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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战场，其演变分四个阶

段。第一阶段从抗战结束至 1946年上半年，第二阶

段从 1946年 10月至 1947年 7月上旬，第三阶段从

1947年秋到 1948年 9月，第四阶段为辽沈决战。以

四保临江为中心的第二阶段是东北战场易势之关

键。临江是辽东军区所在地。在国民党军于1946年
10月26日、11月2日相继占领安东、通化后，南满根

据地只剩下长白、抚松、靖宇、临江四县。陈云指出，

“如果我们能在东北完全站住脚，中国革命就能立于

不败之地”。①中共中央 1946年 6月“决定林彪为东

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彭真、

罗荣桓、高岗、陈云四人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

并以林、彭、罗、高、陈五人组成东北局常委”，②以加

强东北战场的整体领导；11月中共中央决定由陈云

担任南满分局书记兼南满军区政治委员，萧劲光任

南满军区司令员，萧华任副书记兼副司令员、副政治

委员，③以“统一领导南满地区党、政、军的工作”。④

这样，形成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南满分局的领导体

制。学界虽对四保临江展开了一些研究，⑤但对东北

战场的发展规律尚未涉及，因此本文对此加以探讨。

一、新开岭战役：国民党军在东北发展态势的

终结

从 1946年 4月到 5月，国民党军孙立人新 1军、

廖耀湘新6军、陈明仁第71军进攻四平，东北民主联

军撤出四平，国民党军接连占领长春、九台、吉林、小

丰满、农安、德惠，“进到松花江边”。⑥国民党中央机

关报《中央日报》声称，赵公武第 52军“跨到鸭绿江

边”；新 6军、新 1军“由四平、长春、吉林划一个大弧

形把共产军挤到松花江北”；刘玉璋新2军到安东后

“分兵南下取了大东港，北上取了宽甸，随即渡浑江

攻占辑安”。⑦国民党政府沈阳市市长董文琦宣称：

“当时国军控制地区，虽仅占东北土地面积三分之

一，却都是人烟稠密资源富庶之地，工业交通亦甚发

达。以沈阳为中心，工业如抚顺煤矿、鞍山钢厂、本

溪炼焦厂、锦西炼油厂等重工业均先后接收开工；交

通如北宁、沈吉、安奉等铁路均先后修复通车。在政

治方面，辽宁省、辽北省、吉林省、安东省、长春市均

先后随军接收行使职权，这是政府在东北力量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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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点的时期。”⑧

国共双方同意自 1946年 6月 7日起东北停战。

蒋介石下达停战令之因，一是“国民党军在东北伤亡

惨重，被解放军整师整团的消灭了将近三个师(第一

八四师起义，第五十二军一个多团，第七十一军两个

加强团，第二○七师的一个营被歼灭)”；二是“在全

世界舆论及全国人民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压力下，

蒋介石不得不假惺惺地装出和平的姿态，而骨子里

却是想在会议桌上消灭人民的武力。万一在和谈

中，达不到他的阴谋目的，就诬蔑中共破坏和谈，待

国民党军整补充实调整部署后，再向解放区大举进

攻”。⑨8月 8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另一方面转

告蒋介石的五项条件，其中之一即为“东北在十月十

五日以前退至黑龙江、兴安、嫩江及延吉，其余均交

出”，周恩来的答复是“绝对不能接受，一条也不行”；

另一方面指示：“你们须积极准备作战，务于八九两

月准备完毕，待命行动。”⑩8月 29日，毛泽东致电东

北局又指出：“蒋军可能于十月向你们大举进攻，望

利用九月加紧准备一切作战条件。”

在预料到国民党军将对东北发动进攻的情况

下，毛泽东仍努力避免东北局势恶化。10月 10日，

他指示在上海同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董必武：对美

特使马歇尔、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退出调停国共两党

冲突的意向，不要表示挽留之意，再过一时期他也要

考虑退出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似以冬季过后提

出为宜，因双方在东北冬季均无意大打，执行部在

东北还有些作用”。毛泽东指出：“东北目前继续休

战一时期是蒋方需要调一部兵力攻热河(七十一军

一个师)及平绥(快速部队及一个旅)。我方现发动

报复作战，攻克西丰，并拟再打几仗，但在东北全局

上，大体仍应保持平静。”10月 22日，毛泽东致电

东北局：“国民党和平攻势完全是欺骗，关内战争不

会停止，必能使蒋军不易开东北。”10月 25日，毛

泽东指示东北局：“中美反动派消灭解放区的政策

不会改变。我党同志绝不要幻想恩赐和平，只在大

量歼灭敌军有生力量、粉碎敌人多次进攻并使解放

区获得发展之后，暂时休战才有可能。在全国与东

北均是敌强我弱，为改变此种形势起见，必须准备长

期艰苦斗争。”

然而，蒋介石在“考虑东北战局”。10月14日，

他手谕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东北军事，对安东与

通化，此时尚不能积极整个之计划，但不如作消极的

渐进之步骤，即逐步推进，能进至何地即进至何地，

但作随时奉令即行停止前进之准备为要。总之，对

安东与通化之收复，在内应作有计划之行动，而对外

似在无意之间能一举获得之式行之。惟停战令既下

之后不能再有行动耳。希照此意能在十日内收复安

东，则或有可能，过此则再无此机矣。”10月 19日，

他又手谕熊式辉、杜聿明：“收复安东未知时间能及

否?”强调“安东如能在此次停战令以前收复更

妥”。10月 22日，他指示参谋总长陈诚：东北民主

联军“应驻在兴安省、黑龙江省与嫩江省之北部及延

吉地区”，“此事必须……坚持到底”。10月23日，他

手令陈诚：“收复安东计划不可变更”。蒋介石指示

国民党军对东北民主联军发起进攻。

“南满”对东北战场全局至关重要。对蒋介石来

说，他进攻“南满”，主要是因为：其一，由于“兵力不

足，不能到处分兵，而采取对各地各个击破的方针，

不管对其他地区或有局部进攻，但重点仍在南满”；

其二，“南满”是东北重工业集中地区，鞍山、辽阳、本

溪、辽源“是东北重要部分，是人力物力丰富地区”；

其三，减少北进后顾之忧，控制几条交通线后“可以

巩固的向北发展，特别南满重工业区及沈阳等战略

枢纽”；其四，割断东北民主联军“与朝鲜联系，以准

备国际新战争”。因此，蒋介石飞沈阳制定“南攻北

守、先南后北”方针，“妄图先吃掉我南满根据地，解

除后顾之忧，然后全力进攻北满我军大本营”。“南

攻北守”的措施是：“(一)辽西方面，控制热河，截断

解放军辽西走廊的交通线，以保证北宁路的安全；

(二)辽南方面，根据蒋介石‘旅顺、大连问题，通过外

交途径解决’的指示，决定把解放军压迫于貔于窝、

普兰店之线以南。然后用少数兵力在貔于窝、普兰

店间的狭仄地带，构成坚固阵地，封锁旅大与内陆的

交通；(三)辽北、辽东方面，把解放军压迫到长白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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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江以北，以便沿长白山和松花江布置防线。”完

成“南攻北守”后，杜聿明“再集中主力向北满进攻，

以达到占领整个东北的目的”。

国民党军一度占领许多地区。在新 6军第 22
师、新1军第30师、第52军第195师占领沈阳至新龙

铁路线以后，熊式辉、杜聿明集中新6军、第52军、第

71军第91师、新1军第30师共8个主力师十万余人，

于 10月 19日分三路“向辽东地区作宽大正面的进

攻”。10月 25日，国民党军占领安东，蒋介石声称

“共军在东北与山东半岛间之运输线，自此可以遮断

矣”。10月29日，他电示熊式辉：“对南满战线，切勿

超过熊岳城与庄河一线，并须特别慎重处置，最好在

盖平、岫岩至大孤山一线为止，勿再向南进展，希令

杜长官(聿明)负责实施毋忽。惟通化、辑安等县，应

用最快之方法，从速收复为要。”10月31日，他写道：

“安东、通辽与开鲁相继收复，南满之基础已稳。辽

吉线清原克复后，小丰满之电力可直输沈阳，则东北

之工业经济当易恢复矣。本月实为安定东北最重要

之关键也。”

“南满”保卫战对东北民主联军来说是“决胜东

北的一着棋”：其一，在蒋介石“先南后北”方针下，东

北民主联军“在南满坚持，则可以牵制敌人的力量，

争取时间，促进东、西、北满根据地的巩固”，打乱蒋

介石整个部署，粉碎其“先南后北”方针；其二，“南

满的地理环境，是整个东北最好地区，人口多，工业

基础雄厚”；其三，“南满”“从沟通朝鲜、大连、保持

与华北的联系以及将来反攻的意义上来看，也十分

重要”。10月 30日，毛泽东指示林彪：中长路沈阳

至大连段以东的安东、庄河、通化、临江、清原和辽

中地区，国民党军“很分散”，“我须集中十几个主力

团一起行动，每次歼敌一个团左右，打几个好仗转变

战局”。

10月 25日至 11月 2日，东北民主联军第 4纵队

在宽甸发动新开岭战役，全歼国民党军第52军第25
师 8000余人。杜聿明向蒋介石报告，第 25师因“疏

于搜索警戒”而中埋伏，仅仅“伤亡官兵一千余人”，

“被俘一千二百余人”，但师长李正谊、副师长段培德

“均重伤被俘”。然而，新开岭战役“是东北战场国

民党军整个师被歼灭的开始”，毛泽东专门为中共

中央起草致电中共辽东省委书记、辽东军区司令员

萧华：“(一)庆祝你们歼灭敌人一个师的大胜利，望对

有功将士传令嘉奖；(二)这一胜仗后南满局势开始好

转，望集结主力争取新的歼灭胜利。”毛泽东又总结

指出，第一次集中 5个团打国民党军第 5师“未能奏

效”，第二次集中8个团“就胜利了”，指示“以后作战

凡打大一点的仗总要集中十团八团兵力，最好能集

中十二个团打，以期必胜”，“尔后作战每次均须采用

此种方法”。

从上述来看，国民党军在 1946年 5月四平之战

后在东北的态势发展到顶峰，10月对东北解放区发

起进攻后又占领了“南满”的许多地方，蒋介石甚至

认为东北已经“安定”，然而这一态势被新开岭战役

终结。新开岭战役胜利之后，中共中央于 11月 4日
指示东北局，就全国战局来说“现在与今后几个月，

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有决定意义的几个月”，就东北战

局来说要“用一切办法将杜聿明力量加以削弱，使自

己转入有利地位，进而根本上转变敌我形势”。

二、第一次临江保卫战：围城打援，转变敌我

形势

杜聿明认为，第 25师被歼灭“不是战略上的错

误，只是个别将领无能造成的损失”。他“坚持既定

的方针，继续向临江进犯”。东北民主联军“主动放

弃安东、通化，撤退到临江、长白、濛江(现名靖宇)、抚
松四县狭窄地区。这一段是辽东局势最危急最艰苦

的时期”，《中央日报》声称：“国军向凤城至通化铁

路沿线展开自卫反击，已将共军击溃，沿线重要据点

宽甸、桓仁、通化三县均经收复。”11月6日，蒋介石

手谕杜聿明：“国民大会决如期召开。在开会期间不

能不暂时停战，故决日内下令，定于本月十一日正午

起，关内外全面停战，但‘匪’心决难望其诚服，故我

军在停战之时，更应积极准备，严防其突击。”杜聿

明回电：“本部已于盖平、庄河、安东、宽甸、桓仁、通

化各要点构筑坚强工事，预备肃清后方，相机进出长

甸河、辑安后，即改取守势。”即是说，国民党军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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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复长甸河口及辑安各要点”。

11月8日，蒋介石宣布停战令，国民大会于11月
12日召开。11月11日，蒋介石宣布国民大会延期三

天召开。中国共产党指出蒋介石单方面宣布停战令

无效；如果真有诚意，应就地停止一切战斗，并恢复1
月 13日停战令下达时国共双方军队的态势。11月

23日，杜聿明到南京面商。11月24日，蒋介石考虑：

“为使政略与战略配合，决对北满、胶东与延安暂停

进讨，而以全力先清扫苏北，其次则为晋南，并收复

长治、上党区。”他虽未提“南满”，但指示杜聿明先

解决“南满”。12月上旬，杜聿明部署进攻辑安、濛

江、临江、抚松，企图歼灭东北民主联军主力“于狭窄

的长白山地区。其进攻兵力为驻桓仁之九十一师、

二师、一九五师、三十师之一部集结三源浦，二十二

师已接防梅海，尚有两装甲兵团已到龙梅，二○七师

一部已接防永陵、兴京，十四师主力布于安奉路两侧

‘清剿’”。三源浦属于柳河县的一个镇，梅海、龙梅

皆指海龙、梅河口一线，永陵为新宾的一个镇，兴京

即新宾，杜聿明企图一举攻占长白山地区。

10月31日，东北局报告中共中央：“敌利用松花

江阻我北满部队，而集中主力进攻南满与西满。最

近正在布置攻洮南，但长春以北敌兵力较空虚。我

拟以五个师兵力，用火车运输从哈尔滨经齐齐哈尔

绕至松花江以南，再步行向敌发动攻势歼灭敌人，以

破坏敌攻洮南及策应南满和破坏敌攻哈尔滨的计

划。”11月 1日，毛泽东回电“作战计划甚好，望坚决

执行”，并指出关内作战快到转折点，“如此必可钳制

蒋军无法向东北增兵，利于你们执行新作战计

划”。11月11日，毛泽东致电萧华和辽东军区副政

治委员江华并告林彪：国民党军“二十二师向凤城、

通远堡集中，一九五师在通化，该两师暂不好打。九

十一师分散在永陵、新宾、桓仁三处(桓仁是主力)，请
你们考虑集中三四两纵全力逐一攻击永陵、新宾、桓

仁，各个歼灭九十一师，收复该三地并准备歼灭增援

之敌。如该三地收复则通化之敌陷于孤立，可于尔

后歼击之，南满局面即可好转，并很好地配合北满之

作战。你们意见如何?”12月7日，林彪报告：“我主

力到达农安西北地区已二十余日，只能打一点小仗

和威胁整个进攻南满的敌人，而无法使战局开展。

敌目前将兵力集中于农安、长岭之线，主要目的似为

防御性质，今后企图尚难判断。我军则力求拖延敌

对北满的进攻，同时将主力集中于松花江以北，准备

迎击敌进攻，另以一部西去，钳制敌之北进和觅小仗

打。”12月13日，毛泽东指示：“在目前情况下暂取守

势，力求拖延敌对北满之进攻，并准备迎击敌之进攻

部署甚妥。南满方面应集中主力各个歼敌，收复失

地，于拖延敌对北满进攻必有帮助。”

12月中旬，陈云主持召开辽东军区师以上干部

会议，以巩固长白山，坚持敌后辽南一分区、辽宁二

分区、安东三分区为指导思想，以“正面与敌后两大

战场密切配合，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相结合，运动战

与游击战相结合”为指导方针，决定首先由第4纵队

挺进通化、桓仁、浑江以西敌后地区，“牵制敌人，消

灭敌人的地方武装及分散之敌，破坏交通线，打乱敌

人的部署；三纵担任内线作战，集中优势兵力，顶住

敌人，打掉敌人几张王牌，挫其锋芒”。东北局对此

表示肯定并指示：“盖平、沈阳、四平以东的广大地区

皆为山地，但内部无巨大河流阻隔，人口条件亦较

好”，第3、第4两纵队在此地区坚持，“使敌不能全力

向东北，摧毁北满的根据地”，“使我南北能互相依

存”。东北局“决定坚持南满根据地以钳制国民党

军对北满的进攻”，“采取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打

北拉、北打南拉的方针，破坏国民党军先南后北、各

个击破的计划，迫使东北的国民党军处于南北两面

作战的不利状态”。

12月 17日，郑洞国指挥国民党军 5个师自西向

东对临江地区发起第一次进攻：“以五十二军二师攻

占辑安，九十一师协同；五十二军一九五师一部由通

化向临江方向佯攻，主力向六道沟门进攻，妄图配合

九十一师歼我主力于八道江；新一军三十师八十八

团及六十军暂二十师一个营向临江佯攻；十四师主

力于灌水为预备队；新二十二师在梅河、柳河清剿。”

郑洞国“企图第一步完成对通辑铁路线的封锁，然后

进攻临江”。第2师进占辑安后，蒋介石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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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道：辑安“收复，掌握南满全境之计划，已达成大半

矣”。1947年 1月 2日，国民党军集中 3个师分三

路，“左路为五十二军一九五师，由通化出发，向八道

江、临江进攻；右路为五十二军二师，由辑安出发，沿

鸭绿江北上，直取临江；中路为七十一军九十一师，

由桓仁出发，准备与左路之一九五师在八道江会合，

向临江进攻”。

国民党军认为东北民主联军“利用松花江封冻

期开始‘蠢动’”，以永吉、长春交通线为中心发起攻

势。《中央日报》宣称：“独一师、新一师、第二、三、五、

六、十六、十七、十八纵队，独立旅，混合旅，独立骑兵

团，吉北军区直属五个团，及蒙古骑兵团，保安团，大

刀队等共约十二万人”，自阿城、哈尔滨、双城、五常

一带于 1月 5日“分三个纵队，自法特哈门、大于屯、

五棵树三处渡江‘南犯’”。国民党认为东北民主联

军的目的是：“(一)企图获得军事上胜利，刺激军心，

及所谓解放区民心，以掩饰其失败。(二)搜刮物资，

挽救其经济上危机。(三)消耗国军兵力。(四)破坏小

丰满电厂，暨营城子矿区。(五)威胁长市，求得政治

上讲价之余地。”为此吉林境内“共军约两师兵力，

攻势极猛”，攻占其塔木后猛攻九台，“农安北亦有共

军万余……策应永吉正面攻势”；“辽境共军万人，北

趋桦甸”，“长春以北德惠迄长春东南桦甸之线”东

北民主联军也处于攻势。

蒋介石指责东北民主联军“再度发动攻势，大举

渡江‘南犯’，吉长等地正在遭受严重威胁”。他致电

杜聿明：“窜扰吉、长间之共军切勿轻视。此时南满

之我军可暂守重要据点，应抽调有力部队速运吉、长

方面增援，先予以打击，以启导收复北满之战机。”杜

聿明回电：“我军已开始反击，进展顺利。通化方面，

铣日即已击溃。辽南方面，虽不足为大患，但牵制我

军兵力甚多，对工业区及沈阳威胁甚大，俟将其堵击

至辑安以东后，再增抽部队北调。”蒋介石要求“节约

东北战场次要方面之兵力，集中优势参加主战场之

作战，并以永吉长春农安三地为轴，打击进犯之

敌”。在此轴心下，《中央日报》称双方发生三次战

斗：其一，其塔木之战。“自元月五日上午，共军以第

一第二两师全部及第三师之第一团，围攻我驻防其

塔木之国军一营，激战七昼夜，我以弹尽粮绝，于十

二日午夜突围”。其二，焦家岭之战。“自元月六日

起，共军第十六、十七、十八三个师全部，向国军某部

围攻激战六昼夜”。其三，德惠之战。“九台共军，自

其塔木焦家岭两地受挫后，即将兵力分向德惠、九台

外围窜扰……自十五日起，国军分自九台、德惠钳形

态势向共军包围激战至十七日”。《中央日报》总结

三次战斗称：“吉林以北国军反击，日来节节胜利。

廿日国军某部，由乌拉街向北推进，当日收复其塔

木，残余共军仓惶渡江东窜”，“共军准备数月来之

冬季攻势，遂近尾声”。

事实上，针对国民党军部署，东北民主联军第 3
纵队 3个师和第 4纵队 1个师开展正面作战，第 4纵
队开辟敌后战场，“东至鸭绿江，南至普兰店”，西至

抚顺、本溪，北至永陵通化公路，“长宽几百里”，迫

使国民党军第 22、第 91两师回调，以减轻临江国民

党军的压力。第 1、第 2、第 6纵队“为策应南满之我

军和坚决消灭敌人”的方针，越过松花江南下。东北

民主联军总部作出部署：第1纵队抵达榆树以南之秀

水甸子，于“六日进攻其塔木”；第6纵队奔赴岔路口

周围“准备打敌增援部队或进攻九台或德惠”。按

照这一部署，3个纵队“以一部包围吉林以北其塔木

要点，主力分别在张麻子沟、焦家岭歼灭自九台、德

惠来援之敌，最后乘胜攻歼其塔木之敌，先后歼灭国

民党军新编第一军两个团和保安团队一部”。战局

发展迫使国民党军第91师、第30师北调。第3纵队

主力、第4纵炮团和第12师第36团趁机发起辑安反

击战，第 4纵配合切断通化至辑安公路，“历时一月

余，共攻克敌据点 37处，歼敌 4000余人”，粉碎了国

民党军对临江的第一次进攻。

第一次临江保卫战，是南满分局成立以来“决定

坚持南满后的第一仗，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打胜

的第一仗”，对东北战场敌我形势的改变意义重

大。1月11日，毛泽东指出：其一，“围城打援是歼灭

敌人重要方法之一”，东北民主联军正面部队“包围

其塔木一点引起九台吉林德惠三处之敌无计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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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援，均被我歼灭或击溃”，敌后部队作战经验亦表

明“要敢于进攻一营两营驻守之敌而歼灭之，并且

每次均一定要准备打援兵”。总之，“采用围城打援

方法，大量歼敌，转变敌我形势，甚为必要”。其二，

东北战场对全国战场敌我态势的转变作出并将继

续作出贡献。在全国主要战场，人民解放军“开始

取得主动，并日益发展成为大歼灭战”，“全国计算

六个月零十天，共已歼敌正规军五十一个旅”，至 7
月“可能歼敌一百个旅左右，根本转变敌我形势”。

毛泽东强调，蒋介石在此情况下不得不“以全力对

付陇海线各战场，不可能向东北增兵”，因此，只要

东北战场“能用一切方法将杜聿明现有力量(五个军

十五个师及技术兵种、保安部队等)加以削弱，例如

平均每月歼敌一个师(相当于关内之旅)以上，一年

内歼敌十二个师以上，就可使自己转入有利地位。

如此打两三年(因敌被歼后又可补充)，就可从根本上

转变敌我形势”。

三、第二、第三次临江保卫战：兵向长春，改变

态势

按照国民党军所说，第一次进攻临江于 1947年
1月 20日结束。结束后不久，国民党军即发动第二

次进攻。1月 23日，第 71军军长陈明仁决定：军指

挥所及一部从四平“向辽源以北之‘匪’予以扫荡”；

另一部“于廿九日集中农安，向伏农泉、长岭地区扫

荡归建”。1月 30日，第 52军军长赵公武指挥 4个

师：“一九五师由通化先出动，企图由北迂回六道

江，配合二师、新二十二师向临江进攻；二○七师由

新宾到三源浦驰援一九五师；暂二十一师向金川、

濛江地区扫荡。”莫文骅就此指出：1月末，国民党

军第 22师的两个团、第 2师、第 195师，以及第 207
师的两个营“分别由通化、桓仁、三源浦等方向”发

起进攻。曾克林也指出：国民党军“以美械化装备

的精锐部队 4个师，分 4路由通化、柳河一线第二次

向我临江进攻”。

根据国民党军的部署，陈云认为东北民主联军

应当“求得歼敌一部，力争不但保住长白山”，而且在

桓仁、辑安、金川、辉南四点中“收复几点”，“如此，则

南满仍不失为东北重要的侧翼战略阵地，可以北出

吉奉，西出安奉”。2月8日，他致电高岗指出：(一)“南

满”的战略地位重要。“南满吸引着敌新六军、五十二

军及六十军暂二十一师全部，另一八四师新编之两

个团，尚有不少独立保安师。南满对北满是一个重

要的牵制敌人的力量”。(二)“南满”的发展有两个前

途。其中之一最好是：保住临江、濛江，“使长白山区

有完整四县(二十二万人口)”，进而收复辑安、柳河、

金川、辉南中“二三城，如此则坚持敌后亦易”，因为

长白山区与敌后“互可呼应，对敌北进牵制力亦大，

形成有力的犄角之势”。另一前途是：如果临江、濛

江不保，“大部主力在敌后处于敌兵四面包围中，根

据地不易迅速建立，那时敌情又有两种可能：其一，

敌以少数兵力对南满，大兵北压；其二，则利用松花

江开冻，北满主力无法南渡击敌，敌可集中东北重兵

先扫南满，使我无立脚喘息之机会”。陈云强调：“我

必须拼死反复力争第一前途”，“必须勇敢、积极地大

量歼灭敌人，必须主力打运动战”。

东北民主联军发现“一九五师孤军深入。侧后

完全暴露，抵抗力小。暂二十一师增援的可能性

小。二师、新二十二师增援则须三五天才能到”，于

是集中第3纵队全部主力3个师和第4纵队1个师将

国民党军第 195师包围在高丽城子地区，2月 5日发

起攻击，至2月8日将2000余人歼灭；同时，在三源浦

将来援的第207师第3团(缺一个营)和保安团一部近

2000人歼灭。第4纵队主力“在敌后展开了积极的

游击战争，相继收复了苇子峪等大小据点20余处，控

制了纵横100公里的广大地区，直接威胁着安(东)沈
(阳)一线，控制了敌主力，使其首尾失顾，被迫全线溃

退”。至此，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临江的第二次进攻。

第二次进攻临江结束不久，杜聿明即于2月中旬

亲自指挥5个师分四路发起第三次进攻。其部署是：

第 71军第 91师“由四平经梅河口、山城镇进至杨木

桥子、大北岔一带，迂回大荒沟”，对八道江“实施主

要进攻”；第52军第2师“进至高丽城子、大龙枣沟门

一带，协同九十一师进攻八道江；新六军二十二师占

领热闹街，企图经六道沟门向八道江、临江迂回；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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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师主力到通沟；一九五师两个团由通化赶来

增援”。蒋介石同意这一部署，2月 21日手谕熊式

辉称，“期于今春南满与热北之残‘匪’同时肃清”。

东北民主联军分析杜聿明的部署认为：“正面敌

九十一师、二师战斗力强、兵力多，纵深有一九五师

及新二十二师主力，可随时增援。但敌人侧翼暴露，

我侧翼则有机动区。”因此决定：“先打敌侧翼的暂二

十一师，争取打胜；然后再打敌九十一师主力，先拦

腰切断打其侧后，乘胜向柳河、金川发展，尔后视北

满主力作战情况，再扩张战果。”2月 18日，东北民

主联军第3纵队将国民党军暂21师1个主力团全歼

于通沟。2月 21日至 22日，向高丽城子的国民党军

第 91师、第 2师发起进攻；地方部队破坏朝盘线、四

梅线、安奉线、永兴线，配合主力的正面进攻，全歼国

民党军第91师一个团及直属工兵营、特务营，第2师
一个营，国民党军“窜回通化，同时被迫放弃辑

安”。郑洞国称，“一个团遭到歼灭，其他部队也受

到沉重打击，第一九五师副师长何世雄阵亡，国民党

军被迫退守通化”。

与此同时，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越过松花

江出击国民党军，配合临江保卫战，消灭九台以北城

子街守敌1个团和援军1000余人；随即包围德惠、农

安。2月 2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萧劲

光、陈云、萧华并告林彪电，“对他们在三保临江作战

中歼敌一个团两个营，表示极为欣慰”。2月26日，

国民党军放弃金川、辑安两城。2月 27日，“南满我

军继以四纵活动于宽桓、通辑广大地区，积极捕捉战

机，打击敌人；三纵北上，收复柳河、辉南，扩大了根

据地。辽南部队与四纵十二师继续在敌后作战，创

造辽南的独立局面”。2月 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

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电：“此次大举进攻时机甚好，歼

灭城子街敌五个营，占领九台、农安，极为欣慰。”

国民党军关注此次东北民主联军保卫临江的部

署。2月 23日，《中央日报》称：“松花江北岸榆树以

西有共军两团已开始向其塔木‘进犯’。另股千余，

十六日向五台窜扰。其七十七师，十八日则……向

乾安输送，已抵伏龙泉西北十五公里之大榆树附

近。辽东方面，共军第十旅主力及七八九旅各一部，

于十八日‘攻犯’小荒沟、老茂岭(通化北)。其第八纵

队一部，十七日窜至横道河子(桦甸以北三十公里)附
近。”2月25日，《中央日报》登载了东北民主联军渡

松花江的情况：“(一)共军吉林军区所属各团队及第

一旅等部兵力，约两万余人，于廿二日由法特哈门及

白旗屯等处，渡江‘侵掠’黎树湾子一带，尚未与国军

接触；(二)共军第六纵队两个师，十九廿两日，由大于

屯、五顺楸等处渡江，廿二日向城子街(九台东北廿

五公里)附近‘进犯’；(三)共军第五六两师，廿日由三

岔河、长春岭开至陶赖昭、五家站一带，廿一日渡江

‘窜犯’，刻已窜抵上台子(德惠北十公里)、四青咀子

之线。”2月26日，《中央日报》称：“共军吉北军区及

第一旅，于廿三日窜抵九台东北木石河附近”；“第十

师主力及第三师等部经国军阻击，于廿一日已窜向

靠山屯附近”；“第五师、第六师、独立第一师及三五

九旅等部主力”大部2月23日“窜至德惠东南廿五公

里大青咀子附近”。总结这些情况，《中央日报》2月
28日称：“长春外围酝酿数日之战机，即将成熟。此

可能为国军进驻东北以来最大规模之主力会战，或

将在今夜或明晨揭开其序幕。”蒋介石也称：东北民

主联军自2月24日“发动大规模攻势，倾巢‘进犯’长

春”，“东北大战复起”。

杜聿明调集 15个团的兵力解德惠之围，并企图

寻找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决战。《中央日报》3月4日
报道了这次战事：国民党军“诱敌深入予以痛击计，

除留置少数兵力于松花江北岸桥头堡及德惠外，主

力逐次退却”，东北民主联军于 2月 27日抵达“朱沙

子、万宝山、小仓隆之线”。驻守松花江北岸桥头堡

的国民党军队自 2月 21日“起被共军廿倍以上之兵

力昼夜猛攻，仍能沉着应战”；德惠守军两个团自 2
月 23日“起被共军主力六个师附战车廿一辆、大小

火炮百余门，猛烈攻击，国军以一当百，反复冲

杀”。国民党军主力“自长春以北地区，于廿八日集

结完毕，按照预定计划，以雷霆万钧之势骤予反击，

势如破竹，共军伤亡遍野，争相北窜，遗弃军实无算，

国军先头部队昨晨进抵德惠，该城之围即解，主力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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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北追击，中共军准备半年余之东北攻势，至此已告

粉碎无遗”。

杜聿明鼓吹其部署和“战绩”。他声称：毛泽东

极为重视第三次临江作战，在东北民主联军渡江前

“由陕北飞来东北，亲自主持”，林彪“曾在哈尔滨召

集军事会议”，动员前所未有的 20万之众“各路‘进

犯’”。东北民主联军“原拟以两翼包围方法”，“由

长哈线正面，超越德惠”攻打“长洮线之农安及吉长

线之九台”，“袭取长春”。国民党军“诱敌深入”，放

弃农安、九台。东北民主联军“因两翼扑空，乃增强

正面，阻止国军之增援，并回师围攻德惠，企图扫清

其背后之威胁，再全力攻击长春”；同时，辽南、辽西

的东北民主联军“亦发动攻势，声援长春会战”。杜

聿明进而宣称，早已料到东北民主联军的部署，“故

自二月廿一日共军大部渡江以后，国军即照预定计

划逐步实施，集中军力，缩短战线……严阵而待”。

德惠守军一面“与共军主力血战十日”，使“共军攻势

顿挫”；“吉长两地机动部队”一面“分路出击”，“解德

惠及桥头堡阵地之围，共军狼狈逃窜，溃不成军”。

由此看来，此次针对国民党军对临江的进攻，东

北民主联军以“北满”部队渡过松花江包围德惠、袭

取长春为中心进行作战，“南满”“北满”的部队紧密

配合，改变了敌我进攻的态势。对国民党军来说，失

去德惠，长春就会被围，因而不得不调回进攻临江的

主力来抵抗“北满”部队的进攻。东北民主联军实现

了保卫临江的目的，乃撤去对德惠的包围。王铁汉

声称，“由于德惠之解围，使永吉、长春两个战略据点

趋于稳定，稍安一时”。杜聿明把这种情况说成是

其战略上的胜利，声称“此次会战异常凶猛，而我则

终能击溃共军，在军事上打破其攻坚之企图；在政治

上打倒其武力割据之野心；同时击破其国际间宣传

之阴谋”。蒋介石认为东北民主联军此次作战是从

全国战局出发，声称中国共产党“对和谈敢深闭固拒

者，即在其视偷袭长春为有把握之一着也。兹共军

既围攻十日之久，死伤惨重，而迄无所获”。事实

上，国民党军“疲于奔命，处于被动挨打状态”，东北

民主联军打垮国民党军5个师，“毙伤俘敌近万人”，

“收复金川、辉南、柳河，桓仁、辑安五座县城”，打退

了国民党军对临江的第三次进攻。

综上来看，国民党军在1947年1月下旬至2月下

旬连续两次发动对临江的进攻。东北民主联军在正

面战场采取运动战的战术，包围歼灭国民党军一部，

两次共歼灭四千余人；在敌后采取游击战争，使国民

党军首尾不顾而全线败退。针对国民党军的第三次

进攻部署，东北民主联军一方面进行临江保卫战，一

方面渡过松花江以包围德惠、袭取长春为中心进行

作战，迫使国民党军回援而改变了敌我进攻态势，歼

灭、俘虏国民党军近万人。兵向长春，是1946年5月
东北民主联军撤出四平后的第一次主动发起的进

攻，说明敌我态势开始转变。

四、第四次临江保卫战：由防御态势转为进攻

态势

按国民党军所说，第三次临江之战于 1947年 3
月3日结束，实际并未结束，作战中心转到农安。陈

明仁3月9日记载：第87师“到达农安，一部位置于哈

拉海城子，晚向兴隆镇南移”，第88师“仍在靠山屯附

近作战，唯左右两侧均有‘匪’主力增加(各一师)”。
陈明仁与杜聿明、孙立人协商“以后撤为宜，诱敌至

预定地点而夹攻之”，令第88师“除以一营留置靠山

屯外，余撤至东、西闵家屯交线。不料该师处置不

当，于撤退时竟遭‘匪’之袭击，而蒙受损失”。陈明

仁与孙立人和新1军参谋长史说“商谈今晚与明日之

行动而决定之：留置靠山屯之李书田加强营已被包

围，88D向靠山屯攻击，新一军一部向靠山屯东北侧

击，期解李营之围。并调 87师由农安向万金塔之

‘匪’攻击”。

陈明仁进占农安后，东北民主联军包围靠山屯，

陈明仁从农安派出部队解围。国民党军“八十七师

攻击拉拉屯、七八家子、欢喜岭等处，战斗甚激”。东

北民主联军“不断增援，希图包围”第87师并歼灭靠

山屯守军。第 87师“渐由攻击变成防御”。杜聿明

“抵德惠，很坚决地调整部署”，令陈明仁“于本晚即

向农安转进”。陈明仁“下达命令，电饬照计划行动，

于十一日开始撤退：行李汽车等于九时开始，军直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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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于十时开始”。

第71军在撤退时遭到东北民主联军的打击。陈

明仁3月12日记载：“早二时抵农安……六时接长官

部电话，谓郭家屯方面于三时许即已发生战争，大部

行李辎重均被劫，部队中伏，正激战中。旋据87D山

炮连一排长报告，谓昨夜十时左右，通过拉拉屯时，

即中伏，山炮营(该师先头部队)损失颇重等语。又据

派赴该师联络之汽车回报，在好来宝营子遇‘匪’。”

第88师师长韩增栋、副师长黄文徽、参谋长周先觉逃

到农安后，报告称“88D被围被袭情形，至是已确知

部队失利。‘匪’系由南而北，一、二、三师由大房身经

德惠东南窜来者，非掩护不确实之过。午后87部队

陆续到达，88则只有零星逃归者，军部更少见”。

东北民主联军对农安发起进攻，陈明仁 3月 13
日记载：“农安被围。部署城防赶筑工事。‘匪’向城

郊接近，并开始炮战，午后三时许已被合围。晚间不

断发生战斗，终宵未安眠。已发现之‘匪军’为一、

二、三、四、五、六，六个师及第四支队”，副师长辛菕

率领的军直属部队“凶多吉少”。第 88师第 263、第
264“两团及直属部队全数损失”，团长蓝松岩、雷乃

电“下落不明”。蓝松岩、雷乃电和辛菕皆被击毙，

两个团被歼灭。陈明仁却向蒋介石报告“率部驰援

长春，暨在农安各地击破共军”之“捷报”：“二月二十

六日，由四平街率八十七、八十八两师驰援长春。在

农安各地击溃残敌后，三月八日，敌又增援反扑。在

农安据守十二日，击破敌之攻击，与长春援军配合反

攻，计毙敌万余，俘敌亦多。”蒋介石回电“慰勉”。

由此看来，东北民主联军在德惠、农安一线作

战。《中央日报》声称东北民主联军又渡过松花江，先

后发现其“十个师及一个独立旅之番号，另附炮兵约

三团之众，其主力当在农安西北互东南之线，对农安

呈三面包围态势”，“长春外围大规模会战，又在酝酿

中”。杜聿明进一步称：东北民主联军“已于十日开

始行动，计第一纵队指挥第一、二、三、三个师由五棵

树附近渡江，向岔路口、大房身之间‘窜犯’。第三纵

队指挥第四、五、六、三个师由五家站渡江向靠山屯

东西地区‘窜犯’。第六纵队指挥十六、十七、十八、

三个师，由正面沿哈长路向马家子达家沟车站等处

‘进犯’，以威胁德惠。又舒兰附近亦有共军万余，有

‘进犯’乌拉街之趋势”，“自榆树、秀水甸子一带，窜

至松花江南岸共军，其主力正集结于九台东北之城

子街、沐石河一带，有再‘犯’吉长路趋势”。他强调：

“东北大战，已再度爆发。”

关于作战情况，“中央社长春十五日电”称：“长

春外围国军，于抗阻共军一度之猛烈攻击后，现已迅

速转守为攻。共军之攻击，始于十四日下午三时，其

目标为距长春六十二公里之农安，攻势来自农安北

东南三面，双方对战连续达六小时之久。同时，德惠

外围共军，亦曾作牵制性之攻击，惟来势甚为微弱，

迄今晨七时，农安德惠两地国军已开始反击，长洮线

东南端之国军生力部队，亦迅速分向农安南面及东

面挺进”，东面、南面之国民党军也向农安反包围，同

守军反击东北民主联军。3月 16日，“中央社”电

称：“林彪所发动之第四次攻势，现已完全溃败。自

十三日晚起迄今早七时被围六十小时之农安城”解

围，此为杜聿明“亲临指挥攻击之结果”。陈明仁对

记者称：东北民主联军以“八师二旅等十二单位之

众”，采取“围农安，打击援军”的战术，“于十三日完

成包围农安”，国民党“援军迅速到达”解农安围。

蒋介石3月16日也“得报东北农安解围”的消息。

依此来看，东北民主联军以主力包围农安，国民

党军竭力解围。事实上，东北民主联军在调动国民

党军，蒋介石意识到此点后，于 3月 17日手谕熊式

辉、杜聿明：“第二次‘匪部’反攻长春，其意在演成拉

锯战，使我官兵疲劳，而彼乃得乘机伺隙以袭长春，

故第三次第四次之反攻，亦将继续而来，因之我军对

长春据点之固守，必须指定部队，使之专守长春核心

工事，切勿如过去市内防务之空虚，不仅长春，即沈

阳亦应如此，兹决定在已成立之保安团中，长春与沈

阳各调四个至六个团，专供防守市区核心之用。”杜

聿明电令陈明仁3月20日前撤至长春。在杜聿明设

法解农安围时，临江方面的东北民主联军“采取‘北

打南拉’的战术，乘机向梅河口、海龙、新宾、柳河等

重要据点全面进攻，截断通化与沈阳之交通线；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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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包围通化之第一九五师”。3月 22日，蒋介石

感叹：“东北农安解围，小松花江之敌亦被击退，唯辑

安失陷，通化告急，东北军事局势仍未安定也。”

杜聿明部署郑洞国指挥新 6军、第 13军主力解

通化之围。郑洞国企图集中兵力首先击破“南满”，

“以新编第六军沿公路前进，第十三军之第八十九师

在公路左侧山区前进”，内外夹击包围通化的东北

民主联军。3月26日，国民党军14个师10万之众向

临江大规模进攻，企图“以营盘至通化这条公路为枢

纽，举行250公里宽的正面进攻，占领通化两侧地区，

尔后兵分四路直取临江”。3月28日，杜聿明以7个
师“摆开一个宽大的正面”，向临江发动第四次进攻：

“二○七师、十四师的四十一团和二十五师的七十五

团由清河城子村、双山子、宽甸向桓仁进攻；新二十

二师及二师的六团由新宾向通化攻击；刚从热河调

来的八十九师和五十四师的一六二团由旺清、新宾

向三源浦攻击；暂二十师由英额门向安口镇攻击；一

八四师、一八二师、暂二十一师由梅河口、海龙一线

南犯。”《中央日报》3月 27日宣称：“共军以六万兵

力围攻通化达七日之久”，守军军长陈林达出其不意

“全部出击”东北民主联军，“通化之围遂解”。杜聿

明报告通化解围，蒋介石曰：“我一九五师固守通化，

浴血苦战旬日，竟将五倍以上之敌击溃，卒能解围致

胜，且予共军以致命打击，捷报频传。”

对此，南满分局和辽东军区认为：“目前南满的

敌情是严重的，今后更严重。但是敌兵虽多，目前其

主力只二十二师两个团及十三军四个团。其他各师

或则不强或已残缺。我只要再给二十二师及八十九

师以相当歼灭，则渐次粉碎敌进攻是可能的。”因此

一面决定“集中两纵五个主力师打运动战”，一面决

定“北满”部队不必“加兵南来”，而“在长春西北死打

硬仗”，“派一个主力师到东满加强桦甸方向”，并保

持“南满”“与东满交通，必要时可转到南满”。3月
31日，辽东军区发布作战指示，指出从安东失守到现

在“南满”“坚决粉碎了敌人三次进攻长白山的计划，

歼灭了敌人两个师以上的兵力，生俘万余，收复了五

个县城”，“今后只要歼灭一两个师，南满形势即可发

生基本变化”。依据这一指示，东北民主联军“集中

七、八、十共三个师，打红石砬子的敌人主攻部队八

十九师”，于4月3日将第89师和第54师第162团共

7200余人歼灭在柳河南，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临江的

第四次进攻。

从上述来看，东北民主联军在第三次临江保卫

战结束后不久即已对国民党军采取进攻态势，包围

攻打农安、通化这样的战略中心县城，威胁长春。国

民党军虽然对临江发起第四次进攻，但也转变为解

围式的进攻，其主攻部队一个师和一个团被歼灭。

新华社指出：“此次南满民主联军在柳河南战役中，

在10小时内歼灭美械嫡系一个师和一个团，并击溃

一个师，粉碎了蒋介石、杜聿明第四次进犯，创造了

我东北解放军民爱国自卫战争的光辉战例。”柳河南

战役，“对于加速东北蒋军之被动和发展我之主动富

有重大意义”。

对国民党军来说，经过第四次对临江的进攻，其

态势已由进攻转为防守。熊式辉报告蒋介石：“计通

化三次、长春三次拉锯战役，我军损失共计达二十七

个营。”杜聿明要求调两个军增援东北，但蒋介石却

无兵可调。国民党军将五大主力师中的两个师新6
军第22师和新1军第30师投入东北战场。董文琦声

称：自四平之战后“停战不到半年”，东北民主联军

“已扩充至二十五、六万人”。如果杜聿明整补军队

并“整补一年来作战之损耗，当仍可与共军维持一个

相当之局面”，然而他“反于三十五年十一月至三十

六年二月，不顾冰天雪地之气候障碍，调派大军扫荡

东边道地区”，“损失竟达三万余人，占当时东北国军

实力十分之一以上”，此后“国军锐气顿挫，军力失去

优势，遂无机动攻击之能力，乃造成共军后来六次进

攻之有利机会”。

从1946年12月中旬到1947年4月3日，“东北民

主联军经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作战，共歼灭国民

党军四万人，收复城镇十一座，坚持了南满根据地，

巩固和发展了北满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军‘南攻北

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迫使其由攻势转为守势，

为东北民主联军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萧劲光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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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保临江，是由于我四纵队挺进敌后，实行外线

出击，变被动为主动；二保临江，是由于我先将敌之

孤立、暴露的侧翼打掉，转而实行机动作战，给敌以

歼灭性的打击；三保临江，是由于先歼侧翼通沟之

敌，减少后顾之忧，尔后集中力量打击了敌主力部

队；四保临江，则是采取迂回包围，选择敌之主攻部

队打，将其全歼，打破敌人进攻计划。”“‘四保临江’

是关系东北战场全局的关键。这一战役的胜利，彻

底粉碎了敌人‘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企图，巩

固和扩大了南满根据地，迫使东北敌军由战略进攻

转入战略防御，而我军则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

进攻。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是一个战略转折点。

不仅很快地迎来了夏季、秋季、冬季攻势的胜利，改

变了东北战场的战略态势，也为东北战场的战略决

战——辽沈战役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五、1947年之夏季攻势：东北战场易势

粉碎国民党军对临江的第四次进攻后，“北满”

的东北民主联军返回松花江北岸。蒋介石 4月 6日
对此写道：东北民主联军3万人渡过松花江，以“江冻

即解”而返回北岸，“此心始安也”。林彪4月8日向

中共中央提出“以主力出南满的战略计划”。4月23
日，东北民主联军号召：“全军高度集中兵力，坚决放

手打击敌人，实行连续攻势作战和规模日益扩大的

歼灭战，以根本改变东北战局。”《中央日报》5月 8
日声称“东北共军有再度蠢动模样，其企图显系对四

平街长春中间地区为‘攻犯’目标，其第八、九、十、十

一、独二、独三等师及新成立之两个纵队 (辖六个

旅)。及李红光支队等，共约六万人，已集结于辉南

以南地区。此外吕正操之第一纵队(辖一、二、三师)，
第二纵队(辖四、五、六师)另两个师及周保忠部万余，

共九万余，已集结于洮南及扶余大赉以西地区，与集

结于辉南部队结成一对直线，向四平街以北中长路

各要点作‘进犯’之准备”。国民党此一分析基本正

确，林彪报告中共中央：“东北民主联军北满八个师

八日开始渡松花江南下，十七日在长春西北之怀德

将敌新一军一个团及一个保安团全歼，十八日又将

增援怀德之敌两个师(缺一个团)歼灭，俘获甚众。预

计十天后到达南满，依托南满根据地与山地作战。

今后南满北满主力能密切配合，东北战争形势可望

有较大开展。”

东北夏季攻势对全国战局发展意义重大。毛泽

东 5月 20日回电林彪、高岗时指出：“你们以八个师

南进，希望能于夏秋两季解决南满问题，争取于冬春

两季向热河、冀东行动一时期，歼灭十三军、九十二

军等部，发动群众，扩大军队……为将来夺取长春、

北宁两路，长、沈、平、津四城必不可少之条件。”他指

出“夺取两路四城必须准备的条件有三：你们已在北

满建立了强大根据地，解决了第一个条件；现在正向

南满作战，估计不要很久即可解决第二个条件，建立

强大的南满根据地；第三步还要解决冀热辽地区的

根据地问题”。他指出全国战局的转变即将到来：山

东战场歼灭国民党军第74师后“再歼二三个师(军)，
即可转入全面反攻”。中原战场“现攻安阳，六月间

可以十万人渡黄河向中原前进”。西北战场“对付胡

宗南三十一个旅的进攻，两个月作战业将胡军锐气

顿挫，再有几个月必能大量歼敌，开展局面”。华北

战场“上月正太作战歼敌三万余”，“约下月中旬拟打

津沧线”配合东北战场。他指出：“目前大部分地区

已转入反攻作战。只待山东再打一二个胜仗，即可

转入全面反攻。”

华北战场配合东北战场。5月8日，毛泽东指示

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并告朱德、刘少奇电：“东北我

军由北满出动主力八个师(每师约万人)入南满，向敌

举行反攻，五、六、七月是重要关键，你们必须钳制关

内敌军，不使东调，使东北取得胜利。”5月 18日，罗

瑞卿提出攻打天津至沧州一线，得到批准。于是，晋

察冀的人民解放军 6月 12日“在津浦铁路北段之陈

官屯至沧县间发动攻势，至十五日攻克青县、沧县、

永清等城镇，歼灭国民党军九千五百余人，配合了东

北民主联军的夏季攻势”。

5月 13日，东北民主联军对国民党军发起攻势

作战。《中央日报》5月14日宣称“酝酿已久东北共军

之夏季攻势，日来已完全暴露”，并详细报道东北民

主联军的部署和华北战场的配合：“(一)其第一二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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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队及番号未经判明之部队约十个师共约九万余

人，于大赉扶余分股南窜，其主力先头部队已渡江到

达农安以北王府及伏龙泉长岭口附近地区，七日分

三路南‘犯’，第一路先头部队二千余，于十一日午窜

抵农安北卅五公里高家店附近；其第二路为第四师，

十一日午窜抵农安北十二公里兴隆镇附近；其第三

路先头部队千余，十一日午窜抵农安西北十二公里

前四马架，旋经国军逐退。伏龙泉附近，共军田松

部三千余，十一日窜抵农安西廿八公里太平山附

近，此外有二个师，十二日晨由太官店深井子(扶余

南四十五公里)向伏龙泉方面窜扰，一个师由大赉向

扶余方面输送中。(二)永吉方面为共军第六纵队及

其吉北军区共约五万余，刻已向永吉外围‘进犯’，

老爷岭、乌拉街及江密峰以北均有激战。(三)辽东

方面共军第三纵队及第四纵队主力及第二师李红

光支队等，共约六万余，刻已集结于柳河口附近，连

日向海龙、梅河口外围据点‘攻犯’。(四)察热边境

共军约三万，为策应上述地区之战斗，亦开始向东

窜扰，其一部已窜抵大阁、丰宁、围场间之南家屯一

带地区。(五)旅大方面共军约六个旅，均积极向普

兰店东南地区集结。 (六)辽冀边境亦有共军二万

余，企图向山海关方面袭扰。”《中央日报》认为，东

北民主联军“似在东北发动一大规模之攻势，与关

内共军相互策应”。

关于东北民主联军对长春、吉林一线地区的攻

势，《中央日报》进行了报道：从5月13日至15日晨，

猛攻怀德县城东部及西郊；包围吉林的乌拉街，攻打

王麻子沟、黄家咀子、大茶棚、大屯及泡子沿地区；撤

去对农安的包围，从农安之北20华里的兴隆城转到

拉拉屯及八家岩；对德惠的进攻，由高家店、刘家屯

转到德惠西南的三道沟。对这一切，《中央日报》声

称“东北的共军没有威胁全局的实力，目前采取的策

略是以游击战分散国军的注意力，并没有大举攻城

略地的可能”，却又认为“共军以重兵‘进犯’公主岭

后，其主力似盘踞于伙屯(长春南十九公里)、范家屯

(长春南卅公里)、大岭镇(长春西二十三公里)之间，正

在部署新动作”。东北民主联军攻势猛烈，蒋介石5

月22日哀叹：“公主岭失陷，长吉外围告急，四平街、

北戴河遭受攻击，而我第八十八与九十一两师且在

公主岭全军覆没矣。”

《中央日报》则从 5月 24日到 28日宣称“松北共

军之第五次攻势自十二日开始”后“经国军奋勇反

击，全线已濒崩溃”：国民党军坚守“与长春间交通

隔断已达旬日之农安德惠两城”，“共军数次曾逼

近距农安车站仅六百公尺地点，均被国军密集炮

火击退”；“共军今春两次猛攻未克及遭惨重打击

之德惠城，虽觉孤立，但共军迄未逼近城郊”。围

攻吉林的东北民主联军在“国军出击”下“向东败

溃”，“‘犯’吉海路烟筒山共军”于 5月 25日“窜至吉

林以南五十公里之双河镇附近，被国军迎头痛击”

后“向东南败退”；“长春出击国军南下部队，于廿七

日晨，挺进至孟家屯，即与共军遭遇，双方激战后，

共军即向西南溃去”；截至 5月 27日午，“四平外围

十公里附近之共军，共约二万余人，因连日遭受重

创，攻势已受挫”。

6月 11日，《中央日报》载文进一步描述东北民

主联军的攻势：“共军自四月下旬，即开始调动最尖

锐之万毅所部第一纵队与刘震所部第二纵队，约五

万之众，沿平齐线集结于扶余前郭旗王齐一带。此

时吉东一带共军，并开始蠢动，首以小股佯攻乌拉

街，掩护周保中、曹理怀所部两个纵队与七个团主

力约六万人，集结于吉林江北之舒兰县境。至五月

十日，吉长地区东西两端之战事爆发，西端长洮路

上共军一面牵制农安国军，一面调动主力南下围攻

怀德，猛扑中长路之公主岭，切断长沈交通，迂回四

平西侧，南下围攻昌图开源。吉东共军攻陷乌拉街

后，主力与吉林国军对峙于江北岸之新吉林龙潭山

一带，而吉海路上之梅河口战事，已先后爆发。共

军吴光华、曾克林第三四两纵队约四万之众，攻陷

梅河口、朝阳镇后，沿吉海路北窜与国军对峙于吉

林西南百华里之西阳附近。于是，东北战事乃波及

辽宁、辽北及吉林三省。”《中央日报》分析东北民主

联军之目的是：“(一)猛‘犯’四平，切断辽吉联系，配

合热河攻势，打通东北与晋北冀察之走廊。(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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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迂回沈阳，窜入辽南，造成夹击普兰店形式(势)，
与大连共军会合。(三)使用故技破坏交通，掠夺物资

后由原路逃返。”

正是在这所谓东北民主联军夏季攻势“全线已

濒崩溃”的形势下，国民党军也不得不转为全面守

势。5月 23日，熊式辉、杜聿明向蒋介石提出“以自

力支持”方案：“可能转移之兵力已尽数集结，但兵源

与粮源(如安东、辽南诸镇)及以少数兵力足以扼制

‘奸党’军队流窜之咽喉地带(如普兰店者)，得不放弃

暂不放弃，期以少数次等部队及保安团队、自新支队

等分别接防(如浑河南岸及赤峰等地)，藉图保持，免

骤张敌焰。目前我军兵力虽为劣势，而团队仍在赶

练，果装备依期完成，两三月后，亦能不无小补。”5
月29日，熊式辉报告蒋介石“一周以来此间军事变化

甚大”：第88师、第91师“只收容四五千人无甚战力，

刻在昌图整理”。第184师“在梅河口孤军苦战，已全

部壮烈牺牲”。现在东北总兵力为 5个军即新 1军、

新6军、第52军、第60军、第71军，“犹须除去以前损

失”及此次第 88师、第 91师、第 184师及新 1军之损

失。他对蒋介石强调：“我军集结，因受‘匪’牵制，行

动甚迟缓。且所能集结沈阳附近之兵力，仍属劣势，

不能构成反攻力量，退守沈阳城市，地形不佳，工事

尚未达坚强程度，粮食在青黄不接之际，收购甚难，

仅只足月余之用。若四周陷‘匪’，后方交通不能保

持，将形成孤岛……综合敌我情况，我军形势已至极

危险之阶段。”

熊式辉提出让白崇禧“立飞东北，指导战局”，

蒋介石认为“此非余亲往东北解决，恐将贻误全

局”。5月 30日，蒋介石飞往沈阳召见熊式辉、杜

聿明、郑洞国等，“垂询东北政治、经济、军事情

况”，“对东北战局作全盘之检讨”。5月 31日，蒋

介石决定采取“重点防御，收缩兵力，维持现状”的

方针：(1)“四平街为长沈联络之唯一主要据点”，第

71军陈明仁“沉着固守”；(2)“长春为我国生命线之

第一道门户”，让潘裕昆军长、杨温、文小山、李鸿三

师长“沉着固守”；(3)吉林省主席梁华盛、曾泽生守

吉林；(4)孙渡总司令、杨容光副司令、陈铁副司令、

王世尊师长守朝阳。 (蒋介石面谕熊式辉“对东北

军政事宜，应全权处理，不得贻误大局”，要杜聿明

“安心静摄”。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嘱咐潘裕昆“坚

守长春，相机出击”。

被视为“东北战局重心之四平”，是东北战场

易势的缩影。前面已指出东北民主联军 1946年 5
月撤出四平，陈诚 1947年 7月 7日的报告就此声称

“国军于去年夏季四平街一役，击溃林彪主力后，已

次第收复长春、永吉及辽宁、辽北、吉林三省”。如

此，国民党军在东北的态势达到顶峰。东北民主联

军对四平发起攻势后，陈明仁称“四平自五月廿一

日起，即陷于共军重围”，6月 10日“共军再窥四平，

集中十二个师、四个旅、一炮兵师之兵力，向我飞机

场一带猛攻”，6月 14日“集中炮火向市区及四周阵

地轰击”，6月 29日又猛烈攻击。按此，东北民主

联军根据夏季攻势的时间安排攻打四平后，陈诚称东

北民主联军“于五月中旬，以二十万之‘匪’众，向东北

全面‘进犯’。其主力于五月十七日下怀德，分向长春

及公主岭‘进犯’；于五月二十三日陷老四平街，续

向新四平街围攻”。东北民主联军暂时停止攻打

四平后，陈诚称“我守军陈明仁部坚守达十九日，

协同我长春、铁岭，南北两军之反攻，南兵团先后克

开源昌图，北兵团克公主岭……南兵团于三十日与

四平街守军会师”。《中央日报》认为，这标志“东

北战局已趋稳定”，并称国民党军“牺牲若干较小

据点，而向共军索取最大代价”，“固守长春吉林四

平等大据点之国军，正注视四周共军动态，待机出

击”。事实上，国民党军不得不放弃“若干较小据

点”，而只能龟缩在长春、沈阳、吉林、四平等几个较

大城市。

经过5月13日至7月1日的夏季攻势作战，东北

民主联军歼灭国民党军 82000人。东北战场易势，

是全国战局易势的缩影。7月10日，毛泽东向林彪、

高岗等人发出第一年作战总结及今后计划的指示。

他指出全国战局的态势已经发生转变，第一年作战

共歼灭国民党军 112万人，其中正规军 97.5个旅，全

国战场“除山东外，一切区域均已将敌战略进攻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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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并已转入我军之进攻”，东北战场“早已采取攻

势”；人民解放军拥有正规部队112个旅，“东北、山东

两炮纵，东北、晋绥四个骑旅不在内”。他指示，在第

二年作战中“应争取歼敌一百个正规旅及大量杂部，

使敌由数量上的优势变为劣势，我则变为优势”，“山

东、太行两区力求占领长江以北；西北方面力求占

领甘宁大部；北线我军力求占领中长、北宁、平承、

平石、平绥、同蒲各路之大部及路上除平津沈以外

各城，孤立平津沈，如能占领沈阳则更好；其中极重

要的是占领平绥路，打通东北与华北联系，使华北、

西北我军获得军火接济”。按此计划，东北军队“休

整一个月至两个月”后“约于八九月间发动新攻势，

以四个月至六个月时间占领中长、北宁两路之大

部，相机夺取长春、四平、辽阳、锦州等城”。在完成

这些任务后，东北军队在第三年作战“除留必要兵

力攻击平津沈及其他第二年尚未占领之城市，并守

备本地外，即可以相当数量之兵力加入西北及长江

以南作战”。

总之，1946年10月至1947年7月是东北战场敌

我态势转变之关键时期。在东北民主联军撤出四平

和国民党军进一步占领“南满”许多地方以后，国民

党军在东北的态势达到顶点。新开岭战役终结了这

一态势，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要进而从根本上转变

敌我形势。在第一次临江保卫战中，东北民主联军

“北满”部队和“南满”部队相互配合，开展了辑安反

击战，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继续开展反击战可从根

本上转变敌我形势。在第二次临江保卫战中，东北

民主联军采取运动战和游击战、正面战场和敌后战

场相互配合的方针，进一步改变了敌我态势。在第

三次临江保卫战中，东北民主联军进行了以包围德

惠、袭取长春为中心的作战，改变了敌我进攻态势。

自此，东北民主联军开展了进攻态势，包围、攻打战

略中心县城，威胁长春，国民党军处于被动局面。东

北民主联军发动的夏季攻势完全改变了东北战场的

战略态势，国民党军只能龟缩在长春、沈阳、四平、吉

林等几个比较大的城市里被动挨打，东北民主联军

取得完全胜利已成定局。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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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丁晓春：《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

展》，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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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ategic Change of the Northeast Battlefield from October 1946 to July 1947
Zhang Hao

Abstract：The strategic situation between Northeast democratic allied army and Kuomintang army in the North⁃
east battlefield changed from October 1946 to July 1947. Xinkailing( 新 开 岭)Battle, which wiped out 8000
Kuomintang troops, brought the end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Kuomintang army in the Northeast battlefield. Ji'an(辑
安)Counterattack of the first battle for defense of Linjiang(临江)annihilated more than 4000 Kuomintang troops which
changed the initiative of Kuomintang army. In the second battle for defense of Linjiang, the Northeast democratic al⁃
lied army took the strategy of combining mobile warfare with guerrilla warfare, and combining the frontline battlefield
with backstage battlefield, which changed its passive situation. In the third battle for defense of Linjiang, the North⁃
east democratic allied army surrounded Dehui(德惠)and took Changchun by a surprised attack. From then on, the
Kuomintang army tended to be passive. The summer offensive of 1947 completely changed the strategic situation in
Northeast China, the Kuomintang troops were confined to several large strongholds in Changchun, Shenyang, Siping(四
平)and Jilin. The complete liberation of the Northeast was only a matter of time. In a word, since then the Kuomintang
army completely lost control of Northeast battlefield, whereas the Northeast democratic allied army got complete mas⁃
tery of this battlefield.

Key words：the Northeast democratic allied army; Xinkailing(新开岭)Battle; Ji'an(辑安)Counterattack; Siping
(四平)Ba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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