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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和陈云虽然不在一起共事，但却是他们革命历程中共同

点较多的时期。他们都处在军事斗争第一线，这是邓小平和陈云少有的同时从事军事工作的时

期。他们都在地方工作，邓小平从晋冀鲁豫中央局转战到中原局，后又到西南局并主政西南，

而陈云除解放战争时期之外，其他时期基本在中央高层工作。这一时期他们都在党的建设、土

地改革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可见，这是邓小平和陈云少有的都在地方工作的时期。解放战争

时期，邓小平千里跃进大别山，陈云主动请缨去南满，坚决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二人

都表现出不畏艰险、勇挑重担的革命精神，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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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和陈云坚决

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勇

挑重担，不畏艰险，先后担任党和军队

的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一直处在战略全

局的关 键 位 置，处 在 对 敌 斗 争 的 最 前

线。这期间，邓小平和陈云虽然不在一

起共事，但却是他们革命历程中共同点

较多的时期。

一、他 们 都 处 在 军 事 斗 争 第

一线，这是 邓 小 平 和 陈 云 少 有 的

同时从事军事工作的时期

邓小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部

分时间都是带兵打仗，解放战争时期更

是处在军事斗争第一线。陈云自称不懂

军事，解放战争时期是他革命历程中一

个很不平凡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陈

００１

邓小平研究　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Ｄｅｎｇ　Ｘｉａｏｐ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Ｏ．４　２０１８

DOI:10.16870/j.cnki.51-1763.2018.04.014



云一直处在军事斗争第一线，参与了领

导东北解放战争的全过程，成为与邓小

平同时从事军事工作的少有的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在与共产

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不断挑起局部

战争。由刘邓领导的晋冀鲁豫解放区横

亘中原，堵住国民党军队向华北、东北

解放区进攻的通道，是军事上的战略要

地，因此，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矛头首先

指向这 个 地 区。１９４５年９月，邓 小 平

和刘伯承指挥了著名的上党战役，全歼

侵入解放区腹地的国民党军队，巩固了

晋冀鲁豫解放区。接着移师东进，阻击

沿平汉铁路北犯的国民党军队，刘邓又

取得了邯郸战役的胜利。这两次战役的

胜利有力地遏制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

的进攻，大大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

谈判中的地位，对停战协定的达成起到

重要作 用。１９４６年６月，蒋 介 石 发 动

全面内战。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

在陇海铁路南北开展运动战，大踏步进

退，连续进行了陇海、定陶、巨野等较

大规模的战役，取得八 战 八 捷 的 胜 利，

大量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打出

了刘邓大军的赫赫威名。

１９４７年６月，邓 小 平 根 据 中 共 中

央和毛泽东决定的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

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部

署，和刘伯 承 率 晋 冀 鲁 豫 野 战 军 主 力

１２万 人，强 渡 黄 河 天 险，在 鲁 西 南 地

区经过２８天 连 续 作 战，歼 敌５．６万 余

人，打开了南下的通路。接着以迅雷不

及掩耳之势长驱直入，在几十万敌军的

前堵后追中杀开一条血路，千里跃进到

大别山地区，由此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

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刘邓大军进入大

别山地区后，对国民党在长江以南的广

大统治区形成了直接威胁，迫使国民党

军队调动主力回援。围困大别山地区的

敌军增加到约２０万人，斗争极端艰苦。

刘邓领导大别山根据地军民积极、灵活

地打击敌人，不断粉碎国民党军队对大

别山地区轮番的重兵 “进剿”。刘 邓 大

军挺进大别山，与相继南下的另外两支

野战大军在中原地区布成 “品”字形阵

势，牵制和吸引了敌军南线１６０多个旅

中９０个旅的兵力，把战 线 由 黄 河 南 北

推进到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

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

解放军 夺 取 全 国 胜 利 的 前 进 阵 地。从

１９４８年 春 起，中 原 野 战 军 与 华 东 野 战

军协同作战，相继发起洛阳、宛西、宛

东、豫东、襄樊等战役，摧毁了中原地

区国民党军队的防御体系。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淮海战役开始。中

共中央 和 中 央 军 委 决 定 由 刘 伯 承、陈

毅、邓 小 平、粟 裕、谭 震 林 组 成 总 前

委，邓小平任书记，统一指挥中原野战

军 （后改称第二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

（后改称第三野战军）。淮海战役中，蒋

介石先后集结近８０万 军 队，而 人 民 解

放军参战部队只有６０万 人，在 武 器 装

备上国民党军队更是占有巨大的 优 势。

总前委执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

人的方针，经 过６６天 的 作 战，共 歼 敌

５５．５万 人，取 得 淮 海 战 役 的 完 全 胜

利。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１日，遵照毛泽东主

席、朱德总司令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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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以邓小 平 为 书 记 的 总 前 委 统 率 第

二、第三野战军发起京沪杭战役，一举

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长江防线，浩浩荡荡

渡 过 长 江，解 放 了 南 京、上 海 及 苏、

皖、浙、赣等省广大地区。南京的解放

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 治 的 覆 灭。随 后，

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部进军大西南，迅速

消灭了盘 踞 在 云、贵、川 三 省 的９０多

万国民党反动武装，国民党反动统治势

力最终被逐出中国大 陆。在 西 南 期 间，

邓小平参与领导了进军西藏和西藏和平

解放的工作，实现了祖国大陆的完全解

放。邓小平为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赫赫

战功。

邓小平在解放战争中转战南北的时

候，陈云正战斗在东北战场上。抗日战

争胜利后，１９４５年９月陈云到达沈阳，

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参加领导建立

东北 根 据 地 的 斗 争。１１月 初，任 中 共

中央北满分局书记，后又兼任北满军区

政委。１１月 底，他 在 起 草 给 东 北 局 并

转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提出，当前在满洲

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是把武装力量及

干部分散到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

支线的战略地区，放手发动群众，扩大

部队，改造政权，建立沈阳、长春、哈

尔滨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

广大的巩固的根据地。这 个 正 确 主 张，

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陈

云花费大量 时 间 在 宾 县、通 河、方 正、

木兰等地进行调查研究，领导创建北满

根据地。１９４６年６月，他 任 东 北 局 副

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７月，陈

云为 东 北 局 起 草 的 《东 北 的 形 势 和 任

务》，经东北局扩大会议一致通过 并 得

到中共中央批准。这一决议按照中共中

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思想，进一

步明确提出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是东北

斗争成败关键的工作方针；对敌作战则

应遵守不重于城市和要地一时的 得 失，

而是力求消灭敌人，改变敌我力量对比

的原则，从而进一步统一了东北党政军

的思想，使建设根据地的工作大踏步前

进。

１９４６年１０月，在国民党对东北采

取 “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调

集重兵进攻南满解放区的危难时刻，陈

云出任中共中央南满分局 （亦称辽东分

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委，提出坚持南

满斗争的正确战略主张。在东北民主联

军北满部队 “三下江南”的配合下，他

同辽东军区司令员萧劲光等指挥南满部

队 “四保临江”，这一胜利为东北 民 主

联军转入攻势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接

着又指挥南满部队参加对国民党军队的

夏季攻势，同时领导辽东地区的土地改

革，使 南 满 解 放 区 得 到 恢 复 和 扩 大。

１９４８年１月，陈 云 回 到 哈 尔 滨，继 续

参加东北局的领导工作，同时兼任东北

军区副政委，后又参加组织指挥辽沈战

役。陈云在建立东北根据地和东北解放

战争中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二、他 们 都 在 地 方 工 作，这

是邓小平和陈云少有的同时在 地

方工作的时期

邓小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除

了从１９２７年７月到１９２９年８月在党中

央机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两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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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在长 征 途 中 从１９３４年１２月 到１９３５
年６月 第 二 次 担 任 中 共 中 央 秘 书 长 之

外，其余时期绝大部分 是 在 地 方 工 作。

他先是在广西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

起义，后到江西瑞金工作。抗日战争时

期，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部战斗在太行山

区，创建了晋冀鲁豫根据地，后主持北

方局工作。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从晋

冀鲁豫中央局转战到中原局，后又到西

南局并主政西南，也都 是 在 地 方 工 作。

而陈云除解放战争时期之外，其余时期

绝大部分是在中央高层工作。因此，解

放战争时期成为邓小平和陈云少有的同

时在地方工作的时期。

１９４５年８月，中 共 中 央 决 定 成 立

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邓小

平任中央局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１９４７
年５月，他 任 中 共 中 央 中 原 局 书 记；

１９４８年５月，他 继 续 担 任 辖 区 扩 大 后

的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及中原军区

和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在开辟中原新

解放区的过程中，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

的方针，从中原新解放区的实际情况出

发，对整党、土改等问题，提出许多重

要意见，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

和称赞。

１９４８年１月２２日，邓小平在给毛

泽东的电报中提出，大别山可分为巩固

区和游击区两种区域。在巩固区应实行

充分的 贫 农 路 线，满 足 贫 农 的 土 改 要

求。为达 到 此 点，富 农 的 粮 食、耕 牛、

农具、土 地、埋 藏 现 金，必 须 拿 出 分

配。对弱 小 地 主 的 衣 物、家 具 在 分 配

时，留出自用的部分。对中农一般采取

不动的 政 策 为 好，不 是 强 制 地 打 乱 平

分，使中农不满。在游击区一时期内还

谈不上平分土地。〔１〕

同年２月８日，邓小平在给毛泽东

的电报中再次提出新区土改工作应分阶

段分地 区 地 逐 步 深 入。他 在 电 报 中 指

出，为了避免 “犯急性病和策略上的错

误”，“在新区树立两个观念非常必要。
（一）根据地之确立与土改之完 成，要

经过相当长的过程，绝非一年半载所能

达到。（二）在斗争策略上，应分阶段、

分地区 地 逐 步 深 入。开 始 应 缩 小 打 击

面，实与农民 有 利。”邓 小 平 结 合 大 别

山地区土改工作的经验教训，就对待地

主、富农、中农的政策和发挥贫雇农的

领 导 骨 干 作 用 问 题，提 出 全 面 意 见：
“（一）中农打乱平分应绝对采取自愿原

则，不要勉强。 （二）现在的贫农团已

经保证了贫农在农村的领导骨干 作 用，

即应迅速扩大为农民协会，吸收中农入

会和个别中农积极分子加入领导 机 关。

在尚无工作的此类新区，亦可不先组织

贫农团，而先组织农民协会，但必须保

证贫农的领导。（三）暂时不斗富农底

财。（四）使地主，特别是小地主能够

生活，不要一 扫 而 光。”这 些 意 见 受 到

毛泽东的肯定和称赞。他在转发邓小平

电报的批语中说：“（一）小平所述大别

山经验 极 可 宝 贵，望 各 地 各 军 采 纳 应

用。（二）分阶段分地区极为必要。”〔２〕

经过对新 区 土 改 工 作 的 深 入 调 查，

邓小平认识到，在新区不管是巩固区还

是游击区，马上动手分浮财、分土地是

不适宜的，当前新区党的主要精力应该

放在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发动群众

支援革命战争上面。１９４８年５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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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致电毛泽东提出：准备将当前的工作

重点 “放在财经工作方面”，保证 “粮

食供应的主要地位”，“大量举办工农商

业”， “利 用 私 人 工 商 业 来 稳 定 物 价”，

并 “组织公家的经济”等；而 “将土改

工作推至 今 冬 明 春”， “择 重 点 创 造 典

型，积累经验，训 练 干 部”，进 一 步 做

好准备工作。〔３〕

邓小平的意见对毛泽东决定调整新

区政策，变土地改革为减租减息起到了

重要 作 用。５月２５日，毛 泽 东 为 中 共

中央起 草 《１９４８年 的 土 地 改 革 工 作 和

整党工作》的指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

新解放区土改政策的重大调整。为了贯

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邓小

平于６月６日为中原局起草了 《贯彻执

行中共 中 央 关 于 土 改 与 整 党 工 作 的 指

示》。《指示》指出：“鉴于我们以往在

新区所 犯 的 急 性 病 的 错 误，脱 离 了 群

众，孤立了自己，在对敌斗争与确立根

据地的事业上，造成了许多困难，所以

全区都应根据５月２５日中央关于１９４８
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 指 示，

重新地全盘考虑我们的工作方针和策略

步骤。”〔４〕该 《指示》对中原解放区一年

来土改工作中的错误和教训进行了全面

总结，指出：“为了不重复错误，有效

地团结一切社会力量反对美蒋，更早地

完成全部解放中原人民的任务，全区应

即停止分土地，停止打土豪分浮财，停

止乱 没 收，禁 止 一 切 破 坏，禁 止 乱 打

人、乱捉人、乱杀人等等现象。”〔５〕 《指

示》还根据中原解放区的实际情况，提

出了下一步进行土改的具体工作方针和

政策、策略。其中，将原划分的 “巩固

区”和 “游击区”两种区域，改为 “控

制区”、“游击区”和 “崭新区”三种区

域，并分别明确了三种不同区域的不同

政策和策略，以更好地 进 行 分 类 指 导。
《指 示》上 报 中 共 中 央 后，毛 泽 东 于６
月２８日代中共中央复 电，完 全 同 意 中

原局这个指示，并将这个文件转发给各

中央局、分局、前委，对各地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５月２５日指示发挥了重要作

用。

在整党方 面，邓 小 平１９４８年２月

９日致电毛泽东，提出整党宜首先着重

于查纪律、思想作风和工作，不宜首先

着重于查阶级成分。电报说：近来各地

展开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运动极端

重要。如做得好，可大大提高党的战斗

力，但愈操之过急也很危险。最近看到

邯郸军区政治部对部队情况的通 报 中，

似对干部出身一点强调过分。整党的目

的是把坏人清洗出去，把内部怀疑的人

放置不重要岗位，继续审查。对于一切

地富出身但愿改造的人，应采取争取和

教育的态度。因此，整党的方法应首先

着重于查纪 律、查 思 想 作 风、查 工 作，

不宜首先着重于查阶 级 成 分。在 地 方，

无论由部队或地方派出的干部，问题均

多，亦采取先查思想作风，着重反省的

方法，规定过去既往不咎，今后严格注

意。同时我觉得党内过去在审干时伤害

知识分子党员已经不轻，此次整党确应

慎重。〔６〕这一重要意 见 也 受 到 中 共 中 央

和毛泽东的肯定和称赞，对防止和纠正

整党工作中 “左”的偏向发挥了积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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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在东北工作期间，也对党的建

设、土地改 革 等 问 题 提 出 许 多 重 要 意

见。

在党的建设方面，陈云针对辽东地

区党组织内部存在的分歧，提出三条原

则性意见：（一）正面地坦率地辨明是

非。正面地坦率地辨明是非，这是应有

的原则态度，不是得罪人。否则，就会

助长混乱，不能解决问题。被责备者不

要一触 即 跳。 “大 广 播”比 “小 广 播”

好，正面讲比 背 后 讲 好。是 否 是 事 实，

一见面就清楚了。（二）党内严格执行

民主集中制。民主不仅一般需要，在目

前情况下有特殊需要。不经大家交换意

见，是不可能集中的，形式上集中了也

难免出错误。不民主，只集中，必然愈

不能 集 中；多 交 换 意 见，反 而 容 易 集

中。核心领导只有经过严格执行民主集

中制，并在实践中经过考验，才能建立

起来。民主又必须集中。个人意见不被

采纳，不能生气，也不能不尊重集中的

决定。（三）每个党员都有在党内发表

意见、讨论问题的权利，但又必须有服

从决定、积极工作的义务。遇到不如意

的事和人，就不干工作，或在言论行动

上消 极，这 是 不 对 的。遵 守 纪 律 的 重

要，恰恰是 在 自 己 意 见 不 被 通 过 的 时

候，或者是有关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在

我们党内，个别党员的利益必须服从于

全党的利益。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

多数，下级服 从 上 级，全 党 服 从 中 央，

这 “四个服从”是一个也不能少的。这

是我们党的铁的纪律，也是健全党内生

活、增强党 的 战 斗 力 的 有 力 武 器。〔７〕这

些重要意见虽然是针对辽东党内存在的

分歧提出的，但对健全党内生活，加强

党的建设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在土地改革方面，陈云强调要走群

众路线，把土地改革全部政策的出发点

放在农民彻底翻身这一点上。１９４７年６
月６日，他在南满分局和辽宁省委召开

的直属机关千人干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

中提出四点要求：第一，彻底摧垮地主

阶级的封建堡垒。第二，培养群众所拥

护的 真 正 积 极 分 子。第 三，走 群 众 路

线。无论发动斗争还是分地，领导都不

要包办代替，要让农民通过诉苦提高阶

级觉悟，真正认识到与地主斗争的必要

性和斗争胜利的可能性。第四，工作求

透不求快。最后，陈云郑重指出： “发

动群众同前方打仗同样重要”，并 号 召

要保证把发动群 众 这 一 仗 打 好。〔８〕同 年

７月２８日，陈 云 在 南 满 分 局 第 三 次 扩

大会议上再次强调土改的中心要放在使

占人口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雇贫农彻底

翻身上，并要团结中农，彻底消灭封建

地主阶级。〔９〕这些讲 话 对 在 南 满 收 复 区

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起到重要推动作

用。到１９４８年１月，除 秋 冬 攻 势 的 新

收复 区 外，辽 宁 大 体 上 分 了 土 地，安

东、辽南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地区分

了土地。辽东土改成绩是基本的，消灭

了封建土地制度，发动了农民。

三、解 放 战 争 时 期，邓 小 平

和陈云 都表 现 出 不 畏 艰 险、勇 挑

重担的革命精神

在这方面，邓小平集中表现在千里

跃进大别山，陈云集中表现在主动请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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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南满。

从１９４７年３月 开 始，国 民 党 军 队

在全面进攻解放区受挫的情况下，转为

集中兵 力 重 点 进 攻 陕 北、山 东 两 解 放

区。从３月１１日 起，国 民 党 军 队 飞 机

开始 大 规 模 轰 炸 延 安。３月１８日，毛

泽东率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动撤出延

安，开始了艰苦的陕北转战。为打破国

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粉碎蒋介石企图

把战争扭在解放区打的阴谋，中共中央

和毛泽东决定由战略防御提前转入战略

进攻，指示邓小平和刘伯承准备突破黄

河防线，出击中原，调动陕北和山东两

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回援，并将战争由解

放区引向国民党统治区。

６月３０日 晚，根 据 中 共 中 央 和 毛

泽东的战略部署，邓小平和刘伯承率晋

冀鲁豫野战 军 主 力 第 一、第 二、第 三、

第六纵队共１３个旅１２万余人，在冀鲁

豫军区第一旅、第二旅接应下，从山东

阳谷以 东 张 秋 镇 至 菏 泽 以 北 临 濮 集 间

１５０公里的８个 地 段 上 强 渡 黄 河 天 险，

突破国民党的黄河防御线，转入外线作

战。

为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

河，７月１日 至２８日，邓 小 平 和 刘 伯

承指挥 发 起 鲁 西 南 战 役。此 役 历 时２８
天，歼灭国民党军９个半旅、４个整编

师师部共５．６万余人，〔１０〕有力地配合西

北和山东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重

点进攻，为挺进大别山开辟了通路。

７月２３日，鲁西南战役尚未结束，

邓小平和刘伯承收到中共中央电报，要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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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７月２９日，邓小平又接到中共

中央军委电报，说 “现陕北情况甚为困

难”〔１２〕，希望他们尽快挺进大别山。邓

小平和刘伯承意识到，挺进大别山，把

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关系战略全局

和党中央在陕北的安危，困难再大也要

克服。于是他们当机立断，决心提前结

束休整。８月７日晚，他们率领野战军

主力４个纵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越过

陇海铁路，向大别山挺进。８月２７日，

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历经２０天连续急

行军千余里，冲破国民 党 军 围 追 堵 截，

先敌进入大别山区，胜利完成千里跃进

大别山战略任务，由此揭开了中国人民

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

对于当年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困难情

景，邓小平后来回忆说： “毛主席打了

个极秘 密 的 电 报 给 刘 邓，写 的 是 陕 北

‘甚为困难’。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

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

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上不到十天，就

开始行动。那时搞无后方作战，困难是

可想而知 的 啊。” “往 南 一 下 就 走 一 千

里，下这个决心，真了不起，从这一点

也可看出毛主席战略思想的光辉。而这

个担子落在二野身上，整个解放战争最

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是 挑 的 重 担 啊。

不是说消灭敌人九个半旅是挑了 重 担，

主要的是撇开一切困难，坚决地挺进一

千里，挑的就 是 这 个 重 担。过 黄 泛 区，

真困 难 啊，重 装 备 带 不 走 了，只 能 丢

了，所以打淮海战役的时候，二野的炮

兵就很少。过淮河，天老爷帮了一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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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能够徒涉。过去没有人知道淮河是

能够徒涉的，那一次刚涨起来的河水又

落下去了，伯承亲自去踩踏，恰好就是

那个时候能徒涉，这就非常顺利了。不

然，我们 过 淮 河 还 是 能 过，但 会 有 伤

亡，以后的斗争会更困难一些。当时形

势相当严峻，相当险恶，但是整个地看

应该说是很顺利地实现了战略反攻的任

务，跃进到大别山。”〔１３〕

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跃进

大别山，表现了不畏艰险、勇挑重担的

革命精神。时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作战

厅厅长，后来成为起义将领的郭汝瑰评

价说：刘伯承、邓小平他们进军大别山

呀，那是 纵 井 救 人，跳 到 深 井 里 去 救

人，自己 就 是 很 危 险 的 事 情，他 们 敢

干。他们一进军大别山，就把整个状况

都改变了。国民党所有人马，大别山一

部分，徐 州 分 一 部 分，华 北 又 分 一 部

分，济南又分一部分，国民党的部队分

散了。〔１４〕

跃进到大别山不易，在大别山站稳

脚跟更难。进入大别山之初，部队处于

无后方作战，面临重重困难。邓小平在

部队中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 工 作，

激励全体指战员树立起战胜困难的信心

和勇气。１９４７年９月，他 在 第 一 纵 队

连以上干部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我们

远离解放区，在敌占区 还 能 没 有 困 难？

我们整天背着几十万敌军在这里转，弹

药、粮食、被服得不到补充，战士们水

土不服，很多人生病闹疟疾，伤病员得

不到很好的治疗，群众基础、物资供应

都远不如解放区，所有这些都给我们带

来了极大的困难。有困难是事实，但有

困难并不可怕。我们干革命就难免要同

困难打交道，就要有克服困难的耐力。”
“我们把敌人大量吸引过来，压力大了；

我们远离后方，困难多了。但是，我们

的兄弟部队在其他战场上就轻松了，就

可以腾出手来打胜仗了。”“我们背的敌

人越多，我们啃的 ‘骨头’越硬，兄弟

部队在各大战场上消灭敌人就越多，胜

利也就越大。”〔１５〕

转战大别山是邓小平在抗战胜利后

度过的最艰苦的一段岁月。尽管环境十

分险峻，困难极其严重，但他置个人安

危于 不 顾，仍 然 从 大 局 出 发，勇 挑 重

担。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副书记的李雪

峰回忆，邓小平曾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发过一个电报，大意是：野战军主力丢

掉重装备深入大别山牵制了国民党军一

些主力，如能同意我们将再次于大别山

区周旋月余，可使华野休整一个月，将

来可配合东北野战军聚歼国民党主力于

中原，我们决心吃更大的苦。这个请示

电报中共中央没有批准，主要考虑到中

野已损失很大，再拖下去可能拖垮。尽

管如此，电 报 却 反 映 出 邓 小 平 顾 全 大

局、勇挑重担的一贯精神。〔１６〕

陈云在解放战争时期不畏艰险、勇

挑重担的革命精神集中表现在主动请缨

去 南 满。１９４６年１０月，国 民 党 撕 毁

“停战令”，对东北采取 “南攻北守、先

南后北”的作战方针，集中力量向中共

南满根据地发起进攻，企图先吃掉东北

民主联军南满部队，再全力北上进攻东

北民主联军在北满的根据地，夺取整个

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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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１９日，国民党军以８个师约

１０万 兵 力 分 三 路 向 南 满 根 据 地 进 攻。

当时，东北 民 主 联 军 南 满 部 队 只 有 第

三、第四两个纵队以及两个独立师，兵

力不足４万人，敌我力量严重悬殊。到

１１月 下 旬，在 国 民 党 军 的 进 攻 下，南

满根据地只剩下临江、长白、抚松、氵蒙

江四县，人 口 只 有２２万，形 势 异 常 严

峻。在领导干部中，对于能否坚持南满

对敌斗争出现了意见分歧。南满主力部

队已做了在必要时跨过松花江，同北满

部队会合的准备。

在这 样 的 危 急 时 刻，陈 云 挺 身 而

出，主动 请 缨，要 求 到 南 满 去。后 来，

陈云回忆说： “敌情严重，党内有意见

（劲 光 反 映），鉴 于 重 大，自 告 奋 勇。”

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萧劲光回 忆 说，

当时南满处于国民党进攻的前线，形势

严重，陈云同志自报奋 勇 去 南 满 工 作。

１０月２８日，东北局会议决定派陈云去

南满。陈云诚恳地说：南满是东北的一

个重要方面，现在需要增加人去帮助南

满同志 工 作。但 我 在 军 事 上 完 全 是 外

行，因此去后作用不一定会很大，力求

不增加他们的麻烦，多做一些事情。〔１７〕

东北局决定成立南满分局，由陈云兼任

分局书记和辽 东 军 区 （亦 称 南 满 军 区）

政委。这样，陈云受命于危难之际，奔

赴南满，开始了具有全局意义的坚持南

满根据地斗争的艰苦历程。

陈云奔赴南满，挑的是一副艰巨的

重担。首先，他要面对军事经验缺乏的

困难。陈云到南满后，感到自己的困难

在于军事上缺乏经验。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２０
日，他在写给东北局领 导 人 的 信 中 说：

“发生争论时，我无从 说 话，必 须 弄 清

事实，弄清利害，才能下决心。本来懂

得军事的人，有许多问 题 是 常 识 问 题，

但对我来说，却非下大力去摸不可。这

件事比在北满不知苦多少倍，尤其因为

军事常常逼在眼前，非 迅 速 决 定 不 可，

而且我不能不管。但勇气是有的，现在

正鼓起勇气来补十年内战、八年抗战所

未上的课。”〔１８〕

其次，陈云在当时十分复杂的情况

下做出坚持南满的决策难度是很 大 的。
“坚持南满”还 是 “撤 到 北 满”是 关 系

全局的大事，关系到能否粉碎国民党对

南满、北满采取的 “南攻北守、先南后

北”的作战方针，关系到能否巩固党在

南满、北满的革命根据地，关系到解放

整个东北的战局能否顺利发展。而对于

是 “坚持 南 满”还 是 “撤 到 北 满”，南

满干部和东北局的看法又不尽一致。因

此在十分短促的时间内做出正确决策并

能说服各方，对于缺乏军事斗争经验的

陈云来说，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陈

云采取他擅长的调查研究的方法，最终

果断 地 作 出 了 “坚 持 南 满”的 正 确 决

策，并说服了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陈云

晚年回忆说： “我当时是这样讲的：如

果我们不坚持南满，向北满撤，部队在

过长白山时要损失几 千 人。撤 到 北 满，

敌人还要追过来，还要打仗，从南满撤

下来的部队又会损失几千人。由于我们

从南满撤了，敌人可以 全 力 对 付 北 满，

那时北满也很可能保不住，部队只得继

续往北撤，一直撤到苏联境内。但我们

都是中国共产党人，不 能 总 住 在 苏 联，

早晚有 一 天 还 要 打 过 黑 龙 江，打 到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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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打到南满。在这些战斗中，以前从

南满撤下来的部队又要损失几千人。而

且，当初主力撤回北满后留下来的地方

武装也会受到很大损失。”“相反，如果

我们留下来坚持南满，部队可能损失四

分之三，甚至五分之四，但只要守住南

满，就不会失去犄角之势，就可以牵制

敌人大批部队，使他们不能集中力量去

打北满。两相比较，还是坚持南满比撤

离南满 损 失 小。”〔１９〕陈 云 在 关 键 时 刻 为

坚持南满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最后，做出坚持南满的决策难度很

大，实现坚持南满的任务更不容易。为

了坚持南满，从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１７日 到

１９４７年４月３日，南 满 部 队 连 续 进 行

四保临江的战斗，北满部队配合南满部

队进行三下江南的作战。四保临江、三

下江南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

军 “南攻 北 守，先 南 后 北”的 作 战 计

划，坚持了南满根据地，巩固了北满根

据地，迫使国民党军由战略进攻转入战

略防御，东北民主联军则开始由战略防

御转入战略进攻。这些战斗中，陈云在

方针指导、组织协调、后勤保障上作出

极大努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萧劲光后

来回忆说：“事实证明，陈云同志领导

南满根据地的斗争，所作出的决策和贡

献是举足轻重的，因此只用了一年多时

间，就完全改变了态势，我军从被动转

入主动，扩 大 和 巩 固 了 根 据 地。”〔２０〕陈

云同志的正确领导，则是一个决定性的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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