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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1949 年的解放战争，以歼灭国民

党 800 万军队的伟大胜利告终，新

中国由是建立。关于解放战争，如今已出版了很多著

作，发表了数以千计的论文，但是，很少有人论及在解

放战争前、解放战争中曾经由黄克诚、粟裕提出过三

大建议，正是这三大建议改变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黄克诚提出了第一大建议

第一个大建议，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战争

前由黄克诚提出的。日本政府于 1945 年 8 月 10 日

发出乞降照会。同日，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为日本投

降事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限令敌伪投降的

四道命令。8 月 11 日，延安总部又连续发布了六道命

令，命令晋绥解放区贺龙领导的武装部队、晋察冀解

放区聂荣臻领导的武装部队、冀热辽解放区的武装

部队向内蒙和东北进军；命令山西解放区的武装部

队肃清同蒲路和汾河流域的伪军；命令各解放区的

武装部队，向一切敌占区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迫

使日伪军投降。其中提到，晋绥部队、晋察冀部队、冀
热辽部队“向内蒙和东北进军”。但是，当时这些部队

事实上都在本地区，“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
敌伪军发起进攻，迫使其投降，不可能“向东北进

军”。而蒋

介 石 则 利

用空降、空
投 的 条 件

迅 速 派 精

锐 军 队 接

管东北。在
此情况下，

苏 北 新 四

军 三 师 师

长 黄 克 诚

经 郑 重 考

虑后，于 9
月 14 日发

电 报 给 中

共 中 央 华

东 局 转 中

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建议调 5 至 10 万部队进军东

北，建立总根据地。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考虑从日本占领

军手中收复东北，他把东北地区称之为中国革命胜

利“巩固的基础”，“如果我们有了一大块整个的根据

地，包括东北在内，就全国范围来说，中国革命的胜

利就有了基础，有了巩固的基础”。因此，毛泽东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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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这一建议后，深知其重大价值。9 月 15 日晚

上，中央政治局彻夜开会，最后形成一个重要决策：

舍弃南方所有的根据地，全力抢占东北。这个“向北

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思想，“对后来解放战争的战

略形态、战役样式和战争进程，具有极其重要的影

响 ， 对 解 放 战 争 的 历 史———自 北 向 南 的 战 役 走

向———犹如一个重要的索引”。9 月 19 日，中共中央

发出指示，明确指出党在全国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

展，向南防御”，党和军队的主要任务是“完全控制热

（河）察（哈尔）两省，发展东北并争取控制东北”。两

淮战役刚结束，第三师即接到中共中央军委开赴东

北的命令。1945 年 9 月 28 日，第三师全部 35000 余

人，踏上了向东北进军的征途。黄克诚没有轻信东北

到处是武器和物资的说法，不但坚持让官兵把武器

都带上，而且还带上了过冬的棉衣。事后证明，他的

这个命令具有惊人的预见性。黄克诚提出调 5 至 10
万部队进军东北，建立总根据地的建议时，东北地区

属于我党领导的军队，只有一千几百人。原来，七七

事变后，东北抗日联军全盛时期曾达 4.5 万人，但到

1942 年 8 月时，只剩下一千人，指战员们撤退到苏联

境内，在那里整训，至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后才随

同苏联红军回到东北。自1942－1945 年的整整三年

时间里只有 15 支（一说 13 支）小游击队在东北地区

进行活动，而每支小游击队的人数不超过 15 人。东

北地域辽阔，一千几百人的部队能发挥多大作用？黄

克诚的 35000 人精悍部队到达东北后，与其他部队

一起，迅速解放了东北大片地区，为其后华北地区等

部队进入东北打下了初步的、良好的基础。建设解放

战争“总根据地”的任务，也因此得以胜利完成。如果

没有黄克诚的这个重大建议，如果没有黄克诚率领

的 35000 人迅速进军东北，东北这一解放战争中的

“总根据地”就不可能这么快地建立起来。而后才有

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才有百万雄师进军关内，促进

了解放战争的加速胜利。所以，黄克诚这一改变了后

来解放战争进程的重大建议，厥功至伟！

粟裕提出了第二大建议

改变解放战争进程的第二个大建议，是由粟裕提

出的。1946 年 6 月 22 日中央军委（毛泽东拟稿）于蒋

军对我全面进攻后制定的一项我军在外线作战的战

略计划，请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考虑。其要点如下：

（一）太行区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

主要兵力尽可能攻取长垣、考城、民权、兰封、封邱、
宁陵、睢县、杞县、陈留、通许、太康、柘城、濮阳、商

邱、鹿宜、西华各点，主要着重在野战中消灭敌军有

生力量，相机占领开封。
（二）山东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山

东主要力量，配合苏皖北部各区，攻取黄口、砀山、虞
城、涡阳、夹沟、符离、宿县、任桥、固镇（即徐蚌间）各

点；主要着重调动徐州之敌于野战中歼灭之，相机占

领徐州。
（三）太行区除山西对阎（锡山）部外，其余以一部

监视豫北之敌，应以最大主力出动于豫东区域。
（四）山东以胶东对付青潍，以渤海对付济南，其

余鲁中鲁南滨海三区主力及新四 （军） 主力全部南

下；只要占领开封徐州间及徐州蚌埠间主要铁路及

上述各县城的半数左右，极为有利，有些县城可让地

方部队逐次攻占之，我主力不必每个（县）城均去打。
（五）（略）

（六）（略）

（七）粟谭（震林）主力对付江北之敌，配合你们

作战。
（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

四）（略）

1946 年 6 月 26 日，华中分局接到指示：粟裕率

主力（不少于十五个团）位于（淮南）三、四分区与陈、
舒（同）配合一举占领蚌（埠）浦（口）间铁路线，彻底

破坏铁路，歼灭该地之敌，恢复三、四分区失地，并准

备打大仗，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并限令于 7 月 10
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待命出击。

这一战略计划的核心思想是，蒋军向我内线进

攻，我军到外线与蒋军作战；蒋军北进，我军南下，敌

进我进；蒋军企图占领我解放区，我则向敌占区出

击，相机占领开封、徐州。
当此时刻，粟裕以全国人民、全党、全军的利益

为重，敢于直言，认为此战略计划关系到解放战争的

命运和前途，不能机械执行。他于 6 月 27 日向中央

军委和陈毅军长发电报告，拟在苏中内线进行作战。
他建议：苏中主力则以扬泰为进攻目标，以钳制顽军

西移（下略）。粟裕发出电报后，又立即赶到淮安，同

华中分局的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共商。他们都

同意粟裕的意见。于是，邓、张、谭、粟联名于 6 月 29
日再次上报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建议在第一阶段中，

华中野战军第一师和第六师仍留苏中解决当面之

敌，改善苏中形势与钳制敌人：在山东及太行完成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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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阶段任务后，华中野战军第一、第六师再加入蚌

埠、浦口线作战，完成第二阶段任务。在电文中，他们

“根据此间实情”，申述了在苏中内线作战的理由：

甲、山东主力转至淮北后，其粮食必由

华中供给，仅淮北粮草甚难长期支持，必须

由淮海至盐阜补助方可；

乙、华中主力转至淮南后不仅粮食须

由苏中供给，即民夫运输恐难支持，因淮南

地广人稀（仅一百三十八万人口），交通不

便；

丙、苏中公粮收入占全华中二分之一，

人口亦占五分之二（共九百万人口），对支

持今后长期战争有极大作用；

丁、苏中当面共有顽军九个师（旅），我

军主力亦集中于苏中，如即向淮南转移，不

仅七月十日难于到达 （须迟至七月二十

日），且将使苏中有迅速被顽攻占极大可

能。因陶（勇）纵、七纵全部及□（原文不清

楚）纵之两个旅，六纵之一个旅，均系苏中

部队编成，致苏中地武已很弱，难于担任钳

制任务。如苏中失陷，淮南战局万一不能速

胜，则我将处于进退两难 （苏中大部为水

网，如被顽占据不易夺回），结果不仅对苏

中本身不利，即对华中整个作战部队之供

应更有极大影响。为此我们建议：在作战第

一阶段中，王（必成）陶两纵仍位于苏中解

决当地之敌，改善苏中形势与钳制敌人，使

顽无法西调，至山东及刘邓主力完成第一

阶段进行第二阶段时，我们再以王陶两纵

加入（八月中旬）蚌浦段作战，但在第一阶

段时，我们可以四旅（以九纵对调）、五旅配

合，及淮南独立旅担任蚌浦段之破击，阻止

浦口敌人北进，以配合山东主力于淮北作

战，即或五军进至蚌埠，而

在徐州顽军北进及刘邓切

断开徐段，以及淮南九个

团阻止顽军情况下，我们

此种部署对徐蚌段作战无

大影响，是否有当请立电

示。
这两个电报是冒着“抗命”的政

治风险的。叫你去外线作战，你要在

内线抗敌；叫你去淮南打仗，你要留

苏中歼敌；叫你西进到蚌浦地区打

大仗，你要在扬泰击敌，这不是“抗

命”吗？1946 年 7 月 4 日，毛泽东深

思四天后接受粟裕的建议，作出指

示：“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

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以实践作

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这个大

问题上，粟裕的建议是正确的。如在 1946 年 7 月，解

放军到外线作战，企图占领开封、徐州，结局如何，实

难预料。

第三大建议也是由粟裕提出的

改变解放战争进程的第三个大建议，也是由粟

裕提出的。1948 年 1 月，中央军委电令粟裕，要他率

领三个纵队，渡长江南进，在南方数省执行宽大机动

作战的任务。又是粟裕建议：三个纵队暂不过江，集

中中原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主力，争取在中原黄淮

地区再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毛泽东再次接受粟

裕的建议。其后乃有豫东战役的大胜，及其后济南战

役、淮海战役的大捷。相反，如果粟裕机械执行中央

军委命令，渡江南进，进行无后方作战，结局会怎样，

也很难说。
综上可见，黄克诚、粟裕的这三大建议，影响了

解放战争的进程，促进了解放战争的早日胜利。黄克

诚、粟裕对解放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淮海战役前夕，粟裕（左）同张震（中）等一起研究作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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