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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书名。此书文图并重，文图相联。图，既为文佐，又自成体系，故名《东北解放

战争图志》。

二、体裁与结构。全书运用志、图、记、录、表5种体裁，以志、图为主体，记次之，

表及附录再次。志下设章、节、目3个层次，从目写起。

三、断限。全书总体断限是从1945年2月起至1949年3月止。但是，为了揭示战争发

生的历史脉络，前志有的章节不得不上溯到20世纪30年代。

四、称谓。人物称谓，第一次出现时，名前冠以职衔，此后一律直书其名或历史上的习

惯称谓；特殊需要时使用全称或简称。地名，一律使用当时地名，第一次出现时加

括号注明今名，以后从略。

五、纪年。一律使用公元纪年，不括注历史纪年。

六、图表。图、表、文有机结合，附在各章节中。

七、数字。除引文照录原文外，均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部门联合制定的

《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

八、计量。除引文照录原文外，书中里程、长度、衡量等均使用国际单位制。

九、币制。书中使用的币制，均为各时期的历史币制。

十、注释。全书基本使用两种注释方法，引文一律使用章后注，个别编者注也附在章

后；一般编者注均使用夹注。

十一、本《图志》：领导题词，序言，前言，大事记，前志2章，本志3章，后志2章，

图480幅；本《图志》国共双方主要人物简介，国共双方战斗序列，国共双方

在东北党政机构名录，重要战役一览表，重要战役要图12幅，后记等。

编者



序

1948年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为纪念东北全境解放6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60周年，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继承和发扬革命光荣传统，用革命战争年代

的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而编写了《东北

解放战争图志》一书。向党90华诞献礼。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60年后的今天，东北乃至全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今天的成就，来之不易，我们不能忘记过去。1948年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

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决定首先在东北战场同国民党军展开战略决战，打响了辽沈战役。

这场战役，当时不仅震撼了全中国、也震撼了全世界。在那惊天动地的战争中，面对武

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引下，在东北战场上三

年共歼灭了国民党军队100余万人。我军这种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永远激励着我们奋

勇前进。

《东北解放战争图志》(以下简称《图志》)是著名的专家学者以大宗的、珍贵的、

确凿的史实，编纂出几十万字历史资料。《图志》以文图并茂的形式展示在世人面前，

既是专家、研究者的重要成果，也是老一代革命者重温过去，激发热忱，更有意义地度过

幸福晚年的珍贵回忆，同时也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光荣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图志》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具有现实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图志》的

出版，是继林声副省长主编的《甲午战争图志》、《九一八战争图志》之后，最后完成

东北近代史上一整套的《图志》系列丛书。

《图志》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经过努力，今天和广大读者见面了。我

深信《图志》的问世，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受到国内外各界读者的高度重视与欢迎。

是为序。

沈显惠

2010年11月2日



育 二

东北解放战争，是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人民战争。

战争的胜利充分显示出党中央和毛主席正确的军事思想和非凡的军事指挥智慧才

能。无疑，这是人民革命战争思想的伟大胜利。因为战争的胜败，归根结底取决于人心

的向背，取决于谁能得到最大多数人的支持。

根据党中央关于建立和建设东北根据地，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指示精神，终于建立

起一个深得广大人民支持的东北根据地，建立起安全的战争大后方，东北民主联盟迅速

扩充到23万人，这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

这场战争，不仅在当时震撼了全中国、全世界，而且那种感天地、泣鬼神的战争场

面，气吞白山黑水的英雄气概，对于当前民族复兴大业，无疑是不可多得的教材。

在纪念东北全境解放60周年的时候，我们深深感到战争已经过去60年了。当年指

挥这场战争的主要指挥者都已过世，参加这场战争的人也都进入耄耋之年，真正了解这

场战争真相的人已经不多了。如果现在不及时动手抢救有关的史料，后人更难完成这个

历史任务。

沈显惠同志和我都是在“四保临江”战役中走过来的人，是东北战争全过程的参

与者和见证人。现在我们都已年过八十，能和史学界的朋友完成这部书稿，把这一段战

争史实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振奋民族精神，是我们这一代老同志的历史责任。但是，

编写东北解放战争史，这件带有全局性的大事，不是我们地方同志所能完成的。为抢救

整理史料，我们采用图志记实、文图并茂的编法，依据权威的史料，先编写这部东北解

放战争图志，为今后我国书写有关战史提供可靠的资料。本书不足之处还有待有关部门

和专家补充修改。

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相关军史、战史资料和论著，在此，谨向这些史料的

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本《东北解放战争图志》是对东北解放战争60周年最好的纪念。

为东北解放战争光荣牺牲的烈士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林声

2010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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