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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25 军创建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是红军在长征途中创建并坚持下来的

一块根据地。它以陕南商洛为中心，包

括湖北、河南、陕西三省边界地区近 20

个县的中心地带或边界地区，与川陕、

陕甘革命根据地形成鼎足之势，既支持

了陕甘，也牵制了进攻川陕的敌人，战

略位置十分重要。红 25 军继续长征后，

留守根据地的中共鄂陕、豫陕两特委在

形势十分险峻且与中共鄂豫陕省委联

系中断的复杂局面下，独立作出了坚守

根据地的一系列正确决策，堪称大局意

识和战略决断的典范。

指示信失落

1935 年 7 月 15 日，中共鄂豫陕省委

在长安县丰峪口召开会议，决定率红 25

军 西 征 北 上 ，配 合 主 力 红 军 的 北 上 行

动，会合陕甘边红军，共同发展西北地

区的革命力量。会议还决定合并中共

鄂陕、豫陕两个特委，组成新的特委，领

导留下的部队继续坚持鄂豫陕革命根

据 地 的 游 击 战 争 。 随 后 ，代 理 省 委 书

记、红 25 军政委吴焕先在西进途中，以

省委名义给留在陕南的省委常委、执委

郑位三、李隆贵、陈先瑞及中共鄂陕特

委、豫陕特委发出工作指示信。信中阐

述了红 25 军西征北上的战略任务，指出

在当前斗争形势下，“鄂豫陕边区的区

域更显示出他在中国革命发展前途和

西北方的发展基础上成为（一）个重要

（而）有政治意义的区域”，并对下一步

就地坚持和发展鄂豫陕根据地、发展游

击战争作出了部署。指示鄂陕和豫陕两

特委合并组织一个特委，迅速组织新的

红军部队，把现有游击武装组成一个独

立团，力争发展成一个师；在游击战争中

避免同强大的敌人正面硬拼，要采取突

击、急袭、伏击、截击等游击战术，通过小

的胜利提高战斗力，从而不断巩固与开

创根据地，最大限度地牵制敌人，配合整

个西北的革命。省委的指示信，由便衣

队交给第 3 路游击师政委李志英，委托

其转交两特委。但在李志英带领游击师

特务队寻找特委的途中，特务队队长叛

变，枪杀李志英和几名战士后，带着省委

的信和少数人叛逃，致使省委的指示没

有能够传达到两特委。

庆幸的是，在后来的岁月中，指示信

由于种种原因，又回到我军手中，才由此

得知指示信所记载的内容（信件内容可

见《陕西党史专题资料集（二）》）。

艰难中寻找

国民党陕西省绥靖公署在获悉红

25 军主力离开陕南进入甘肃境内的消

息后，遂于 7 月 17 日发布命令，除以部分

兵力尾追外，集中 20 多个团的兵力，对

鄂豫陕根据地实施“划区清剿”，妄图以

“分割包剿”“各个击破”的手段，彻底摧

毁根据地。

留在根据地的两特委领导人既不

知红 25 军主力已经离开，也没有获悉鄂

豫陕省委对坚守根据地的部署和安排，

仍然按照省委原先交给他们的任务，在

小范围内开展游击活动。当时，各路游

击师和游击大队都分散在各地，鄂陕、

豫陕两个特委也是平行关系，整个根据

地的斗争失去统一领导。在敌突然的

重兵“围剿”下，根据地遭到极大破坏，

各路游击师受到重大损失。一时间，根

据 地 黑 云 压 城 ，形 势 变 得 十 分 严 峻 险

恶。根据地能不能坚守下去？怎样坚

守下去？作为留在根据地的最高领导

层，鄂陕特委和豫陕特委必须尽早作出

决断，拿出办法。

在经历了最初各自为战的混乱和迷

茫后，两特委开始千方百计查找鄂豫陕省

委和红 25 军动向，以便决定下一步的行

动方针。9月初，鄂陕特委从截获的一份

《西京日报》上得知，红 25 军主力已到甘

肃两当、泾川，军政委吴焕先已牺牲。据

此，鄂陕特委分析认为，红 25军已离开陕

南向陕北去了，遂开会研究决定：尽快将

各路游击师集中起来，设法跳出敌人包围

圈，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集中之后向东

寻找豫陕特委，商讨今后行动方针和两特

委集中领导以及部队整编等问题。会后，

鄂陕特委带领总部战斗营会合第 6 路游

击师和山阳西区游击大队，寻找第 3、第

4、第 5、第 7、第 9路游击师，并东进寻求与

豫陕特委会合。几乎与此同时，豫陕特委

也从报刊上获悉了红 25军西进北上的消

息，并采取了与鄂陕特委相同的举措，将

主力第 8 连编为第 1 游击大队，连同原来

的 3个大队，全部集中起来向西寻找鄂陕

特委。不久，两特委在商南县梁家坟村会

合了。在相互交流情况后，两特委初步商

定：各自返回原来游击区，布置根据地的

工作，收容伤病员，寻找剩余的几路游击

师，然后再会合研究下步行动。但很快，

意外发生了：两特委在分手后不久，分别

在雪窝和富山坪遭到敌人袭击。于是，两

特委不得不边打边退，在摆脱敌人后，又

重新返回梁家坟会合。

坚守鄂豫陕根据地

再度经受挫折，加剧了部队的混乱情

况，部分同志情绪低落，对坚持根据地斗

争更加信心不足。尽快统一思想，鼓舞士

气，明确下一步行动方针和策略，成为两

特委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

9 月 9 日，两特委的负责人在商南县

梁家坟召开联席会议，鄂陕特委领导人

郑位三、陈先瑞，豫陕特委领导人李隆

贵、方升普、曾焜等人参加会议。

会议首先分析了形势。鄂陕特委书

记郑位三的发言镇定而激昂。他指出，

红 25 军主力已经北上，留下的红军和游

击队不多，而敌军正在向我们发动疯狂

的进攻，我们面临的困难是大的，斗争是

艰苦的；然而，陕南的群众基础和地理条

件是好的，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坚决依靠

人民群众，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共同奋

斗，不但可以生存，而且还会得到进一步

发展；因此，我们要有克服困难、战胜敌

人的信心，一定要带领根据地军民，为保

卫鄂豫陕根据地继续开展游击战争。

与会人员对郑位三的发言进行了

热 烈 的 讨 论 ，一 致 同 意 他 对 形 势 的 分

析。随着讨论的深入，大家思想认识逐

渐得到统一，继续在鄂豫陕边区举起革

命 红 旗 、开 展 游 击 战 争 的 信 心 也 坚 定

了。大家认为，反“围剿”斗争将是十分

残酷和困难的，但可以利用的有利条件

也有很多，这里北靠秦岭，南濒汉江，境

内悬崖峻迭，山大沟深，丛林茂密，回旋

余地较大，地形有利；地方反动势力弱，

三省交界处各方敌人互有矛盾可以利

用；鄂豫陕边区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还

有近 300 名红 25 军老战士作骨干，加之

部队有半年多坚持根据地斗争的经验，

对我情、敌情、民情、社情有基本了解，

只要团结起来，紧紧依靠群众，采取正

确的斗争策略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是一定能够生存和发展的。

根据郑位三的建议，会议就统一根

据地党和军队领导问题进行了研究。在

讨论特委书记人选时，陈先瑞主动发言

提出：“主力红军走了，我们现在是独立

一方的部队，能不能坚持斗争，决定于是

否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有一个好的

书记领导我们。郑位三同志有较高的思

想水平和组织能力，遇事沉着冷静，深思

熟虑，密切联系群众，善于从实际出发，

把党的方针政策具体化。到鄂豫陕边区

开辟根据地以来，他一直担负党政建设

工作，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我们要独

立坚持斗争，只有郑位三同志才能担负

起特委书记这副重担。”陈先瑞的发言，

引起大家的共鸣。经过讨论，会议采纳

了陈先瑞的意见，选举郑位三为鄂豫陕

特委书记。这一紧急状况下采取的组织

措施，在日后的根据地斗争实践中证明

是十分及时和正确的。

会议最终作出以下决定：树立独立

坚持斗争的思想，以陕南为中心，广泛开

展游击战争；将鄂陕、豫陕两特委合并成

立陕南特委（后根据中央指示改称鄂豫

陕特委），统一领导鄂豫陕边革命斗争，

新的鄂豫陕特委以郑位三为书记，陈先

瑞、李隆贵、方升普、曾焜为常委；合编各

游击武装，组建红 74 师作为坚守根据地

的主力部队；确定作战方针是游击战，采

取同敌人“兜大圈子”的方法，灵活机动，

扬长避短，不同强敌正面触碰，避免打硬

仗，集中兵力，打击分散、弱小、孤立之敌

和地方反动民团武装；紧紧依靠群众，广

泛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扩大红军；军队

内部要团结一致，下定决心，坚持斗争，

大家死在一块、活在一块。

梁家坟会议是在鄂豫陕根据地处

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召开的。会议

作出的独立坚持根据地斗争的决策和

切合实际的斗争策略，是鄂陕、豫陕两

特委在与鄂豫陕省委联系中断、没有得

到任何指示的情况下独立作出的，既符

合根据地斗争的实际，又与省委指示信

的精神高度契合，展现出成熟的大局意

识和高超的战略决断能力。

10月 6日，红 74师正式成立，陈先瑞

任师长、李隆贵任政委，方升普任副师长

兼参谋长，曾焜任政治部主任，部队设两

个营、一个手枪团和警卫连、通信排、看护

排，共约 700 人。在鄂豫陕特委领导下，

红 74 师转战于鄂豫陕边的 20 多个县境，

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粉碎了敌人数次

围攻，挽救了危局，保存了力量，使鄂豫陕

根据地的革命烈火不熄、红旗不倒；同时

有力地牵制了敌人，配合了红 25军、红二

方面军等主力红军的长征，在中国革命战

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梁家坟会议决定坚守鄂豫陕根据地前后—

大局意识和战略决断的典范
■高宝新 郜耿豪

军史撷珍

1935年

在陕南。前

排 右 起 ：徐

海 东 、郑 位

三 ，后 排 右

起：陈先瑞、

程 子 华 、李

隆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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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

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锦州，因扼守

敌军由关外向华北撤退的要冲，成为东

北野战军的首要攻击目标。9 月 26 日，

东北野战军经过系列作战，完成了对锦

州的初步包围。

为增援锦州，蒋介石从关内急调第

62 军、第 39 军 2 个师、第 92 军 1 个师和

独立第 95 师海运葫芦岛。连同原驻锦

西（今葫芦岛市）的第 54 军共 11 个师，组

成“东进兵团”，由第 17 兵团司令官侯镜

如指挥增援锦州。顶住敌之援军，赢得

必需的时间，成为东北野战军夺取锦州

的关键。

10 月 5 日，东北野战军第 4 纵队奉

命前往塔山、高桥一带布防。塔山全称

塔山堡，系一个地势低平的小村，位于

锦西至锦州的必经之路。村西海拔 261

米的白台山是制高点，可以俯瞰整个塔

山地区。6 日晨，第 4 纵队抵达防区，第

12 师负责防守塔山，其第 36 团（现第 74

集团军某合成旅前身部队）则担负守卫

白台山的重任。

10 日拂晓，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向

塔山发起进攻，其第 62 军第 151 师主攻

白台山。该师在强大火力掩护下，不断

增加兵力连续实施攻击。坚守在泉眼沟

前沿阵地的我第 36 团 1 个排顽强抗击，

排长负伤，副排长牺牲，全排 43 名官兵

战至仅余 8 人仍誓死不退……仅一天时

间 ，第 36 团 即 打 退 敌 军 9 次 进 攻 。 11

日，泉眼沟阵地一度失守，后又被第 36

团以英勇的反冲锋夺回。

11 日下午，国民党军暂停攻击，调

整部署。13 日拂晓，在数十门重炮、“重

庆号”巡洋舰舰炮及空军火力支援下，国

民党军再度展开攻势。4 时 30 分，敌军

炮兵开始轰炸塔山、白台山阵地。7 时，

敌第 62 军第 157 师向白台山刘家屯阵地

北侧高地发动进攻。我第 36 团官兵以

刺刀和手榴弹与敌展开惨烈的肉搏战，

击退敌 7 次连续进攻。17 时，当敌再度

来犯时，第 36 团第 1 营一部大胆穿插，成

功突袭敌设于浅近纵深的团指挥所，最

终瓦解了其攻势。是日，东北野战军主

力完成了对锦州城的合围，只待总攻。

这一消息震惊了敌人，14日成为国民

党军“东进兵团”投入兵力最多、火力最猛、

进攻最凶的一天。10时，敌第 157师集中

30多门火炮轰击白台山常家沟，阵地硝烟

弥漫。最初的炮击确实给我军带来不小的

损失，但第 36团官兵此时已有对策：当敌

军炮火准备时，只留下少数观察哨，其余人

员隐蔽；当敌炮火向后方延伸时，则迅速返

回阵地，这就有效地保存了防守力量。敌

军虽以两个营实施反复冲击，但在我军顽

强阻击下成效甚微。国民党军这一天的疯

狂进攻，也成为其最后的挣扎。

我军在塔山地区的顽强阻击，为主

力攻克锦州赢得了宝贵时间。1948 年

10 月 15 日，锦州解放，国民党军从陆上

撤向关内的道路完全被封闭。

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给第 4 纵队发来

嘉奖电称：“你们这种英勇顽强的防御

战，是模范的，值得赞扬的。”16 日，为表

彰第 12 师第 36 团浴血奋战、坚守白台

山，东北野战军第 4 纵队授予该团“白台

山英雄团”光荣称号。

“白台山英雄团”战旗—

钢铁阵地 坚如磐石
■蒲 元 丁凯强

功勋荣誉战旗巡礼

1947 年 4 月 3 日 6 时，伴随着猛烈

炮火，红石镇（今位于吉林省柳河县）伏

击战正式打响。炮火急袭后，东北民主

联军指战员顶着寒风，对当面敌人发动

勇猛冲击。这场战斗仅仅持续了 10 个

小时，却诞生了一个惊人的纪录——敌

我双方人员损失达到 25∶1。东北民主

联军以阵亡 7 人、负伤 319 人的代价，给

国民党军 1 个师又 1 个团的部队以毁灭

性打击。

定下决心

1947 年 3 月 下 旬 ，东 北 民 主 联 军

和国民党军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

战役中的较量走到最后阶段。国民党

军 东 北 保 安 司 令 杜 聿 明 调 集 11 个 师

约 20 个团的兵力，分三路对临江地区

发起第 4 次进攻。担负主攻任务的中

路部队约 10 个团，其主力是第 13 军第

89 师，另有第 54 师、第 2 师、新编第 22

师、暂编第 20 师等各一部。3 月 27 日，

国民党军发起攻势后，左、右两路部队

行动谨慎迟缓，中路第 89 师却呈冒进

之势。

此时，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在正

面战场的主力部队仅有第 3、第 4 纵队

的 4 个师，敌我力量对比悬殊。面对国

民党军咄咄逼人之势，时任中共中央东

北局副书记兼辽东分局书记、东北民主

联军副政治委员兼辽东军区政治委员

陈云，在临江主持召开了辽东分局和辽

东军区直属机关干部会议。参会人员

一致认为，无论战争多么残酷，都要打

下去，只能打胜，不能失败。陈云反复

问参会人员，对这样的决定后悔不后

悔，大家一一表态“不后悔”。

3 月 31 日晚，辽东军区第 3、第 4 纵

队领导在第 3 纵队指挥所四道沟子研

究作战计划。会议产生了两个不同的

方案：一是首先歼灭国民党军暂编第

20 师，因为该师属于国民党滇系部队，

战斗力一般，且处于战线外侧，易于歼

灭；二是歼灭第 89 师，因为该师是主攻

部队，一旦将其消灭即有可能粉碎敌人

进攻，且该师刚从热河调来，对附近气

候地形等情况均不熟悉。经过激烈争

论，上级最终决定采取第二个方案。

东北民主联军的作战部署为：第 3

纵队第 7、第 8 师，第 4 纵队第 10 师（欠 1

个团）担负围歼任务；第 3 纵队炮兵团

配属第 7 师作战，辽东军区炮兵团和第

4 纵队炮兵团配属第 10 师作战，以上部

队合计 21000 人左右。第 3 纵队第 9 师

等部队控制湾口镇等地，阻击国民党军

增援部队。

示弱诱敌

4 月 1 日，国民党军先头部队第 89

师第 266 团一个营进至红石砬子，第 89

师主力和第 54 师第 162 团随后跟进。

同日，东北民主联军第 8 师第 23 团第 3

营和第 10 师第 29 团第 3 营进至红石砬

子西北高地，与敌发生接触性作战。为

将国民党军引诱至红石镇地区加以歼

灭，东北民主联军故意分散展开，利用

有利地形节节抗击敌人，并且仅使用轻

武器，只后退不前进，在转移阵地时，也

故意显得混乱慌张，造成是地方部队或

者是游击队的假象。

国民党军看到这一情况后，判断当

面东北民主联军部队是在掩护主力转

移 ，于 是 一 路 紧 追 不 舍 。 4 月 2 日 14

时 ，国 民 党 军 进 至 红 石 镇 、油 家 街 一

带 。 当 日 15 时 ，国 民 党 军 发 动 攻 击 。

东北民主联军再次撤退。黄昏时分，国

民党军就地宿营。由于对东北地区气

候不适应，加上轻敌大意，国民党军没

有构筑任何防御工事，没有进行最起码

的战术展开，对前进道路两侧的制高

点，如兰山主峰、红石镇东南高地等均

没有派兵控制。

在此前后，东北民主联军广大官兵

克服极端寒冷气候的影响，借助黑夜和

积雪掩护，在红石镇周边隐蔽展开。第

3 纵队第 7 师为右路，首先在二道沟、小

城子、马家店地区展开；第 3 纵队第 8 师

为中路，坚守歪头砬子、严家街、李家油

坊一线，做好向红石镇突击的准备；第

4 纵队第 10 师为左路，首先在小堡、高

丽道子、张家街地区展开。三路部队隐

蔽行动，从两翼悄悄迂回，占领关键高

地，对当面国民党军形成四面合围、居

高临下的有利态势。

4 月 3 日凌晨，东北民主联军完成

对国民党军第 89 师和第 54 师第 162 团

的 包 围 ，3 个 炮 兵 团 跟 随 步 兵 隐 蔽 开

进 ，一 直 前 进 到 距 敌 前 沿 仅 1000 到

3000 米的阵地，做好射击准备。6 时，3

个炮兵团同时开始炮火急袭。数十门

重炮和数百门迫击炮，瞄准国民党军炮

兵阵地，连续进行了约 10 分钟的摧毁

射击。由于缺少防备，国民党军毫无还

手之力。后来被俘虏的第 89 师副师长

张孝堂承认：“你们真行，没想到你们这

么厉害，几分钟的工夫，就把我们的部

队打得稀巴烂。”东北民主联军的 3 个

炮兵团随即转移火力，支援步兵第 7、

第 8、第 10 师的进攻。

突击决胜

趁国民党军惊魂未定之际，东北民

主联军步兵立即发动迅猛突击。7 时，

第 8 师占领歪头砬子主峰阵地，关闭了

敌人的前方大门。8 时左右，第 7 师攻

占野猪沟、梨树沟、八宝沟、六盘家子及

以南高地，把敌人压迫于兰山脚下。第

10 师攻占了高丽道子、小通沟、西腰沟

屯及周围高地，师警卫营在瓮圈岭与第

7 师取得联系，封闭了国民党军向西南

方向的逃路。在此之后，东北民主联军

以油家街为中心，在方圆 30 公里的范

围内向国民党军纵深进行渗透穿插，分

割围歼。

国民党军见大势已去，纷纷向兰山

方向溃逃。东北民主联军各师缩小包

围圈，迅速向兰山、红石镇、油家街、张

家街以西推进。3 个炮兵团紧跟步兵

向前转移阵地，在有效射程内，以最快

的射击速度、最猛烈的火力，对准敌人

的密集队形，实施拦阻射击。13 时左

右，第 7 师占领兰山主峰，第 10 师攻占

大花斜及其以西高地，完全切断国民党

军逃跑道路。

一些东北民主联军指战员后来在

回忆中，对当时战斗情形进行了这样的

描述：“（国民党军）指挥官根本掌握不

住军队，人喊马嘶，鬼哭狼嚎，汽车、马

车、小炮、大炮为了夺路，横冲直撞，挤

满了道路原野……”“枪弹暴雨般向敌

群倾斜，战士们踏着过膝的积雪，迎着

刺骨的寒风向敌人奋勇冲击……”

官兵在勇猛冲击的同时，灵活使

用心理攻势。许多战士高喊：“缴枪不

杀，优待俘虏。”一些解放战士也跟着

喊：“我们是 195 师解放过来的，共产党

确实优待俘虏，缴枪不杀，这里待我们

很好，你们快过来吧，如果顽抗到底，

那就是死路一条。”看到败局已定，大

批残余国民党军放弃顽抗，纷纷从山

洞、山沟、雪窝中走出，按照指定路线

到俘虏群中集合。当日 16 时，红石镇

伏击战结束。

红石镇伏击战仅仅用了 10 个小时

即 大 获 全 胜 ，共 击 毙 国 民 党 军 660 余

人，俘虏 7500 余人。东北民主联军仅

阵亡 7 人，负伤 319 人。此次作战，东北

民主联军还缴获各种火炮 96 门、火箭

筒 33 具、枪支 3439 支（挺）、汽车 23 辆、

军马 613 匹、电台 10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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