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中：3000余人×1.5米≈四五公里

黄桥激战时，韩顽后续梯队也向黄桥推进，企图增援第
33

师。

4

日
16

时，粟裕
登上黄桥镇北门的土城观望，发现韩顽第

6

旅成一路纵队正向黄桥开来。他迅速做
起了第二道数学题：“如果两人之间的距离为

1.5

米，全部
3000

余人的队形将是长
达四五公里的一路长蛇阵。 从黄桥到高桥约

7.5

公里， 其先头部队抵达黄桥以北
2.5

公里时， 后尾必然已过高桥， 也就是说敌人已经全部进入了新四军的设伏地
区。 ”

粟裕见“肉馅”已全部包进“饺子皮”，遂令叶飞立即发动进攻，速歼韩顽第
6

旅。 叶飞遵照粟裕指示，采取“黄鼠狼吃蛇”的战法，将该顽军截成数段，歼其大部，

迫使其旅长翁达绝望自杀，打开了局面，扭转了黄桥战役的不利态势。

同日
24

时，王必成率第二纵队进占分界，断绝了韩顽第
33

师退路，并与陶勇
的第三纵队前后夹攻，迅速全歼该师，还活捉了其师长孙启人。接着，王必成部与陶
勇部兵锋北指，与叶飞部合力围攻韩顽第

89

军军部。 韩顽见势不妙，渡河逃窜，连
军长李守维也在混乱中落水淹死。

至
6

日晨，进攻黄桥的主力韩顽第
89

军军部被彻底歼灭。为痛打落水狗，粟裕
下令乘胜追击，进占海安和东台等地。

战后：5天 100公里＜1天 90公里

黄桥一役，新四军以不到
1000

人的代价歼韩顽
1.1

万余人，其第
89

军中将军
长李守维、独立第

6

旅中将旅长翁达和团长数人毙命，第
33

师师长孙启人、第
99

旅旅长苗瑞林、第
117

师参谋长等师、旅、团级军官
10

余名及下级军官
600

名被
俘。 国民党军遭到军事和政治上的双重失败，蒋介石哀叹：“诚吾人之奇耻大辱。 ”

黄桥决战胜利后，陈毅满心喜悦地赋诗一首：“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
归。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 ”粟裕没有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而是清醒
地看到了部队在这次战役中暴露的不足。

10

月
10

日，他在战役总结大会上做起了
第三道数学题：“过去一天一夜走

90

公里还打仗，而我们从黄桥到东台近
100

公里
路追了

5

天……”也就是说，新四军克服疲劳、连续作战的能力没能充分发挥出来。

战前，沉着冷静，在不利条件下看到有利因素；战中，精确计算，正确指挥部队
运动歼敌；战后，保持清醒，在光辉胜利中细察缺点不足。这就是常胜将军粟裕的非
凡之处。 （据新华网）

7千对 3万，看毛主席的将军是如何打胜仗的！

在
1940

年的黄桥战役这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中，作为前
线总指挥，粟裕是怎样带领新四军赢得胜利的呢？ “打仗就是数
学”———一向善于险中求胜的他用这句话诠释了黄桥战役的胜
利秘诀。 在这场战役中，粟裕一连做好了三道“数学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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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6

日，我国政府发表的首部专题型国防白皮书《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首度公开了中国人
民解放军陆军

18

个集团军的番号和分布。

1928

年
4

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
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

4

军
(6

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
4

军
)

，这是我军
首次使用“军”的番号。 在人民军队陆军发展的历史上，有许多关于“军”的鲜为人知的史实，且听道来。

揭秘解放军编制史

先后出现过 70 个军队番号

我军历史上究竟有多少个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红军没有统

一的编制，番号也比较混乱，经常重复。如
曾出现过

2

个红
1

军
(

鄂豫皖边区的红
1

军和中央红军的红
1

军
)

、

3

个红
3

军
(

中
央苏区的红

3

军、 湘鄂西苏区的红
3

军、

中央红军的红
3

军
)

、

3

个红
8

军
(

左江地
区的红

8

军、鄂东南地区的红
8

军、湘赣
地区的红

8

军
)

等。根据《中国军事百科全
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 学科统计，各
根据地和苏区的红军就先后组建过规模
不等的

66

个军。

1948

年
9

月， 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
山县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对
人民解放军进行正规化建设。毛泽东在会
上指出：“我们现在军队的编制是五个第
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三纵队……五个地
区都是相同的番号，碰到一块就发生困难”，

“有计划地走向正规化完全必需”。 从当年
年底至

1949

年年初， 人民解放军按照中
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
命令进行整编，共编成

58

个军。其后不断
调整，先后出现过

70

个军的番号，即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

1

至第
55

军、 第
58

军、第
60

至第
70

军、西北独立第
1

至第
3

军。

成立时间最晚但历史最悠久的军
此次白皮书公布的隶属于济南军区的第

54

集团军，是人民解放军陆军历史上成立时间
最晚的一个军。

1952

年
10

月，第
45

军军部及
第

134

师
(

欠
1

个团
)

、 第
135

师与第
44

军第
130

师、第
131

师第
391

团合编为第
54

军。 说
第

54

军历史最悠久， 是源于它有一个红军师，

其前身可追溯到北伐时期的“铁军”———叶挺独
立团。

当年，第
54

军成立时，第
44

军和第
45

军
都想保留住自己的番号，一时争执不下。 最终，

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从两个军的番号
中各取一个数字

4

和
5

， 组成一个新的数
字———

54

，于是便有了第
54

军。

存在时间最短的军
有

3

个军从成立到撤销不满
3

个月， 成为
人民解放军陆军历史上

(

不含土地革命战争时
期的红军

)

存在时间最短的军。它们是：第
8

军，

成立于
1949

年
3

月中旬，

5

月
29

日与绥蒙军
区合并为绥远军区，番号撤销。第

69

军，成立于
1949

年
1

月，

3

月番号撤销，

4

月所属部队改编
为华北军区独立第

205

师、第
206

师。西北独立
第

1

军，成立于
1949

年
9

月中旬，

11

月下旬番
号撤销，所属部队缩编为西北军区独立第

1

师。

由国民党军起义部队改编的军
解放战争时期，将起义、投诚和接受和

平改编的国民党军改造为人民解放军是我
军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瓦解敌军工作的继
续和发展。 在人民解放军的编制序列中，有
10

个军是由成建制的国民党军起义部队改
编而成的。 它们是：第

9

军
(

由在新疆起义的
国民党军整编第

42

师改编而成
)

、 第
36

军
(

由在绥远起义的国民党军第
111

军改编而
成
)

、第
37

军
(

由在绥远起义的国民党军新编
独立第

7

师等部改编而成
)

、第
50

军
(

由在长
春起义的国民党军第

60

军改编而成
)

、第
51

军
(

由在武汉以南地区起义的国民党军第
128

军
3

个师和第
127

军
1

个师改编而成
)

、

第
52

军
(

由在长沙起义的部分国民党军改编
而成

)

、第
53

军
(

由在长沙起义的部分国民党
军保安部队为基础改编而成

)

、西北独立第
1

军
(

由在甘肃岷县起义的国民党军部队改编
而成

)

、西北独立第
2

军
(

由在宁夏中卫地区
起义的国民党军第

81

军改编而成
)

、西北独
立第

3

军
(

由在甘肃武都地区起义的国民党
军第

119

军改编而成
)

。

还有
3

个军是由我军和部分国民党军
起义部队合编而成的。 它们是：第

14

军
(

由
中原野战军第

4

纵队第
11

旅、第
22

旅及淮
海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军第

110

师和豫西

地方武装一部编成
)

、第
34

军
(

由华东军区所
属江淮军区部队与在淮海战役中起义的国
民党军第

77

军合编而成
)

、第
35

军
(

由华东
野战军鲁中南纵队与在济南战役中起义的
国民党军整编第

96

军合编而成
)

。

1949

年
4

月，原隶属第三野战军第
7

兵团
的第

35

军调归第
8

兵团指挥，参加渡江战役。

23

日晚，第
35

军在军长吴化文的指挥下开始
渡江，进入南京市区。

24

日凌晨，该军所属
104

师
312

团首先进占总统府，将红旗牢牢地插在了
总统府的门楼上。具有传奇色彩的是，吴化文
正是在济南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军将领，由
原国民党将领率部终结国民党

22

年的反动
统治，这是蒋介石做梦都想象不到的。

独一无二的民族军
1944

年
9

月，新疆北部塔城、伊犁、阿勒
泰地区各族人民为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举行武装暴动
(

又称“三区革命”

)

。

1945

年
4

月， 以暴动队伍组成的游击队指挥部为基
础，在伊宁正式成立新疆民族军。

1950

年
1

月
10

日， 新疆民族军在伊宁正式改编为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

5

军。 该军
1.3

万余人中有
哈萨克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回族、俄罗
斯族、蒙古族、乌孜别克族等十几个少数民族，汉
族不足百人，成为我军历史上唯一一个主要由
少数民族官兵组成的民族军。 （据新华网）

战前：7000余人＞30000余人

1940

年
7

月，陈毅、粟裕率部进军苏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并于
8

月进驻黄
桥（今江苏泰兴东）。 国民党顽固派担忧新四军壮大，妄图趁陈粟部立足未稳之际予
以消灭，命在苏北的“反共专家”韩德勤（时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司令）不
断制造与新四军的摩擦，并于

9

月进逼黄桥。韩德勤将所属精锐倾巢出动，并在动员
令中叫嚣“把新四军赶到长江里去喝水！ ”

9

月
30

日，韩顽军向黄桥出击，行动甚为隐秘。 新四军未及时发现，第二天才获
知韩顽进攻的消息。黄桥的防御工事十分简陋，加紧布置势必造成部队极度疲劳。更
严重的是，新四军兵力不到对方的

1/4

，处于绝对劣势。 但黄桥之战关系到新四军能
否在苏北立足，被逼到墙角，只能打不能退。陈毅坐镇黄桥西北

5

公里的严徐庄统揽
全局，粟裕在黄桥前线负责战场指挥。 此战成败难料，连陈毅也没有取胜的把握。 据
粟裕回忆：陈毅同志有一挑珍贵的书籍文稿，从皖南挑到茅山，又从江南挑到苏北，

从来不肯丢开，可这时也从铁皮箱里拿出来埋入地下，显然是做了“破釜沉舟”的打
算。

表面上看，韩顽
30000

余人，新四军
7000

余人，兵力悬殊。 不过，粟裕看到了常
人看不到的另一面，做起了第一道数学题，得出了

7000

余人
＞30000

余人的结论：韩
顽尽管有

30000

余人之多，但兵分三路进攻，兵力分散，直接投入进攻黄桥的实际只
有中路韩顽第

89

军和独立六旅
15000

余人。这样一来，新四军的压力在无形中就减
轻了一半。 粟裕还看到，韩顽师出无名，冒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之大不韪，其官兵情绪
低落；新四军则是正当防卫，事关生存，群情激昂，战斗精神倍增，再加上群众支持，

对韩顽可运用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战法。 如此，韩顽兵力优势又被抵消一半，我军
胜算就大了。 下定决心后

,

粟裕立即进行了精心部署。

10

月
4

日凌晨
4

时，韩顽第
89

军
33

师（共
4

个团）在黄桥东门发起猛烈进攻。

该顽军初战即投入
3

个团，且来势凶猛，不但突破了新四军前哨部队的防御，其一部
还攻入了东门，几乎就要拿下黄桥。千钧一发之际，第三纵队司令员陶勇和参谋长张
震东把上衣一脱，挥动马刀，带领部队硬是将韩顽赶出东门，然后架起机关枪，死死
顶住，使其难越雷池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