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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背景
解放战争时期的五大野战军
抗日战争胜利后， 中央军委和

毛泽东决定成立五大野战军。 它们
分别是：陕甘宁边区的西北野战军，

司令、政委彭德怀一人兼；晋察冀解
放区的华北野战军，司令、政委聂荣
臻一人兼； 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晋冀
鲁豫野战军，后改成中原野战军，司
令刘伯承，政委邓小平；从各解放区
抽调主力部队去东北， 开始组成东
北民主联军，后来改成东北野战军，

司令林彪，政委罗荣桓；山东解放区
的野战军和华中解放区的野战军合
并后，成立了华东野战军，司令、政
委由陈毅一人兼， 战役指挥由粟裕
副司令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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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粟裕时不能贬低陈毅
�

这个问题我想谈两点意见。

其一， 社会上存在着宣传粟裕时贬低
陈毅的现象。 有人用张、邓、曾三人

1946

年
10

月
4

日发给毛泽东的电报作依据，说：他
们三人说陈毅不会打仗。 我又将这份电报
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没有找到“陈毅不会打
仗”这句话。 电报的中心内容很清楚，陈毅
主张打泗县的桂顽，张、邓、曾主张打蒋军，

陈毅不接受他们三个人的意见， 因而三人
发电报给毛泽东。 我们不能因为意见上的
分歧，就说陈毅不会打仗啊！ 陈毅对军事更
不是一窍不通。 如果说一窍不通，那要他当
代军长干什么？要他当司令干什么？评他军
事家干什么？授他元帅干什么？华东战场没
有陈毅，是打不了那么多胜仗的。 所以，我
们宣传粟裕，无论如何不能贬低陈毅。

其二，陈、粟关系是好的。

1958

年陈毅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批了粟裕， 有人据此认
为陈、 粟关系不好了。 这个认识是很片面
的，也是不完全的。 我认为：陈、粟关系，从
历史全过程来看是好的。

1938

年
6

月，粟裕
率领先遣支队挺进江南敌后， 在镇江西南
和句容之间的卫岗伏击日本鬼子由西向东
的车队，击毁军车五辆，消灭日本鬼子少佐
以下三十余人， 打破了新四军不敢打鬼子
的神话。 陈毅得悉这个好消息以后，马上写
诗《卫岗初战》祝贺：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
喧呼敌胆寒。 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

楼兰。

(1938

年
6

月
21

日
)

1940

年
2

月
7

日，陈毅写了一副对联，

贴到粟裕的房门框上， 把粟裕比成西晋时
期的军事家羊叔子、 三国时期的军事家诸
葛亮。

1947

年年底，党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
家沟召开了著名的十二月会议。 中央决定
粟裕率一、四、六纵队下江南，陈毅还写诗
祝贺， 称粟裕为粟郎。 到了

1947

年
8

月
6

日， 陈毅给毛泽东发电报还高度评价粟裕
说：我认为，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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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创造的杰出军
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脱颖而出，前
程远大，将与彭

(

德怀
)

、刘
(

伯承
)

、林
(

彪
)

并肩
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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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陈毅在
军委扩大会议上是批判了粟裕， 彭德怀找
陈毅谈了话， 不批不行啊！ 但陈毅还保了
他。 对粟裕在会上的检讨发言，还鼓掌欢迎
表示通过，才结束了事。 我是这次会议的见
证人，说的都是真实情况。 到了晚年，陈毅
还和粟裕做了儿女亲家呢。

从
1927

年
10

月下旬粟裕认识陈毅的
那天起到全国解放， 在粟裕的思想上是很
明确的，他一直把陈毅看成是他的上级，对
陈毅是钦佩的。 十年内战是如此，八年抗战
是如此，三年解放战争也是如此。 他还说：

他长期在陈毅领导下工作，心情是舒畅的。

从以上情况看， 他们俩人的关系是好
的。 解放战争中，他们有过意见分歧，这在
党内是正常现象，不能以此就说关系不好。

要是关系不好，影响了俩人的优势互补、相
互配合，还能打那么多的大胜仗吗？ 要是关
系不好，陈毅就不会那样去表扬他、高度评
价他、保他，粟裕也不会说出在陈毅领导下
心情舒畅这样掏心窝子的话了。 （作者曾任
粟裕同志秘书）（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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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粟裕是一对好搭档
�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
降。 不久，蒋介石调集

500

万大军，发动了
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
决定成立五大野战军。其中，山东解放区的
野战军和华中解放区的野战军合并后，成
立了华东野战军。毛泽东发来电报说：在陈
毅领导下，司令、政委由陈毅一人兼，战役
指挥由粟裕副司令负责。

“陈不离粟、粟不离陈”是在解放战争
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他俩调到一起后，自
然而然形成的。

1946

年
10

月
1

日，陈毅给
军委发电报说：“华野、三野统一指挥”，“在
军事上多由粟下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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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
15

日， 毛泽东看了陈
毅

10

月
1

日的电报后回电说：“在陈毅领
导下，大政方针共同负责，战役指挥交粟裕
负责。 ”粟裕看到毛泽东、陈毅电报后说：

“现在中央、 陈毅同志要我担负这个重责，

我决心竭尽全力挑起这副担子， 使陈毅同
志用更多的力量抓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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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粟调到一起后，仗越打越好，歼
灭的敌人越来越多，“陈不离粟、粟不离陈”

这种提法就越叫越响，越传越广了。时间虽
然过去六十多年了， 但最近我问了在华东
战场战斗过的两位老同志， 一位是三野司
令部作战科参谋袁仲仁同志， 另一位是六
纵队作战科副科长恽前程同志， 他们都还
清清楚楚记得这个流行的说法。

毛泽东作出这样的安排， 一方面是根
据陈毅的建议。同时，毛泽东也欣赏粟裕的

军事才华，俩人都想到一块去了，所以才作
出这个决定。 我想， 毛泽东主要是要利用
陈、粟俩人各自的优势。 陈毅的优势是：资
格老，威望高，有权威，说话有人听。 粟裕的
优势是：军事上是强项，是会打仗的行家里
手，指挥艺术高明，擅长打歼灭战、大规模
的运动战、攻坚战。

他们俩人结合后的第一仗是宿北战
役。 毛泽东来电特别指出， 第一仗必须打
胜。 事关全局，陈、粟俩人商量好后，粟裕精
心组织了宿北战役。 首战告捷，全歼国民党
军整编

69

师两万一千多人，师长戴子奇自
杀，副师长饶少伟被俘。 毛泽东来电祝贺：

“宿沭前线大胜利，望对一切有功将士传令
嘉奖。 ”后再次来电指出：“歼敌两万以上，

于大局有利， 甚好甚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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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毅赋诗《宿北大捷》祝贺，诗云：

敌到运河曲，聚歼夫何疑。 试看峰山下，埋
了戴子奇。

(1946

年
12

月
)

第二仗鲁南战役同样取得了胜利。 鲁
南战役结束后， 蒋介石想和我军在临沂地
区决战的贼心不死。 陈、粟运筹帷幄，俩人
商量：这一仗不能上蒋介石的当，要反其道
而行之。 于是用“示形于鲁南，决胜于鲁中”

的迷魂阵， 精心组织了更大规模的莱芜战
役，消灭了国民党军一个“绥靖区”前方指
挥所、两个军部、七个师，共五万六千余人，

还活捉了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
令李仙洲。

陈毅对粟裕的指挥很欣赏， 不仅写诗

祝贺， 还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粟裕
将军战役指挥高明，一贯保持其常胜纪录，

愈出愈奇，愈打愈妙。 ”他还进一步说：“粟
裕同志可算为理论与实践兼有的人， 战役
指挥很高明，他常在实践中锻炼，华东军事
指挥主要靠他。 ”

蒋介石不甘心全面进攻的失败， 再次
集中国民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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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整编师，

60

多个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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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的兵力， 继续向山东解放区的纵深重
点进攻。 陈、粟二人小心谨慎地商量研究，

为粉碎蒋介石重点进攻的阴谋， 花了一个
月的时间，部队往返行程一千多公里，用放
长线钓大鱼、耍龙灯的办法，精心组织了更
大规模的运动战和阵地战相结合的孟良崮
战役。 仅用了三天的时间，就将国民党军中
王牌的王牌七十四师三万两千多人彻底消
灭， 粉碎了蒋介石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
攻。

粟裕在陈毅的领导下，总的来说指挥是
顺利的，没有遇到多少麻烦，从而取得了一
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的空前大胜利。只有一
次，粟裕在调动部队的时候，有位纵队司令
员在电话里和粟裕大声嚷嚷，陈老总和谭震
林正在旁边下围棋， 听到声音接过电话说：

怎么！ 粟司令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我们研
究过的，你们不要讲什么价钱了！ 对方马上
就不敢大声嚷嚷了。有人说是许世友顶撞粟
裕。 其实不是，根据我的了解和接触，许对粟
还是很尊重的。 在战争那个非常时期，没有
陈老总为粟裕压阵，是不行的。

解放战争时期，陈毅（右）与粟裕（左）的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