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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柏坡纪念馆展厅里，陈列

着一件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期间使用

过的马褡子。这件马褡子长 147 厘

米、宽 76 厘米，上有大小两个口袋。

马褡子质地为粗布，原本是灰色的，

历经岁月洗礼已经发白，上面还有

几块用细细的针脚缝上去的补丁。

马褡子的保存者是毛泽东在西

柏坡时期的卫士长李银桥。在转战

陕 北 途 中 ，李 银 桥 是 毛 泽 东 的 卫

士。2003 年 10 月 14 日 ，李银桥夫

妇将马褡子无偿捐赠给西柏坡纪念

馆，并深情讲述了这件马褡子的来

历。

1947年 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等

部 25 万余人进攻陕甘宁边区，而在

陕北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不足 3万人，

敌我兵力悬殊。3月 18日，毛泽东率

中共中央机关主动撤离延安，踏上

转战陕北的征途。

毛泽东转战陕北所走之地沟壑

纵横、山峁林立，地理环境异常艰

险。在行军转战的日子里，这件在

延安制作的马褡子一直被毛泽东随

身携带。当时，他常用的书籍、资

料、地图以及生活用品等都装在里

面。行军之余，毛泽东常常从马褡

子里取出书来阅读。李银桥还清楚

记得当时毛主席读书的情景，那沉

着投入的神情，仿佛全然忘了身处

敌人围追堵截的险恶环境中。

从撤离延安到东渡黄河的近一

年时间里，西北人民野战军取得了

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为

西北战场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小

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对蒋介石

的斗争，计划用五年来解决，从过去

这一年的战绩来看是有可能的。在

神泉堡，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 部 起 草 了《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宣

言》，第一次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

的全称，第一次以宣言的形式郑重

向中外宣布“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

国”的口号。在杨家沟，毛泽东向中

共中央扩大会议提交《目前形势与

任务》的书面报告，提出了党在新的

形势下军事、土改、政党、经济、政治

等各方面的行动纲领和政策，为中

国革命夺取全国胜利，在政治、思想

和政策上做了充分准备。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从陕西

省吴堡县川口渡口东渡黄河，进入山

西。5月下旬，到达西柏坡。在西柏

坡相对安定的环境中，马褡子“退休”

了，李银桥的妻子将上面的破洞缝补

好后收了起来。随着革命形势的迅

速发展，1949年 3月 23日，毛泽东和

党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李银

桥将这件马褡子也带到北平。

下图：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期间

使用过的马褡子。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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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 2 月至 6 月，粟裕指挥苏浙

军区部队在天目山地区运动歼敌，以少

胜多，通过 3 次反顽自卫作战，歼敌 1.3

万余人，巩固了苏浙皖抗日根据地，提

高了新四军大兵团运动作战能力。

一

抗战后期，遵照党中央“向东南发

展”指示，粟裕率新四军第 1 师主力一部

南渡长江，向苏浙敌后发展。1945 年 1

月 6日，新四军第 1师主力与在当地坚持

斗争的第 16 旅在浙江长兴会合。13 日，

根据中央军委电令，新四军苏浙军区成

立，统一指挥江南、浙东部队，以粟裕为

司令员，谭震林为政治委员（未到任），刘

先胜为参谋长。苏浙军区部队统一整编

为 3 个纵队，并确定了向东南敌后进军

的部署。正当部队积极向敌后挺进之

际，国民党顽固派连续调集重兵企图聚

歼我军。苏浙军区部队被迫于天目山地

区进行了为期 5个月的自卫反击作战。

天目山位于杭州西北，连绵百里，

山势险峻。其北麓的孝丰城为天目山

的北大门。国民党顽军企图凭借天目

山阻止我军向浙江发展。为粉碎敌军

图谋，苏浙军区决定，第 1 纵队进至递铺

以东、余杭以北，并控制莫干山区，作为

向浙东发展的前进基地；第 2 纵队向浙

西发展，以策应主力南进作战；第 3 纵队

3 个支队进至广德、泗安南北地区，配合

第 1 纵队行动。

按照计划部署，2 月 10 日，各纵队

开始行动。12 日，第 1 纵队控制递铺、

武康一线，顺利进入莫干山区；第 3 纵队

第 7 支队进至广德以南地区。

得知我军行动后，国民党第 3 战区

司令顾祝同急令苏浙皖挺进军总司令

陶广率顽军第 62 师、“忠义救国军”1 个

团和浙江保安第 2 团共 5 个团兵力，由

孝丰向第 7 支队发起进攻。

第 7 支队立即组织反击，在广德南

击溃“忠义救国军”一部，随即进占孝丰

以北地区。15 日，顽军第 62 师迂回至

侧翼，企图包抄第 7 支队。粟裕识破顽

军诡计，当即令第 3 纵队第 8、第 9 支队

投入战斗，在孝丰以北与敌展开激战。

同时，令第 1 纵队西返增援。战至 16 日

晚，顽军第 62 师溃败。第 1 纵队追至孝

丰北，将其第 184 团歼灭，并乘胜攻占孝

丰。18 日，第 1 纵队配合第 3 纵队在西

圩市、渔溪口一线歼灭“忠义救国军 ”

400 余人，残敌逃往天目山和宁国。

至此，苏浙军区部队第一次反顽自

卫反击作战胜利结束，歼敌 1700 余人，

占领孝丰城，控制了天目山北部地区。

二

3 月 1 日，国民党顽军重新调集 12

个团兵力，任命顽军第 28 军军长陶柳为

前 线 总 指 挥 ，兵 分 4 路 向 孝 丰 分 进 合

击。其进攻主力是左中路的第 52 师和

第 192 师各 1 个团。苏浙军区以第 1、第

3 纵队加独立第 2 团，共计 7 个支队（团）

兵力迎战。

粟裕分析敌情后认为，顽军人数虽

比我军多 1 倍，但其建制混乱，指挥不统

一，内部矛盾重重；只要集中兵力歼其主

力，其他各路即可迎刃而解。于是，决定

首先歼灭顽军第 52 师第 156 团和“忠义

救国军”，然后各个击破其他路敌军。

4 日，各路顽军攻占我军多处阵地，

对孝丰形成合围之势。6 日，顽军第 62

师对孝丰外围阵地发起猛攻。我第 1

纵队第 3 支队和独立第 2 团顽强阻敌，

战斗非常激烈，阵地几次失而复得。当

晚，我守备部队发起反击，顽军第 62 师

溃逃。我守备部队从西面楔入渔溪口，

歼灭“忠义救国军”一部，顽军陷入混乱

之中。

7 日晚，我军全线出击。第 1 纵队

西出孝丰城，对敌实施分割包围；第 3 纵

队从顽军左翼迂回包抄。“忠义救国军”

惯打“滑头仗”，见势不妙，立即溜之大

吉。顽军第 52 师第 156 团的侧翼被暴

露出来。为避免被歼，第 156 团慌忙撤

退，在黄泥岗与我第 3 纵队遭遇。狭路

相 逢 勇 者 胜 ，我 军 指 战 员 依 托 有 利 地

形 ，率先对逃敌发起进攻 ，全歼第 156

团。顽军主力被打垮后，其他各路顽军

顿作鸟兽散，纷纷西逃南窜。

粟裕决心扩大战果，遂挥师追击至

羊角岭。羊角岭是外界进入天目山的

必经之地。我第 2 支队乘胜夺取羊角

岭 ，而 后 一 鼓 作 气 攻 占 天 目 山 南 部 地

区。26 日，我第 1 纵队击溃顽军第 192

师 2 个营，控制了天目山和临安，取得了

第二次反顽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此

战，我军毙俘顽军 1700 余人，缴获大量

武 器 弹 药 ，控 制 了 11 个 县 ，解 放 人 口

100 余万。

三

为加强苏浙军区力量，经中央军委

批准，叶飞率第 1 师教导旅 3 个团渡江

南下至长兴地区，与苏浙军区会合。第

1 师教导旅改称苏浙军区第 4 纵队，叶

飞任苏浙军区副司令员。

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国民党加紧

了对苏浙地区的争夺。国民党第 3 战区

任命第 25 集团军总司令李觉为前线总

指挥，调集 14 个师 42 个团的兵力，企图

攻击苏浙军区部队于天目山区。

5 月 22 日，顽军第 79 师越过富春江

西岸和新登一线，企图切断天目山与金

（华）萧（山）之联系。为打破敌人进攻，苏

浙军区集中第 1、第 3、第 4纵队主力，决心

乘顽军立足未稳，打乱其部署。29日夜，

粟裕指挥第 1、第 7、第 10支队向龟缩在碉

堡中的顽军第 79 师发起反击，经 3 天激

战，歼敌大部。6月 2日，我军再占新登。

但顽军不断增援新登，企图以优势兵力，

迫使我军与之决战。为避免与强敌拼消

耗，粟裕决定主动撤离新登、临安、天目山

区，仅留 2个支队守备孝丰城，7个支队隐

蔽集结于孝丰西北，待机歼敌。

我军主动撤退，顽军误认为我军“向

北溃逃”。李觉急令左中右 3 个“进剿”

兵团急速追击，妄图一举攻占孝丰。掌

握敌情后，粟裕令部队佯装败退，诱使顽

军进入预伏阵地。19 日，顽军第 52 师孤

军深入，进至孝丰以西的西圩市，其他各

路顽军行动迟缓，顽军兵团之间出现 20

公里宽的间隙。粟裕抓住战机，决定首

先歼敌左兵团，然后挥师东向，歼敌右兵

团。当晚，在“为皖南事变死难烈士报

仇”的喊杀声中，我军指战员如猛虎下

山，锐不可当，一举歼灭顽军第 52 师主

力。歼敌左兵团后，我军立即调转兵力，

围歼敌右兵团。21 日晚，敌右兵团被挤

压在孝丰东南的港口、白水湾狭小山谷

内。我第 1、第 4 纵队 4 个团兵力穿插分

割 ，切 断 了 敌 右 兵 团 与 突 击 2 纵 之 联

系。经一昼夜激战，顽军第 79 师和突击

1纵大部被歼，残敌向临安方向逃窜。23

日下午，我第 4 纵队对大茅山发起进攻，

全歼敌突击第 1、第 2 纵队和第 79 师大

部。天目山第三次反顽作战大获全胜，

毙俘敌 9800余人。

天目山战役，我军在运动中调动、

歼 灭 敌 人 ，取 得 了 三 战 三 捷 的 辉 煌 胜

利，巩固和扩大了苏浙皖抗日根据地，

为完成向东南发展战略任务迈出了关

键一步。

运动歼敌的天目山战役
■张瑞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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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我 军 历 史 上 ，有 这 样 一 位 指 挥

员，他参加红军后不久就调到毛泽东、

朱德身边工作，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特

务队队长到中央警备团团长，从公安中

央纵队司令员到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从

公安部队副司令员到原北京军区副政

委 、顾 问 ，被 人 们 称 为“ 红 色 警 卫 将

军”。他就是开国少将吴烈。

一

吴烈，1915 年 10 月出生，江西萍乡

人。9 岁那年，他随父亲来到安源煤矿

当 了 一 名 童 工 。 此 后 ，受 进 步 思 想 影

响，他加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参加

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和护厂斗争等

革命活动。

1930 年 5 月，吴烈在安源新街茶亭

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成为红 6 军第 1

纵队第 1 支队第 1 连战士。因为战斗勇

敢，他很快当上班长。在攻打文家市的

战斗中，他右腿被敌手榴弹炸伤，用绷

带 简 单 包 扎 后 继 续 追 歼 国 民 党 军 残

兵 。 此 战 后 ，他 被 批 准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并任红 7 师第 19 团第 1 连排长。不

久，他调到新组建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

特务队工作，担负毛泽东、朱德等首长

和指挥机关的安全警卫任务。

特 务 队 组 建 后 ，总 前 委 首 长 非 常

关心这支队伍。一次，毛泽东、朱德到

队里看望大家。毛泽东身穿打着补丁

的 粗 布 军 装 ，脚 穿 旧 布 鞋 。 朱 德 穿 着

破旧灰军衣，打着绑腿，脚穿草鞋。战

士们看到威震敌胆的红军领袖竟如此

简 朴 ，感 到 非 常 亲 切 。 毛 泽 东 问 吴 烈

叫什么名字，参加革命前干什么，吴烈

逐一回答。当吴烈讲到参加红军前在

安源煤矿当学徒时，毛泽东高兴地说：

“萍乡、安源我去过多次 ，那里工人阶

级 觉 悟 很 高 ，罢 工 运 动 对 全 国 影 响 很

大。”最后，毛泽东说：“既然大家参加

了 革 命 ，就 要 和 国 民 党 反 动 派 斗 争 到

底。”

1930 年 10 月 下 旬 ，蒋 介 石 部 署 对

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围剿 ”。

10 月 30 日，毛泽东、朱德等在江西新余

县 罗 坊 召 开 总 前 委 紧 急 会 议 ，讨 论 红

军的战略行动。吴烈带领特务队负责

会 议 警 戒 ，保 护 首 长 安 全 。 会 议 休 息

时 ，毛 泽 东 向 吴 烈 询 问 特 务 队 官 兵 的

思 想 情 况 ，并 要 求 大 家 随 时 做 好 外 线

作战准备。

12 月，特务队扩编为特务大队，辖 3

个队，吴烈由排长升任特务队队长。不

久，他接任大队长。

12 月 29 日，国民党军“围剿”前线

总指挥兼第 18 师师长张辉瓒率部向龙

冈 推 进 。 毛 泽 东 、朱 德 决 定 在 龙 冈 和

君 埠 间 的 黄 竹 岭 歼 灭 该 敌 。 30 日 上

午 ，张 辉 瓒 部 遭 到 红 军 迎 头 痛 击 后 展

开 反 扑 ，部 分 国 民 党 军 向 总 司 令 部 指

挥所涌来。吴烈带领特务大队主力迅

速 实 施 阻 击 ，并 派 部 分 官 兵 保 护 总 前

委首长立即转移。当涌上来的国民党

军 爬 到 半 山 腰 时 ，吴 烈 指 挥 警 卫 战 士

一齐开火，消灭了这股残敌，总前委首

长脱离了危险。

1931 年 4 月 1 日，国民党军向中央

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5 月 14 日，红

军总司令部截获国民党军第 28 师公秉

藩部明码电报，得知该师 15 日从富田

向 东 固 进 击 。 毛 泽 东 、朱 德 商 定 在 九

寸 岭 和 观 音 崖 间 设 伏 歼 敌 ，指 挥 所 设

在白云山上。16 日拂晓 ，吴烈率特务

大队保卫总前委首长向白云山指挥所

疾 进 。 当 路 过 一 座 小 桥 时 ，他 们 与 公

秉 藩 部 先 头 部 队 遭 遇 。 为 了 赢 得 时

间，吴烈护卫毛泽东等首长且战且退，

迅速向指挥所转移。他命令战士扔掉

背包，枪上刺刀，准备展开肉搏战。就

在生死攸关的时刻，秘密赶来的红 3 军

主 力 从 密 林 中 猛 冲 下 来 ，使 敌 军 陷 入

一 片 混 乱 。 吴 烈 这 才 松 了 口 气 。 此

战 ，红 3 军 主 力 歼 灭 敌 第 28 师 大 部 。

战 后 ，特 务 大 队 改 称 国 家 政 治 保 卫 大

队，吴烈任大队长。

1934 年 10 月 ，中 央 红 军 第 五 次 反

“围剿 ”斗争失败后 ，被迫实行战略转

移。吴烈带领国家政治保卫团第 1 营，

重点保卫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和董必武、

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蔡畅、邓颖超、

贺子珍等干部休养连的安全。红军过

草地前，粮食极为匮乏。有一次，吴烈

发现牦牛粪里有一些未消化的青稞和

黑豆，洗净炒熟后还可以食用，就介绍

给干部休养连的人。后来，有人竟收集

到两三斤这样的救命粮，并靠这些粮食

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日子。

二

1938 年 2 月，吴烈调任新组建的中

央警卫教导大队工作，主要负责中共中

央首长和驻地的警卫工作。

1942 年 10 月 ，中 央 警 卫 教 导 大 队

和军委警卫营合并成立中央警备团，隶

属于中央军委。10 月 20 日，中央警备

团在延安侯家沟召开成立大会。军委

参谋长叶剑英宣读命令，任命吴烈为中

央警备团团长兼政委，兼任延安北区卫

戍司令员。中央警备团对外称第 18 集

团军 总 司 令 部 警 备 团 ，主 要 执 行 保 卫

毛泽东、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及要

害部门安全和卫戍延安的任务。会上，

叶剑英风趣地说：“中央警备团应改叫

‘钢盔团’。钢盔是干什么用的？是保

护脑袋的。警备团就要像钢盔一样，保

护好全党的脑袋——党中央。”

为使中央警备团成为一支能文能

武 的 警 卫 部 队 ，吴 烈 对 全 团 官 兵 进 行

了 严 格 的 履 行 职 责 教 育 ，并 建 立 了 正

副班长带班、干部查哨等制度，还开展

了 文 化 扫 盲 活 动 。 同 时 ，他 带 领 全 团

官 兵 投 入 大 生 产 运 动 ，自 办 造 纸 厂 和

合作社。

1945 年 4 月至 6 月，中国共产党第

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

大礼堂举行。吴烈既肩负着会议警卫

任务，又作为中央直属机关选举的候补

代表参加了大会。作为中央警备团团

长兼政委、大会警卫处负责人，吴烈采

取对外严密控制、对内加强警卫、要害

部位布置双警戒等措施，构成严密的警

卫网。作为大会代表，吴烈亲耳聆听了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周恩来的报告

和讲话，对党的方针政策更加明确，对

革命胜利更加充满信心。

三

1949 年 1 月 31 日，中央军委决定将

第四野战军第 47 军第 160 师改为第 207

师，隶属华北军区平津卫戍司令部，与

中央警备团一起担负中央领导、机关和

北平的卫戍任务，吴烈任第 207 师师长。

3 月 23 日，中共中央机关和毛泽东

等中央领导乘汽车离开河北平山县西

柏坡前往北平 ，24 日深夜在涿县换乘

火车 ，25 日凌晨到达北平清华园火车

站 。 毛 泽 东 等 中 央 领 导 下 车 后 ，吴 烈

奉命接护他们到颐和园益寿堂作短暂

休息。下午 5 时，毛泽东与朱德、刘少

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在西苑

机场同前来欢迎的各界代表及民主人

士 1000 多 人 见 面 ，并 乘 车 检 阅 部 队 。

随 后 ，吴 烈 率 警 卫 营 护 送 毛 泽 东 安 全

住 进 香 山 双 清 别 墅 ，直 到 开 国 大 典 前

夕才移居中南海。

8 月 31 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成

立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吴烈任司令

员。公安中央纵队成立后，先后担负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

议、开国大典、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

等重大国事活动的警卫任务。

四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作为首都和全

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警卫、司礼任

务逐渐增多。1959 年 1 月 22 日，国防部

发布命令，撤销京津卫戍区，改设北京

卫戍区，统一领导指挥北京市的警卫部

队。吴烈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吴 烈 受 命 组 建 北 京 卫 戍 区 后 ，经

过一周的紧张筹备，北京卫戍区于 1 月

30 日正式成立。1955 年 ，吴烈获二级

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

放 勋 章 。 1988 年 ，获 一 级 红 星 功 勋 荣

誉章。

红色警卫将军吴烈
■周治龙

1949 年 ，

吴烈任中国人

民公安中央纵

队司令员兼第

1 师师长的任

命书。

资料图片

战 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