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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保卫抗战胜利果实，

准备应付全面内战

第一节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

和我党的方针

(参见附图1)

19 伤年 8 月 14 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 15 日，天皇裕

仁以广播"停战诏书"形式宣布投降， 9 月 2 日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

战至此结束，中国人民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的德国、意大利、日本被打败，英、

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只有美国帝国主义在战争中发了横
财，国民生产总值比战前增加一倍以上，军事力量也跃居资本主义各国的首

位。美国凭借它经济、军事上的优势和对原子弹的垄断，在全世界推行侵略

扩张政策，扶植和支持各国反动势力，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力图称霸全世界。

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为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

胜利开辟了道路。战后，世界人民的革命力量有了重大的发展。全世界无产

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经受了战争考验的社会主义苏联，随

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日益强大。东欧和亚洲一些国家，在共产党领导

下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政权正日趋巩固。各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争取民主和
民族独立的斗争风起云涌。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反对美国控制和本国反动派的

斗争也日益高涨。在战时获得很大发展的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对本国人民的

革命斗争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有这些，形成了制止新的世界大战，

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强大力量。"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

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号l

社会主义苏联是支持各国人民革命运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扩张行

径的重要力量。苏美之间，既存在着尖锐斗争的一面;也存在着在某些问题、

包括某些重要问题上谋求妥协的一面。 1945 年 2 月，美、英、苏三国达成的
雅尔塔协定，就是这种妥协的表现。如何处理这种妥协与本国人民革命运动

的关系，是各国革命人民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中共中

央主席毛泽东在他撰写的《关于月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中作了明确

的阐述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

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号l

在中国，随着日本的投降，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以蒋介石

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的矛盾，上升为

主要矛盾，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的斗争，集中表现在
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上。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支持

下，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中国共产党则主张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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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这是一场关系到中国前途和人民命运的严重斗争。

按照蒋介石的既定方针，是要用战争手段消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

命力量。但是，日本投降后立即发动全面内战还有许多因难:在国际上，美、

英、苏三国从各自的利益和战略目标出发，都表示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在

国内，久经战争摧残的广大人民，普遍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独裁，要

求民主，国民党内一部分人也反对打内战。国内外的这种压力，迫使蒋介石
不得不考虑发动全面内战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同时，日本宣布投降时，蒋

介石全面内战的准备工作也还没有完成。他的 440 万军队，有一半以上还位

于远离内战前线的西南、西北大后方，而被日伪军占领的华东、华北地区的

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又大部分处于我八路军、新四军的包围之中，战略态势

对国民党非常不利。上述种种情况，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

义，于 1945 年 8 月 14 日、 20 日、 23 日三次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

举行和平谈判，企图用"和平"手段，即以共产党人到国民党政府中去"做

宫"为交换条件，让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的政权，达到消灾革命力
量的目的。同时，蒋介石仍然积极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在日伪军的掩护下，

迅速调动大量兵力到华北、华东、东北地区，以"受降"的名义，抢占大城

市和交通要道，完成对解放区的分割包围，以便在适当时机发动内战。蒋介

石在 1945 年 9 月 20 日给各战区司令长宫的一份密电中就曾明白地说明了他

的上述企图目前与好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

和国际视线，侮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

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

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美国政府为控制中国，变中国为它的附庸，一方面，支持蒋介石的"和

平"谈判，并派遣驻华大使赫尔利到延安迎接毛泽东去重庆，期望通过谈判

实现有利于国民党所希望得到的那种"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的"和平

另一方面，又竭力从各方面援助蒋介石的内战准备:提供大批飞机、军舰运

送国民党军到内战前线;派出 9 万人的海军陆战队进占上海、青岛、天津、

北平、秦皇岛等城市，帮助国民党控制这些战略要地。担任远东盟军统帅的

美国将军麦克阿瑟，还严令侵华日军只能向国民党军投降。美国总统杜鲁门

在他的回忆录中讲到美国的意图时说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
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末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拿过去。因此我们就

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

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

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引美国帝国主义
的上述政策，使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变得更加复杂，更加艰巨。

在长期战争中受尽了苦难的中国人民，迫切希望抗战胜利后国家能走上

和平建设的道路，实现民族的独立和社会的解放。代表人民意志的中国共产

党， }II员应民心，早在 1945 年 4 月至 6 月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明确
地指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以后，中国存在着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

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

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参。我们全党和全中国人民的任务，就是要建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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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即一个以全国绝大多

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日本投降后，中国

共产党又为争取实现国内和平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8 月 25 日发表了《中共中

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 ，指出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

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

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同时决定派遣中共中央
主席毛泽东、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委员王若飞赴重庆同国民党

进行谈判。 8 月 26 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向

全党进一步阐述了争取和平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指出现在苏美英三国均

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

矛盾甚呈多~，因难甚大。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

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

和平发展的新阶段。

1945 年 8 月 29 日，国共双方在重庆开始谈判。在谈判中，我党从保护
人民基本利益的立场出发，针对美、蒋企图取消我党所领导的军队的阴谋，

坚持了"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参的原则，
同时，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前提下，作出了一些让步，包括决定撤出分

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等

八个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军队。和平谈判历经 43 天， 10 月 10 日，国共双方代

表签署了《会谈纪要)) (即《双十协定)) ) ，国民党被迫表示同意和平建国
的基本方针，承认各党派的平等地位和人民的某些权利。但军队的整编问题

和解放区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由两党代表继续进行洽商。
我党在争取和平的同时，对于内战的严重危险，也作了清醒的估计。党

中央、毛泽东主席一再告诫全党全军，要吸取我党在 1927 年对蒋介石的反革

命突然袭击毫无准备而招致失败的惨痛教训11 ，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有了

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气党中央还根据蒋介石拖延谈判时
间，积极准备内战的情况，反复提醒全党全军，绝对不要依靠谈判，不要指

望国民党发善心，而要把一切工作的立足点放在国民党要打内战的基点上。

对国民党军向解放区的进犯，要站在自卫的立场上进行坚决的回击人民

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气党中央指出，全党
全军在日本投降后的任务是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

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灾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

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

基本群众

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一部分地区，如江南、豫、鄂、晋、
绥等地，第一阶段之时间可能甚短，对此应有充分估计。"号l

面对蒋介石在美国的援助下准备发动内战的严重局面，党中央还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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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它得到全世界进步势力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我们将

努力争取国际援助，但不依赖国际援助，要把我们的方针建立在自力更生的

基础上，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

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上述方针，及时而有力地统一了全党全军的思

想，为我军投入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发展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指
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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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加速实行战略转变，调整战略部署

在日本宣布投降，蒋介石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的情况下，党中央和中央军

委根据政治形势、作战对象的变化和敌我力量对比的状况，及时作出了实行

党的军事战略转变的决策。这一转变既是适应对日本侵略军实施大反攻的需

要，又是为了战胜国民党军发动的大规模进攻。这一转变的中心是作战形式

由游击战为主转变为运动战为主。实行这一转变，首先要集结力量，建立起

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为此，党中央在 1945 年 8 月 11 日《关于日本投降后
我党任务的决定》中就指出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 6收复失地

夺取抗曰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
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分甲乙丙三等，组织成团或旅或师，变成超

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以便在解决敌伪时保证我军取得胜利。解决

敌伪后，主力应迅速集结整ìJII ，提高战斗力，准备用于制止内战方面。"党

中央和中央军委还要求，正规兵团的数量应占全部兵力的 3/5 到 2/3; 这种

兵团，从连、营、团、旅(师〉至纵队，基本上按"三三制"编成;各解放

区应建立实施机动作战的指挥机构，并依情况辖若干纵队，直接受中央军委

和各中央局的指挥，人员给养的补充供应则仍由所在区域军区负责;正规兵

团的酋长、机关不再兼军区、军分区的酋长、机关。在集中主力组建正规兵
团的同时，应保留和建立必要数量的地方部队，并加强民兵建设。

各解放区遵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上述指示，迅速集中主力，编组了能

在较大范围内实施机动作战的正规兵团，并建立了相应的指挥机构，逐步形

成了以正规兵团(即野战军〉为主体的，与地方部队、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

量体制，为实行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军事战略转变迈出了关键的一

步。与此同时，在部队中进行了加强集中统一、加强组织纪律性的教育，克

服伴随长期游击战争所带来的游击性和地方'性;并结合实战，及时总结经验，

提高正规战的能力，从而使部队的思想、作风、战术逐渐适应迎击国民党军
大举进攻的需要。

自日本宣布投降到 1945 年 9 月中旬，蒋介石在国共谈判中借口所谓军令

政令必须统一，妄图取消我党所领导的解放区和军队，使谈判处于僵持局面。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则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在日伪军的接应下，进占了iI备近

解放区的徐州、开封、郑州、洛阳、太原、归绥等城市，并继续沿平汉、同

蒲、平绥、津浦各铁路推进。我华中苏南、浙东、皖南、皖中等解放区和豫

西、中原、湘粤边等解放区，己处于国民党军重兵包围之下。在这些地区的

部队，有被国民党军各个击破的危险。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山东、华
中各解放区也面临着国民党军的严重威胁。 1!l.东北地区和热河省则是国民党

势力薄弱的地区，国民党军在短时期内还无法大量到达，苏军在东北仅占领

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其余广大地区多为土匪、伪满军警所控制，我军为对

日反攻而进入东北的冀热辽军区和胶东军区的部队，在东北抗日联军的配合

下，己控制了若干地区并迅速扩展了力量。

依据上述情况，在毛泽东赴渝期间代理中共中央主席的刘少奇，为党中

央起草了《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部署的指示)) ，于 1945 年 9

月 19 日发给各大单位。《指示》指出目前我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



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热，发展东北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
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

谈判的有利地位。"为实现上述任务， ((指示》还作了如下部署一〉晋

察冀(除冀东外〉及晋绥两区坚决打击国民党军自绥远和可能自北乎向张家

口的进攻，保障对察哈尔全境、绥远大部、山西北部及河北一部的占领，使

之成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之一。(二〉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
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第一步由山东调三万兵力到冀东，协助冀热辽军

区完全接制冀东、锦州、热词，并在苏军撤退时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热

河;另由山东调 3 万兵力进入东北，求得发展并取得装备。(三〉新四军调

8 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保障与发展山东根据地及冀热辽地区。新四军苏浙

军区部队撒向苏南、苏中，皖南部队撒向皖中。中共中央华中局改为华东局，

迁到山东iI备沂地区，在华中另组华中分局，受华东局领导。(四〉晋冀鲁豫

军区全力阻止并打击国民党军北上部队，并准备 3 万兵力于 11 月调到冀东和

进入东北。指示最后强调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
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

中国人民的胜利。"

东北地区有人口 3400 余万，面积 100 余万平方公里。日本投降后，国民

党政府将原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划分为辽宁、辽北、安东、吉

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及兴安等九省。东北工业发达，资源丰富，

交通便利;南与冀热辽、晋察冀和山东各根据地相邻，东、西、北三面与朝

鲜、蒙古、苏联接壤，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党中央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

御"的战略方针的中心思想，就是集中力量力争控制和发展东北，以改变敌
人在战略上对我长期四面包围的局面，并依靠己有的工业和资源，将东北建

成我党我军的主要战略基地，支援关内解放区的斗争。

各中央局和各战略区遵照党中央的上述方针和有关的具体指示，迅速调

整了部署，形成了有利于应付全面内战的战略布局。

东北地区 1945 年 9 月 15 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东北局，并先后调派政
治局委员彭真、陈云、高岗、张闯天以及中央委员、 {I吴中|、中央委员林彪、李

富春、李立三、罗荣桓、林枫、蔡畅、王稼样、黄克诚、王首道、谭政、程

子华、万毅、古大存、阵、郁、吕正操、肖劲光等去东北工作;同时，又组织
指挥各解放区开赴东北的部队和干部，海陆并进，日夜兼程向东北进发。 10

月 31 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我军所有进入东北的部队及由抗日联军扩建

的东北人民自卫军，统一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至 11 月底，到达东北的部队

计有:山东第一、第二、第二、第六、第七师，第五师一部，鲁中警备第二

旅，渤海、鲁中、胶

东和滨海军区地方部队各一部，滨海支队、田松支队、山东军区直属队

等部共 6 万余人，新四军第二师(辖第七、第八、第十旅和独立旅) 3 万余

人;陕甘宁第二五九旅、教导第二旅、警备第一旅各一部及延安抗大、延安
炮校等部共万余人，晋绥第二十二团，冀中第二十一团，冀鲁豫第二十一团。

以上连同先期进入东北的冀热辽部队一部共 11 万余人。从延安及各解放区抽

执察两省，指热河省、察哈尔省。热河省原辖区包括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及内蒙古自治区东南

部 1955 年撤销。察哈尔省原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 1949 年改辖今河北省西北部

及山西省北部。 1952 年撤销，原辖区分别划归河北省、山西省。



调的党政军干部 2 万余人(包括准备用于建立 100 个团的各级干部〉也陆续

到达。上述部队和干部到达后，迅速扩大整编成 21 个师(旅) ，建立了锦热、

辽宁、辽东、辽西、辽北、吉林、松江、三江、嫩江、北安等 10 个军区。各

部队陆续进入东、南、西、北满东广大地区，进行肃清匪伪，发动群众，建立
基层民主政权等工作。 1946 年 1 月 14 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

军，总兵力发展到 27 万人。
华东地区自 1945 年 9 月下旬起，新四军苏#Jí军区的部队除留少数游击

武装就地坚持斗争外，主力自#Jí东、浙西、苏南向苏皖边区转移 10 月，中

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率淮南第二师、淮北第四师的主力及皖中第七师

北移山东。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下辖鲁南、鲁中、胶东、滨海、渤海 5

个军区，共有地方部队 18 万人。北移的部队，会同原山东军区一部主力编组
成津浦前线野战军 (1946 年 1 月改称山东野战军) ，下辖第七、第八师和第

二纵队，约 5 万余人。另在苏皖地区组成华中军区，下辖 8 个分区，约 11

万人;以苏浙军区北移部队的两个纵队及苏中、苏北、淮南、淮北留下的部
分主力和地方武装组成华中野战军，下辖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纵队，共

4 万余人。苏#Jí军区的另两个纵队及苏中地区部分武装组成第一纵队，向东

北开进。 1946 年 1 月到达胶济路淄川附近后，因形势变化，解除开赴东北的

任务，改归津浦前线野战军建制。

中原地区日本投降后，长期坚持在以大别山为中心的中原抗日根据地的

新四军第五师，遭到国民党军的重兵包围，处境因难。与此同时，进至对H粤

边开创抗日局面的由八路军第二五九旅一部组成的南下支队，在豫西富山地

区坚持抗日的河南军区部队，均在国民党军围因袭击下无法立足。中共中央
为使这两支部队摆脱孤立因难的处境，并加强中原力量，令该两部向第五师

靠拢，在中原地区牵制国民党军部分兵力，给华北、华东部队的作战和进军

东北以战略上的配合。上述三支部队及领导人在枣阳以北地区会合后，于

1945 年 10 月组成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下辖由河南军区部队和水西

区(即贾鲁河西地区〉第二十八团组成的第一纵队，由第五师和南下支队组

成的第二纵队，以及江汉、鄂东、河南 3 个军区，全区野战军、地方军各约
3 万人。

晋察冀地区晋察冀军区为适应在晋察冀和冀察热辽两个方向同国民党
军作战的需要，先后组成两支野战军。在晋察冀方向的第一野战军，以冀察、

冀中、冀晋军区各一个纵队编成;在冀察热辽方向的第二野战军，以冀热辽

军区两个纵队和冀察、冀中、冀晋军区各一个纵队，以及到达热河后奉命停

止进入东北的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编成。晋察冀军区辖冀热辽军区和冀

察、冀中、冀晋军区，全区有野战军 18 万余人，地方部队 12 万余人。

晋冀鲁豫地区 1945 年 8 月 20 日，中共中央决定统一太岳、太行、冀鲁

豫、冀南解放区的领导，组成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又称嘟嘟局〉和晋冀鲁

豫军区，下辖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 4 个军区。 10 月，晋冀鲁豫军区将
上述 4 个军区的主力部队依次组编为第一、第二、第二、第四纵队，组成晋

东、南、西、北满。东满指当时中长路沈阳至长春线门东的吉林、西安(今东辽)、延吉、安图、敦化等

地区:南满相当时中长路沈阳至大连线以东的庄河、安东(今丹东)、通化、 l隘江、清原和沈阳西南的辽

中等地区:西满指当时中长路沈阳至哈尔演线以西的齐齐哈尔、挑南(今挑安)、扶余、双辽、开鲁、阜

新等地区:北满指哈尔演、牡丹江、桂木斯、北安等地区。



冀鲁豫军区野战军。 11 月，晋冀鲁豫军区奉命以第一纵队开赴东北，另以太

行、冀鲁豫军区的主力编组第六、弟七纵队。至此，全军区共有野战部队 8

万余人，地方部队 23 万余人。

普绥陕甘宁地区日本投降后，为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晋绥军区从陕甘

宁晋绥联防军中分出，辖吕梁、雁门、绥蒙军区，另以军区主力部队 4 个旅

组成野战军。全区野战军和地方部队共 3 万余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晋绥
军区分出后，仍保留原番号，辖 5 个旅和 5 个分区，其中 4 个分区由旅兼，

全区共 3 万余人。

华南地区长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东江纵队和琼崖独立纵队等部，共

2. 7 万余人，在国民党军包围清剿的情况下，分散在粤北、赣南、海南岛等
地区坚持斗争。

我军依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调整战略部署后，在东北完成

了战略展开，发展成一支强大的力量，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独占东北，南北

夹击我关内解放区的企图;撤出孤悬于国民党统治区腹心的南方各解放区，
不仅使这些地区的部队避免了被各个击破的危险，而且加强了华北、华东各

解放区的力量，巩固了我党我军的基本阵地。从而使我军形成了应付全面内

战的有利战略态势。



第三节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停战协定的签订

(参见附图 2)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同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迅速调动兵力

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向解放区推进和进攻。截至九月中旬，共

调动了 36 个军、 73 个师，其进攻情况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于 9 月

上旬出动第十九、第二十二、第二十二、第二十四、第六十一、第八十三军

及骑兵第一军等 7 个军，以主力进占同蒲铁路沿线;一部进入我上党地区(以

长治为中心的晋东南地区，古稀、上党郡〉。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出动

第二十二、第二十五、第六十七军、暂编第二军、骑兵第一集团军及东北挺
进军等 6 个军，其中 4 个军在夺占归绥(今呼和浩特〉、集宁等 5 城后， jE

平绥铁路(北平至归绥〉东进，先头己逼近张家口。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

南出动第一、第二、第十六、第二十七、第二十八、第七十八、第八十五、

第九十军等 8 个军，其主力东出j童关， jE陇海铁路东进，先头己抵郑州;一

部北渡黄河， iE同蒲路进至iI备汾以北，准备进占石家庄、北平、天津。第十

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伸以第十五、第四十军及新八军等 3 个军iE平汉铁路向

新乡推进，准备与胡宗南部会合于石家庄: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率

第十二、第九十七军及骑兵第二军等 3 个军进占商丘、徐州，准备打通津浦
路徐州、济南段。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以第七、第四十八军进占浦口、

蚌埠，拟与徐州的国民党军相衔接。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出动第六十二、

第六十五军，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出动第四军围攻我进至湘粤边的八路军

南下支队。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出动第四十一、第四十七、第五十五、第

六十八军等 4 个军包围中原我军。 10 月、 11 月，美国以军舰、飞机陆续将国

民党的第九十二、第九十四、第十二、第五十二军分别运到天津、北平、秦

皇岛等城，以接应iE铁路线推进的国民党军主力。国民党的企图是，迅速控

制华北、华东的战略要地和交通线，分割我解放区，打开进入东北的通路并
抢占东北，然后以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我党在谈判中屈服。

为了打破蒋介石的企图，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心在平汉、同蒲、平绥、

津浦路沿线，开展交通破击战，继续肃清曰伪残余据点，控制一段铁路，开

辟战场;尔后集中主力，相机组织几个有力战役，打击jE铁路进犯的国民党

军，以迟i带敌人前进，巩固华北、华东解放区，掩护我军的部署调整，特别

是在东北的战略展开，并加强我党在国共谈判中的地位，达到争取和平的目

的。

在此期间，我军依照党中央、中央军委上述意图。进行了以下一些主要
的战役。

上党战役(参见附图 3) 1945 年 8 月 21 日之前，国民党军第二战区依

据其统帅部关于特别注意接收上党区的指示，以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 4 个

步兵师及一个挺进纵队(相当于师) ，自iI备汾、浮山、翼城进占被我地方武

装包围的长治、长子、壶关、屯留等城和己为我解放的襄垣、;黯城。该敌以

军部率第六十八、第六十九师主力及暂编第二十八师一部守备长治，以其余

部队及伪军部署于襄垣、长子、屯留、满城、壶关诸城，企图以此为基地侵

占整个晋东南解放区。与此同时，第一战区第二、第十六军经风陵渡到达运
城以南，第十一战区以第十五军留置豫西，以第四十军、新八军及第二十军

向郑州集中，拟jE平汉路向北推进。



自 8 月 26 日起，中共中央军委先后指示晋冀鲁豫军区首长:集中太行、

太岳军区主力首先歼灾阎锡山进入长治的部队，收复上党地区，消除腹心之

患。并强调指出，长治等城堡坚垒密，须有充分准备，切不可草率，进攻时

宜选怪一两城，各个击破。 9 月 4 日，军委又进一步指出:在进行上党战役

中，阎(锡山〉如从太原、iI备汾、平遥等地来攘，于我有利，待其进至适当

地域给以歼灾，你们应有此独立的机动的灵活作战准备。"晋冀鲁豫军区首
长根据上述指示，抓住侵入上党的史泽波部孤军深入、守备分散的弱点，决

心集中正在进行整编的太行、冀南、太岳 3 个纵队及地方部队一部共 3.1 万

余人，并动员 5 万民兵配合作战，轮流以主力一部由北而南地逐次夺取长治

外围各城，以主力的大部配置在机动位置，准备在野战中歼灾由长治出攘的

敌人，尔后攻取长治，相机歼灾可能自太原、平遥来攘的敌人。同时，以冀

鲁豫军区主力及太行、冀南军区部队各一部，在新乡以北、石家庄以南平汉

路沿线肃清日伪军;以太岳军区部队破击同蒲路南段，迟i带胡宗南部北进，
为上党战役结束后转用主力于平汉或同蒲路作战准备战场。

依据上述部署，各参战部队一面向上党地区开进，一面进行整编和政治

动员。在开进途中，太行纵队于 9 月 1 日攻克襄垣，歼敌一部。 9 月 10 日，

战役正式发起，我军首先攻击屯留。长治的敌人曾两度出攘， 1E!与我打援部

队一经接触即迅速缩回。我军于 12 日攻克屯留， 17 日又攻占满城，截断了

长治与太原、平遥的联系。 19 日，我军攻克长子、壶关。以上共歼敌 7000

余人，孤立了长治守敌。 20 日，我军开始围攻长治。 24 日，获悉太原之敌 3

个师于 22 日自子洪镇iE自晋路南下增援。晋冀鲁豫军区首长决心以冀南纵队

及地方部队围团长治，吸引援敌;以太行纵队及太岳纵队主力北上，求歼援
敌于运动中。 10 月 2 日，我军将援敌合围于质亭以南老爷岭附近地域。这时，

我发现援敌为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领的第二十二、第八十三军共 6

个师及由伪军改编的省防军一部。为确保打援兵力的优势，晋冀鲁豫军区首

长急调冀南纵队北上参战，并以左右两翼部队猛攻敌人，而在北面留一缺口，

诱敌向北突围，以求歼敌于突围途中。 5 日，我左翼部队攻占敌老爷岭主峰

阵地。经我军多日围因攻击而饥疲不堪的敌人，于当日夜间向北突围，被我

军先机抢占庭亭以北土落村附近制高点的部队截住。我军实施平行追击和跟

踪追击的部队，多路棋入敌阵，向敌猛攻。激战至 6 日，敌除一部逃回沁县
外，其余全部被歼，彭毓斌被击毙。长治敌人待援无望，于 8 日向西突围。

我以太岳纵队自质亭取捷径直出沁水以北的马壁，协同追击部队于 12 日歼灾

突围之敌于桃川堡附近地域，俘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

这次战役，共歼敌 11 个师及 1 个挺进纵队共 3.5 万余人，缴获山炮 24

门，机枪 2000 余挺，长短枪1. 6 万余支。我军伤亡约 4000 人。上党战役给

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巩固了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后方，显示了

解放区军民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力量和决心，加强了我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

位。这次战役是我军反击国民党军进攻所进行的第一个较大规模的歼灾战，
意义十分重大，经验也非常宝贵。我军在总兵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所以能取

得战役的胜利，主要经验是:对敌情判断准确，战役决心正确，指挥果断;

初战必胜的思想明确，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充分;通过兵力的机动转用，以

及在次要方向充分发挥地方部队和民兵的作用;确保主要作战方向的兵力优

势;利用围城打援、攻城打援、迫敌突围等手段，争取歼敌于运动中。
嘟嘟战役(亦称平汉战役) (参见附图 4) 上党战役结束后，敌第十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战区的个四十、第二十、新编第八军共 7 个师，于 1ω0 月 14 曰采取"并列重

叠配置

翼兵团，分两路自新乡北进，第二十二军尾随第四十军等部进至安阳为第二

梯队，企图与进占石家庄的第一战区第二、第十六军会合，然后继续北进，

与空运到达北平的第九十二、第九十四军南北会师，完全控制平汉路。新八

军是西北军，有我党的工作基础，该军中的民主分子对蒋介石歧视吞并非摘
系部队和驱使他们充当内战先锋深为不满。

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进行上党战役期间，曾以一部兵力肃清新乡以北平

汉路沿线曰伪军，基本上控制了从溟县至高邑的 200 余公里铁路，为主力遂

行嘟嘟战役开辟了战场。

10 月中旬，中央军委指示晋冀鲁豫军区山东、华中主力转移至冀热

辽区及东北，至快还须一月;各部到达后，布置战场，熟悉地形，初步完成

准备，至快亦须两月至三月。因此，我们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

的战略任务
区后续部队外，集中主力，由刘伯承、邓小平亲自指挥，对付jE平汉路北进

之敌，务求歼灾其一部或大部。在打法上，军委指出，必须审慎忍耐，以逸

待劳，诱敌深入到安阳、沙河之间于我有利的地区，再坚决扼制之，逼迫敌

全部或大部展开，我主力再从敌暴露的翼侧或后方进行猛烈突击而歼灾之。

晋冀鲁豫军区首长根据军委的意图，决心集中第一、第二、第二纵队及

冀鲁豫、冀南、太行军区部队各一部共 6 万人，并动员 10 万民兵配合作战，

在漳j可以北、嘟嘟以南的淫阳河套地区歼灾由新乡北进之敌;在给敌以军事

打击的同时，争取新八军战场起义。预定的作战方案是:首先以太行、冀鲁
豫军区部队和民兵，在黄河以北至安阳间破坏铁路，加强袭扰，以疲惫和迟

滞敌人，掩护我军主力向作战地区集中;待敌渡过漳河后，立即以一部兵力

控制漳河渡口，切断其与安阳之敌的联系。同时，以第二纵队自上党地区先

行东进，配合己在平汉路作战的部队，肃清盘踞于iI旬章、成安、iI备洛关(今

永年〉等地的伪军，并组织预定战场附近的军民，破路填沟，拆惆平寨，便

进入预设战场的敌人无所依托。我军歼敌的具体部署是:第一纵队和冀鲁豫

军区部队为路(平汉路〉东军，以第二、第二纵队和太行、冀南军区部队为

路西军，对敌实施钳击并予以分割围歼。
敌人自新乡北进途中，在我地方部队和民兵的不断袭扰和节节抗击下，

进展迟缓。为保障我军主力向作战地i或集中，晋冀鲁豫军区首长令位于iI旬章

的第一纵队阻击敌人，并将敌遏止于嘟嘟以南。 24 日，敌人 3 个军全部渡过

漳词，并jE平汉路东侧推进到马头镇、磁县间地域。这时，我军迅速按预定

部署将敌包围，同时控制漳河渡口。敌在我四面包固和不断攻击下，急忙向

南北左良、崔曲等地收缩，并急电蒋介石求援。 26 日，石家庄之敌第十六军、

安阳之敌第二十二军各以一部南北对进，增援被围的敌人。我军在加紧攻击

被围敌人的同时，一面增调太行军区部队一部，协同晋察冀部队一部在高邑
阻击由石家庄南援之敌;一面加强漳河阻援阵地和在安阳以南袭扰敌人，阻

止和拖住第二十二军。 28 日黄昏，我对被围之敌发起总攻，同时派军区参谋

长李达赴新八军军部，敦促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

起义。战至 30 日，敌第四十军的第一0六师大部被歼，第二十军也遭到有力

打击。这时，新八军大部及河北民军等部约万人宣布起义，使敌人的兵力骤

减，部署呈现缺口，军心动摇。晋冀鲁豫军区首、长判断，其余敌人可能突



围南窜，决心迫敌脱离阵地后，歼敌于运动中。 31 日，敌人采取逐次掩护的

部署开始突围南窜。这时，我第一、第二纵队己先机转移到敌退路两侧，立

即从东西两面向敌实施多路突击，太行、冀鲁豫军区部队则前出到漳河北岸

对敌实施兜击，并组织民兵在各要道捕捉溃散敌人。至 11 月 2 日，敌人除少

数漏网外，被我全歼于iI旬章、磁县间的旗杆植、辛庄、马营地域。石家庄、

安阳的援敌闻讯缩回。
这次战役，除新八军等部起义外，我共毙伤敌 3000 余人，俘敌第十一战

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以下1. 7 万余人，缴获大批武器物资。

我军伤亡 4700 余人。这是我军继上党战役后给予国民党军的又一次沉重打

击，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了很大震动，对阻止和迟滞国民党军沿平汉路北进，

掩护我军调整部署及争取国内和平的斗争，均有重大作用。战役的主要经验

是·对进攻之敌应审慎忍耐，诱敌深入到我精心选怪和设置的战场，然后集

中优势兵力一举将敌包围，并采取有力的措施，阻止和拖往增攘的敌人，保

障主力歼击被围之敌;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在军事打击的同时，成功地
争取了新八军等部起义;当敌企图突围时，我适时网开一面，并以主力先机

转移到敌逃路两侧，歼敌于运动中。

绥远战役 1945 年 8 月下旬至 9 月上旬，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

联合绥蒙伪军，进占归绥、武川|、陶林、丰镇、集宁、兴和等城后，其新编

骑兵第四师、第二十五、第六十七、暂编第二军等部集结于丰镇至归绥的平

绥路沿线，绥蒙伪军暂编骑兵第五师、第一旅分别在凉城、陶林等地。敌总

兵力共 6 万余人，企图夺占我张家口，控制平绥路。

9 月 11 日，中央军委指示晋察冀和晋绥军区集结主要兵力，组织绥远战
役，并指出，这一战役对我党在北方的地位和争取全国和平局面的关系极为

重大，必须坚决歼灾傅作义部主力。为达到这一目的，中央军委于 10 年 22

日又指示如傅部固守归绥，贝IJ先将包头、五原、固阳占领，使傅部绝食

突围，然后歼灾之。如我能迅进，可能速占归绥

次作占战戈，必须达成歼灾傅顽主力之目的，应将我主力运动到傅顽阵地背后去，

由西向东打，方可聚歼"。

遵照军委的指示，晋察冀军区集中冀察，冀晋、冀中 3 个纵队，晋绥军

区集中 5 个旅，共 14 个旅 5.3 万余人，遂行绥远战役。作战部署是:以晋察
冀部队由东向西攻击，首先歼灾隆盛庄、张息的敌人，尔后各个歼灾丰镇、

集宁间的敌人;晋绥部队于歼灾凉城、陶林等地之敌后向集宁发展进攻。尔

后，两区继续协力求歼敌于绥远东部地区。

战役自 10 月 18 日开始，晋察冀部队攻克张泉、隆盛庄，晋绥部队占领

凉城、陶林，歼敌第二十五军及暂编骑兵第一旅各一部。敌道此打击后，急

忙向集宁、归绥方向收缩。晋察冀部队乘势推进，于 24 日收复集宁、丰镇，

守敌乘隙西撒!晋绥部队向卓资山发展进攻， 25 日，歼灾敌第六十七军所属

之新编第二十六师 5000 余人。 26 日，敌全线西撤，第二十五军、暂编第二
军、新编骑兵第四师等部 2.4 万余人猜集归绥，第六十七军等部1. 2 万余人

集结包头，并加强工事，准备凭坚固守。 10 月 31 日起，我军集中兵力围攻

归绥，由于敌人依托坚固工事进行防御，我缺乏攻城经验及所需火力，以致

历时半月未能攻克。 11 月 1 日，晋绥之独一旅、骑兵旅及冀察纵队一部jE铁

路向包头前进，至 7 日，连克兵亥州、察素齐、沙尔)/b ， 共歼敌 5 个骑兵团，

逼近包头。之后，我军改变部署，由晋察冀部队围因归绥，晋绥部队攻取包



头，以调动归绥之敌出攘，求得野战，并准备在攻克包头后，晋绥部队东返

与晋察冀部队合力攻取归绥。 12 日，我军进攻包头，未果。 24 日至 30 日先

后击溃了由归绥、五原增援包头之敌新编骑兵第四师和骑兵第十师 12 月 2

日再次集中兵力攻取包头，但数度攻击仍未奏效，且时值严寒，土工作业及

部队食宿都遇到极大因难，无法再战。我军遂于 4 日、 14 日先后撤出对包头、

归绥的包围，转入休整。
这次战役共歼敌1. 2 万余人，收复了绥东、绥南广大地区，打破了敌控

制平绥路的企图。但由于我军在收复丰镇、集宁前后，主力未能及时西进断

敌退路，加之傅作义较善用兵，迅速西撤，集结归绥、包头，凭坚固守，致

使我军失去野战歼敌的机会，被迫攻坚。在攻城中，我军由于火力不足和缺

乏攻坚经验，进展缓慢，形成僵持局面，直至严冬己到，不得不撤出战斗。

津浦路徐〈州)济〈南)段战役 1945 年 10 月，敌第十二军、骑兵第

二军乘我山东主力开赴东北和新四军入鲁部队尚未到达山东之隙，由徐州iE

津浦路北上，在日伪军掩护下进占济南;伪第三方面军吴化文部万余人进至
滕县、究州、泰安;第九十七军进到iI备城附近;第五十一、第七十七军及由

伪军改编的第六路军郝鹏举部等占领韩庄至台儿庄之线;第七、第四十八军

占领浦口、蚌埠。 11 月起，敌继续向津浦路增加兵力，企图首先控制津浦路

南京、济南段，尔后向天津、北平及东北推进。

10 月 12 日，中央军委指示新四军军长陈毅、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

员罗荣桓目前山东与华中的中心任务(除出兵东北外〉就是截断津浦路，

阻止顽军北上并力求消灾北上顽军之一部或大部"。要求新四军以北移山东

的主力和原山东军区部分主力，迅速组成津浦前线野战军，在徐州、济南间
组织战役。据此，新四军酋长作了以下部署:首先以山东第八师及鲁南军区

部队攻歼邹县、iI备城之敌，以鲁中军区部队攻歼充州、泰安之敌，切断铁路，

开辟战场;候新四军主力到达山东后，再集中力量打击继续由徐州北进的敌

人。

战役从 10 月 18 日开始，到 11 月上旬，我军先后攻占邹县、大汶口，在

界j可以伏击手段歼灾吴化文部第一军 3 个师，控制了究州、滕县间一段铁路，

截断了国民党军北进的通路。下旬，津浦前线野战军主力南移韩庄、滕县段

扩展攻势，歼曰伪军 4000 余人。 12 月 12 日，我第八师在第九旅等部的直接
配合下，向孤立于滕县的第十九集团军第二前进指挥所及其所属的部队攻

击，经 3 日激战，歼敌前指及暂编第一旅等部 9000 余人。我第八师师长王麓

水在滕县战斗中光荣牺牲。 1946 年 1 月 7 日，由津浦前线野战军改称的山东

野战军，在华中野战军一部配合下，在台儿庄、枣庄、iI备城线及津浦路中段

向北进之敌发起进攻，到 13 日先后克宁阳、韩庄，包围充州、泰安、 l陆城、

枣庄;在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第六路军郝鹏举部万余人起义，改编为华

中民主联军。

这次战役，我军以伤亡 6000 人的代价，歼敌 2.8 万余人，缴获大批武器
物资，控制铁路 200 余公里，挫败了敌人打通津浦路的企图，有力地配合了

我党争取和平的斗争。

在进行上述各主要战役的同时，各战略区为巩固和扩大解放区，争取我

军的有利态势，进行了一系列的战役、战斗。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解放了肥乡、

衡水、济宁等城，歼伪军1. 5 万余人;其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出击同蒲

路南段，肃清了阎锡山驻守|司喜、浮山、翼城的部队，控制了一段铁路，切



断了阎锡山部与胡宗南部的联系。华中野战军在伍佑镇歼灾伪军孙良诚部第

二十九师，迫使盐城伪第四军 6000 人投降，接着又先后攻克高邮、新安镇等

地，歼曰伪军1. 6 万余人，控制了运河扬州以北段和陇海路徐州以东段，使

山东、华中解放区联成一片。晋察冀部队在古北口、喜峰口及锦承路沿线，

阻止了北宁路(北平至沈阳〉锦州以南各敌向平北、热j可解放区的进犯。冀

热辽部队和山东第七师在山海关抗击敌第十二、第五十二军的进攻，为我军
在东北的展开赢得了时间。陕甘宁部队在安边争取了国民党军新编第十一旅

旅部率 1 个团起义，并全歼其另 1 个团。中原部队分别在湖阳镇、双沟镇反

击敌之进攻，各歼敌千余人。

美国政府露骨的扶蒋反共政策，导致了国共冲突的日益加剧，并因而引

起了美国国内舆论的谴责和美国统治集园中某些代表人物的不满。在这种形

势下，美国政府决定部分地修改它的对华政策。 1945 年 11 月 27 日，美国总

统杜鲁门免去了公开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赫尔利驻华大使职务， 12 月 15 日

又发表对华政策声明。他一方面宣称国民政府是"中国帷一的合法政府
是"达到统一中国目析标、之恰当机构

一方面又强调"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其他意见不同的武装部队之间

应协商↑停亭止敌对行动

;决夫目前的内争 以促成中国之统一"。引并;决夫定委j派辰马歇尔为总统特使赴华
调处。 1945 年 12 月 16 日至 26 日在莫斯科召开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

也发表公报，表示希望"有一统一与民主之中国
民主党j派辰之广泛参与及内部;冲申突之↑停亭止，均属必要"引。面对国际上巨大压力
的蒋介石，从 3 个月军事较量的失败中，也感到需要争取时间，以便进一步
调动军队，完成全面内战的部署，因此迅速同意重开谈判，并表示要召开政

治协商会议解决国是。接着，国民政府代表与我党代表经几度商谈，于 1946

年 1 月 5 日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并于 1 月 1ω0 曰正式公布。

同时国共双方依据协议下达了"↑停亭战令

占战戈斗行动。国民政府代表张群、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

尔也在此时组成军事三人小组，并在北平建立了由三方代表郑介民、叶剑英、

罗伯逊及三方人员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以监督停战，调处冲突。 1 月 10

日，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召开，并于 1 月 31 日一致通过了包括
军事问题、宪法草案问题、和平建国纲领、政府组织问题、国民大会问题在

内的《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 (即政协决议〉。停战协定的签订和政协决议

的达成，是中共中央在抗战胜利后坚诗正确的方针，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

民，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它在一定

意义上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与民主要求，得到各阶层人民的拥护。

从日本投降到 1946 年 1 月签订停战协定，我军坚决贯彻了党中央的方

针、政策，在中央军委的指挥下，取得了反击国民党军进攻的重大胜利。蒋

介石要迅速控制华北、华东和东北大城市及交通要道的企图没有完全得逞;
进驻北平、天津、青岛、济南、锦州等地的国民党军，处于被我军包围而无

所作为的境地。与此同时，我军的力量日益增强，战略态势更加有利，并且

引自美国国务院 1949 年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臼皮书)，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

识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628 页。

引自 1945 年 12 月 27 日《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公报》。



取得了歼灾装备上占有很大优势的国民党军的经验。这些经验虽然还只是初

步的，但却非常宝贵，对尔后我军还击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具有重要作用。



第四节反对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进一步做好对付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

的准备

一、反对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的斗争

停战协定签订和政协决议达成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就背信弃义地加以

破坏。 1946 年 2 月，国民党的特务、暴徒，先后在重庆、北平等城市制造了

一系列反共反民主的严重事件。 3 月 1 日至 17 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

公然否定政协通过的宪草修改原则。接着，又在中国共产党及主要民主党派

拒绝参加的情况下，召开"国民参政会
过了反对政协;决夫议的议案。 4 月 1 曰，蒋介石在参政会上公开宣布不承认政

协决议各项原则的约束力，并声称东北九省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

没有什么内政问题可言

求我军退出苏、皖、热j町、冀东及东北的大部分地区，企图把我军限制在被

分割的几个区域内，以便在完成全面内战的部署后加以消灾。国民党还违背

停战协定中关于"所有中同境内的军事调动一律停止"的规定，自 1 月 13

日至 5 月底，先后向内战前线运送和调动了 42 个军、 118 个师共 130 余万人。

自 2 月开始，在东北向我军发动进攻，在关内对我各解放区频繁进行骚扰和
进犯，造成了"关外大打，关内小打"的局面。

对于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我党我军真诚拥护，决心认真执行。在停战

协定签订的当日，党中央就发布了通告，要求我军一切部队、解放区的各级

政府、共产党的各级委员会，严格执行停战协定的各项条款;在政协决议达

成的次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 ，指出从

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

建国的思想准备。在《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柔》通

过后，我党立即拟就了具体的实施办法，并开始了部队的复员工作。随后，
由于蒋介石集团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行径日益加剧，党中央对形势的发

展作出了新的估计，在继续争取国内和平的同时，强调全党全军要提高警惕，

加强战备。 3 月 15 日，党中央在对党内的指示中指出苏军己从沈阳及其

附近撤退，国共两军在东北的;冲申突即将展开

外，华北、华中各地应即提起警觉，密切注意顽方动态，并在军事上作必要

准备。加强整训，加强侦察，严防反动j派辰突然袭击

指出蒋表面愿求妥协，以欺骗国人，暗中布置军事，阴谋甚大望

准备一切条件，应付任何事变。各战略区主要负责人不得中央许可，不要离
开队伍" 0 5 月 21

日，党中央在给各地的指示中进一步明确指出现全国性的内战危机

极端严重，我应积极加以准备(特别抓紧练兵) ，加以制止，如不能制止，

亦必须使全国性内战爆发的时间尽可能推迟，方对我有利，如不能推迟半年，

即推迟三个月两个月以至一个月的时间爆发，亦将使我之准备比较充分。因

此，我在目前对时局的基本方针，是避免挑衅，拖延时间，积极准备

据党中央的指示，全党全军同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的行径，进行

了坚决的斗争，同时，从各个方面加强了对付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

参见蒋介石 1946 年 4 月 l 日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报告(载 1946 年 4 月 7 日《解放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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