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子

60多年前，日本侵略者刚刚惨败，中国大地上又乌云翻滚，烽烟四

起。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人民再一次被拖入战乱的深渊。

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

华东解放区紧靠国民党的统治中心。有道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

酣睡？”蒋介石为消除心腹大患，集中几十万精锐之师，一次一次地向华东

解放区发动了疯狂进攻，妄图一鼓而下，全歼我军。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

摧，形势十分严峻。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

下，中共华东局、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组织广大军民奋起自卫反击，进

行了3年多艰苦卓绝的解放战争。华东地区主持军事工作的陈毅将军，以

他大无畏的非凡气概和丰富的统战工作及敌军工作经验，领导他麾下的几

千名敌军（联络）工作干部，在隐蔽战线上展开了神出鬼没、英勇机智的

斗争，谱写了许许多多惊心动魄、惊险曲折的现代传奇故事。

你知道华东地区第一起两万多国民党大部队起义的曲折经过吗？你

知道邓子恢、张爱萍、张震怎样派人策反该部两个主力师长，发展他们

为中共特别党员，在关键时刻陈毅三次出马秘密会见该部总司令的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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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吗？你知道这个总司令后来又率部叛变，十天后即被陈毅捉回的现代

“捉放曹”故事吗？你知道此人5次倒戈终成南柯一梦，一代乱世枭雄最

终引颈受刑的历史真相吗？

还有，曾经救过蒋介石一命，后来当了蒋介石侍从室的中将高参，却

在重庆一座简陋楼房中与周恩来秘密会见，你知道此事的来龙去脉吗？这

位传奇将军后来亲率精兵两万奉命到华东参加内战，可是党中央的一份

密电，使他与陈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两人在互不见面的情况下，演

出了现代战争史上一幕罕见的、奇特的“双簧”，导致了蒋介石７个师在莱

芜彻底覆灭，你知道这中间有着多少类似京剧《三岔口》式的哑谜和鲜为

人知的内幕吗？

我国古代著名军事家孙武有句名言：“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

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解放战争时期，华东地区有近２０万国民党军

起义投诚，其中属于“杂牌”西北系的有6个军，10个师，共约10万人。如此

数量众多的、武器装备精良的敌人，要他们与蒋介石集团彻底决裂，站到

人民一边来，决非易事！这需要经过多么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才能结

出硕果呀！

所有上述种种充满戏剧色彩的现代传奇，当年都属于中共华东局、华

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的最高一级机密，局外人知之甚少，由主要领导人亲

自掌握。

它是华东秘密战、尤其是策反西北系国民党军的一部秘而未宣的历

史画卷。

它是陈毅、粟裕、谭震林等华东主要领导人光辉军事生涯中的璀璨

篇章。

它也是华东野战军英雄战史中一个多彩多姿的生动侧面。

本书记述的华东我党我军在隐蔽战线上的斗争故事，将把你带入那

个如火如荼、令人永远难以忘怀的历史年代……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陈毅从延安赶返华中。途中意外地遇见了打入国民

党高树勋、孙殿英部的我地下工作人员王定南和朱穆

之。他们正急着去见刘伯承和邓小平

几十万国民党军汹涌北犯。中央急电陈毅改道山东去

接替罗荣桓。在罗的欢迎宴会上陈毅赋诗：“君去东北

翻山海，我在华东擒虎豹。”

从苏联回国到西北军做统战工作的邓希贤(小平)，从银

川到西安整整走了一个多月。一路上潇洒自若，谈笑风

生。到西安后担任中山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兼教

育长，将该校办成了“第二黄埔”

中秋之夜，师长公馆里大摆酒筵，军官们开怀畅饮。新

四军四师参谋长张震悄悄率部队兵临城下。师敌工部

长王子光登堂入室。师长杜新民大声宣布起义。原来

他是中共地下党员

伪军摇身一变成了国军。两万余人浩浩荡荡杀回山东。

陈毅调兵遣将，决定“痛打密拉”，先给吴化文一点厉

害尝尝

刘伯承、邓小平发来特急电报。彭城内外展开了一场营

救国民党起义将领夫人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南京飞来

的宪兵只晚了一步

从大后方重庆来了一位民主政权同盟中央委员。有人

怀疑他是特务，陈毅却放心地委托他前往徐州策反伪

军头目郝鹏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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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动西安古城的桃色案件。大汉奸陈璧君家里多了个

座上客。伪军上将总司令身边的少将高参，竟成了邓子

恢、张爱萍的耳目

智囊、军师怎么都成了共产党的说客？警卫队长和地下

党员制订了活捉伪省长的三个方案

陈丕显、管文蔚策动盐城敌军万余人起义。中将军长自

告奋勇前往扬州策反孙良诚，却不料一去不复返

敌工干部四进徐州策反敌师长。师长问：“我脱过党，

当过国民党和伪军，还能参加共产党吗？”邓子恢说：

“立功受奖，既往不咎，我来特批。”

徐州云龙山的一座别墅里，国民党军队的将领密商反

蒋大计，酝酿成立“西北军大同盟”。何基沣密告李先

念派来的联络人员：“就希望你们赶快派人来。”

周恩来密电授机宜。鲁南敌工部竟派不出一个女干部

去做国军将领眷属的工作。陈毅感叹道：“要是我老

婆子张茜在这里就行了。”

冯玉祥的连襟张克侠从莫斯科回国后到上海寻找党组

织。想不到和他接头的竟是一位牧师。此后张克侠潜

伏敌营长达二十年，官至绥靖区中将副司令

山东野战军参谋长宋时轮深夜踏雪访敌营。郝鹏举进

退维谷，狡兔三窟。新四军代表堂而皇之进驻敌六路

军总部

陈毅摸黑飞马赶到峄县县城会见郝鹏举，临别时特别

交代派一个骑兵排护送郝返回，这是为什么？消息很

快传到徐州,顾祝同大惊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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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带领一批干部和经费赶到前方。米

庄三见，最后拍板。两万人台儿庄军次高举义旗。老党

员朱克靖身膺重任

浮来山千年银杏树下陈毅、郝鹏举与老和尚纵谈古

今。张茜和郝的二夫人同游庙会。联络干部目睹了一次

奇特的行刑

一辆黑色小轿车在南京街头偏僻处戛然停下，周恩来

在车上向张克侠招招手。事后给华东局发了一份密电

胡成放、刘贯一先后秘密进兖州策反吴化文。签订协

议后，煤炭、粮食、蔬菜源源不断地运进了敌人的据

点。可惜好景不长，协议成废纸

顾祝同派遣特务、妓女潜入解放区。鸿门宴捉陈毅阴

谋未得逞。郝太太刘琼这个女人不简单。她说：“不管

共产党国民党我都愿意。”

利令智昏五次倒戈。“还军于国”终成南柯一梦。昔日

座上客、今日阶下囚痛哭流涕。一代乱世枭雄临刑时要

求：“痛快点！”

延安发来党中央密电。华东局先后派出科长陈子谷、

秘书长魏文伯到国民党四十六军“探路”。对方暗示：

“你们派来的干部小了一点，另派负责人来。”

华东局常委、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能否潜入敌营策反

敌军长？在家常委拿不定主意。陈毅从前方回电：“不

入虎穴，焉得虎子！”不料舒同进去后，却被“软禁”了

4天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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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四十六军军部新近来了军长的两位故旧，很快

当上了“高级谍报员”。他俩专门到解放区收集共军的

情报，还抓回了一个“叛逃”的军官

前方抓到了一个商人打扮的国民党军“谍报员”。审问

时，他出语惊人：“我有重要情报向陈、粟首长当面报

告。”

莱芜城内炮火炽烈。李仙洲率部紧急突围。但军长韩

练成却遍寻不见。他到底是什么人？十几年后周恩来为

李仙洲解开了这个谜

韩练成要回南京再给共产党做些事。陈毅担心他的安

全。韩说：“不要紧，我救过蒋介石一命。中原大战时，

要不是我急往救驾，他差点儿成了冯玉祥的俘虏。”

蒋介石夸奖韩练成是“独胆英雄”。杜聿明抓到一个共

军俘虏，向蒋告了密。韩练成以攻为守，瞒天过海，去了

兰州。暮色苍茫中，南京下关车站来了两个人，其中戴

墨镜、戴大口罩的西北汉子，登上了南去列车

徐州城里忽然出现了一对夫妇：丈夫精武术会气功行

医卖卜，妻子唱圣经念阿门传基督教。吴化文见了哈哈

一笑：“你当过汉奸，怎么能代表陈毅？”

二太太是戴笠干女儿，三太太倾向共产党，四太太年

轻貌美专宠后房。于是吴公馆里风波迭起，明争暗斗

不断

打了败仗后反而从师长升为军长。吴化文不但不感恩，

倒是在背后议论王耀武：“非大将之风，耀武不扬威，

不是英雄是狗熊。我要另谋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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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大军压境。起义箭在弦上。南京的亲属突然来了电

报。地下党员又面临险恶的处境。雨过天晴，济南城头

飘起了鲜艳的红旗

中将副司令官何基沣身边突然来了个少校副官。参谋

长陈继淹（特务分子）当面“考察”后，竟然叮嘱这位

地下党员：“老弟，共产党就是能迷惑人，你嗅觉要灵

些啊！”

中将司令官冯治安大言不惭：“共产党好是好，可惜生

活太艰苦。再说陈毅也不过是一个军长，我现在管辖

几个军。我过去后，谁管谁呀？”

华东局派遣纵队联络部长杨斯德潜入敌营。国民党三

绥区出现了一个神秘的“少将高参”

纵队司令和政委不慎误入敌军防区。张克侠夤夜逃离

樊笼。粟裕满意地说：“要是起义再晚4个小时，放走了

黄百韬兵团，淮海战役的结果就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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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24日。延安。

夕阳快要下山，把道道金辉涂抹在巍巍嘉岭山和悠悠延河水之上，

一

陈毅从延安赶返华中。途中意外地遇见了打入国

民党高树勋、孙殿英部的我地下工作人员王定南

和朱穆之。他们正急着去见刘伯承和邓小平

1945年中共七大在延安举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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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革命圣地的山山水水更显得壮丽、辉煌。

陈毅站在杨家岭他所住的窑洞前，怀着无限眷恋和依依惜别的心情，

凝神地望着高耸入云的宝塔，望着缓缓流淌的延河，望着在山间悠悠飘过

的白云，心潮翻滚，浮想联翩。

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但是这几天

中，国际国内局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新的更加伟大的斗争已经展开。摆

在陈毅面前的，是更艰巨的任务，更重要的使命。

就在昨天，陈毅被选为新的中共中央军委委员。这表明了中央对他的

信任。

这几天，毛泽东正在紧张地筹划

着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种种重要

事宜。这将是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

头等大事啊！然而，即使是日理万机、

彻夜不眠的百忙之中，毛泽东仍抽时间

和陈毅谈话，告之以中央曾对其工作问

题作了审慎的研究。原先，中央也曾考

虑派遣陈毅往东北主持军事，但又考

虑到华中更需要陈毅。那儿是蒋介石

未来的卧榻之侧，斗争将十分尖锐复

杂。陈毅在华中力挽狂澜，使这支革命

军队迅速发展壮大，在大江南北纵横

驰骋，使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考虑到

这一切，党中央决定任命陈毅为新四军军长和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负

责主持华中全盘的军事工作。毛泽东双目炯炯地注视着陈毅，信任地说：

“只要你回华中，坐在那里就起作用！”

党中央和毛泽东对陈毅寄托着多么大的希望啊！

想到这里，陈毅百感交集。他既感谢毛泽东的知遇之恩，又充满着对

即将到来的新的斗争的向往。明天就要起程离开延安返回华中了，此时此

刻，他再一次深情地注视着延安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那“十里辉煌延

陈毅在中共七大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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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火”，那“数峰聚散陇头云”，都唤起他无限的依恋之情。

翌日上午，一架美国军用飞机从延安东关机场腾空而起，直薄云天。

陈毅和毛泽东、刘少奇在延安

陈毅和刘伯承、邓小平等乘美军飞机离开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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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上坐着陈毅和刘伯承、邓小平、林彪、肖劲光、薄一波、滕代远、陈赓等

20余名高级干部，当天就安抵山西省黎城县长凝机场。接着，陈毅由晋冀

鲁豫军区派人护送，来到了地处太行山麓的河南省林县任村。

坐落在群山环抱、层峦叠嶂之中的任村，是晋冀鲁豫根据地内一个南

来北往的交通枢纽。那几天，秋雨连绵，天色晦暗，但来往的人仍络绎不

绝。一天，两个农民打扮的年轻人，打着雨伞，满身泥水，风尘仆仆地闯进

了任村。

陈毅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滕代远

一起住在一座大院子里，听说从国民党统治区回来了两名党的地下工作

干部，立即兴致勃勃地接见了他们。

这两人，一位名叫王定南，当时在国民党冀察战区总司令高树勋处

担任参议；另一位名叫朱穆之，当时在驻郑州的原西北系孙殿英部队从

事地下工作。他们正急着要见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邓小平和军区司令员

刘伯承。

在一间坐北朝南的大屋子里，陈毅等人热情地和他们握手，请他们

入座。

王定南向陈毅等人详细汇报了此行的任务。他是奉高树勋之命，携带

着高写给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一封密信，专程回到解放区向领导汇

报的。

高树勋何许人也？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怎么会和共产党八路军领

导人私下往来，暗通款曲？

这里，有必要作一个简单的交待。

高树勋，字建侯，河北省盐山县人，18岁投奔冯玉祥部当兵。他聪慧过

人，体魄健壮，作战勇敢，由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直至青海省代

理省主席，成为西北军著名将领之一。抗战爆发后，他率部与日军浴血奋

战，升任为国民党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新八军军长。他诱捕并处决了

与日军私通的顶头上司石友三，因而声名大噪。

但是，蒋介石对抗日有功的高树勋却视为异己。虽封高为陆军中

将，却免去了他的新八军军长职务，使高只能指挥特务营，被人戏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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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营长”。

高树勋万万没有想到蒋介石会玩弄阴谋剥夺他的军权，气得咬牙切

齿地大骂：“他娘的！原来把我弄到重庆是调虎离山呀！”事后他还得知，

蒋介石对他在河北期间与共产党人彭德怀、朱瑞、肖华等人往来一直怀恨

在心，曾密令戴笠扣押他，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才未下手。这使高树勋更加

看透了蒋介石的阴险毒辣。从此，他常常借酒浇愁，还吟诗说：“冷热何

堪一回首，南渡黄河无亲人。”他常对人说：“战士沙场半死生，美人帐下

犹歌舞。我们在前方拼死杀敌，而大后方军人不思抗战，专事欺压百姓；

官吏不思抗战，专事鱼肉乡里；政府不思抗战，专事横征暴敛。比之于杜甫

笔下的《石壕吏》，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的政府，谈何救国救民，安能得

到民心？！”

陈毅听王定南说明此行的目的后，问他：“现在抗战胜利了，高树勋作

何打算？”

王定南说：“蒋介石、何应钦给高树勋发来一道命令，叫他‘原地待

命’。高一气之下，把电报摔到地上。很快，他就率部出发，经叶县、许昌、

长葛、新郑，来到了郑州，见到了他在西北军的另一个老同仁孙殿英。”

陈毅深知孙殿英的为人，问道：“这个流氓、军阀、大汉奸，听说摇身

一变，又成了国民党的先遣军司令？”

朱穆之插话说：“早在抗战胜利以前，蒋介石为利用伪军与我党我军

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偷偷从重庆派人给孙殿英送来了委任状。小日本一投

降，蒋介石就正式委任孙殿英为国民党新编第四路军总司令。蒋、日、伪

合流反共反人民已完全公开化。”

王定南说：“孙殿英一再劝说高树勋暂留郑州，先观察一下时局的变

化，再作计较。孙的如意算盘是想和高连成一气，以壮自己的声势。但高

树勋考虑到自己部队的一万余官兵，绝大多数是冀中、冀南、鲁北一带的

平民百姓。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他们的家乡时，房屋被烧毁，亲人遭

杀害，财物被洗劫一空。他们忍无可忍，拿起武器，与自己共赴国难，抗击

日寇。许多人为国捐躯，战死沙场。现在好不容易盼到抗战胜利，他们是

多么迫切地希望返回家园，尽早与亲人团聚呀！所以，高树勋不愿滞留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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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同时，他也是想造成既成事实，迫使蒋介石承认他的受降权。”

陈毅说：“高部下层官兵的心情可以理解。他们要回家乡亦在情理之

中。那么，高树勋给彭老总写信，有什么要求？”

王定南听了，随即脱下鞋子，撕开鞋底上的厚厚垫布，从中掏出一幅

小小的绸布，递交给陈毅，笑着说：“为了万无一失，防备途中被国民党特

务盘查，我爱人把它缝在鞋子里了。高树勋给彭副总司令的信，他亲笔写

在绸子上面，请首长过目。”

陈毅接过绸子，专注地看了起来。看完，又递给薄一波、滕代远。

高树勋信的大意是向彭德怀将军致以问候，希望与共产党八路军建

立联系，进行友好合作，请彭将军指教。

王定南对陈毅等首长介绍说：“西安事变后，高树勋在河北省当保安

处长。当时国共第二次合作刚刚实现，彭德怀、朱瑞等曾经专程到保定看

望高树勋，又派唐天际、钟辉等共产党人帮助高部轮训基层干部，开展政

治工作。高树勋把结识彭德怀引为光荣，还常说：“人才都在共产党那边，

八路军胜我们一筹啊！”

滕代远以军事家的眼光，看到高部北上必然要通过我晋冀鲁豫军区

的防地。他警惕地问道：“高树勋会不会来一个‘假途灭虢，对我们下手

呢？”

王定南认为肯定不会出现这种局面。

陈毅说：“现在形势很紧迫。你们两人来得正是时候。我奉命回华

中，路过这里，听说你们来了，和你们先见个面。彭总在延安，高树勋给他

的信，定南同志就送到涉县刘司令员和邓政委那里去。他们和我一起刚从

延安回来，统一领导晋冀鲁豫地区的工作，一定会给你具体的指示。你们

快去向他们汇报吧！”

陈毅说完后，看了看薄一波和滕代远，征询他们有什么话要说。他们

都点头笑笑，表示同意陈毅的意见，没有再说什么。

陈毅接着又说：“眼下蒋介石正在准备发动全国性的大内战。毛主席

到了重庆，正在和蒋介石谈判。我们希望和平，反对内战。但是我们不能

一厢情愿。蒋介石硬是要打，我们有啥子办法？水来土掩，兵来将挡，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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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打嘛！所以我们要做好反对内战的一切准备工作。高树勋是西北军著名

将领。西北系的部队为数众多。做好争取高树勋的工作，一旦内战爆发，

他能揭竿起义，这对全国的形势将会起到很大的影响。希望你们成功。”

王定南感到，陈毅从全局、从战略的高度，指明了争取高树勋部起义

的重要性，听了有茅塞顿开之感。

陈毅最后关心地说：“听说你一路日晒雨淋，十分辛苦，拉肚子了。要

好好休息，在这里多住几天，治好病再走。”

但是，重任在身的王定南，哪里还顾得上休息？第二天，他坐上担架，

直奔刘伯承、邓小平指挥部所在地涉县赤岸。当时，上党战役正在紧锣密

鼓地进行，而阻止国民党军北上的平汉路战役也即将展开。战云密布，高

树勋的前途和命运将会怎样呢？

陈毅星夜兼程返回华中的途中，也一直惦记着高树勋的事，他多么希

望再有一个“宁都式”的西北军起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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