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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志愿军人物志》1～4卷出版后，编委会先后收到了读者的

许多来信、来电，接待了好多热情的来访者，一致认为该书是弘扬我军光荣

传统，学习老一辈军事家高超指挥艺术和讴歌英模人物的优秀作品，是进

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激发革命英雄主义的好教材。第一卷在华东

地区政治理论读物评奖中被评为一等奖。安徽话剧团：陆军指挥学院以第

一卷、第二卷中的部分人物志为依据摄制成专题片《历史的丰碑》，《人民日

。报》、《解放军报》、《军事历史》、《新华日报》、《南京日报》一指挥学报》和江
≥苏电视台、江苏经济广播电台、南京电视台等先后发了出版消息、书评或作

；了专题报道。朝鲜人民军访华代表团、英国牛津大学访华学者等也对该书

表示赞赏。’ ，，

“

、．

一。．∥
7在纪念志愿军出国作战43周年座谈会上，原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

38军政委刘西元、前“临汾旅"旅长吴仕宏、113师师长江潮等同志，在与部

分编委成员座谈时，都对这部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

一．

。 应广大读者的要求，将1～4卷经修订以后，成16开的合卷本再版，并

借此机会增补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以飨读者。、．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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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性的反侵略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牢记祖

4’

国人民的重托，高举起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旗帜，同朝鲜
j2

人民军一起以劣势装备战胜了优势装备的、以美国为首的16个国家组成

的“联合国军”，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为保卫祖国安全，保卫远东和世界

和平作出了出色的贡献。为铭记他们的丰功伟绩，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和

创造精神，总结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历史经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矿’

。

南京地区军队院校协作中心战史组发起，并组成编审委员会，编辑《中国人 i

民志愿军人物志》，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40周年时，由江苏人民出
’

版社出版发行。 。· i

本书所介绍的人物，主要是1950年l 0月至1953年7月期间的志愿 ．1

军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及所有单位一切人员中，为争取战争胜利作

出过突出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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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胜强敌的不朽业绩，反映抗美援朝 ’

的光辉历程。 j ’

i

参加本书撰写的，有专家、教授、讲师、记者、编辑，还有不少知名人士 j
和领导干部。他们积极、热忱、认真，多方收集资料，反复核对修改。被撰写 i

的老同志及其亲属，积极为撰稿人提供资料，协助他们撰写和审稿。本书能 i

较快地成书，与他们的努力和军内外各单位的帮助、支持是分不开的。 9

这部书将分卷陆续出版。按全面选择、照顾重点的原则分卷。各卷人

物的名次排列，志愿军领导人按职务高低和入朝先后排列；其余人员按姓

氏笔画为序，笔画相同者，按入朝先后编排。 {

本书内容涉及面广，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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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补充修改。

编 者

1990年7月1 0日



目最

目．·录⋯⋯⋯

彭德怀⋯．．．⋯⋯⋯⋯⋯⋯⋯⋯⋯(1)

邓华⋯⋯⋯⋯⋯⋯⋯⋯⋯?⋯··(16)

洪学智⋯··?⋯⋯⋯⋯?··_⋯⋯_(24)

： 韩先楚r?·?⋯·?⋯”??·．．．⋯⋯·j⋯⋯(33)

i解，方·!7．．．?⋯⋯”?·?⋯?”?⋯⋯t(39)

：杜i*平，⋯⋯⋯．．⋯．．．“，”¨⋯w⋯，．(50)

。陈赓∥⋯⋯⋯⋯_．．．?⋯⋯⋯”，(60)

?宋时轮∥⋯⋯⋯掣⋯⋯⋯⋯⋯⋯．(70)

：杨得志⋯⋯⋯⋯⋯⋯⋯州⋯⋯．．．(79)

1李志民w⋯⋯⋯⋯．．．，⋯⋯⋯⋯-·(88)

：杨勇⋯⋯⋯⋯⋯⋯⋯⋯⋯⋯一(98)

：王平·⋯⋯⋯⋯⋯⋯⋯⋯⋯⋯·‘(111)

，‘丁’之‘，‘|fLT·⋯⋯⋯⋯⋯⋯～⋯⋯·(117)

：丁甘如：。’⋯⋯⋯⋯⋯⋯⋯⋯⋯⋯(122)

于敬山_⋯⋯“⋯⋯m。一一⋯⋯·(129)

马辉“⋯⋯⋯⋯⋯⋯““⋯⋯(135)

毛岸英⋯．．．“”^⋯．．．m⋯．．．“．．．⋯(140)

尹继发+山⋯．．．⋯^o⋯⋯j⋯”(144)

文击’⋯⋯⋯⋯·二：⋯⋯·：·⋯⋯(147)

方子翼+⋯⋯⋯··：⋯‘··：⋯⋯·：⋯·(153)

尤太忠7⋯：。⋯⋯··：⋯··：⋯：⋯?(162)

王直⋯⋯·：⋯⋯⋯⋯·：⋯⋯”(168)

王子波⋯⋯．．．⋯⋯··?!⋯”_⋯．(173)

王玉成⋯··：⋯⋯··：⋯⋯⋯··?⋯(182)

王近山·?··!·?：：：⋯··i·：：⋯⋯·：⋯．(190)

王诚汉，?··!．．．⋯⋯．．．-．．．⋯⋯⋯“(198)

王建安。．．．．．．⋯⋯⋯⋯”⋯⋯⋯(204)

王政柱¨一⋯．．．⋯⋯⋯⋯⋯⋯’(208)

王培荣．⋯·w⋯⋯⋯”⋯一⋯⋯“(214)

王紫峰．⋯⋯⋯⋯⋯⋯⋯⋯⋯⋯(217)

王新善t，．·olt””⋯⋯⋯⋯⋯”⋯⋯(222)

邓岳·。⋯⋯⋯⋯⋯⋯⋯”⋯⋯·(228)

田。波⋯”一⋯⋯⋯⋯．．⋯⋯⋯”(236)

刘震4"QltIt⋯一⋯一⋯⋯⋯。⋯⋯(244)

刘玉堤。⋯．t．．⋯⋯⋯⋯⋯’⋯⋯⋯(253)

刘西元～⋯一“+．．．．．⋯m⋯⋯⋯·(255)

刘居英t．．．+⋯⋯．．．⋯⋯⋯⋯．．．⋯(262)’

刘秀珍～_’_-⋯‰-⋯⋯⋯⋯(270)

刘春山j⋯j⋯；··j··：⋯⋯⋯·j·‘⋯(273)

刘振华‘。⋯·：⋯·二·：⋯j⋯··’⋯⋯⋯(278)

刘海清：：It Olt"·it ti·tilt 1It⋯⋯⋯”(284)

江’潮⋯⋯⋯⋯：⋯⋯⋯⋯⋯··(290)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目录

许家朋

史阜民

北沙

朱光

齐威

石英

司东初

伍先华

孙凤钜

孙占元

李元

李汉

李湘

李云龙

李世安

李长林

李玉安

李长生

李庆儒

李钟玄

李家发

李雪三

李德生

李聚奎

吴仕宏

吴信泉

吴昌炽

吴海山

吴瑞林

何永福

陈正峰

陈忠孝

陈信忠

(296)

(298)

(301)

(306)

(314)

(319)

(329)

(333)

(336)

(341)

(345)

(352)

(358)

(365)

(368)

(377)

(381)

(384)

(392)

(396)

(403)

(406)

(415)

(424)

(429)

(438)

(448)

(456)

(461)

(468)

(474)

(484)

(492)

苏克之

肖文玖

肖全夫

肖应棠

肖剑飞

肖新槐

杨迪

杨成武

杨连弟

杨育才

杨阿如

杨春增

杨根思

武英

武占魁

武效贤

邢。泽

吴之理

何德庆

张达

张·峰

张记发

张明远

张国斌

张显扬

张锰秀

张积慧

张祖谅

张振智

张道华

张竭诚

张翼翔

金‘冶

●●●●●●●●●●●●●●●●●●●●●●●●●●●●●●

'。

●●●●●●●●●●●●●●●●●●●●●●●●●●●●●●

●●●●●●●●●●●●●●●●●●●●●●●●●●●●●●

●●●●●●●●●●●●●●●●●●●●●●●●●●●●●●

●●●●●●●⋯●●●⋯●●●●●川●●●●●●

●●●●●●●●●●●●●●●●●●●●●●●●●●●●●●

●●●●●●●●●川Ⅲ●●●川●●●●●●●●●

●⋯●●●⋯●●●●●●●●●●●川●●●●●●

·●··●··●·●●●●一一···-········●··

●●●●√’●●●●●●●■●●●r●●●●●●●●●●●●●

●●●●●●●●●●●●●●●●●-●●●●●●●●●●●●

●●●●●●●⋯●●●．．．●●●●●●●●●●●●●●

●⋯●●●●●川●●●●●●-；●川川●●●

●●●⋯●●●●⋯●●●●●●●●●●●●●●●--

●●●●●●●●●川●●■●●●●●●●⋯●●●●●

●●●●●●●●●●●●'⋯⋯●●川●●●●●●

●⋯●●●⋯⋯●●●●●●●●川●●●●●●

⋯●⋯●●●●●．．．●●●●●●⋯●●●●●●

川⋯●●●●●■●●●●●●●●●●●●●●●●●●

●●●●●●●●●●●●●●●●●●●●●●●●●●●●●●

(198)

(502)

(510)

(519)

(523)

(529)

(534)

(547)

(555)

(558)

(565)

(572)

(575)

(579)

(584)

(592)

(599)

(605)

(614)

(619)

(625)

(631)

(636)

(642)

(648)

(655)

(665)

(669)

(674)

(677)

(680)

(688)

(696)

；；㈠

1-、卜∥。．_

，。，。。翻≯孙槲=望埔榭髓。嚏



／

目录 ·3·

邱少云⋯叩⋯⋯⋯⋯⋯⋯⋯⋯(702)I崔星’⋯⋯⋯⋯⋯”⋯·000 000660(866)

林有声⋯⋯．．．⋯⋯⋯⋯⋯⋯⋯(706)l崔建功⋯⋯⋯：：·B 4JQ 000 OQ·00004PQ⋯(874)

罗盛教’t⋯小⋯．．．⋯⋯⋯⋯⋯“(715)I崔醒农⋯⋯⋯⋯⋯⋯⋯⋯⋯⋯(883)

孟照辉⋯⋯⋯10·000 000·B0 000 4000 000(718)I黄丑和⋯⋯⋯⋯⋯⋯⋯⋯“⋯(889)

郑起小“⋯⋯⋯⋯⋯⋯⋯⋯(721)l黄在渔⋯⋯⋯⋯⋯⋯⋯⋯⋯⋯(896)

郑定富⋯⋯⋯⋯⋯叩⋯⋯⋯⋯(725)l黄家富⋯⋯⋯⋯⋯⋯⋯⋯⋯⋯(898)

郑维山’⋯⋯⋯⋯⋯⋯⋯⋯⋯⋯(728)I黄继光⋯⋯⋯⋯⋯⋯⋯⋯⋯⋯(901)
赵杰⋯．．，⋯⋯⋯⋯⋯⋯⋯⋯(734)l黄鹄显⋯⋯⋯⋯⋯⋯⋯⋯⋯⋯(904)

赵毛臣000 00 0⋯⋯⋯⋯⋯⋯⋯⋯(739)I黄新廷⋯⋯⋯⋯⋯⋯⋯⋯⋯⋯(907)

赵兰田⋯⋯00 o 000·00⋯⋯⋯．．．⋯(742)I麻扶摇⋯⋯⋯⋯oo⋯⋯⋯⋯(912)

赵佐瑞⋯⋯⋯⋯⋯⋯⋯⋯⋯⋯(758)‘l龚家昌⋯⋯⋯⋯⋯⋯⋯⋯⋯⋯(914)

范天恩⋯⋯⋯⋯⋯⋯⋯⋯⋯⋯(761)I焦景文⋯⋯⋯⋯⋯⋯⋯⋯⋯⋯(917)

胡修道4”·⋯⋯⋯⋯⋯⋯⋯⋯⋯(769)I曹玉海·eo ooo ooe ooe ooe 00 O OO o 000⋯⋯(920)

钟国楚⋯⋯⋯⋯⋯⋯⋯⋯⋯⋯(772)l温玉成⋯⋯⋯⋯⋯⋯⋯⋯⋯⋯(930)

陶勇⋯⋯⋯⋯⋯⋯006 000·0 0⋯(777)l曾绍山⋯⋯⋯⋯⋯⋯⋯⋯⋯⋯(940)
聂凤智⋯⋯o qo eeo o·o⋯000ooB·o·⋯(782)I曾思玉050 000 000 00·000 000⋯⋯⋯⋯(948)

郭忠田⋯⋯000 006 000··l QO 4J 0$@⋯⋯(788)I曾泽生,·00 000⋯⋯⋯⋯⋯．．．⋯⋯(957)

郭维诚⋯⋯⋯⋯⋯⋯··c o·c oo·⋯(794)I彭德清⋯⋯⋯⋯⋯⋯．．．．·一⋯⋯(964)

高存信⋯⋯Q00 0·0 0I·00·000 000 0 nO·00(800)I傅崇碧‘⋯⋯⋯⋯⋯⋯⋯⋯⋯⋯(971)

高润田¨”⋯⋯⋯⋯⋯⋯⋯⋯⋯(803)l谢云晖’⋯⋯⋯⋯⋯⋯⋯⋯⋯⋯(977)

徐信⋯⋯⋯⋯⋯⋯⋯000 0 00⋯(810)I程国瑶⋯⋯⋯⋯⋯⋯⋯⋯⋯⋯(982)

徐文烈⋯⋯⋯⋯⋯⋯⋯⋯⋯⋯(818)I解秀梅⋯⋯⋯⋯⋯⋯⋯⋯⋯⋯(989)

徐国夫．⋯⋯一⋯⋯⋯⋯⋯⋯⋯(825)l董其武⋯⋯⋯⋯⋯⋯⋯⋯⋯⋯(992)
徐恒录·OQ OOe⋯⋯⋯O·O·00⋯⋯⋯(833)I谭善和⋯⋯⋯⋯⋯⋯⋯．．．．．-⋯(998)

柴云振⋯⋯⋯⋯⋯⋯⋯⋯⋯．．．(841)I黎原⋯⋯⋯⋯⋯⋯⋯⋯⋯⋯(1004)

柴成文⋯⋯⋯⋯⋯⋯⋯oo o 6 oo⋯(843)I戴克林⋯⋯⋯⋯⋯O·O 0·O⋯⋯⋯(1009)

梁兴初⋯⋯⋯⋯⋯‘⋯⋯⋯⋯⋯(851)l韩德彩⋯⋯⋯⋯⋯⋯⋯⋯⋯⋯(1013)

崔伦⋯⋯⋯⋯⋯⋯⋯⋯⋯⋯(859)l魏巍⋯⋯⋯⋯⋯⋯⋯⋯⋯⋯(1016)

附：中国人民志愿军师以上单位指挥干部名单⋯⋯⋯⋯⋯⋯⋯．．．⋯⋯⋯(1025)
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模范名单⋯⋯⋯⋯⋯⋯⋯⋯⋯⋯⋯⋯⋯⋯⋯⋯(1042)

中国人民志愿军英烈榜⋯⋯⋯⋯．．．⋯⋯⋯⋯，⋯⋯⋯⋯⋯⋯⋯⋯⋯”(1044)

i『≥

0卜；；，o；{；；；；



卜一0 0；。l+：7．。01|、：一o；00 o，．j，≥，o’≯j’．≯：|I：-．

J一彭



·2· 中国人民志愿军人物志(修订合卷本)

上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抗美援朝的决定，阐明了伟大意义。他强调要抓紧准备，争取．

战机。并说我们的敌人不是宋襄公，他不会愚蠢到等待我们摆好阵势，他们的前进速度很快，我

们也必须抢时间。中央要我到这里来，也是三天前才仓促决定的。彭要求各部队10天内作好

出国作战的一切准备，待命行动。 j ．，j ，

在沈阳，彭两次听取了朝鲜人民军代表朴一禹关于朝鲜战况的介绍，会谈有关作战事宣。

10日晚，他又乘车到安东第13兵团了解情况，对部分干部作了动员讲话。彭还视察了鸭绿江

大桥，根据敌机活动猖獗的情况，致电毛泽东主席称，若鸭绿江桥被炸毁，不易集中优势兵力，

反会失去战机，因此建议“把拟先出动两个军、两个炮兵师”的原计划，改为将首批入朝部队全

部(4个军12个步兵师、3个炮兵师)集结江南，以便形成一个拳头，挫败敌人的高速进攻。毛主‘

席批准了他的建议。11日，彭奉命回京汇报，研究出兵问题。

14日，彭主持了在沈阳召开的师以上干部参加的动员会议。他在报告中说，目前朝鲜战局

是很严重的。我们在兄弟党和邻国的劳动人民严重遭受侵略的时候，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目前

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朝鲜，其理由如下：(1)我们的战争创伤还没有治愈I

(2)土地改革工作尚未完成；(3)国内的土匪、特务还没有彻底肃清；(4)军队的装备和训练尚不

充分，(5)部分军民存有厌战情绪等。总之，一切准备不够，主张暂不出兵。另一种主张是积极

出兵援助朝鲜，因为：我们准备不够，敌人的准备也是不够的，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准备不够。

中央经过反复讨论和慎重考虑，认为不能置之不理，要积极支援朝鲜人民反抗侵略者，帮助他

们争取独立自由和解放。彭认为中央这种政策，是十分必要的和非常正确的。彭德怀说，三五

年以后再打，让我们松口气好不好?当然好。但是，三五年以后还是要打的。我们三五年辛辛

苦苦建设起来一点工业，到那时候还是要被打得稀烂的。⋯⋯目前就打，也许更有利些。因此，

我们并不怕目前就打。但是我们目前并不希望大打，也不等于向美国宣战，只是以人民志愿军

的名义支援朝鲜革命战争。我们要取得和平，必须要经过严重的艰苦斗争。另一方面我们要建

设国防，建设重工业，三五年是办不好的，五年时间不可能有过高的希望，陆军、空军装备不可 ：一

能特别改善，海军更谈不上，所以迟打不如早打。 。

j馥

彭在报告中还分析了朝鲜战况，并说，根据敌情和地形条件，过去我们在国内所采用的运 ?

动战，大踏步地前进和大踏步地后退，不一定适合朝鲜战场。因为朝鲜地面狭小，敌人暂时还占

某些优势，所以要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法。敌人进攻，我们要把它顶住，不使其前

进；发现敌人的弱点，即迅速出击，深入敌后，坚决消灭之。彭还动员说，我们是共产党员，是国

际主义者，进入朝鲜，千万不要骄傲，不要以大国援助者的身份自居。对朝鲜的党、人民军队、群

众团体和广大人民，要切实尊重他们。对人家的缺点不宜随便批评，更不要专门找人家的缺点，

如果要找缺点，自己就有，何必跑那么远呢?会议鼓舞了战斗精神，初步统一了思想。 ；

16日，彭匆匆赶到安东，再次召开干部会议。会后即到各部队视察。 j q

中央军委曾指示，彭德怀的指挥所设在鸭绿江边我国一侧，既可保证安全，又可实施全局 q
指挥。彭德怀经过勘察、思考后认为，志愿军总部还是进入朝鲜，与金日成同志在一起，便于了 ，

解情况，实施及时正确的指挥。军委同意了这一意见。’ i

10月18日，“联合国军”向平壤发起攻击，朝鲜战局急剧变化。 ．．
4i

同日，彭德怀再次应召回北京。当晚，他根据中央决定，草拟了给志愿军的命令，于21时以

毛主席名义下达，决定志愿军于19日晚分批渡江入朝。10月19日下午，彭德怀电告北京已返
!

抵安东，当即和第13兵团司令员邓华等研究行军部署和出国作战事宜。当晚，就带上电台乘车 目

跨过鸭绿江。21日，根据金日成安排，到达大榆洞地区会见了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共同商谈 j

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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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事宜。10月21日下午，彭德怀根据战场情况和毛泽东的指示，调整了原定防御的部署，令

邓华迅速控制妙香山、杏川洞线及其以南，构筑工事，保证熙川枢纽，隔离东西两线敌人联络。

指出，我若确实控制熙川、长津两要点，主力即可自由调动，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敌人东面

或西面一路。 ，一
当天，毛泽东指示彭德怀、邓华，令邓率兵团司令部、政治部与彭会合，并改为志愿军总部。

从此，彭德怀有了指挥机关。针对敌人进攻甚速，战局变化快的情况，彭及时报告军委并调整了

原拟防御的部署。10月23日，他向13兵团下达指示并报告军委说，我军先敌占领德川已不可

能。当日21时他向军委提出的方针和计划是：在半年内，我军基本方针是保持长津、熙川、龟城

以北山区和长甸河口、辑安(今集安)、临江线渡河交通，争取时间，准备反攻条。目前我无制空

权，东西沿海诸城市甚至新义州，在敌陆海空(军)和坦克配合轰击下是守不住的，应勇敢加以

放弃，以分散敌人兵力，减少自己无谓消耗。目前计划，以1个军钳制敌人，一面集中3个军寻

机歼灭南朝鲜军两三个师后，以达到争取扩大巩固元山、平壤线以北山区，发展南朝鲜游击战

争。· r·．
·1 ．f。‘

当日，毛泽东即复电称彭的方针是稳当的。并说，我们应当从稳当的基点出发，不做办不到

的事情。毛主席批准了彭德怀的方针和计划后，彭德怀即令42军率124师、126师在东线五老

里、黄草岭、赴战岭一线钳制敌人，令38军、39军、40军在熙川、云山地区以运动战寻机歼敌。

l} 24日零时左右，彭德怀在指挥所看地图，第40军118师师长邓岳、政委张玉华求见。彭以

；喜悦的心情接见了他们，询问了部队情况和所处位置．得知干部战士由海南岛，转战至朝鲜战

l场，求战情绪高时，他十分高兴。对邓、张说，当前情况变化很快，朝鲜人民军已失去有力的抵
l抗，敌人十分骄狂，你们师赶快向温井方向开进，选择有利地形，伏击冒进之敌，打击敌人气焰。

l邓岳提出：彭总是否向后转移_下?彭说：。我在这里不走了，我要等待胜利的消息。一邓、张表
!示，一定打好第一仗。25日13时，118师首战告捷，歼灭向北冒进敌人1．个营和1个炮兵中队，

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因此，后来便将1950年10月25日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

战日。 ：+．：‘，· ：·i i ’，4‘。

1 ．25日晚，彭根据各军到达位置和118师歼敌的经验，敌人尚未发现我军，仍在作分散冒进

’的情况，修订了作战方针和部署。21时报告军委t。敌人以坦克数辆和汽车数十辆组成一个支

‘队，到处乱窜。我企图一仗歼敌两三个师甚困难，亦难再保守秘密。故决定以军和师分途歼灭

9敌之1个团和两个团(今晚已开始)，求得第一战役中数个战斗歼灭敌一两个师，停止敌人乱

窜，稳定人心。"同时令各军执行。第二天中午毛泽东即回电指出，先歼灭敌人几个团，逐步扩

大，歼灭更多敌人，稳定人心，使我军站稳脚跟，这个方针是正确的。， - ．，一

；．25日，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中共志愿军党委，由彭德怀任书记，邓华任副书记。同时任命邓

华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洪学智、韩先楚任副司令员，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

主任。’|． ?一 ：--。；
。⋯

。；■‘，’一’：‘ 。r’子，；t．

，彭德怀团结领导这。一班人”，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鼓励、支持他们大胆工作，共同担负起

’领导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责任。后来，他称赞几位副手和部门首长是好帮手，赞扬参谋长解方

是“诸葛亮"。
’

27日，情况又变，彭及时改变作战计划，决心集中38军全部及40军两个师歼灭熙川地区

之敌。29日第40军在龟头洞、立石洞地区歼灭南朝鲜军第7团2个营，在楚山歼敌约1个营，

他当即对40军特电嘉奖。30日，他和志愿军其他领导人商量后，两次调整作战计划。决定以有

力之一部向敌侧后实施战役迂回，结合正面突击，集中兵力，各个歼灭云山、泰川、球场地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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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首先求得歼灭南朝鲜军第8师、第7师、第1师，然后看情况再歼灭英、美军。当日9时，他

令38军务于31日或11月1日拂晓前进占球场以南院里、军隅里，截断进占云山、泰川敌人退

路。令40军1,19师于31日拂晓前占领新兴洞，截击南逃之敌。令120师主力歼灭应龙洞之敌。

．毛泽东主席批准了这个计划。

彭德怀和其他领导人为利用敌人分散，利于我军各个击破的态势，又决定从敌人右翼实麓

战役迂回，割断其南北联系，将敌各个歼灭于清川江以北。·11月1日9时再令38军迅速歼灭

球场之敌，尔后沿清川江向院里、军隅里、新安州方向突击，断敌退路。令第125师向德川突击，

占领该阵地，坚决阻击由东：南两个方向来援之敌，保障我军翼侧安全。令第40军以主力突破

当面之敌，于’11月1日晚包围宁边南朝鲜军第1师主力并相机歼灭之，得手后向灯山洞突击，

断敌后路。另一部于上九洞地区防止云山之敌逃窜。令第39军予1目晚歼云山之敌，得手后

向龙山洞突击，准备协同第40军围歼龙山洞地区之美骑兵第1师。令第66军以一部于龟城以

西钳制美第24师，军主力视情况从敌侧后突击，歼灭该敌。令第50军主力进至新义州东南地

区，防敌西犯，保卫新义州。同时令第42军主力原地积极抓住当面之敌，并相机歼其一部。当

他得知124师黄草岭阻击战打得英勇顽强，第39军在云山歼灭美骑1师第8团和第5团1个

营，即令志愿军司令部嘉奖，当得知38军没有按时插到指定地区，未完成断敌后路时，立即责

令调查38军的战斗能力：

11月4日，他向军委报告了战役情况和下一步计划，称，朝鲜北部反攻战役已结束，因38

军攻击军隅里过迟，66军未将深入龟城以北之美24师的后路切断，致使敌逃脱。此次出兵朝

鲜，政治动员未普遍深入，对空顾虑甚大，仅消灭敌人6至7个团。但此役胜利，对稳定人心，使

我军站稳脚跟，坚持继续作战，是有意义的。美军和南朝鲜军可能重新组织反攻，我军很疲劳，

道路狭窄不易错车，且白日不便行动，夜间不能开灯，粮弹运输困难，冬寒将至，早晚有时已降

霜，房屋既小又少，部队长期露营，难于保存战力。根据上述情况，拟采取巩固胜利，克服当前困

难，准备再战方针。 7．
1一，：‘ f。j

· 第二天毛泽东就复电，同意彭德怀的部署，请他按当前情况酌量决定。 一：

i-‘11’月5日，彭下令结束战役。此役共歼敌1．58万人，迫使敌人退守清川江以南。我军初

战，取得了一定作战经验，打击了敌人气焰，初步稳定了战局。 一

， 、，

1950年11月5日，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和总部领导人根据毛泽东关于下一仗作战

方针的指示，决定区分为东、西两线战场作战。东线由新入朝的第9兵团担负作战任务。西线

由第一批入朝的6个军担负作战任务。11月6日，他与邓华联名向9兵团下达了作战任务：要

求在东线战场诱敌深入至旧津、长津线，首先达到消灭美陆1师两个团之目的。西线战场，也拟

取诱敌深入、各个歼击方针。以3个军出德川以南寻机歼敌，把战场向前推些，以利持久作战。

11月9日，毛泽东主席批准了此项计划，指出：目前部署及下一步作战意图均很好，请照此稳

步旅行。
：

为总结第一次战役的经验教训，制定下一步作战计划，彭德怀和党委常委成员商定，手11

月，13日在大榆洞召开中共志愿军党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彭德怀在会上讲话指出，入朝作战第

一个战役已基本胜利结束，这次战役所以击溃敌人多、歼灭敌人少，客观原因是由于时间仓促，

准备不充分，山大林密，道路不熟，语言不通，散敌难捕等。除了这些，主要的还是战术上有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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