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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70周年回望（三）

经略中原尖刀 全国反攻利剑

焦予玲

巨大牺牲： 中原战场吸引
敌人

90

个旅，

1２

万官兵锐减
5

万余， 改变了党中央在陕北
的艰难处境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受
到国民党重兵围困， 他们从打
小仗到大仗，从小胜到大胜，先
后打了无数次的硬仗、险仗、恶
仗，以巨大的自我牺牲为代价，

改变了党中央在陕北的艰难处
境， 实现了党中央经略中原的
战略部署。

为了保住大别山这一战略
要地， 蒋介石把

34

个整编师、

79

个旅，

54

万
6

千余人的庞大
兵力布置在中原战场， 其中归
白崇禧指挥的

16

个整编师、

33

个旅， 重点进攻大别山及周围
地区。

刘邓大军刚刚进入大别
山， 国民党南追部队及原驻防
大别山共

23

旅的兵力， 就从
东、西、北三面合击而来，企图
趁大军立足未稳之际， 寻而围
歼或将其逐出大别山。

刘伯承、 邓小平根据敌我
双方的态势， 作出了“北线牵
制、南线展开”的战略部署：以
一、二纵在大别山北部的商城、

罗山地区钳制尾我之敌， 争取
时间，掩护三、六纵向大别山南
部的皖西、鄂东展开，抢占南线
诸城，打开创建根据地的局面。

同时指出， 当前的军事任务是
不求打大仗， 而是占领一切可
能占领的城镇，肃清土顽，特别
要引导部队熟悉山区地形，习
惯南方生活，学习山地作战，寻
机打击薄弱之敌， 为打大歼灭
战准备条件。

一、 二纵主力在执行北线
战略牵制任务时， 与三纵密切
配合， 在豫东南商光地区与敌
58

师、

85

师进行了三次试探性
的战斗。

商城河凤桥之战。

９

月
４

日，敌
58

师为抢占商城，分东
西两路沿固商公路向南进犯。

刘邓大军一、 二纵和六纵
16

旅在商城河凤桥地区和高斛
山一带，摆开东西

１５

公里，南
北七八公里的宽大战场，迎战
58

师。

５

日上午，

58

师进入新店
时，解放军全线与敌人接火，战
斗异常激烈。

６

日，又激战一昼
夜， 敌我双方反复争夺扒子山
至高斛山一线阵地， 敌我各有
伤亡。

７

日和
８

日，激战两天，

解放军向北推进
５

公里， 歼敌
一部。 晚上

１０

时许，敌军败退
至观音山地区， 解放军也撤出
战斗。

商城钟铺之战。 河凤桥之
战后，为了继续吸引敌人北上，

刘邓野战军总部集中一、二、三
纵队主力和六纵

16

旅，在商城
附近， 仍以歼敌

58

师为目标，

打响了钟铺之战。

９

月
18

日，

敌
58

师新
10

旅
29

团由商城
出发到钟铺一带设防， 妄图依
托钟铺要塞， 阻止解放军再取
商城。 当日，一、二纵主力于午
夜间完成合围后。

１９

日拂晓发
起进攻，激战一天，歼敌一部，

并粉碎敌两次向东突围的企
图。

20

日，一、二纵主力连续从
西南、 西北两面向钟铺外围敌
阵地猛攻，以

46

团由东向西直
捣钟铺， 战至下午， 敌伤亡惨

重，敌
58

师
29

团
2000

余人被
全歼。

光山以南斛山寨之战。 敌
58

师连续两次遭到重创， 于
9

月下旬由商城退往潢川， 一纵
20

旅在商潢潘店地区与敌激
战一夜， 后因敌

85

师快速增
援，一纵

20

旅撤出战斗。 野战
军总部决定集中一、 二纵队主
力和六纵

16

旅，打击敌
85

师。

9

月
25

日，刘伯承、邓小平在
光山凉亭的邱王湾指挥部队发
起了斛山寨战斗。 解放军利用
夜幕掩护，迅速抢占有利地形，

以一纵
20

旅在斛山寨北侧阻
敌，诱敌进入解放军预伏地区。

次日，敌
85

师在数十架飞机和
猛烈的地面炮火掩护下， 向斛
山寨阵地发起猛攻， 解放军占
据有利地势，居高临下，敌人的
数次进攻，均被击退。 尔后，以
斛山制高点为依托， 从正面吸
引敌人主力， 从东面两路对敌
实施包抄。

战斗紧张时，刘伯承司令
员亲临前沿指挥作战。 战斗至
下午五时许，两侧迂回部队渐
已形成对敌包围之势，正面部
队在四、 五里长的战线上，同
时向敌发起冲锋， 敌全线崩
溃， 遭重大伤亡后突围西窜。

但因其他参战部队未能按时堵
死包围圈的西北缺口， 仅歼敌
1000

余人。

刘邓大军在商光地区的三
次作战， 均因无后方支援，弹
药、 粮食供应和伤员转运极为
困难，又缺乏山地作战经验，没
能取得预期的歼敌效果， 但基
本实现了将敌人的全部机动兵
力， 吸引和调动到大别山北麓
的目的。三次作战，使部队迅速
适应了从平原到山地、 水网地
区的作战环境， 战斗技能大大
提高，为打大仗奠定了基础。

张家店歼灭战。 由于敌大
部兵力被解放军成功拖到大别
山以北，山南地区仅留整编

88

师和
46

师各一部守备。 刘伯
承、 邓小平决定抓住敌人部署
上的弱势， 运用适时分遣与集
中的作战原则， 避实就虚，以
一、 二纵各一部在潢商光地区
伪装主力迷惑敌人， 主力则分
为东西两路， 向山南实施机动
作战，寻机歼灭敌

88

师。

10

月
7

日， 敌
88

师师部
及

62

旅向张家店地区进犯。张
家店是一个有

200

多户居民的
小镇，居于六安东南

30

多公里
处，镇子周围为稻田和水网，远
处土丘岗岭环绕， 地形利守不
利攻

7

日中午，敌
88

师师部及
62

旅由南官亭进到山王河以
东地区，遭三纵

9

旅阻击，敌发
觉解放军作战意图， 于

8

日拂
晓掉头北窜，傍晚逃到张家店。

三纵
7

旅
24

团当即迂回到张
家店北，抢占山头，堵住敌人北
逃通路，并防止六安守敌南援。

9

旅
26

团迅速抢占了西南外
围高地。 三纵

8

旅一部直插东
面，控制有利地形。 至此，三纵
各先头部队已将敌团团围住。

9

日拂晓， 被围困在张家
店的敌人分两路突围，均被击
退，敌增援部队也被阻挡在

15

公里以外的中店一带。

9

日下
午，三纵主力到达张家店附近，

当即决定，

9

旅从西、南两面担
任主攻，

7

旅从北、

8

旅从东对
张家店实施围攻。

黄昏时分，三纵经过一个
小时的激烈战斗，扫清了敌外
围据点，逼近前沿阵地。 晚

10

时，总攻开始，纵队首先攻占敌
88

师前指司令部， 敌
88

师副
师长张世光见大势已去，慌忙
带领

10

余名亲信抢先逃窜，

敌军群龙无首， 陷入一片混
乱。 失去指挥的敌军部队整连
整营地放下武器投降，部分企
图突围和负隅顽抗者，也被包
围歼灭或缴械。 战斗至

10

日
凌晨

4

时胜利结束，共缴获山
炮和迫击炮

17

门， 轻重机枪
和长短枪数千件， 毙伤敌

900

多人，俘敌少将旅长唐家楫以
下官兵

4700

多人。解放军伤亡
350

余人。

张家店战役，刘邓大军一
举歼灭敌

88

师师部及
62

旅全
部，取得了挺进大别山以来“我
军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第
一次消灭敌人一个正规旅以上
兵力的重大胜利”，创造了在新
区、在外线打较大歼灭战的经
验，提高了部队无后方作战的
信心。

高山铺大捷。 张家店歼灭
战之后，野战军总部抓住战机，

又做出进一步分遣部署：用半
个月时间，将部队分散于长江
沿岸，解决粮食和冬衣问题，而
后集中全力，寻机歼敌。 各纵
队以疾风扫落叶之势，扫荡沿
途分散孤立之敌，攻克舒城、桐
城、英山、广济、黄梅、望江等城
镇，占据长江沿岸江防重镇武
穴和华阳， 控制长江北岸达
150

余公里，威震大江南北。

坐镇庐山的蒋介石以为刘
邓部队要渡江南进，急令整编
40

师
(

欠
1

个团
)

及整编
52

师
82

旅经团风、 浠水向广济疾
进，企图将解放军歼灭于江边。

国民党整编
40

师是蒋介
石的嫡系部队，全美式装备，战
斗力较强，尤以“擅长攻击”著
称，师长李振清还因此得了一
个“李铁头”的绰号。 该敌从陇
海线一路跟踪南下，以为刘邓
大军作战频繁，消耗得不到补
充， 主力又分散在长江北岸
150

余公里的狭长地带， 不可
能对他构成威胁，因此拼命追
截大军，孤军冒进，急欲在蒋介
石面前立下大功。

刘伯承、邓小平抓住整编
40

师及
82

旅孤军冒进的有利
战机，决定集中一、二、三、六纵

主力和中原独立旅共
10

个旅
的兵力， 在地势险要的高山铺
一带设伏， 诱敌深入， 全歼该
敌。 野战军总部还命令一纵司
令员杨勇和政委苏振华组成前
线指挥部，统一指挥一、六纵完
成对敌人的包围。战役发起后，

刘伯承、邓小平亲临前线指挥。

10

月
26

日清晨， 天空飘
着毛毛细雨， 担负诱敌深入的
中原独立旅百余人， 在漕河镇
与敌遭遇，双方稍一接火，解放
军佯装不敌， 迅速向高山铺方
向撤离。 敌人以为遇到了游击
队，毫无顾忌地紧追不放。

上午
9

时， 敌
40

师及
52

师
82

旅被诱入高山铺伏击地
区， 第一纵队各部即依托蚂蚁
山、红武脑山、茅庵山向敌人猛
烈射击，战斗正式打响。

当敌先头部队在界岭和红
武脑山一线遭遇解放军顽强阻
击， 难以继续前进时， 国民党
“武汉行辕” 却发电给

40

师鼓
气， 说高山铺一带只有解放军
一个旅，可以放心大胆前进。在
蕲春的

40

师师长李振清，也电
话督促其副师长率队加速前
进，到武穴见面。

被拦住去路的敌人误以为
是一场遭遇战， 便按照作战训
令上遭遇战的原则，重新调整
队形，向一纵各山头发起集团
冲锋。 战斗异常激烈，一纵山
头前沿阵地多次失而复得，

1

旅
1

团四连打得只剩下一个
多排的兵力，仍固守着红武脑
山制高点， 连续打退敌整营、

整团兵力的进攻。 战斗至黄
昏，双方在界岭和红武脑山阵
地前进行了

9

次和
13

次反复
争夺， 一纵阵地岿然不动，敌
40

师伤亡惨重，被压缩于清水
河与高山铺谷地。

27

日拂晓前，二纵、三纵
到达指定位置， 截断了敌人退
路。 六纵主力在高山铺西北独
山和十里铺地区又布成一个马
蹄形阵势， 与一纵和中原独立
旅在高山铺东南布成的马蹄形
阵势渐渐合拢， 终于将敌团团
围住。

敌发现清水河与高山铺两
侧制高点均被解放军控制，才
明白解放军作战意图， 便以红
武脑山和蚂蚁山为主攻方向，

组织猛烈进攻， 但都被解放军
一一击退。

上午
9

时， 刘邓首长命令
各纵发起总攻。 一纵一旅由东
北、二旅由东南、中原独立旅由
正南，以猛虎下山之势，迅猛插
进敌群，将敌人分割成数段。经
一小时激战，敌

40

师大部被歼
于清水河附近， 残部向西南逃
窜，企图与敌

82

旅靠近，而高
山铺地区的

82

旅已不战自溃，

溃败之敌潮水般涌向高山铺西
南的独山、十里铺地区，又遭到
六纵主力迎头痛击， 被压缩到
山沟里的泥泞稻田地带。

张家店战斗胜利及革命烈士纪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