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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 着红色足迹前行②

驱车来到鲁西南战役纪念馆，一路喧嚣在
这里归为寂静。在总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的
展馆内，鲁西南战役的全过程，通过文字、实物
等形式，展现在记者面前。

鲁西南战役纪念馆馆名，由时任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题写。馆
内陈列的珍贵历史照片、电文、书信等革命文
物，有毛主席给刘伯承、邓小平的亲笔电文，刘
邓过黄河后的合影，挺进大别山途中的照片，以
及有关鲁西南战役的书籍、影集。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内
和平、民主、团结，进行了不懈努力。而以蒋介
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却妄图消灭共产党和人
民解放军，继续维持其独裁统治，于1946年6
月，在美国的军事援助下，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
战。

在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人民解放
军粉碎国民党军队全面进攻后，面对国民党军
队向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发动的重点进攻，进行
内线歼敌和外线反攻。

鲁西南战役纪念馆重点展示的，就是刘伯
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突破国民党
军的黄河防线，挺进鲁西南，鏖战羊山集的场
景。此役是全国解放战争十大战役之一，在中
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是具有
极为重要意义的一次战略大转移。晋冀鲁豫野
战军4个纵队，在鲁西地区强渡黄河，向大别山
进军。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
原，直接威胁敌人长江防线及长江以南广大地
区的统治，迫使敌人主力从山东、陕西回援，从
根本上改变了战局，自此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
进攻。

鲁西南战役前的国内形势

1946年6月底，国民党政府撕毁与共产党
签订的一切协议，向中原解放军大举进攻，全面
内战爆发。经过8个月的作战，国民党损失66
个旅（师），第一线兵力严重不足，只得放弃全面
进攻，改为重点进攻，企图首先消灭陕北和山东
地区的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在陕北和山东
继续进行防御作战，其他战场转入战略性反攻。

至1947年6月，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国民
党军总兵力已由内战之初的430万人下降为
373万人，其正规军从200万人下降为150万
人。至1947年5月、6月间，国民党军针对各解
放区的重点进攻，均遭到沉重打击，丧失了战场
进攻的主动权，被迫从重点进攻开始转入全面
战略防御。

由于在屡战屡败，有生力量大量被歼，国民
党军队充满失败主义情绪，士气低落。而人民
解放军总兵力上升到195万，装备水平有了明显
提升，整个战争形式朝着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
方向发展。

强渡黄河挺进鲁西南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利用黄河从陕北
到山东构成的“乙”字形天然地势，把主力集中
于陕北、山东两翼。而联结两翼的中央地带晋
冀鲁豫战场兵力相对薄弱，形成两头粗中间细，
像一只哑铃的战略态势。蒋介石为弥补这个地
区兵力不足的缺陷，于3月15日下令黄河花园
口堵口合拢放水，使黄河回归故道，企图用黄河
之水作为他所谓的“四十万大军”，阻挡解放军
南进，实行所谓“黄河战略”。

中共中央审时度势，针对国民党战线延长、
战略后方空虚，制定了中央突破，“将战争引向
国民党区域”的战略方针，要求刘邓大军在鲁西
南强渡黄河，跃进大别山；陈赓、谢富治兵团在
晋南突破黄河，挺进豫陕鄂边区；陈毅、粟裕的
华东野战军，转战豫皖苏边区。人民解放军在
兵力尚未完全转入优势的情况下，毅然展开外
线作战，转入战略进攻。

在一张1947年6月敌我力量对比图中，可
以清晰看到，敌军所占领的城市、面积、人口，均
数倍于我军。打这一仗，绝不容易。

战前准备和战前部署

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
邓小平，在5月下旬结束豫北攻势后，即根据中
共中央关于向中原出动、转入外线作战的既定

方针，组织部队休整，做好外线作战的各项准备
工作：进行政治动员，调整组织，补充兵员和武
器粮弹；颁发《敌前渡河战术指导》，进行战前训
练；成立渡河指挥部，对预定渡河地段的地形、
敌情、水情作详细侦察；修造船只120余艘，训练
水手、船工，组织民兵、民工5万余人支援前线
等。

6月，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主
力于月底强渡黄河，先在鲁西南地区求歼敌军，
向大别山进击，在鄂豫皖边界地区实施战略展
开。1947年6月14日，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
战字第一号命令指示“为达反攻之目的，我军有
进行新的机动作战任务”。

刘伯承、邓小平根据这一指示和国民党军
设防情况，决心集中4个纵队又2个独立旅，从
山东省阳谷以东张秋镇至菏泽以北临濮集150
公里的8个地段上突破黄河防线，首先发起鲁西
南战役，歼灭刘汝明集团，并在运动中歼灭来援
之敌一部，然后向大别山挺进。

冀鲁豫军区独立第1旅于6月27日先行秘
密渡河，在戴庙、蔡楼地区接应第一纵队渡河，
并配合第一、第二纵队行动；原在黄河南岸的独
立第二旅在旧城集、临濮集地区接应第六纵队
渡河，并配合其作战；第一纵队于魏家山、张堂
等渡口渡河，在独立第1旅协同下，围歼郓城及
其以北守军；第二纵队于孙口、林楼等渡口渡
河，以一个旅围歼皇姑庵守敌，主力插至郓城以
西协同第一纵队作战；第六纵队于李桥、于庄等
渡口渡河，围歼鄄城及其西北地区守军；第三纵
队为战役预备队，进至白衣阁附近，视情况随第
六纵队或第二纵队渡河，扩大战果。在主力渡
河的前一天，以太行、冀南、冀鲁豫军区部队各
一部和豫皖苏军区部队，在黄河两岸分别向当
面之敌发起攻击，迷惑和牵制敌军。

开始战斗，吹响冲锋号

1947年6月20日，刘邓首长向各部队正式
下达命令，宣布实施鲁西南作战。1947年6月
20日晋冀鲁豫军区役字第十四号基本命令指示

“我军以越过黄河反攻敌人之目的，决定实施鲁
西南作战”。

1947年6月26日，晋冀鲁豫军区役字第十
六号作战命令指示“此次作战关键，首在迅速确
实，割裂包围散步之敌，各纵队在渡河后，即应
不顾疲劳地大胆实施这种割裂和包围，以便各
个歼灭之。防止敌人向其西南逃走，纠正任何
可能丧失战机的现象”。

1947年6月27日，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
战字第二号命令指示“决定本纵队明（廿八）日
继续前进，各旅及纵直均于明日十八时早由现
驻地出发。四旅到达白衣阁一带宿营，五旅进
到范县西南颜村铺一带宿营，六旅进到马家集、
保安寺一带宿营，纵司令部住乌家沟。各部宿
营分界线如附图。明日宿营地已离黄河不远，
希各部注意保守秘密”。

1947年6月29日，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
战字第三号命令指示“为达成反攻目的，本纵队
决定于三十日夜分由林楼、孙口强渡黄河”“强
渡手段事前务必隐蔽秘密迅速，动作时应果敢
勇猛一举而登陆”“本部医疗队并带野战医院一
个所随六旅后渡河，并由六旅指挥，接收该旅之
伤员，局面未打开之前，伤员不向后运”。

6月30日晚，刘邓大军一、二、三、六4个纵
队12万余人，以突然勇猛的动作，从8个渡口同
时强渡黄河，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歼
敌一部。刘汝明急令整编第五十五师第七十
四、第二十九旅退集郓城，整编第六十八师主力
和整编第五十五师第一八一旅退守菏泽。晋冀
鲁豫野战军一纵渡过黄河后，一刻未停，直扑郓
城，7月3日与晋冀鲁豫军区独立旅完成对郓城
的包围。对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渡过黄河，国
民党军陆军总司令兼徐州司令部司令顾祝同甚
为震惊，慌忙从豫北、豫皖苏边界地区抽调3个
整编师又一个旅，连同整编第七十师组成第二
兵团增援鲁西南。该兵团司令官王敬久以第一
五三旅进至定陶，与退守菏泽的部队组成西路，
以地方团队防守曹县城，以整编第三十二、第六
十六师各两个旅经金乡北上，会同整编第七十
师组成东路；将整编第五十八师及整编第六十
六师第一九九旅，配置在金乡作为后应。企图
以整编第五十五师坚守郓城，吸引晋冀鲁豫野

战军主力于城下，然后以东、西两路援军向北钳
击其侧后，迫其背水作战。

刘伯承、邓小平识破了这一企图，立即采取
攻其一点（郓城）、吸其来援（金乡）、啃其一边
（定陶）、各个击破的方针，以第一纵队等部攻取
郓城；以第二、第六纵队迅速从东、西两路援敌
之间向南，攻占定陶、曹县，以第3纵队进到定陶
以东待机。7月7日黄昏，我军发起总攻，在肃
清郓城外围后，经9小时激战，至次日凌晨，将守
军全歼。

7月10日，国民党援军东路整编第七十师
（1个半旅）、整编第三十二师和第六十六师主
力，分别进至六营集、独山集、羊山集地区，由北
向南摆成一字长蛇阵。晋冀鲁豫野战军当即调
整部署，转兵东进。13日拂晓，第1纵队将位于
六营集的整编第七十师、独山集的整编第三十
二师隔开，并切断其与羊山集整编第六十六师
的联系。

当日中午，第二纵队在谢集歼国民党军一
个团，随即向东协同第三纵队包围羊山集。王
敬久发觉所部被分割后，举棋不定，先令北边的
整编第七十师和南边的整编第六十六师向中间
的整编第三十二师靠拢；复令整编第三十二师
向北接应整编第七十师，再向南靠拢整编第六
十六师。整编第三十二师在第一纵队追击下，
师部率一个旅逃入六营集与整编第七十师会
合，其第一三九旅则被第一纵队和第六纵队一
部追歼于逃往嘉祥的途中。防守嘉祥城的整编
第七十师一部，也被迫向济宁撤逃。与此同时，
第六纵队主力紧缩对六营集的包围圈。刘伯
承、邓小平考虑，六营集为仅有200户人家的村
庄，粮食饮水奇缺，敌军两个整编师师部和两个
半旅挤在这一狭小地区内，若对其四面围攻，敌
必作“困兽之斗”。因此采取“围三阙一”部署，
以第一纵队在六营集以东布成袋形阵地，以第
六纵队于14日20时由西向东对六营集发起猛
攻。整编第三十二、第七十师向东突围，被第一
纵队全歼。

这其中，定陶一战，我军创造了一个纵队单
独全歼国民党正规部队一个旅的范例，受到了
野战军刘邓首长的表扬。定陶战役中，六纵十
八旅排长王克勤英勇牺牲。王克勤生前是全军
爱兵模范和杀敌英雄，1945年被解放参加人民
解放军，之后一年内，他一人歼敌232名，俘敌
14名。他创立的思想、技术、生活三大互助的带
兵方法1946年就被推广，当时全军普遍开展了

“王克勤运动”。他牺牲后，刘伯承沉痛地说：
“蒋介石一个旅也换不来我一个王克勤”。

1947年7月12日至15日，我军与国民党军
队激战六营集、独山集。

六营集、独山集和羊山集，是由北向南排列
的三个集镇，相距各约15公里。国民党三个整
编师各具一镇，三镇首尾相衔，酷似一条长蛇。
时值酷暑，数万敌军归集于六营集，人、马、车辆
聚集一隅，加上争粮抢水，未战先乱。此时，蒋
介石命令整编七十师和整编三十二师向羊山集
靠拢，形成“核桃”，避免围歼，在我军强大的炮
火阻拦下，突围未成，蒋介石又改令其死守。

为防止包围圈过紧、过死，逼迫守敌做困兽
斗，刘邓首长将四面合围的态势改为：北、西、南
三面攻击，在东面济宁、嘉祥方向布置口袋战
术。

7月14日20时，解放军一纵、六纵向六营集
国民党军发起总攻，敌整编三十二师为左路，整
编七十师为右路，从六营集东面冲出，钻进我一
纵预设的埋伏。15日8时，除整编三十二师师
长唐永良一部逃往济宁外，其余全部被歼。

集中兵力决战羊山集

陈锡联《鲁西南战役中的第三纵队》写道：
“三纵于7月13日黄昏赶到羊山集，将整编六十
六师团团包围，并于当晚向敌人发起试探攻击，
八旅为重点从东面，九旅从西南面进攻羊山之
敌，以七旅为预备队。羊山集北靠羊山，周围有
寨墙，墙外有丈余宽的壕沟，时值雨季，为积水所
包围。村南地势低洼，不利我军进攻。整编六十
六师占据羊山后在山上山下，利用日伪留下的碉
堡工事进行了加修，构成了羊山为核心的环形防
御工事。三纵初次攻击羊山及羊山集，占领部分
阵地，终因无法固守被迫撤了出来”。

从陈锡联的回忆中，不难看出羊山易守难
攻的特点。羊山地处金乡以北，为鲁西南战略

要冲，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精锐之师整
编六十六师于7月8日到达羊山集，随即依托羊
山有利地形、旧城古寨和日伪军修筑遗留下的
据点构建工事，形成了坚固完备、火力密集的山
地要塞。

1947年7月15日，二纵、三纵主力联合对
羊山集发起第二次攻击。三纵八旅从东北角攻
击“羊头”。二十二团营长吴锡山率领全营和敌
人反复冲杀二十多次，攻占了羊头，但因石头太
多，无法构筑工事。天亮敌人反扑，吴锡山壮烈
牺牲。三纵九旅从正南方向突击进攻，二纵四
旅从羊山西南攻击羊山集西大街，五旅攻击“羊
尾”。至16日拂晓，因受制高点火力压制，被迫
退回到原进攻阵地。该处守军以羊山作依托，
南侧地形低洼、积水较多，虽经两天激战，我军
进展不大。

刘华清《羊山集战役前后》中回忆，“整个部
队从上到下，从干部到战士，人人求战心切，情
绪激昂，纷纷打电话向旅首长要求任务，请求上
级把主攻羊山集的任务交给我们旅。我们及时
把部队的这些思想情况向上级做了具体汇报”。

7月18日拂晓，整编六十六师利用羊山制
高点有利地形，在炮火掩护下，向我军攻击部队
实施反冲击，二纵、三纵伤亡较大，撤出战斗。
全天下雨，羊山附近成为一片沼泽。

7月19日夜间，刘邓首长调六纵十六旅配
合二纵、三纵主力向羊山发起第三次攻击。四
十六团和四十八团，经彻夜苦战，逐步攻占了敌
人的羊腰阵地，遭敌人反扑，伤亡惨重。年仅21
岁的二连连长、战斗英雄张天才牺牲于羊山之
巅。二纵五旅由羊尾向主峰攻击，六旅由西面
向羊山集主攻，四旅于羊山集西南攻击，三纵仍
从东面攻击。激战一夜，我军全部占领羊山西
街和“羊尾”。由于在战法上仍没有集中兵力先
打羊身制高点的关键部署，最终又告失利。

蒋介石得知整编第三十二师等部连续被
歼，羊山集整编第六十六师告急，于19日飞抵开
封坐镇指挥，从西安、洛阳、豫北、山东、汉口等
地抽调7个整编师又两个旅，向鲁西南驰援。20
日，又令王敬久率整编第五十八师和第一九九
旅，在飞机、坦克掩护下由金乡北上，以解羊山
集之围。

7月 23 日，刘邓二人冒雨亲临羊山集前
线。为争取先机之利，以独立第一、第二旅进至
万福河阻援，将第一九九旅和由羊山集出来接
应的一个团全歼。当日，中央军委、毛泽东指示
刘邓：“刘邓，陈粟谭，华东局：在目前情况下，为
了确保与扩大已经开始取得的主动权，对军事
部署建议如下：（一）刘邓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
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
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
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
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
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
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
动战”。

7月24日，陈再道、陈锡联两位纵队司令
员，到前沿阵地查看地形，了解敌情，并向刘伯
承、邓小平汇报。

敌师长宋瑞珂，急切要求蒋介石援军迅速
赶到。7月25日，蒋介石知道败局已定，特意派
飞机给宋瑞珂投来亲笔信。信中写道：“羊山集
苦战，中正闻之，忧心如焚。望吾弟转告部下官
兵暨诸同志，目前虽处于危机之秋，亦应固守到
底，希弟信赖上帝庇佑，争取最后五分钟之胜
利”。

宋瑞珂对他的副参谋长说：“我们不是天主
教徒，上帝也不会保佑我们，不必复电”。

7月27日18时，集中第二、第三、第六纵队
对羊山集发起总攻，21时攻占羊山主峰，占领制
高点。战至28日下午1时，全歼羊山守敌整编
六十六师，生俘中将师长宋瑞珂、少将参谋长郭
雨林等官兵23000人。

1947年7月28日，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
战字第五号命令指示“羊山集守敌六十六师已
被全部歼灭，五十八师、三师仍在金乡及其以北
地区”。

战役结束后，刘邓大军挥戈南进大别山，直
捣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区。为纪念此次战役，
刘伯承赋诗一首：“狼山战捷复羊山，炮火雷鸣
烟雾间。千万居民齐拍手，欣看子弟夺城关”。
当年指挥部的房东回忆，“指挥部是一个有26间
房屋的大四合院。房屋布局讲究，井然有序。

大门朝西，有个向东走的小土门。周围除了几座
青砖包皮的瓦房外，都是些普通低矮的土平房。
四合院里和外围有几十棵参天大树，茂密的枝叶
把整个大院隐蔽得恰到好处。机要房在堂屋，西
屋和东屋住着陈再道司令员等首长。墙上布满
了标着许多红蓝色箭头的军事地图。其他屋里
也都住着官兵，戒备森严。发电报的嘀哒声、电
话铃声、接打电话的呼叫声，不绝于耳。大门前
的战马、汽车来去匆匆。天空中国民党的飞机不
时怒吼飞过，战争气氛非常紧张”。

支前民工回忆当年战斗，“当年，我和老伴都
18岁。刚结婚没几天，就和新婚妻子上了前线。
我们正年轻，都是热血青年。我的任务是带领二
十多个乡亲昼夜抬担架，救伤病员。妻子跟着妇
救会的人上前线，为战士们送饭送水，包扎伤
员。当时，是大伏天。老天好像被大炮轰了无数
个窟窿，大雨一直倾泻不停。四通八达的战壕里
积满了泥水，战士们吃睡都在泥水里，伤口泡得
发白、溃烂，直流浓血。炊事员开始还把饭菜放
在木板上，推着到各班送饭，后来干脆把锅漂在
水上，用力轻轻一推，铁锅就晃晃悠悠自己漂浮
过去。最讨厌的是遍布在壕沟旁的敌尸，因是夏
季天热，数日雨水淋泡，尸体很快腐烂，散发出令
人窒息的恶臭。有不少战士被恶臭气息熏晕，我
们担架队的人就用毛巾蘸点白酒，盖在晕倒战士
的鼻子上，让他们清醒缓过来。

我们担架队不分白天黑夜冒雨上前线，一
天抬下伤病员几十人，浑身上下拧抹得不像个
人样。一天只吃一顿饭，睡不上两个钟头。我
父亲和我二叔更忙。他们夜里铡草、磨料、挑
水，为首长喂牲口。白天还要赶着轱辘头（太
平）车拉烈士的尸体。拉来的烈士尸体，都埋在
了现在的大谢集镇徐庄村的西南角，和王胡同
村小学的后面。 打羊山的前一天，村民们扛来
长棍、抬来寨门、拿来绳子等，帮着战士们在村
东北角紧贴家后的树林里，扎起了一个七米多
高的‘瞭望台’。不时，有首长登台用望远镜向
羊山观望”。

鲁西南战役的胜利，是我军实行大反攻后
的第一个大胜利，是实行战略转变具有关键性
的一仗，在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上具有极其重
要的地位和意义。

这一胜利从根本上打乱了国民党军队重点
进攻的战略部署，有力地支援陕北、山东解放区
军民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改变了我军的战局，
也为实现党中央把战争引到国民党统治区，发
展中原战局奠定了前进的基础。这场战役，不
但给国民党军以沉重的打击，更促使刘邓大军
有条件提前向南实行千里跃进的行动，不但加
速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并为刘邓大军的行动
赢得了主动。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战
争战略反攻的序幕。

鲁西南战役中，国民党军统帅蒋介石虽然
调集了18万的兵力，并派飞机轮番助战但终未
能挽救其失败。刘邓大军经过28天连续作战，
以1.3万伤亡代价，歼灭国民党四个整编师部、9
个半旅，共5.6万余人，击落飞机4架，缴获坦克
2辆、炮827门、轻重机枪1887挺、电台44部、骡
马2168匹、汽车56辆及大量枪支弹药；收复了
黄河南岸大片土地，解放了数百万人民。

走出鲁西南战役纪念馆，不远处就是耸立
革命烈士纪念塔，正面是集毛泽东手书“革命烈
士纪念塔”七个大字，背面是刘伯承于1952年
12月 1日专给金乡县筹建羊山烈士陵园的题
词：“人民解放军鲁西南战役乃打开了战略反攻
挺进长江的前门，阵亡将士受到人民的纪念，永
垂不朽！”

鲁西南战役纪念馆东侧，是一座与纪念馆
同时改造建设而成的兵器园，陈列着飞机、坦
克、导弹等武器装备。在这里，耳畔依然响起着
震撼天地的雄浑的涛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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