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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①

运筹帷幄 向西挥戈横扫千军
□文/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韩毅 图/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解小溪

▲西南服务团
经酉阳南川，日夜
兼程向重庆挺进。

（中共重庆市委
党史研究室供图）

雕花飞檐、镬耳山墙、飞阁流丹……8月11日，一场
短时强降雨浇灭了羊城的暑气，走进广州海珠国家湿地
公园，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与刘蒙将军约见于此。

“辛苦你们了，这么远还专程赶来采访。”尽管已年至
古稀，老将军目光炯炯，精神矍铄，说话声音山响，偶伴开
州乡音，举手投足间，尽显军人本色。

“横看纵观进入历史 周道坦荡悟出人生”——我们
的“重走重庆解放之路”采访，就从刘蒙将军赠予记者的
这一副亲笔手书对联开始。

主席点兵，刘邓大军受命挥戈向西

刘将军的这副对联，笔力遒劲，气势磅礴，且字字精
妙。

“横看纵观”，展现了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原
则作为理论依据的大历史观；“悟出人生”，则展现了他

“读史明智，鉴往知来”的人生信条。
这也完美契合了本次重庆日报推出“重走重庆解放

之路”系列报道的初衷。
“解放重庆，得从毛泽东主席落子西南谈起。”赠送了

对联，刘将军又从挎包里掏出他新近创作的大型历史电
影《钟山风云》剧本，向记者展示了剧本中的一个场景：

刘伯承对他的副官说：你把这本进军西南的武器装
备清单送给王冶城，他还在金陵兵工厂加班，让他尽快完
成。

张二勇（刘伯承的副官）：是（张转身准备出去，紧接
着又扭头）。

张二勇：外面下雨了，我担心您的腿，一下雨就痛。
我和荣华同志想给你买一点药……（刘伯承打断张二勇）

刘伯承：这点小病，不会妨碍我们进军西南，快去送
资料。

张二勇（立正，敬礼）：是，西南解放了，和司令员一起
回家……

剧本中这一精彩桥段，生动讲述了刘伯承“告别中山
陵，准备进军西南，完成他一生夙愿”的场景。

刘蒙，刘伯承次子，毕业于清华大学，从事过科研工
作，当过部队指挥员、军事外交官、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少
将军衔，并参与过《刘伯承传记》编写，创作有电影文学剧
本《青年刘伯承》等，对那段历史了然于胸。

抚今追昔，时空穿越。
1949年4月下旬，北平香山双清别墅，绿荫环抱，清

幽静谧。毛泽东刚用完早餐，正在凉亭中小憩，秘书就兴
冲冲地带来了南京解放的捷报。

看完捷报，毛泽东回到屋内，走到墙上悬挂的巨幅地
图前，目光从南京向华南、西南和西北延伸，眉头时而紧
皱时而舒展。

不久，周恩来也走进房间。毛泽东说：“原定二野两
年内留华东，不作新的机动，以防备美帝国主义于我军渡
江之后可能进行的干涉，现在看来，美国直接干涉的可能
性不大，二野下一步进军西南的行动应该提到议事日程
上了。”【摘自郭娟娟《重庆解放实录》，原载于《党史纵览》
2019年第8期】

1949年5月23日，中央军委作出了向全国进军的部
署，明确指出：“二野亦应准备于2个月后，以主力或以
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该部署还指出，二野目前
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是必须的，使美国
有所畏而不敢出兵，但在上海、宁波、福州等处被我军占
领后，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就很小了，那时二野就可以
西进了。

“把进军大西南的任务交给二野，显示了毛泽东对这
支英雄部队的青睐。”刘蒙说，此时的二野下辖3个兵团、
9个军，可谓兵强马壮。对由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
达等人组成的久经沙场的二野领导机构，毛泽东更是信
赖有加。

同年6月17日，中央军委再次电告刘伯承、邓小平：
“二野西进时机，拟以9月较为适宜。一则准备时机充
裕；二则沿途那时才能有粮食；三则四野主力（7个军）9
月可到郴州，11月可能占广州，迫使广州伪政府迁至重
庆，然后争取重庆较为有利。”【原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
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

按照党中央指示，刚经过渡江战役洗礼不久的二野，
马不停蹄，人不卸甲，开始谋划进军西南的方案。1949
年7月中旬，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二野
前委在全面分析敌情之后，在南京召开二野高干会议，研
究制定进军西南的作战方针。

上兵伐谋，“大迂回”聚敌歼之

西南地区尤其重庆渝东北、渝东南地区，山高林密，

沟壑密布，历来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那么，进军西
南，二野如何排兵布阵？

在重庆市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重庆史研究会名
誉会长、著名文史专家周勇的办公室，他打开了一本《重
庆解放》档案集。

“重庆及西南地区难打，蒋介石自然深知这一点。”他
说，在蒋介石看来，西南地区有可资据守的政治和地理条
件。为此，国民党成立非常委员会，通过《扭转时局方
案》，蒋介石再次出山，于1949年8月24日飞抵重庆，决
心在西南地区进行最后抵抗，并随即提出了以云贵川康
为后方基地，“建都”重庆，“确保大西南”的方针，静待国
际事变，以图东山再起。

在作战上，蒋介石精心构筑以重庆为指挥中心、四川
为主要据点、川陕边为守备重点、陇南陕南为决战地带的

“大西南防线”，总兵力达到90多万人，企图以嫡系胡宗
南集团等扼守秦岭等天险，阻止解放军入川；以白崇禧集
团等组织湘粤联防，凭借两广作为固守西南的掩护。如
广东不保，白部退入广西，与四川胡宗南部遥相呼应，联
络云贵军阀共同顽抗，以待时机。如此布阵后，蒋介石得
意地提出“军事西南，政治台湾。”

“蒋介石以嫡系胡宗南集团扼守秦岭天险，阻我解放
军由此入川，主要是考虑到川北既是解放军入川捷径，又
有陇海铁路与老解放区相连，补给问题较易解决。”刘蒙
称，所以，蒋介石国民党判断我军主力最大可能由这一方
向入川（我地下党组织通过秘密关系，强化了敌人这种误
判）。

面对蒋介石的布阵，解放军如何应对呢？
翻开一张泛黄的《进军大西南态势图》，周勇称，从该

态势图上看，可以清楚看到我军“围三阙一”的经典布局，
其中有虚有实、有真有假。

1949年7月14日，邓小平奉命首次到北平（现北京）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筹划了二
野等进军西南的战役部署。

毛泽东、邓小平等决定：刘邓共五十万人，除陈赓现
率之四个军外，其主力决于9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

川，另由贺龙率10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邓贺等同志组
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对白崇禧及西南各省
之敌作战时均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
然后再回打之战略方针。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为彻底切断敌人的退路，封
闭敌人于西南境内予以全歼，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
达等经过反复研究，于1949年8月19日拟定了《川黔进
军作战的基本命令》上报军委并告华中局。

该命令明确了各部队的基本任务，即“在于攻略贵阳
及川东南，以大迂回之动作，先进击宜宾、泸县、江津地带
之敌，并控制上述地带以北地区，以使宋希濂、孙震（当时
分别担任国民党军川湘鄂边区和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主
任）及重庆等地之敌，完全孤立于川东地区，尔后即聚歼
这些敌人或运用政治方法解决之，以便协同川北我军逐
次解决全川问题。”【原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
集》（第18册）】

同时，该命令对各部队的行动进行了部署：五、三两
兵团，第一步必须于十月十日以前分别到达武冈、邵阳、
湘潭之线和常德、江陵之线；第二步于十一月二十日以前
分别攻占贵阳、黔西和遵义、彭水、黔江；第三步分别经过
毕节进击宜宾至纳溪地带之敌和进击泸县至江津地带之
敌。

“由此可见，这一部署完全避开了胡宗南集团、白崇
禧集团的防守重点，从蒋介石所谓‘大西南防线’最薄弱
的川东南入手。”刘蒙说。

按照“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军事战略方针，党中
央决定贺龙率领第18兵团从陕西省南部进入四川，配合
第二野战军主力解放西南，但“歼胡作战时间，不应太早，
应待二野进到叙、泸、重庆一线，然后发起攻击，时间大致
在12月中旬”；四野则向广西进军，以大迂回抄断白崇禧
集团退云南之路，防止其“确保左右两江，增援黔省，屏障
昆明，及支援雷、琼”。

除了军事准备外，二野还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从7
月开始就进行休整。当时，部分指战员有畏难怕苦思想
和保守思想，认为西南偏僻，山多路远，地瘠民贫，怕回

不了家。
为此，邓小平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决定在进军动员的

同时，开展政治教育，以加强人民、祖国的国家观念，爱护
人民、祖国财产，反对本位主义，反对叫苦和功臣自居、骄
傲自满思想。二野直属队还及时召开党代表会议，一面
检讨，一面提出建议，从思想上解决畏难情绪。

不仅如此，刘伯承认为“没有文化的部队是无法完
成中央下达的解放西南任务”。二野选调了到西南工
作的地方干部4800余人，在京沪招收青年学生约1万
人，组成西南服务团，在解放西南中做群众工作，并协
助建设西南。由此，二野完成了进军西南的所有战前
准备。

声东击西，用兵如神横扫千军

刘伯承在参加完开国大典及其后的相关会议后，
于10月23日同邓小平一起乘列车从北京南下，与由南
京北上的张际春、李达所率二野领导机关会合，在到达
郑州时，参加了各界民众举行的盛大热烈欢迎大会，并
公开露面和讲话，新华社还专门为此播发了消息。

“这实际是他们在巧妙运用声东击西的计谋迷惑
敌人，目的是把蒋介石在川东、黔东防守的部队尽量北
调，以达成二野主力部队在这一地区实施正面攻击的
突然性。对刘邓的妙计，毛泽东还曾言简意赅地加以
概括：刘邓‘由京经汉赴湘，指挥二野向四川进军’。
三、五两兵团补齐棉衣，‘进至湘黔边境待命’。”刘蒙
说。

然而，就在蒋介石为把主力部队调到川北实施重点
防御而洋洋得意时，二野主力却已秘密地开往湘西常德
和邵阳地区迅速集结。二野的领导机关离开郑州后，也
没有西进，而是秘密南下，抵达武汉。

这时，在连接西南和西北的秦岭一线，解放军第18兵
团和胡宗南集团却在“轻松”地对峙着，一面是进而不快、
突而不破，一面是或守或退、举棋不定。

而在长江以南宽广的战场上，二、四两大野战军则形
成了奇特的反差：公开向华南进军的四野，浩浩荡荡，锣
鼓喧天；秘密向西南进军的二野，偃旗息鼓，不显踪迹，但
一道道作战命令，却悄然传达到参战部队的指挥员中间，
并随即变成指战员们的坚决行动。

就这样，解放大西南，在我方统帅部的精心运筹中骤
然拉开帷幕：

1949年 11月 1日，在四野发起广西战役同时，刘
邓指挥二野主力等，在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
宽约500公里地段，突然向敌实施多路进击，立即打乱
了蒋介石在西南的整个防御作战部署。其中，川东南
之敌企图重新布防，确保西南敌主力侧后方安全。我
军各部则排除万难，加速前进，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军

“川湘鄂边防线”，还拦腰斩断了其大西南防线，既打破
了白崇禧部西撤云贵的企图，又直接威胁着川北胡宗
南部的退路。

至此，蒋介石才如梦方醒，深感“川黔残局日趋严
重，大祸迫在眉睫”。1949年11月30日凌晨，蒋介石在
白市驿机场的专机上度过了惊惶一夜后，飞逃成都。

同日，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重庆市区，重庆市区宣告
解放。山城破晓，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从这一天起，
重庆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
统治，告别苦难，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和新重庆的
道路。

“解放军以少胜多的案例不少，但解放西南、解放重
庆之战，堪称中国军事史乃至世界军事史的经典案例。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它丰厚的历史内涵依旧具有穿越时
空的价值。我们要发扬先辈‘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
又出发’的精神，读史明智，苦练真本领、真功夫，为推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航船劈波斩浪、一往无前贡献力
量。”采访结束时，刘蒙如此寄语读者。

扫码进入重磅互动融媒体作品《点
亮！重走重庆解放之路》，一起点亮行进
路线。作品将每天持续更新进度，您可
以全程参与、沉浸式体验。

◀ 8 月 11 日，
广州海珠国家湿地
公园，刘伯承元帅
次子刘蒙赠予新重
庆-重庆日报记者
亲笔手书对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