政治跳板》：“地利天时好，人

和更不同。古今皆有训，中外亦相通。

北斗能高照，孤军定落空。太平民主化，

意义具双重。”（注：扬中古称太平洲）

其三、《知己知彼》：“长江跳板稳如

山，众寡悬殊不等闲。自古能兵怀远略，

迄今善战更高瞻。遵循马列无穷力，依

靠人民哪畏艰。灭敌反顽联二李，老三

老二又何难。”

“两战扬中”架起“江心跳板”
■锦 春 言 丰

战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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