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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要员亲历解密
渡江战役取胜和金门战斗失利

�����

我原是
29

军军部机要员（译
电员）， 渡江战役时在军部前方指
挥所， 金门战斗时被派往

85

师前
方指挥所， 亲历了这两次战斗，并
且是金门战斗的幸存者。现将参加
这两次战斗的情况作一叙述。

渡江战役取胜
1949

年
4

月
20

日，国民党政
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

4

月
21

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下达
了“向全国进军”命令。 当时，

29

军
作为千里渡江最东的一个军，任务
是在江阴以东攻占敌

21

军和江阴
要塞的防御地段，切断京（南京）沪
铁路，向东实行警戒。

21

日夜，

29

军在江阴以东突破敌人防御阵地
后，登陆成功。为了亲临前线指挥，

军首长率我们前方指挥所随第一
线部队———

86

师突击团一起渡
江，于

22

日凌晨在石牌港登陆。

在渡江战役发起前，为了配合
我大军渡江，策划江阴要塞敌军起
义工作划归三野

10

兵团领导。 中
共华中工委把江阴要塞的地下党
组织关系转到

10

兵团， 叶飞司令
员与韦国清政委召见华东局社会
部情报科长王征明， 决定派

29

军

260

团团长李干、

257

团
3

营教导
员徐以逊、

253

团
2

营副教导员王
刚、

255

团
3

营副教导员陆德荣等
4

人随王征明和华中工委的吴铭
一起打入江阴要塞，策动要塞的国
民党军起义。他们与江阴要塞的地
下党员唐秉琳、王德容、吴广文、唐
秉煌等一起， 经过机智勇敢的斗
争，使要塞火炮失灵，通信中断，头
目被困，指挥瘫痪，部队混乱，并促
成要塞守军举行起义，从而大大减
少了

29

军渡江的困难， 加快了胜
利的进程。

29

军进占要塞后，立即控制炮
台， 封锁长江东面江面， 抢占江阴
城，后又迅速直插京沪铁路，

23

日夜
抢占无锡，切断京沪线，

27

日解放苏
州，兼任苏州城防警备，向东实施警
戒。经

7

个昼夜连续作战，

29

军歼敌
2100

多人， 策动江阴要塞
7000

多
人起义，胜利完成了任务。

金门战斗失利
10

月
24

日至
27

日的金门战
斗，由

28

军指挥，

29

军派出
253

团、

259

团参战，战斗于
24

日晚发起。

当晚，

28

军的
244

团、

251

团
和

29

军的
253

团（差一个多连）顺
利登陆金门岛， 并向纵深发展，俘
敌数千。 后因潮汛等原因，登陆部
队船只没有返回，以致我前方指挥
部与后续部队当晚没能够渡海过
去参战。 后经多方征集船只，

25

日
晚仅渡海过去

4

个连， 内有
29

军
259

团一个多连。 我已登陆的部队
遭到了数倍于己的敌海、陆、空军
围攻，指战员在“待援无兵，后退无
路，突围无门”的严酷条件下，不屈
不挠，顽强战斗，坚持到

27

日，弹
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或负伤被
俘，战斗最终失利。 是役，我军（包
括船工）损失

9000

多人，为解放华
东全境中受到的最大损失。

当战斗受挫折时，

10

兵团首
长于

26

日下午授命
85

师朱云谦
师长渡海去古宁头统一指挥已登
陆部队坚持战斗。 傍晚，从厦门方
向驶来了一条机帆船，我们动作快
的几个“小鬼”待船一靠海滩，就爬
到船上去了。 但因退潮，船只搁浅
（也有一说，因船老大怕死，有意直
冲海滩而搁浅）。 此时敌人飞机又
来扫射，朱师长命令我们先从船上
撤下来，待涨潮时再上去。 当晚兵
团首长又来电话说： “不要过去
了。 ”因为此时与岛上部队已失去
联系， 同时也听不到枪炮声了，估
计战斗已失利。

关于金门战斗的失利，当年毛
泽东主席在为军委起草的通报中
指出：失利的原因是轻敌、急躁所
致。 对金门战斗参战部队的评价，

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在为《回顾
金门登陆战》 一书写的序言中，称

赞登陆部队“表现无所畏惧的英勇
气概和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他们
的革命品格和光辉事迹，决不因为
战斗的失利而受到抹煞”。

金门战斗时，为了防空，我们
白天进入田野甘蔗林中隐蔽，

25

日下午，我收到了电台送来的一份
急电，向师长报告后即进村庄去译
报。不久来了两架敌人的战斗机在
村庄上空盘旋，之后突然丢了一个
炸弹，弹片砖瓦飞入屋内，我将密
码一卷， 冒着烟雾泥尘冲出屋去。

回到田野后向师长报告，电报已大
部译出，但未译完，需找个地方继
续译。 首长说，小鬼，好险啊，我已
派警卫员去找你了，你不能再进村
了。 于是我找到一块坟地，伏在石
碑上将电报译完。那是一份关于敌
人军舰在金门料罗湾活动的敌情
通报。这也算是这次战斗中的一个
小插曲。

2003

年年初， 原
253

团政治
处主任张茂勋，他当时也是因为没
有船只而无法渡海去参战，在给我
的一封信中说：“我们是金门战斗
中真正的幸存者。 ”

（据《福建党史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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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战斗的胜利，我甘愿献出自己的一切！ ”

还原邱少云牺牲时的壮烈场景

（一）

邱少云，

1926

年
7

月生， 四川
铜梁县（今重庆铜梁县）人。

1948

年
被国民党部队抓过壮丁， 后加入中
国人民解放军。朝鲜战争爆发后，邱
少云所在部队奉命参加抗美援朝。

1952

年年初， 朝鲜战争进入
战略相持阶段。此后，敌我双方“边
谈边打”。

7

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粉
碎了敌人的夏季攻势，以美帝为首
的所谓联合国军不甘心失败，又开
始向北侵犯，占据了平康与金化之
间的

391

高地，严重威胁着志愿军
防守阵地的安全。

9

月下旬至
11

月下旬， 志愿
军前线各军发起秋季战术反击，以
粉碎联合国军在平康、金化一线发
动的“金化攻势”。 在此期间，邱少
云所在的

15

军
29

师
87

团进入了
秋季反击临战状态， 奉命开赴前
线， 准备攻打敌人侵占的

391

高
地。当时，邱少云在

87

团
3

营
9

连
1

排
3

班，

1

排排长是曾纪有，广西
兴安县人；

3

班班长锁德成， 陕西
人；副班长李元兴，四川营山县人。

391

高地在平康以南
10

公里，

是联合国军东侧前哨阵地的主要支
撑点， 也是敌方设在我阵地前的一
颗硬“钉子”。 据曾纪有后来的回忆，

1952

年
10

月，志愿军决定打响上甘
岭战役，而要取得战役胜利，须先炸
掉敌军增援必经的康平桥； 要炸掉
康平桥，又必须先拿下

391

高地。敌
军为扼守要地， 在

391

高地的半山
腰布置了一个加强连， 不仅火力强
大，还构筑了坚固的地堡。从我军阵
地到

391

高地之间，有着
3000

米宽
的开阔地，是敌军的炮火封锁区。要
在这样长距离的炮火下攻击， 必然
带来很大伤亡。为了缩短攻击距离，

出奇制胜，打敌人个措手不及，上级
决定在发起总攻击前一天的夜里，

把主攻部队
87

团
3

营的
3

个连分
别潜伏在敌人阵地的一侧。

战前，邱少云不仅递交了请求
参战的血书，还向组织上递交了入
党申请书。 其实在入朝之前，他就
写好了入党申请书，但他总感到自
己努力不够，需要继续接受组织上
的考验，这次被批准参战后，他下
决心争取火线入党。他对指导员王
明世说：“指导员，请组织上严格考
验我吧， 如果在战斗中牺牲了，只
希望党承认我是一个共产党员！ ”

当时，

9

连是主攻连，

9

连
1

排
是尖刀排， 排长曾纪有负责最靠前
的潜伏与爆破现场指挥。

1

排
3

班是
尖刀班，担任突击爆破。 邱少云是

3

班的第二战斗小组组长，他主动请求
带领本小组担任第一爆破组，负责第
一突击任务。 他说：“为了战斗的胜
利，我甘愿献出自己的一切！”连长见
他态度非常坚决， 同意了他的要求，

临时把李元兴加强给他的爆破组，组
员李士虎为第二爆破手。锁德成带领
其余同志为第一、 第三战斗小组，共
同担负突击爆破任务。

（二）

10

月
11

日这天， 经
20

余公
里行程， 邱少云他们于

22

时到达
391

高地南峰东北侧，

24

时潜伏就
绪。 作为进攻战的第一梯队，

1

排
潜伏在后山半山腰的斜坡地域。第
一爆破组形成前三角战斗队形，最
前的尖角即为第一爆破手（任务是
为爆破开路）邱少云。

据曾纪有回忆， 邱少云当时携
带的是一把大铁剪， 任务是发起进
攻时，待我方炮击延伸后，首先在前
面剪开敌人的残存铁丝网形成通
道， 让小组的爆破手顺利冲上前去
炸毁敌人的残存碉堡， 消灭敌人的
机枪火力点，以利部队发起冲击。第
二、 三爆破组和担任攻击任务的其
余班排均分散在第一爆破组左右或
后面潜伏，有的远在

100

米开外。

潜伏地域是坡地而并非平地，

坡地也有起伏，有植被。敌人对长满
荒草的山脚和开阔地始终不放心，

在夜里每隔十来分钟就要发射一颗
照明弹把草地照亮， 有时还向阵地
前方的草丛胡乱扫射一通， 既是为
他们自己壮胆， 也是在不断地进行
火力侦察和警戒。 为了保证战斗发
起的突然性， 邱少云他们必须在敌
人鼻子底下和枪弹的威胁下潜伏大
半夜外加一个白天， 要一直等到第
二天下午

5

点半时才能发起总攻。

关于邱少云牺牲的经过，与他
一起潜伏作战的战友们都看得非
常清楚， 事后作了不少回忆和介
绍。英雄牺牲时的壮烈场景一直是
人们关注的重点，作为英雄的家乡
人， 笔者经过多次走访和调查，在
研究了许多资料的基础上，力求展
示其最真实的一幕。

其一是邱少云所在
3

班班长
锁德成的回忆：“一颗燃烧弹在我

面前炸开了，刺眼的火舌向两边飞
去……邱少云身上全溅满了，盖在
身上的茅草扑啦啦烧了起来。这时
邱少云向我扔来一块土块，我知道
他是问我该怎么办？我能说些什么
呢……如果一动，那这个仗就全砸
了，邱少云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坚持
着，让火给活活烧死了。 ”

其二是与邱少云同在一个爆破
组的

3

班副班长李元兴在《我的战
友邱少云》 一文中记述的他亲眼见
到的情景：“……忽然， 一阵浓厚的
棉布焦臭味钻进我的鼻子， 我扭头
一看，啊呀！一片烈火烧到了邱少云
身边，他的棉衣已经烧着了，浑身上
下冒着火苗。 看样子是溅上了燃烧
弹的油液，火苗趁着风势，很快就结
成一团烈火，整个儿把他包围了。

在这个时候，如果他迅速地从
火堆里跳出来， 并且就地打几个
滚， 是可以把身上的火熄灭的；如
果卧在他附近的任何一个人跳过
去从火里把他拉出来，并且扯掉他
着火的军衣，也能够救出自己的战
友。 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就会被山
头上敌人的哨兵发觉，那么就不仅
是我们这一个班要就地牺牲在这
里，也不仅仅是埋伏在我们身后的
整个潜伏部队要受到严重的损失，

更重要的是我们准备了好久的这
次作战计划就要完全落空……

烈火在我的战友身上一直烧了
半个多钟头才渐渐地熄灭了。这个伟
大的战士，一直到牺牲前的最后一息
都没有发出哪怕是极轻微的一声呻
吟。他像一座千斤巨石伏在地上纹丝
不动。 为了全体战友的生命，为了战
斗的胜利，我的战友邱少云战胜了烈
火的考验，使自己成了英雄。 ”

其三是
1

排长曾纪有的回忆。

他说：“那天刚下完一场雪，万物萧
瑟，大地一片寂静。 也许是太沉静
了，敌人反觉得不安，怀疑我军搞
什么名堂， 可是又不敢出来巡逻，

就不时地对周围地带进行骚扰。先
从碉堡里打出十几发烟雾弹……

敌人又打出来数十发燃烧弹，

有
4

发落在了我们的埋伏区， 其中
一发正落在了邱少云身边， 烈火很
快烧着了他身上伪装的草。 我就埋
伏在他身后方，看得清清楚楚，我的
心提到了嗓子口……他只要稍动一
下，就有可能被敌人发现，我们整个
排也就会被发现， 整个行动也就失

败。 但是英勇的邱少云自始至终没
有动一下，任由全身在燃烧。想着他
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我忍不住流
下了眼泪，心里说不出有多急，眼睁
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战士生命垂
危，却不能救他。火在邱少云身上燃
烧了半个多钟头， 我眼睁睁地看着
邱少云由一个活生生的人慢慢变成
一具焦体，心里难受得像刀在剜。 ”

（三）

邱少云牺牲之后的情况又怎
样呢？ 据曾是他的同班战友、时任
9

连炮排排长的郭安民介绍，

391

高地进攻战结束之后，指导员王明
世和战友李士虎见到牺牲的邱少
云的遗体，被烧得焦黑，人体已经
萎缩，冲锋枪还紧靠在身旁，身体
下面仍然紧护着子弹袋，以免引起
爆炸。指导员非常沉痛地说：“邱少
云，好样的，我们的烈火金刚！ ”忙
脱下大衣包好邱少云的遗体，让战
友们抬到团救护所，随后在附近悲
痛地进行了就地安葬。

另据《兰州晨报》报道，当年邱
少云所在部队

87

团团部侦察参谋
梁嵩山回忆，战斗结束后团里也很快
了解了邱少云牺牲的情况。

10

月
14

日，梁嵩山接到团部的命令，由他负
责寻找邱少云的遗体。他十分肯定地
说： 为避免联合国军用重炮疯狂报
复， 从而造成重大伤亡，“战斗结束
后，我方当即迅速撤离了

391

高地，

高地又被后援敌人占领，接着恢复了
被我方总攻时炸毁的铁丝网，因此在
夜间搜寻烈士遗体十分困难”。

14

日、

15

日连续两个晚上都
没有找到邱少云的遗体，

16

日晚
他们继续潜伏到

391

高地，

17

日
凌晨

1

时许终于在一片烧光的坡
地上找到了邱少云的遗体。

梁嵩山说：“在夜色下，我看到
邱少云烧焦的遗体蜷缩着，身上的
军衣及胶鞋全都烧光了，我们心情
十分沉痛，就用帆布雨衣将邱少云
的遗体包裹起来赶紧运回团部。 ”

这以后，就由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
负责，对遗体进行安葬。据此，邱少
云的指导员王明世和战友应该是
在战斗之后到团部所在地才见到
邱少云被烧焦的遗体并负责在附
近进行就地安葬。

391

高地争夺战结束半个月
之后，部队进行作战总结，评选有
功人员。其中与邱少云同在第一爆

破组的战友李元兴、李士虎，在被
烧伤的情况下仍然坚持爆破开路，

分别荣获特等功、二级战斗英雄和
一等功的奖励。团里按权限给邱少
云记了三等功，师里按团里的报告
记了二等功。 当时，还没有提高到
为了顾全整体、保证战斗胜利的高
度来认识邱少云的英雄事迹。

在军里的庆功会上， 王明世作
为模范指导员代表英雄

9

连作报
告， 交流战斗经验。 按师政治部要
求， 他举实例讲到邱少云的感人事
迹。 正好军报记者曹鹏，《战场报》记
者郑大藩、卢柱国等在场，认为邱少
云的纪律高于生命的自我牺牲精神
很感人，非常典型，应该大力宣传。

于是， 郑大藩奋笔疾书， 很快就在
《战场报》上发表了战地快讯《英雄
的战士邱少云》， 接着又于

1952

年
12

月
4

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
通讯《伟大战士邱少云》。 此文一出，

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解放
军报》 等各大报也纷纷转载了邱少
云的英雄事迹， 邱少云顿时成了中
朝两国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 他的
英雄事迹和伟大精神被广为传颂。

邱少云严守潜伏纪律，为整个
战局的胜利而壮烈牺牲的英雄行
为，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中的一面
旗帜。

1952

年
11

月
6

日，志愿军
15

军接到英雄事迹报告后， 认为
邱少云的事迹感天动地，决定追记
一等功。

1953

年
6

月
10

日，志愿
军总政治部认为邱少云所代表的
是广大志愿军指战员不怕牺牲、敢
于战斗的豪迈之气，决定追记特等
功，并追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6

月
25

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
邱少云“共和国英雄”称号，同时授
予“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奖章”。

邱少云被追认为中共党员也有
一个过程。

9

连出了一个全国闻名的
特等功臣和著名英雄，国内群众和青
少年学生写来许多慰问信，一来就是
几大箱，由连里分发到各班阅读和回
信。其中一封是辽宁鞍钢的全国著名
劳动模范孟泰写的，信中问道：“伟大
战士”一词是否意味着邱少云还不是
党员？ 这时，大家才想起他生前已递
交《入党申请书》，于是，由团里报告
到师里，根据烈士生前意愿，在

1953

年
6

月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