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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在屋际性的反侵略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伟大的中昌

人吴志愿军牢记祖国人民的嘱枉，富举起爱国主义、革命

英雄主义、国际主义的旗板，同朝鲜人民军一起以劣势装

各战胜了优势装备的、以美旨为苦的 16 个国家组成的

"联合国军飞创造了战争史上特奇迹，为保卫祖昌安全，

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作出了当色的贡献 o 为了铭记他妇

的丰功伟绩，学习他倍的革命精神和创造精神，总结以劣

胜饨的历史经栓，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南京地 E王军队提校

?杰作中心战史组发起，并组或编审委员会，编辑《中宙人

琵志愿军人物志趴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出 E作战始 j毒年

时，自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书所介绍的人物，主要是 1950 年 10 月至 1953 年

7 是期闰的志愿军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及所有单

位一切人员中，为争取战争胜科做出重大贡献，荣立战功

和获得光荣称号者。通过实事求是地介绍各种人物的突

出事迹，展示中宙人民志愿、军或是强敌的不朽韭绩，反块

抗美援朝的光辉历程二

参加本书撰写的，有专家、教挠、讲炜、记者、编辑、还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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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知名人士和领导干部。他11'1积毅、热'民、认真，多方

软集资料，反复核对修改。被撰写的老窍志及其亲属，积

极为撰稿人提供资料，接助他们撰写和审稿。本书能较快

地成书，与他们棋极努力和军弘内外各单位帮助、支持是

分不开的。

这部书将分卷陆续出版。按全面选择、照旗重点的原

则分卷。各卷入物的名次排列，志愿军领导人按职务高?是

和入朝先后排歹ù ;其余人员按姓氏笔 E 为序，笔亘桔同

者，按入朝先后编排。

编撰《中自人民志愿军人物志)>，涉及百广，搜集核对

资料难度较大，加之编撰人员水平有限，疏漏和错误之

处，敬请读者批评搓正，以便再版时补充锋改。

编者

1990 年 7 月 10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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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时轮 .1. 

宋时轮

宋时轮，)费南省遭凌县人〈今踵陵市 )0 1907 年 9 月 10 EI 生。

1922 年读中学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1926 年春入黄埔军校学

习，周年加入中居共产主义青年菌， 1927 年 1 月转为中国共产党

党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捕，坚持款中斗争。土地革命战

争时期，任萍璋边区潜击队长〈后籍人中国工在红军第 6 军)、莲花

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湘东南红军第 2 纵队政治-委员、红军学校

第 4 分校校长、红 1 方面军第 35 军参谋长、强立第 3 1原野长、红 21

军参谋长兼第 61 g审 y事长、中央苏区西方军参谋长、红军大学教员、

大队长、军委干部西教员、红 15 军国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红 30 军

军长、红 28 军军长，参如了中央苏 Z第二至五攻反"留囊"作战，长

枉、东在和西征战授。拭目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 120 师 358 旅

716 团团长、罪北支队支队长兼政治委员、八路军第 4 纵队司令员

兼第 12 支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津浦前线指挥部参谋长、山

东野战军参谋长、北平军谓处执行部中共方面拭仔处处长，渤海军

区副司令员兼第 7 婷挥长、华东野哉军第 10 纵队司令员 z 第 3 野

战军第 9 兵团司令员，率部，参加泰蒙、莱芜、孟良懂、济南、淮海、渡

江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泌沪

警备区司令员。 1950 年 11 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任 9 兵团司令

员、志愿军羁司令员，参加指挥了第二、第五攻战役。被授予朝鲜民

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自旗勤章、一级声由散立黠章。回望后，任

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军事科学院副皖长、院长、中央

军委教育科练委员会主任。 \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街，荣获一级八

一勤章、一级独立自由勤章、一级解放勤章。 1988 年 7JJ 被授予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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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勘荣誉章。曾当选为第四、第五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

届中央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中

共第十二、第十三次全盟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常务委员。 1991 年 9 月 17 日在上海病逝。著有《毛泽东军事患想

初探))，((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影成及其发展》等。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时，宋时轮任第 3 野战军第 9 兵

团司令员兼摧沪警备区司令员，率部驻守上海市，担任城防和准备

执行解放台湾的接海登陆作战任务。所属第 20、第 26、第 27 军，遵

照中央军委和第 3 野战军首长的指示，积极地投入装载、戴夜、撞

滩登陆、纵深战斗等军事部练。

1950 年 10 月，中央军委命令第 9 兵团准备参加抗美援朝战

争，增援已经入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消患，在兵团上下传开后，

群情激昂，请战书、决JL.'书雪片假地一吃到各级指挥员手中。出国参

战的一切准备工作由上至下紧张顶有秩序地进行着。

军委指示，全兵团第一步机动费津浦线上的出东莞州、泰安地

区整训。 10 月 20 日，宋时轮率领兵团部和所属三个军，离开上海，

乘北去的列车，进驻曲阜及其附近地区整训待机。政治委员郭先若

接任黯沪警备区司令员瑕务留在上海。由于朝鲜战局变化很快，志

愿军虽已增至六个军、三个炮兵师，兵力仍显得不足。宋时轮奉命

到京，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首长亲自向他交代任务。原定全兵团

整哥哥补充的计划不能进仔，要 9 兵团立即出发。宋时轮It{大勇为

重，不讲价钱，不提留难，坚决受命。

为了让即将出汪的第 9 兵团充分做好入朝作战的思想准备和

物贯准备，朱德总司令代表中央军委专程由北京赶赴第 9 兵西驻

地.r句西以上干部作出国参战的动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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