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　录

第一章　皖南事变后江南新四军分布状况　／１
第一节　新四军第１６旅苦斗江南　／２
第二节　浙江抗日游击区　／１８

　　一、浙东抗日游击纵队　／１８
　　二、浙南抗日游击队活动　／４１
第三节　皖南抗日游击区　／４７
第四节　闽浙赣边抗日游击队活动　／６２

第二章　中共重心面南的长足战略制定　／７１
第一节　绾毂中原战略　／７１

　　一、中共中央发展河南的决策　／７１
　　二、新四军第４师西进豫东　／７４
　　三、新四军第５师北上豫南、豫中　／７６
第二节　重建江南大营战略　／８２

　　一、发展东南地区的新战略方针与部署　／８３
　　二、第三战区地方绥靖“剿共”计划布置与实施　／１００
第三节　经营两条贯通南北的战略走廊　／１０９



２　　　　 新四军重建江南大营

第三章　重建江南大营　／１１４
第一节　兵临苏浙皖边　／１１４

　　一、粟裕率领苏中军区主力渡江南进　／１１４
　　二、浙西作战方案与部署　／１２４
第二节　国共两军对决天目山　／１２９

　　一、第一次天目山战斗　／１２９
　　二、第二次天目山战斗　／１３６
　　三、叶飞率部渡江增援及江南党政军组织机构重组　／１４９
　　四、巩固浙西现有阵地，打通浙东　／１６０
　　五、第三次天目山战斗　／１７１
　　六、战果及检讨　／２１９
　　七、苏浙军区新的行动部署　／２３０
　　八、二渡富春江　／２４１

第四章　抗战结束之际中共“面南战略”
的调整　／２４６

第一节　酝酿让出南方的方针　／２４６
　　一、对时局的判断　／２４６
　　二、准备应付南方内战战场　／２５１
　　三、国内和平局面有可能实现的分析　／２６５
　　四、准备让出江南的谈判策略　／２６６
　　五、关注另一个战略发展方向———东北　／２６７
第二节　重庆谈判让出南方根据地　／２７２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３　　　　

第五章　江南解放区部队北撤行动　／２７８
第一节　江南大营北撤部署　／２７８
第二节　北撤行动　／２８５

　　一、苏浙军区部队北渡长江　／２８５
　　二、皖南、皖中新四军第７师撤退皖东　／２９０

主要参考文献　／２９４



书书书

第　一　章

皖南事变后江南新四军分布状况

　　分布于浙江、江苏、安徽、福建等省多块由中共控制的解
放区，均自抗日战争爆发后逐步形成发展而来。诚然，中共
在其中大部分地区久有基础，其历史可溯源于二三十年代第
一次国共合作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些分布在江南各地
的解放区创建及其发展，经历了非同寻常的过程，显示了中
共整体战略决策水平与各级党组织和军队的战斗力。

本书所述及的江南地区，主要指东到上海、宁波，西至九
江、屯溪，南起黄山、天目山、四明山，北抵长江沿岸，是为新
四军在华中苦心经营的第二个战略中心，分成皖南、苏南、浙
西、浙东颇具规模的四大块。新四军组建之初，军部即留驻
皖南地区，其主力虽陆续渡江北上发展，唯受日、伪、顽三方
长期封堵隔绝，只能局促一隅，终致严重损失。此后因长江
阻隔，加之第三战区军令限制，新四军主力部队及工作重心
基本都在江北，而在江南活动的部队规模不断缩小，难以立
足。即使在皖南、苏南、浙东以迄福建沿海，也仅存若干块游
击根据地，且互不相通，东南大片地区实际处于日伪势力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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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队控制之下。

第一节　新四军第１６旅苦斗江南

长江以南的江苏南部，含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一
带，正处于日伪统治中心区域。１９３８年５月，粟裕率领新四
军先遣支队自皖南挺进苏南，作战略侦察。尔后陈毅率领第

１支队、张鼎丞率领第２支队，相继赶到苏南、苏皖边，用两年
时间开辟成苏南抗日根据地，形成丹北第一游击区、茅山第
二游击区、江（宁）句（容）横（山）第三游击区、苏（州）常（熟）

昆（山）太（仓）第四游击区、宜（兴）武（进）无（锡）第五游击
区、宣（城）当（涂）芜（湖）独立游击区。①１９４０年７月，苏南
新四军主力北渡长江，留下的部队自皖南事变后改编为第６
师，下辖第１６、第１８旅。１９４１年夏，日伪对苏南实施极其残
酷的“清乡”。８月下旬，因环境恶化，第６师师部率第１８旅
被迫撤出，转移至丹北地区，不久进入苏中的江都、高邮、宝
应地区另图发展。

浙江省西部地区，境内多崇山峻岭，沟壑纵横，著名的天
目山、莫干山横贯其中，北濒太湖，南临富春江，设有临安、於
潜、昌化、孝丰、安吉、德清、长兴、新登诸县（含分县），日、伪
军基本未侵扰该地区。因此，国民党军得以长期驻扎该地，

苦心经营敌后根据地，同时屏障浙西南金华飞机场，借此维
护浙赣铁路线，进而窥视杭州、上海、南京、苏州诸大城市。

①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委、江苏省档案馆编：《苏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
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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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浙西行署１９４２年１２月调查统计，国民党军队营以上
单位驻地情况为：挺进军第１游击纵队司令部（司令钟光仁）

驻临安之庆仙；第１支队司令部（支队长谷守信）驻临安城，
第１大队（大队长郑中立）驻临安之亭子头，第２大队（大队
长黎寿全）驻临安之横畈附近，第３大队（大队长林广元）驻
临安之马汉；第２支队司令部（支队长邓义）驻新登附近，第１
大队（大队长潘朝兴）驻富春江南岸配属第６２师，第２大队
（大队长欧阳骥）驻新登之冯家，第３大队（大队长夏凯）驻新
登附近。第６２师第１８５团（团长胡礼贤）驻於潜县牧亭村整
训。第１９２师师部（师长王堉）驻孝丰之钱河；第１１１７团团
部（团长蒋本嵩）驻孝丰之迂迨里，第１营（营长陈馥秋）驻安
吉之梅溪，第２营（营长张罗）驻安吉之营山坞 ，第３营（营长
欧志恒）驻长兴之中泗安；第１１１８团团部（团长徐馨仁）驻孝
丰之白水湾，第１营（营长郭联壁）驻临安之溪口，第２营（营
长付谷诒）驻安吉之钱坑桥，第３营（营长徐士钦）驻孝丰之
白水湾；第１１１９团团部（团长刘浩然）驻孝丰之鹤麓溪，第１
营（营长贺才懋）驻孝丰之下庄，第２营（营长陈道南）驻孝丰
之蒋家塘，第３营（营长李名第）驻孝丰之铺前。忠义救国军
教导第１团（团长薛涤愁）驻长兴一带；第３团团部（团长艾
庆琇）驻海北地区，第１营（营长侯广居）驻海北地区，第２营
（营长郑凯）驻吴崇桐地区。①

上述之苏南、浙西地区，是新四军第１６旅主要活动区
域，进而辐射皖南、赣东北，也是江南新四军一支最具战斗力

① 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浙西国军营以上驻地调查表》，１９４２年１２月印，浙江
省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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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规部队立足之根基。

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２８日，仍留在太湖沿岸活动的第１６旅在
溧阳西北的塘马村一带遭日伪军袭击，部队受到很大损失，
旅长罗忠毅、政委廖海涛等２７０多名官兵牺牲。１９４２年１０
月２６日，新四军第１、第６师领导机关对内合并，由第１师师
长粟裕统一领导，第６师师长谭震林调任军政治部主任，对
外仍保留２个师的番号。另第１８旅第５１团调回苏南，归属
第１６旅建制。因苏中新四军总兵力已达２５０００余人，如遭
敌“扫荡”时过于拥挤，不便部队机动转移，恐受大的损失，苏
中军区遂计划将主力部队转移至“江南浙东及巢无地区”①，
并先遣第２旅旅长王必成率领第４团、教导队、特务连及盐
城、兴化警卫团各一部，共计２０００余人，于１２月３１日由盐
城经江都过长江，越沪宁铁路，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２日到达溧水的
里佳地区，与第１６旅会合。后因情况变化，新四军军部考虑
到苏南“清乡”局势同样严重，以及国共关系业已改善的政治
形势影响，如若派更多的部队南下恐怕将来收不回来，不同
意苏中主力继续加强苏南的方针。同时根据第２旅一部已
经南渡的实际情况，决定王必成部与第１６旅合并，第４团改
称第４８团。经重新整编后的第１６旅，下辖第４６、第４７、第
４８团和独立第２团及旅部直属特务营，旅长王必成、政委江
渭清、参谋长张开荆、副参谋长陈铁军、政治部主任魏天禄、
副主任张鏖，全旅共计４３００余人。该旅在地区狭窄、回旋余
地困难的条件下，以弱小力量顽强坚持在敌人心脏地域，“使
之成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南翼屏障，并为日后向东南发展，

① 粟裕等致陈毅、饶漱石电，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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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了有利条件和准备了前进基地”①。

１９４３年春、夏，第１６旅先后经受了日、伪军和国民党军
数次进攻。２月２２日，驻芜湖、宣城等地日军２０００余人突然
出动，残酷“扫荡”广北地区一个星期，另有伪军正规部队参
加行动。日、伪军所到之处，村庄房屋被烧毁，居民群众被
杀，财物遭掠夺。由于第１６旅专注南进行动而疏于侦察工
作，“事先不知、事后也不知结果，没有予敌以打击和空舍清
野。”②部队虽未受损失，但游击区特别是核心区内的人民群
众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对新四军政治影响不利，尤其
是新开辟地区的群众产生恐慌心理。

日、伪军前脚刚走，国民党军随即跟进，意图驱散苏南新
四军各部。３月１２日，第三战区所辖第５２师由泾县北开，其
第１５６团进驻孙家埠、安兴，第１５４团驻郎溪、毕家桥，第１５５
团进至梅渚、定埠一线，忠义救国军一部集结于汤家桥地区；
保安第１团驻上沛埠一带，保安第９团进驻张渚；挺进军第６
团开至潥阳、上兴埠、七里山等地；各部一到驻地后即加强构
筑工事。２８日，挺进军第５团、第６团各１个营（每连约８０
余人），攻击驻潥水之孙家山的新四军第１６旅第４６团，当即
被击退。尔后，挺进军第６团一部又向驻守竹篑桥一带的新
四军第１６旅第５１团进攻。新四军第１６旅一再退让，最后
于４月１日集结第４６、第４８、第５１团各一部予以坚决回击，
激战３小时，将其全部击溃，歼灭其一部之后，遂猛扑上兴
埠、上沛埠之线，迫使保安团自动退出安兴，打退增援上兴埠

①

②

《新四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８２页。
新四军第１６旅司令部：《敌寇向我苏南广北、茅山、潥高扫荡与我反扫荡》，１９４３年
３月１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６　　　　 新四军重建江南大营

东南之七里山的挺进军１个营。
此战未能大量歼灭国民党军，主要原因是第１６旅侦察

工作不确实，个别团队怕伤亡而决心不坚定，动作不协同，兵
力使用过于分割建制，战斗部署欠周密所致。战后第１６旅
首长估计国民党军继续发动较大规模进攻已很难避免，本着
团结抗战之立场，派人与对方沟通，提出只要国民党军不再
进攻，不捕杀新四军地方行政人员，新四军则保证绝不向对
方攻击，并情愿将上沛埠让出，安兴一地仍希望保安团来往，
同时吁请地方绅士从中调解。然而，新四军这些努力均未有
好的效果，双方再度厮杀不可避免。第１６旅乃不得不做军
事自卫部署，除了应付日、伪军“扫荡”之外，将各团队作适当
集结，拟选择有利地形和薄弱之敌，给以歼灭性打击。具体
部署是：以第５１团控制七里山、上兴埠之线；以第４８团一个
营控制上沛埠附近，团部率领２个营位于芒山以北、芳山以
东地区；以第４６团一部仍在大官圩游击活动，团主力位于潥
水之云鹤山一带；特务团团部（抗大第９分校）率领第１、第３
营位于花山以北之甘岱，其余在店郎头一带；旅部在上芝山；
以第４７团１个营位于大李巷、白马桥一带警戒。

驻苏南的国民党军则加紧调兵遣将，扬言采取更加严厉
的手段消灭新四军。第１６旅经过各方面侦察，得悉国民党
军第５２师副师长率领２个团于４月９日进至安兴以南，挺进
军第３、第６团驻守南渡小金山、七里山、施家桥、前马周城之
线，忠义救国军一部进抵河心里，其总体意图是集中优势兵
力由两侧向南挺进，以第５２师在西线为主攻，另以第１９２师
殿后集结，先布成口袋式的大围歼阵势，待其迂回部队确定
占领笔蓬山之后，再步步紧缩压迫新四军第１６旅往南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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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入其预设伏击口袋中，尔后消灭于茅山、芝山、上沛埠之
线。这次国民党军动员了第５２师２个团、第１９２师２个团、
挺进军３个团、忠义救国军第１纵队２个团、江苏保安第１纵
队２个团、保安第７团等，共计１２个团的兵力。其具体作战
部署如下：

１．以第１９２师一部位于广德、孝丰，另一部于１１日集结
在社渚附近地区。

２．以忠义救国军第１纵队２个团于１１日由胡家桥挺进
至竹篑桥，深入白马桥以北地区。

３．以保安第１纵队２个团于１１日进至汤家桥、安兴埠
后，协同主力纵队围歼观山新四军。

４．以第５２师２个团于１２日经济桥、孔镇向前挺进至观
山，与主力纵队协同进行“围剿”。

５．以挺进军３个团于１１日向上兴埠以南地区集结。其
第６团（附第５团１个营）于１１日１２时集结七里山附近，完
成战斗准备，构筑工事，严密警戒；第４团于１１日１２时前集
中施家桥附近，完成战斗准备，并构筑工事，对上沛埠方向严
密警戒；第５团（欠１个营）以１个营随同司令部行动，其余
于１１时前集结在本家村附近为预备队。

另其作战任务分配是：左翼以第５２师主力、保安第１纵
队、保安第７团担任主攻，由东坝、下坝出发，经安兴、涤桥、
邵村、东流、新桥进占塔山、云鹤山、铜山、风箱岭、李家山、观
山等地区；右翼以挺进军担任助攻，由南渡、施家桥、七里山
出发，经上兴埠、白马桥进占傅家山、笔蓬山、曹山、经巷等地
区；南面以第１９２师担负堵截任务；北面以忠义救国军担任
白马桥、施家边、王村、魏家、邱虎山一带堵截任务。另第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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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第１５４团（欠１个营）、第１９２师第１２８团，以及通信连、无
线电排各一部，归第２３集团军前进指挥部直接使用。

第１６旅鉴于国民党军步步进逼之态势，虽然仍未放弃
团结抗战与统战工作，尽量求得避免武装磨擦，但为严正自
卫立场，故决心坚持苏南、集结优势兵力、坚决打垮一路的作
战方针。当即拟定作战部署为：以特务团（抗日军政大学第９
分校，负责防守芝山以西右翼阵地）３个营，分别扼守芝山、铜
山、李家山，并各向前伸出１个连至安兴一线，采取运动防御
姿态，节节抵抗，牵制进攻之国民党军。以第４６团、第４８团
全部及第４７团、第５１团各一部，共３个团的兵力，集结于上
沛埠西南、上兴埠以西之线，准备歼灭由东面来犯之敌，并求
得迅速解决战斗，待东面一路来敌击灭后，主力立即向西南
转移占领有利地形，以此威胁西南之一路，逼迫其全线后退。

４月１２日晨起，战斗同时在各地展开。
西线战况是：国民党第５２师第１５４团、第１５５团以及保

安第１团、第７团和第１９２师第５７４团全部展开作战动作，由
塔山猛攻云鹤山、东流、风箱岭新四军第１６旅右翼防御阵
地。防守该地的特务团第２营自云鹤山起节节抗击，转移阵
地至李家山一线，继与敌纠缠一昼夜之后，退守观山东部的
驼背山。次日，国民党军第５２师仍以２个团猛攻李家山、观
山阵地，战至中午，新四军第１６旅特务团第２营又转移新阵
地至茅山、曹山之间。另特务团第１营守备铜山阵地，抗击
至黄昏，始向狗琳山转移；第３营扼守芝山阵地，亦遭到对方
轮番轰炸和步兵连续冲锋。总计三天战斗结果，国民党军突
破新四军第１６旅右翼阵地，占领云鹤山、李家山、傅家山之
线，控制高地。第１６旅特务团伤亡指战员１１２人，计第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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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长汤万易、教导员唐焜元等３８人，第２营５４人，第３营

２０人。
东线战况是：１２日晨，挺进军和忠义救国军向七里山、上

兴埠一带发动进攻，当即被新四军第１６旅歼灭挺进军１个
团。忠义救国军一部则作大迂回深入陶村、白马桥地区，并
且进占笔蓬山。１３日夜，第１６旅司令部鉴于西线之敌已集
中兵力攻占铜山，形成大半面包围形势，遂集结第４６团、第

４８团全部力量，于深夜２４时发动反攻，夜战笔蓬山、李家山、
经巷之线，激战２小时，将挺进军第６团大部歼灭。１４日中
午，国民党第５２师仍占领观山、铜山，挺进军、忠义救国军则
占据上兴埠、七里山之线，新四军第１６旅亦固守芳山、芝山、
曹山、笔蓬山各地，双方高度戒备对峙。

为保持有生力量以及避免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１４日深
夜，第１６旅在夜色掩护下退出战斗，向敌后实施安全转移，
第４６团全部进入横山、大官圩地区，第４７团开回茅山地区，
第４８团进入江（陵）句（容）地区，第５１团开回潥阳地区，特
务团进入茅山、句容地区。国民党军趁新四军第１６旅撤走
之际，连夜以２个团进占牛首山、以５个团进占笔蓬山、东
山、曹山之线，次日，在潥水原新四军中心区域实行“清剿”，
摧毁一切抗日民主政权。

２４日，第１６旅为驱逐竹篑桥的国民党军，经一天战斗，
将其击溃。

此次苏南国共内战，从４月１２日晨至１４日夜，连续战
斗三昼夜，大小战斗５次，国民党军企图一举歼灭新四军第

１６旅目的未能得逞。第１６旅则予第５２师以严重杀伤，重创
挺进军第４团、第５团，全歼第６团，缴获轻重机枪１５挺、步



１０　　　 新四军重建江南大营

枪４００余支、电台一部，击毙８００余人，俘虏３００余人，自身
伤亡２５０余人。①６月２６日，顾祝同致电军令部，报告苏南新
四军大部已由茅山北返、一部仍在长荡湖西岸等地活动，战
区决拟各纵队主力集训、一部担任游击、一部构筑碉堡群工
事扼守。３０日，军令部审核批准了这一部署，并转报蒋介石。

７月１日，蒋介石复电顾祝同：“转报堵截奸匪部署，准予备
案，并饬肃清残余，加强地方自卫，以杜后患”②。

１９４４年上半年，第１６旅各团队为贯彻新四军军部要求
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在茅山、郎溪、广德（均属江苏）、长兴
（属浙江）等地分散行动，与日、伪军连续作战。３月中旬，驻
芜湖之日、伪军集中４０００余人，分进“扫荡”郎溪、广德。３月

２９日上午，第４８团在广德之杭村（今新杭）伏击日、伪军４００
余人，仅经１小时战斗，即毙、伤敌７０余人，缴获九二式步兵
炮１门。第４８团第３营教导员郑大芳在此次战斗中阵亡。

６月２７日，新四军军部电令第１６旅派一支强有力的兵力（约

１个营）进入浙西的吴兴、安吉诸县活动，以便策应浙东抗日
游击纵队向海北行动。第１６旅即集中大部分主力团队自８
月２３日夜间始，向宜兴、长兴间主动出击，连续奋战三天，歼
灭伪第一方面军第１师主力第３团等部４个营，俘敌副团长
以下官兵４２０余人，有效地控制了太湖西南岸的长兴、宜兴
一带，初步打开了东进浙西的战略通道。

８月２６日，新四军军部电示第１６旅，为贯彻中共中央发
展东南的大战略计划，要求第１６旅于“军事行动上必须执行

①

②

新四军第１师司令部：《１９４３年夏季苏南反顽战役简报》。
蒋介石致顾祝同电，１９４３年７月１日，载《新四军参考资料》第２册，解放军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版，第５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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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东南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可分两步实施向浙西渗透发
展计划。军部并且授权：如国民党军向我进攻时，“在有理、
有利的条件下，可即增派主力，给予进攻者以有力打击，求得
完全控武、安、吴之山地”①。第１６旅接电后立即研究，决定
先抽调几个干部深入到武康、安吉、吴兴地区去隐蔽开展群
众工作，具体了解情况，以便在近期派遣小股部队前往边境
地区活动；年底之前则派出较大武装部队正式深入该地区开
展游击战争。同时估计到如若我军进入浙西活动，面对日、
伪军并无大的困难，问题是国民党军向我进攻是不可避免
的，因该地不仅靠近国民党军后方，且其保持有相当大的武
装力量和党政机关。据不完全统计，该地驻有忠义救国军青
年营、挺进军、保安团等３０００余人，双方发生武装磨擦极有
可能。我若派１个营的兵力进去很难立足，非１个主力团去
打开局面不可。９月１日，第１６旅首长致电军部，坚决执行
任务，同时建议苏中军区能否派１个团来加强力量。②９月

２７日，中共中央电示华中局，其中指示“苏南部队除巩固现有
地区外，中心工作应放在太湖西南岸，沿京杭国道伸入天目
山，造成过钱塘江与浙东打通的战略形势”。中共中央估计
苏南现有兵力不足，建议苏中军区增兵２个主力团渡江，会
合第１６旅，“共同担任南进任务”。③１０月９日，华中局复电
中共中央，表示完全拥护中央的方针。其后，第１６旅依此方
针展开一系列作战行动，加大向浙西地区发展力度。

１０月２３日深夜，第１６旅发起进攻溧阳之周城战斗，以

①

②

③

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致第１６旅、第１师电，１９４４年８月２６日。
新四军第１６旅首长致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电，１９４４年９月１日。
中共中央致华中局电，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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