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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年 1 月下旬，国民党军制订了

“ 鲁 南 会 战 ”计 划 ，集 中 23 个 整 编 师

（军）53 个旅共 31 万人的兵力，企图消

灭我华东野战军主力，全部占领华东解

放区。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企图，国民党军

以 11 个整编师 30 个旅组成南北两线集

团，以临沂、蒙阴为目标实施南北对进，

两面夹击。南线由国民党军整编第 19

军军长欧震指挥 8 个整编师 20 个旅为

主要突击兵团，由台儿庄、新安镇、城头

一线分三路向临沂进攻；北线由第 2“绥

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指挥第 46、第 73、

第 12军为辅助突击兵团，由淄川、博山、

明水等地南下莱芜、新泰、蒙阴一线，企

图捣毁解放区后方基地；另以 8 个整编

师（军）担负铁路沿线守备任务。此外，

国民党军还从冀南、豫北战场抽调 4 个

整编师集结于鲁西南地区，企图隔断晋

冀鲁豫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联系，并

伺机加入鲁南、鲁中作战。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蒋介石亲自到

徐州部署，并派参谋总长陈诚坐镇指

挥，又令空军对临沂实施轰炸，配合地

面作战。

1 月下旬，我山东、华中两个野战

军合并组成华东野战军后，主力 10 个

纵队集结于临沂周围地区休整待机，2

个纵队位苏中、苏北坚持敌后斗争。针

对国民党军的进犯企图，中共中央军委

就作战指导方针问题做了一系列重要

指示。1 月 31 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华

东野战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2 月 4

日，毛主席、中央军委又指示：敌越深入

越好，我打得越迟越好。只要你们不求

急效，并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

次我必能胜利。

华东野战军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

战场实际拟定了作战方案：如南线之敌

仍不北进，或北进时不便歼灭，除以一

个纵队留临沂地区牵制敌人外，主力挥

师北上，彻底解决北线敌人。

中共中央军委同时指示华东野战

军 ，对 南 线 之 敌 实 施 佯 攻 ，在 特 定 条

件下秘密北上歼敌。此时，北线李仙

洲 集 团 第 46 军 、第 73 军（欠 77 师）及

第 12 军 已 兵 分 两 路 ，自 博 山 、明 水 南

下，先头部队已于 2 月 4 日占领莱芜、

颜庄。据此，华东野战军决定立即转

兵北上。按照既定部署留 2 个纵队在

临 沂 以 南 ，采 取 宽 正 面 部 署 ，佯 装 主

力 ，摆 出 要 与 欧 震 集 团 决 战 的 姿 态 ，

迷 惑 敌 人 ；5 个 纵 队 于 2 月 10 日 夜 分

三 路 秘 密 北 移 ，并 令 原 驻 胶 东 、渤 海

地 区 的 2 个 纵 队 南 下 博 山 、明 水 地 区

参 战 。 同 时 ，布 置 地 方 武 装 进 逼 兖

州 ，在 运 河 上 架 桥 ，造 成 主 力 将 西 进

与晋冀鲁豫野战军会合的假象，以迷

惑国民党军。

2 月 15 日 ，南 线 国 民 党 军 占 领 临

沂。蒋介石、陈诚听信其部属谎报“在临

沂外围歼灭共军 16 个旅”，并据空军侦

察到人民解放军在运河上架桥等情况，

错误判断华东野战军放弃临沂是“伤亡

惨重、不堪再战”，遂严令李仙洲集团加

速南进，尽快实施南北夹击计划。

华东野战军主力纵队在北移途中，

日夜兼程翻越沂蒙山，于 19 日到达莱

芜周围地区，形成对莱芜城的合围态

势。

此时，陈诚判明华东野战军有围歼

李仙洲集团的意图。为了避免被各个

击破，他下令将第 46 军由新泰后撤至

颜庄，并令在博山的第 73 军第 77 师迅

速南下莱芜归建。

20 日，华东野战军第 8、第 9 纵队主

力在莱芜城东北设伏，突然对博山南下

的国民党军第 77 师发起进攻。战至 21

日拂晓，全歼该师，获得首战胜利。

20 日晚，华东野战军主力全线发

起攻击。第 1 纵队经过彻夜战斗，攻占

了莱芜城以西、以北各要点；第 6 纵队

一部突入口镇；第 10 纵队占领锦阳关，

但未能切断第 46 军与第 73 军的联系。

21 日拂晓，莱芜的国民党军在空

军和火炮掩护下，反复与我争夺城北矿

山、小洼等要点，经过激战，最终被华东

野战军击退。下午，国民党军第 46 军

退至莱芜南吴家岭地区。华东野战军

乘敌两个军未完全靠拢之前，予以分割

围歼，决定以第 1、第 8 纵队攻击莱芜

城，以第 2、第 4、第 7 纵队攻击吴家岭，

计划于 22 日晚发起攻击。

22 日上午，国民党军第 46 军退入

莱芜城，与第 73 军主力会合。鉴于国

民党两个军集中莱芜，华东野战军调整

部署，采取“围三阙一、网开一面”的战

法，在莱芜城以北，利用山区有利地形

布设袋形伏击阵地，准备歼灭国民党军

于突围途中。国民党两个军聚集莱芜

城内，在重重包围下，十分惊恐。此时，

第 2“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为确保胶

济铁路，令李仙洲率部迅速突围。

23 日晨，国民党军第 73 军在左，第

46 军在右，集团总部及全部辎重车辆

居中，并列向北突围。华东野战军在莱

芜、口镇之间布下袋形阵地，待敌后尾

脱离莱芜、矿山既设阵地，再行出击。

10 时许，国民党军先头部队进到

芹村、高家洼一线，遭到华东野战军阻

击部队的顽强抗击，国民党军连续组织

猛攻，企图突破华东野战军阻击阵地，

均未得逞。国民党军陆续将后续部队

前调，展开全力攻击。

此时，早已同中国共产党有联系

的国民党军第 46 军军长韩练成，经与

陈毅派来的敌军工作干部研究，决定

放弃指挥，秘密脱离部队。陈毅称赞

韩练成“为人民革命事业做了一件大

好事”。12 时许，国民党军后尾脱离了

莱芜和矿山，华东野战军迅速抢占该

阵地，切断其退路。同时，以主力向运

动的国民党军实施猛烈突击，国民党

军乱作一团。华东野战军乘机以拦头

截尾、两翼夹击、穿插分割、猛打猛冲

的战法，迅速插入敌阵，粉碎了国民党

军的抵抗。

激战至 17 时，华东野战军将李仙

洲集团大部歼灭，并将李仙洲俘获。战

役期间，胶东、渤海、鲁南军区部队积极

开展攻势，牵制胶济铁路沿线和鲁南的

国民党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在皖北、豫

东陇海铁路沿线及鲁西南地区作战，牵

制当面国民党军，有力地策应了莱芜战

役的进行。

莱芜战役，华东野战军毙伤俘国民

党军官兵 5.6 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

的“鲁南会战”计划，取得了打大规模运

动战的经验。24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

央军委起草致华东野战军电：“李仙洲

五万人被歼灭极为欣慰，全体将士应予

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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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25 军长征后，为了继续坚持鄂豫

皖 革 命 根 据 地 的 武 装 斗 争 ，1935 年 2

月，以红 82 师和地方武装为基础，再次

组建红 28 军，下辖第 82 师第 244 团（3

个战斗营、1 个特务营）及军属手枪团（3

个分队），共 1400 余人。

红 28 军的重建使蒋介石极为震怒，

他严令所谓的“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

在 3 个月内剿灭红 28 军。红 28 军采取

游击战术，飘忽不定，多次瓦解国民党

军进剿。4 月中旬，红 28 军进至潜山、

霍山、舒城边界活动。国民党军第 32 师

第 95 旅第 190 团邀功心切，衔尾紧追。

为打破敌人追剿计划，红 28 军决心诱敌

深入，寻机歼敌。

4 月 20 日 14 时，红 28 军特务营营

长林维先率部登上桃岭，敌第 190 团尾

随至桃岭西南 5 公里处的岳西县池畈

村。桃岭山高坡陡，树林茂密，坳口西

侧为伏龙寨，东侧是赵胡尖，中间是通

往山岭的崎岖小路。山路右侧是悬崖

峭壁，左侧是深涧，地势险要，易守难

攻，很适合打伏击战。

根据敌军骄狂的心理，红 28 军决

心 在 桃 岭 设 伏 歼 敌 ，并 在 伏 龙 寨 召 开

了 营 以 上 干 部 会 议 ，对 作 战 任 务 和 战

法进行研究部署。会议决定由特务营

占 领 坳 口 及 两 侧 高 地 ，佯 败 诱 敌 进 山

并正面阻敌，扼守山口；第 244 团和手

枪 团 埋 伏 在 坳 口 西 南 侧 山 背 后 鞍 部 。

待 敌 进 入 设 伏 地 域 ，主 力 部 队 迅 速 出

击，采取堵头截尾、拦腰斩断的战法，

将敌围歼在坳口南侧山坡及桃岭冲一

带。

任务下达后，参战部队克服连续行

军征战的疲劳，立即投入战斗准备。林

维先令特务营第 1 连扼守坳口。第 2 连

第 1 排占领坳口东侧高地，第 2、第 3 排

隐蔽在西侧高地。第 3 连为营预备队，

在坳口隐蔽待命。随后，红 28 军立即抢

修 工 事 ，构 筑 阵 地 ，密 切 注 视 敌 军 行

动。第 244 团和手枪团进入预定位置，

随时准备歼灭来犯之敌。军指挥所设

在伏龙寨南侧。

16 时 30 分 ，国 民 党 军 第 95 旅 第

190 团第 1、第 2 营不等后续部队到来，

便 以 三 角 队 形 向 桃 岭 发 起 猛 烈 进 攻 。

当 敌 人 进 入 坳 口 接 近 我 军 前 沿 阵 地

时 ，林 维 先 一 声 令 下 ，特 务 营 居 高 临

下 突 然 开 火 ，将 敌 人 压 制 在 山 坡 上 。

但国民党军第 190 团以为这是一支红

军 小 股 部 队 ，抵 挡 一 阵 就 会 撤 退 ，于

是 以 更 加 密 集 的 队 形 向 坳 口 发 动 进

攻。

经过激烈战斗，特务营接连打退敌

人的两次进攻。这时，敌人慌忙调整战

术，先用炮火轰击，接着发起又一轮进

攻，并以后续兵力一部迂回至坳口东侧

高地，侧击特务营。在特务营面临被夹

击的危险时，林维先挥舞大刀，率部与

敌展开肉搏战。

此时，第 82 师第 244 团和手枪团沿

桃岭西北侧山凹部，向敌侧后迂回，将

其分割成数段，随后发起猛烈进攻。同

时 ，他 们 以 一 部 兵 力 穿 插 至 桃 岭 西 南

侧，切断敌第 1、第 2 营退路。

红 28 军主力投入战斗后，战场态势

发生了变化。林维先率全营趁机向敌

发起反击，除后续部队逃脱外，敌第 190

团全部被歼。待敌第 192 团得知消息赶

来增援时，红 28 军已撤出战斗，安全转

移至马家畈。

桃岭战斗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国民

党军的嚣张气焰，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在

3 个月内消灭红 28 军的计划，极大地鼓

舞了处于艰难中的红 28 军士气。

一次成功的伏击战—

桃 岭 战 斗
■张瑞安 段良润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珍藏

着一枚无比珍贵的印章，即“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印章。

这枚银质印章直径为 9.5 厘米，印

面錾刻阳文隶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

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20 个小字，

字的两端各有一枚五角星。印的下方

刻着“革命军事委员会”7 个大字。印章

中间图案仿自苏联国徽样式，中间为地

球 镶 嵌 着 镰 刀 和 斧 头 ，两 边 环 绕 着 麦

穗，地球上方高悬着一颗五角星。

1931 年 11 月 7 日至 20 日，中华苏维

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

开，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

央政府成立。25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根据代表大会

的决定，通令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

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由

朱德、彭德怀、王稼祥等 15 人组成，朱德

任主席，彭德怀、王稼祥任副主席。

中革军委是中央苏区最高军事领

导 和 指 挥 机 关 ，也 是 中 国 工 农 红 军 的

最 高 领 导 机 关 ，在 组 织 上 隶 属 于 苏 维

埃 临 时 中 央 政 府 ，在 政 治 上 接 受 中 共

中央与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它对全

国各地红军和苏区地方武装力量实行

统 一 领 导 与 指 挥 。 中 革 军 委 成 立 后 ，

驻 地 设 在 瑞 金 叶 坪 乡 洋 溪 村 刘 氏 宗

祠 。 1933 年 5 月 ，中 革 军 委 机 关 迁 至

瑞金沙洲坝乌石垅村办公。1934 年 7

月 ，中 革 军 委 机 关 又 移 至 瑞 金 云 石 山

乡梅坑村。

中 革 军 委 下 设 总 参 谋 部 、总 政 治

部、总经理部、总军医处等机构及中央

军事政治学校；后增设中国工农红军最

高军事裁判所、抚恤委员会等机构。

随着中革军委的成立，象征着中革

军委权力的印章也诞生了。这枚中革军

委印章由中革军委机关的同志精心保

管。中革军委发布的很多文件、命令、布

告上都加盖有这枚印章。在苏区紧张激

烈的战争中，这枚印章犹如红色动员令，

激励着红军指战员为保卫苏区英勇战

斗。这枚苏区时期红军最高领导机构的

印章，见证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红色武装创建和保卫苏区红

色政权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1934年 10月，这枚印章随中央红军

主力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出发

前，为了方便携带，中革军委机关工作

人员把印章上面的木柄锯除，保留了银

质印章部分。战略转移途中，工作人员

把印章视作生命，无论是爬雪山还是过

草地，他们始终把它带在身上，直至胜

利到达陕北。

1936年 12月，根据党中央和中华苏

维埃中央政府决定，中革军委进行改组

扩大。12 月 7 日，中革军委主席团转发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扩大中央革

命军事委员会组织的命令：以毛泽东、

朱德、周恩来等 23 人为委员；以毛泽东、

朱德、周恩来等 7 人组成主席团，毛泽东

为主席。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早日实现国

共两党合作抗日，进一步推动全国抗战，

1937年 7月中旬，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

邦宪、林伯渠再上庐山，同国民党谈判

发表国共合作宣言、红军改编、苏区改

制等问题。8 月 22 日，中共中央在陕西

洛川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通

称洛川会议。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

以加强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中央军

委由毛泽东等 11 人组成，毛泽东为书

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

1937 年 8 月 25 日，中央军委发布命

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

军。9 月，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取消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的称号，将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为中

华 民 国 特 区 政 府 即 陕 甘 宁 边 区 政 府 。

至此，中国革命翻开了新的一页。这枚

中 革 军 委 印 章 也 完 成 了 它 的 历 史 使

命。经中共中央研究，印章交由林伯渠

同志悉心收存。

1947 年春，国民党军集中重兵对延

安发动进攻。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

总部考虑到敌我态势与各战场情况，为

诱敌深入，寻找有利时机歼灭敌人有生

力 量 ，决 定 主 动 撤 出 延 安 。 在 撤 离 前

夕，林伯渠告诉大家：“撤离延安是暂时

的，撤离正是为了保卫。将来不仅要收

复延安，我们还要打出去，解放西安、南

京、北平，解放全中国。”林伯渠交代工

作人员要留存好这枚印章：“这是革命

的印把子，把子没了，章子是永远不能

丢掉的。”

1959 年，经中共中央批准，这枚印

章 交 由 中 国 人 民 革 命 军 事 博 物 馆 收

藏。20 世纪 90 年代，经国家文物局专

家鉴定，这枚中革军委印章被认定为国

家一级文物。

这枚红色印章饱经战火的洗礼，承

载着中国革命的光辉历史。透过这枚

印章，红军指战员“横扫千军如卷席”的

胜利欢歌，“天兵怒气冲霄汉”的英雄气

概以及“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大无畏精

神仍然历历在目，熠熠生辉。

一枚无比珍贵的印章
■刘小花

图文军史馆

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

会”印章。 资料图片

战 例

在 兰 州 市 城 关 区 甘 南 路 700 号

（旧 为 南 滩 街 54 号），有 一 处 青 砖 房

脊 、木 质 门 窗 的 古 朴 院 落 ，是 如 今 兰

州 难 得 一 见 的 典 型 传 统 民 居 。 这 里

是当年为营救西路军，党中央在兰州

建立的红军联络处，现为八路军兰州

办 事 处 纪 念 馆 的 其 中 一 处 旧 址 。 这

处 院 落 于 2020 年 9 月 被 国 务 院 命 名

为“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

80 多年前，这座小院曾见证了一

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抗日战争全面爆

发后，为了打破兰州一潭死水的局面，

也为了营救和收容红军西路军人员，

党中央在 1937 年 6 月设立了红军联络

处，8 月改称八路军驻甘办事处，驻地

在南滩街 54 号。由于当时负责办事

处工作的是彭加伦同志，对外也称“彭

公馆”。

当时，南滩街 54 号的东院住着国

民党甘肃省税务局的杨局长一家，他

们对西院的办事处工作人员持戒备态

度 。 国 民 党 当 局 还 在 院 外 安 插 了 特

务，监视办事处的一举一动。警察也

经常以查户口为名，在小院内窥探、骚

扰。

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办事处党

代表谢觉哉委托爱国民主人士高金城

先生，利用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关系，千

方百计地开展秘密营救工作，坚决执

行党交给的任务。

1937 年冬的一天，两名衣着破旧

的人相互扶持着走进南滩街 54 号院，

工作人员看到后纷纷走出屋外。其中

瘸腿的一人，颤巍巍地从身上掏出一

顶褪色的红军帽。他就是红军西路军

教导团政治处主任徐以新。在随部队

征 战 河 西 途 中 ，他 腿 部 受 重 伤 掉 队 。

由于担心被敌人发现，他装聋作哑，边

乞讨边找部队，后被牧民救助，最终来

到南滩街 54 号。

在半年多时间里，办事处先后营

救、收容了西路军人员 200 多名。这些

人员有的领了路费返乡，有的被送回

延安。临走前，他们都换上新衣服，眼

中充满着希望与感激，郑重地向办事

处同志们敬礼。

南滩街 54 号院的工作人员，完成

了党交给的重大历史使命，为我党保

存了一批革命的有生力量。

南滩街 54号
■潘 洁

红色遗址

华东野战军炮兵部队向济南国民党军发起攻击。 资料图片南滩街 54号院旧址。 第571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