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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失败   

    战争进入1947年, 国民党军由于连遭打击, 损兵折将, 士气低落, 同时战线太长, 兵力不足, 已经失去了当初全面进攻的势头。为了保持进

攻的继续, 蒋介石决定采取重点进攻方案, 集中了一线兵力的近半数70万人, 以两翼出击方式, 摧毁中共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陕北和中共主

要的兵力集中地及补给基地山东, 然后再扩大战果, 一举解决中共武装。  

    面对国民党的重点进攻计划, 中共决定继续进行内线作战, 进一步消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 为转入全国性反攻创造条件。2月1日, 中共中

央发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指示, 提出：“为着彻底粉碎蒋军进攻, 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再歼灭蒋军四十至五十个旅, 这是决定一切

的关键。”这一指示表明, 此时的中共, 较之战争开始时更具粉碎国民党军进攻的信心, 并已为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开始作准备。  

    陕北是中共中央所在地, 自内战爆发后, 国民党碍于种种因素而未下令进攻。1947年2月, 国民党驱赶中共驻宁、沪、渝三地代表, 国共关

系彻底破裂, 延安立即成为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目标。国民党调集了34个旅25万人, 由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统一指挥, 进攻延安。相形

之下, 中共在陕北只有不到3万人的部队, 而且装备较差, 形势不利。但是, 中共中央仍决定留在延安指挥作战, 如此一可鼓舞人心士气, 二可

牵制敌军, 况且陕北地形险要, 群众基础好, 也便于部队作战。为了打好这一仗, 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部队统一编为西北野战军, 任命彭德怀

为司令员兼政委, 另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统一领导西北财经工作, 支持战争。  

    3月13日, 国民党军15个旅14万人, 自洛川、宜川分两路向延安发起进攻。西北野战军以少数兵力进行了7天7夜的顽强的正面阻击, 掩护

延安中央机关的撤离。在完成阻击任务后, 西北野战军主动撤离, 19日, 国民党军进入延安空城。胡宗南大肆吹嘘“战果”, 部置手下找人

冒充战俘, 找枪冒充缴获, 制造“大捷”假象。  

    就在国民党为占领延安大吹大擂之时, 3月29日, 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枣林沟从容召集会议, 决定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以及毛泽

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 指挥全国战场的作战；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 刘少奇任书记, 前往河北平山县

西柏坡, 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稍后又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 叶剑英任书记, 前往晋西北临县, 负责陕北

中央与各地的联络、对外宣传和后方勤务工作。此后, 中共中央即转战陕北, 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继续指挥全国战场的作战, 这一消息发布

后, 极大地鼓舞了各解放区军民的斗志。  

    国民党军占领延安之后, 急于寻找解放军主力决战, 西北野战军利用对手急于求成的心理, 以小部兵力佯装主力诱其大队扑空, 主力则集

结于青化砭地区, 3月25日全歼国民党军担任侧翼保护的第31旅, 首战告捷。其后, 西野采用蘑菇战术, 与优势国民党军兜圈子, 捉迷藏, 寻找

战机。4月14日, 又在羊马河设伏歼其第135旅。5月2日, 西野利用国民党军判断错误, 大举北上之机, 南下出击其后方补给基地蟠龙, 激战两

日, 歼其第167旅大部, 缴获大量军用物资。西北野战军在一个半月之中, 以弱对强, 以少对多, 敢打敢拼, 智胜巧胜, 连续三战三捷, 挫败了

国民党军的攻击锐气, 初步扭转了西北战局。  

    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另一翼是山东。蒋介石认为, 山东地扼要冲, 濒临海口, 是中共重兵集结之地和重要补给基地, 只要控制了山东, 既可

以消耗中共实力, 又可以切断中共对其它战场的补给通道, 国民党就可以在战争中取得胜势, 因此, 国民党军在苏北作战暂时得手后, 便调集

重兵, 压向山东。  

    1947年初, 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先后从苏北转移到了山东, 统一整编为华东野战军, 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 粟裕任副司令员。山东是

中共在抗战中建立的重要根据地, 抗战胜利后, 山东大部分地区成为解放区, 是解放军兵源和物资的重要补给基地, 也是华东与东北的联系

要道（经由胶东半岛过渤海湾至辽东半岛）, 还是中共华东局和华野总部所在地（山东临沂）, 因此解放军不会轻易放弃山东。华野成立

后, 华东两大主力合而为一, 实力大大增强, 并得到了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援, 有信心在山东打退国民党军的进攻。  

    1947年2月, 国民党调整部署, 进行鲁南会战。南线由欧震指挥, 三路进攻临沂, 北线由李仙洲指挥, 自胶济路南下莱芜, 企图南北夹击, 消

灭中共主力。参谋总长陈诚、徐州绥署主任薛岳坐镇徐州指挥, 蒋介石亦在南京遥控, 企望一战而定山东。攻击开始后, 南线国民党军稳扎

稳打, 步步为营, 齐头并进, 一遇阻击即停止不前, 使华野诱敌深入、寻机歼敌的计划未能实现。同时, 北线国民党军行动迅速, 位置突出, 

且兵力部署分散, 各部间矛盾较多, 华野果断决定放弃南线歼敌方案, 改打北线之敌。  

    2月10日, 华野主力自临沂隐蔽北上, 15日又主动放弃临沂, 蒋介石认为是“共军溃败”, 严令北线国民党军继续南进, 封锁华野退路。就

在国民党得意忘形之时, 华野主力日行百里, 兼程北上, 20日在莱芜抓住了李仙洲集团。李在被围后惊慌失措, 23日下令自莱芜突围, 结果在

途中被华野设伏分割包围, 当天即被全歼。此役华野歼灭国民党2个军7个师5.6万人, “创爱国自卫战争以来最高纪录”, 充分表现了解放

军战略战术运用之成功。     

    莱芜一战, 国民党军进攻受挫, 但国民党仍调集重兵, 准备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国民党撤消了徐州和郑州两个绥署, 另行组织陆军总部徐

州指挥所, 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山东作战, 投入兵力达到24个师60个旅45万人, 其中汤恩伯的第一兵团位于南线, 由临沂北进, 王敬久的



第二兵团和欧震的第三兵团位于西线, 由津浦路东进, 总的目标是先打通津浦路徐（州）济（南）段和临（沂）兖（州）公路, 然后在鲁中

山地与华野决战。  

    4月中旬, 国民党军达成第一步目标, 开始步步向鲁中推进。他们吸取了以往教训, 以密集队形逐步推进, 使华野难以分割歼敌。在这种情

况下, 华野部队不急不燥, 以频繁的运动调动国民党军, 创造战机。4月下旬, 华野放弃新泰、蒙阴, 主力后撤休整, 国民党统帅部再次误认为

对手“败退”, 下令各部跟进。汤恩伯部行动积极, 以整编第74师为主力, 沿沂蒙公路逼向位于鲁中山区的华野指挥中心坦埠, 战机终于出

现了。5月13日, 整编第74师到达坦埠以南, 态势突出, 与两翼距离拉大, 华野总部当机立断, 决定利用山地地形, 分割围歼74师。华野集中了

5个纵队, 于13日发起攻击, 插入纵深, 隔断了74师与两翼的联系。74师发现华野意图后, 急忙后缩, 但退路被断, 全师被围于孟良崮山地。  

    整编第74师为国民党军主力之一, 战斗力较强, 被围后仍图固守待援, 同时孟良崮周围国民党有多达十几个师的大军云集, 其中多数离孟

良崮不过一、二日路程, 因此南京政府令各部加速前进, 救援第74师, 并与华野决战, 这进一步加大了华野打这一仗的难度。但74师冒进时, 

将重装备留在了后方, 被围后无防御依托, 与其他部队的关系不好, 华野决心虎口拔牙, 打好这一仗。陈毅和粟裕决定, 以4个纵队阻击国民

党援军, 攻击部队则以大无畏的英勇精神, 对被围的74师发起全力攻击。15日至16日, 双方反复争夺各阵地, 战况十分激烈。74师因位于岩

石山地, 不便筑工, 人马齐集山头, 伤亡甚大。战至16日下午5时, 华野全歼74师3.2万人, 击毙师长张灵甫。国民党各路援军均被阻于孟良崮

周围, 最近者离74师不过十几里, 但仍眼睁睁地看着74师被歼, 汤恩伯因此而被撤职。此役华野以伤亡1.2万人的代价全歼国民党精锐主力, 

创造了敌重兵密集之中割歼其主力一部的辉煌胜利, 被陈毅豪迈地称之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这是华野以最大的耐心诱敌深入, 最

大限度地集中兵力, 抓住转瞬即逝的战机, 全力攻击被围之敌一部而取得的战果, 成为解放战争中解放军的经典战例之一。孟良崮一役, 使

国民党军对山东的重点进攻遭到沉重打击, 迫使国民党不得不调整部署, 重新研究作战方案, 得出的结论是, 并进不如重迭, 分进不如合进, 
并据此拟订了山东第三期作战计划。  

    6月下旬, 国民党军经过整顿后再度发起攻势, 主要作战方向是范汉杰指挥的第一兵团对鲁中的进攻。此次国民党军采取密集平推战术, 

在不到百里的战线上摆了9个师, 华野部队因国民党军密集一团而未找到战机。当月下旬, 因晋冀鲁豫野战军进军鲁西南, 中共中央指示华

野分兵出击策应, 国民党军挟优势兵力占领了鲁中部分地区, 其后又于9月发起胶东攻势, 占领了烟台和威海, 不过这已经是内战开始后国民

党军攻势的最后一幕了。此前, 晋冀鲁豫野战军进军大别山, 华东野战军和陈赓兵团出击鲁西南和豫西, 拉开了人民解放军全国性反攻的序

幕, 解放战争由此进至了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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