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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刘振华出生那年刚好是中国共产党诞生

的那一年。至于个人的准确生辰，他或许并

不知道是7月的哪一天了，但他认定7月1日

就是自己的生日。他认为自己的人生及命

运，都和党紧紧联系在一起。
刘振华是山东泰安人，16岁高小毕业，考

入滋阳乡村师范学校。七七事变后，学校停

课。1938年4月参加八路军，在山东抗日游击

队四支队司令部警卫连当战士，同年6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他从士兵到师长，从

山东抗日根据地到东北战场，再从海南岛到抗

美援朝前线，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参加大

小战役、战斗数百次，和战友们攻下了一个又

一个高地，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那些峥嵘岁月中九死一生的经历，无论

作为荣誉还是作为传奇，也许都不可能在他

的生命中细数了，但解放海南岛战役中的那

些故事，尤其让他难忘。电视剧《解放海南

岛》的播出，让这位老将军在重重回忆中又

回到了那难忘的战斗岁月。

二

当时的刘振华28岁，是一一八师政治部

主任。
解放海南岛，是解放军第一次较大规模

的渡海作战。大海挡住了解放军的去路。国

民党军海南岛防卫总司令薛岳拥有50多艘军

舰，40多架飞机，纠集残敌约10万之众。而

解放军一无海军、空军，二无海上作战经

验。要使一支对大海完全陌生的陆军在短期

内学会一套渡海作战的本领，并打破敌人的

“海陆空立体防线”，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早打还是晚打？用木帆船还是购买登陆

艇进行渡海作战？是完全采取小型偷渡还是

经过一两次小偷渡后实施大规模渡海，一举

解放海南岛？在这些问题上的争议和分歧，

相当激烈。有人主张晚打，并提议去港澳买

登陆艇和改装机器船。时任四野第十二兵团

副司令员兼第四十军军长的韩先楚态度非常

一位老将军记忆里的
海南岛战役
■ 李恕海

刘振华， 1921年7月生， 山东泰安人， 1938年入伍，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经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抗美援

朝战争， 在战争年代从连、 营、 团、 旅、 师政工干部到军事干部， 曾任副师长、 师长、 支队长。 新中国成立后， 历

任副军长、 军参谋长、 军副政委、 军政委， 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旅大警备区第一政委， 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外交部副

部长， 沈阳军区政委， 北京军区政委等职。 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 十届、 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 第十二届、 十三届

中央委员。 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在八届全国人大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 曾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 二级解放勋章、 独立功勋荣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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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朗，明确提出要早打、用木船打的主张，

并陈述了晚打和买登陆艇的种种弊端，最后

确定用木船去解放海南岛，决心以劣势装备

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关于渡海作战等问题，1949年12月18日，

毛泽东在莫斯科访问期间，发回一份电报，

明确指示：“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

军 （四五万人） 的全部兵力，与3天以上粮

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

立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显然，这是肯

定和支持韩先楚的建议。
刘振华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况，那是

1950年3月间，韩先楚根据上级指示和冯白

驹的建议，指挥部队向海南岛进行了两次偷

渡，都胜利了。这时，对下一步行动又出现

了重大分歧：是万船齐发，大举登陆，还是

继续组织小型偷渡？眼看南渡海峡最为有利

的季风就要过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

韩先楚焦虑万分。那天夜里，韩先楚给兵

团、四野发了一份较长的电报，并转报中央

军委和毛泽东，陈述我海练已成熟和敌人防

御情况、大规模渡海作战与继续小型偷渡的

利弊关系及我之决心。

不久，继四十军、四十三军先锋营偷渡

成功后，四十军组织一个加强团第二批偷

渡。按照原来的计划，由一名团政委任加强

团指挥员。韩先楚听了情况后，认为这次偷

渡任务艰巨，困难很大，鉴于金门失利的教

训，没有更高一级职务的人任登陆指挥员，

他不放心。韩先楚赶到四十军一一八师，希

望有师一级的干部出马。
为了更详细地了解干部，韩先楚并没有

指派某一个人来担当这个职务，而是希望有

人毛遂自荐。当时的师长邓岳、政委张玉华

在会上也一再鼓动大家。
这时，刘振华站了起来：“我去。何况

我是一名政工干部，还需要多一些实战锻

炼。”

见站起来的是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这

很出乎韩先楚的预料。本来，他是希望有一

名军事干部站出来，毕竟这是要出任军事指

挥员。但是，瞬间的惊奇在韩先楚的脸上掠

过之后，他那一向严肃的脸颊透出一丝不易

察觉的微笑。他为刘振华高兴。韩先楚太了

解刘振华了：他在抗日战争时就被誉为“能

打仗的政工干部”。在东北战场上，他们与

国民党新五军作战，在包围了陈达林所部

后，二纵担任主攻，三纵负责打援和截击新

五军突围。韩先楚派纵队侦察科长混入新五

军军部驻的村子，摸清了底细，抢在二纵之

前，发起攻击。当时担任主攻的是七师的主

力二十团，而刘振华当时就是二十团的政

委。二十团在战斗中打得很英勇，虽伤亡惨

烈，其三营伤亡重大，九连生还不足一个

班，二连伤亡近半，但二十团终于冲进新五

军的指挥部，活捉了军长陈达林。面对一个

政工干部要挑军事重担，韩先楚当然为之高

兴，因为在解放军的历史上，很多战斗中，

一向都是军政不分家的，团长牺牲了，政委

指挥；反过来，很多军事干部做起政治工作

也是一把好手。现在，韩先楚看刘振华站在

自己面前主动请缨，就知道他已胸有成竹。

但战争毕竟不是儿戏，既要靠勇气，又

要凭实力，更要靠智慧。这次登岛作战不同

于陆战。当时，解放军一没有飞机、军舰，

缺少“硬货”；二没有渡海经验，许多官兵

是旱鸭子。在这么多的困难下，一个政工干

部如何能担起如此重任？刘振华反复思考，

认为“一个战役，指导思想是第一位的”。
关键时刻，他想起了他的拿手本领“思想政

治工作”。
当年刘振华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七

师二十团政委时，不少刚参军的新战士阶级

观念模糊，经常有人开小差。他知道后，就

在全团深入开展“吐苦水、算苦账、挖苦

根”的诉苦教育，一下子就提高了战士们的

思想觉悟。他的“三苦”教育经验得到罗荣

桓的充分肯定，在东北部队全面推广，后发

展成为“新式整军运动”。这就是闻名全军

的“诉苦教育第一课”。

这一经验在解放海南岛战役中被刘振华

运用得炉火纯青。“战士要有解决困难、不

怕牺牲的精神。我们在战士中搞诉苦教育，

坚定了他们的斗争信念。”于是，怕水的官

兵学会了游泳，晕船的官兵不再畏惧海洋。
回想起当年，刘振华一再强调思想政治教育

的重要作用。
这次登岛偷渡作战因水流变化而偏航

了，由原定在临高改为在澄迈登陆，刘振华

率部边打边进，击溃敌10个营的阻击，登陆

成功。
天快亮时，依然看不清东西南北。突

然，刘振华听到右前方远处传来枪声和手

榴弹的爆炸声，这才知道船队已经靠近海

南岛了，是接应的部 队 与敌 人接 上 火了。

因海水流向转变，船队偏离登陆点临高20
多公里。
“从当时船队所处的位置再到预计登陆

点临高，至少还需要3个小时。而且就在这

时，对岸的守敌发现了我们偷渡的船队，密

集的火力向我们扫射过来。”漂散的船队不

断用报话机请示登陆点。这时，刘振华果断

下达命令：“向我靠拢，就近靠岸，强行登

陆！”
刘振华带领周围4只船200多人先行登

陆。在敌人猛烈的枪炮声中，有的船中弹下

沉了，有的船体被打漏，有的机器被打坏，

一名副团长和几名战士受伤。

“我的指挥船就中了几十发子弹，子弹

从耳边穿过。我们的战士表现得非常英勇，

一个水手负伤了，第二个马上接替他，第二

个倒下了，第三个又接上来。看着倒在血泊

中的战友，战士们打得更英勇，将仇恨的子

弹射向敌人……”刘振华说，离海岸2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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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团政委邹平光跃身下海，带领一个加强

排涉水登陆，首先攻下敌人的一个地堡群，

撕开了敌人海防的突破口。
刘振华沉痛地回忆，三五二团二营四连

两艘木船在海上与敌舰和敌机展开激战，木

船被炮火击中，他们英勇顽强，一直战斗到

木船沉没，100多名官兵全部壮烈牺牲，鲜

血染红了海面。每每谈起这段历史，刘振华

在引为自豪的同时，总有难以言喻的痛惜。

“我们的战士最可爱，最富有牺牲精神！我

常常怀念那些牺牲的战士。”正如刘振华所

言，“统帅要知兵心，兵要了解统帅之意

图，方能实现上下统一”，当年跟随他出生

入死的官兵无不庆幸他们拥有一个“能打仗

的政工干部”。
腾空升起信号弹，短兵相接大厮杀。激

战中，报务员牺牲了，电台也被炸毁了，最

关键的时刻无法和军指挥所联系了。刘振华

火速命令：点火，打信号弹！于是，在硝烟

滚滚的澄迈县海岸燃起3堆熊熊大火，腾空

升起3颗红色信号弹！

三五三团二营一个排冲上岸，连续攻占

敌人4座地堡，后遭到3架敌机扫射，7名战

士当场牺牲，其他战友对空射击，一架飞机

冒着黑烟坠落下来。在雷公岛上，展开了一

场更加激烈的争夺战。三五三团二营3艘船

不足百人上岛后，与守敌一个加强营对峙。

激战两昼夜，在毙伤敌人260多人后，二营

最后只剩下11个人突围出来，其他战士全部

牺牲。
就这样，各自为战，各船为战，四十军

渡海加强团在东起林诗港、玉包港，西至红

牌港一带先后登陆，随即向纵深进发。
第四天上午，刘振华率领的这支插进敌

人心脏的先遣团终于冲破了艰难险阻，到达

预定目的地———美厚村，与琼崖纵队及先前

成功偷渡的先锋营胜利会师了。
4月16日，四十军、四十三军万船齐发，

向海南岛发起了大规模登陆作战。

5月1日，岛上残敌全部肃清，五星红旗

插到了天涯海角。于是，解放军战史上又多

了一个以劣胜优的典范战例———“小木船打

败大军舰”的奇迹。

三

转眼60多年过去了。岁月沧桑，多少往

事让刘振华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军心潮澎

湃。无论抗战岁月，还是抗美援朝，作为政

治和军事指挥员的他，总是指挥若定，冲锋

在前，敢于担当，时时作为先锋典范，极具

亲和力、感染力和影响力；作为军人，他更

是遵循着“宁可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

生”的铮铮言词，以“血战到底，有进无

退，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大无畏英雄气

概，创造着惊天地、泣鬼神的感人壮歌；作

为一个忠诚的革命者，他从没有动摇过对共

产主义的信仰，真正做到了“坚定不移、矢

志不渝”。
回想起60多年前那场震惊世界的战争史

上的奇迹，我们更对刘振华将军肃然起敬。
让我们永远铭记解放军以少胜多、以劣胜强

的光辉历史。他让我们感受到了共产党人的

无私无畏的精神境界，更让我们领悟到老一

辈革命军人身上所拥有的“听党指挥、服务

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作风。
当年的战场，如今已成为改革开放的前

沿。放眼琼岛，满目生机，一派繁荣。几年

前，精神矍铄的刘振华将军再次回到海南

岛。在当年登岛作战的地方，他伫立良久。

他记得当时进海口的时候，这座小城连二层

楼都不多，大都是一些茅草房。而现在，海

口已成为一座现代化的海滨城市，成了经济

特区。这翻天覆地的变化，怎能不让他感慨

万端？作为一名老将军，一名老党员，他当

年不惜赴死去奋勇争夺的一个高地，不就是

为了让更多的人站在这个高地上，饱览这日

新月异的美丽风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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