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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严惩胡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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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宗南曾是陈赓的同班同学。本来两人在进校之初的一段时间里，私交还是不错的，都是

黄埔军校的高材生。只是后来胡宗南一心一意地投靠蒋介石，成为“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

子，思想日趋反动，常常责骂共产党和进步同学，才使二人关系逐渐疏远，并最终分道扬镳。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胡宗南把自己死死地拴在了蒋家王朝的战车上，为老蒋卖命地东挡西杀，

双手沾满了革命者的鲜血，成为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一路青云直上，到30年代末，竟成了蒋

介石非常倚重的“股肱之臣”，当上了称霸一方的西北王，凶残地反共反人民，成为进攻陕甘

宁革命根据地，直接威胁党中央和毛主席安危的急先锋。这样，昔日的学友已从根本上变成了

不共戴天的死对头。 

  不过，即使这样，胡宗南还是十分佩服陈赓。他对陈赓的龙骧虎步，超群的军事指挥艺术

和急公好义的性情，发自内心地赞赏。他私下里常对人讲：“陈赓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只可

惜跟了共产党！”因此，当30年代初，陈赓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时，胡宗南还亲自致书蒋介

石，为陈赓“求情”，并意欲劝降，但遭到陈赓坚决拒绝。 

  到了40年代，国共两党两军已处在生死决战的攸关时刻，这两位学友同样是完全情断义

绝。特别是陈赓率部彻底干净地歼灭了胡部的精锐“天下第一旅”，狠狠地教训了胡宗南一

下，使得胡宗南痛彻心脾，暴跳如雷，跺着脚大骂陈赓，对天发誓，从此两人不共戴天，有你

无我，有我无你！可发誓毕竟是空口说白话，历史的事实，又岂能靠几句誓言就能改变的

呢？！ 

  说起这段经历，还得从胡宗南对陕甘宁边区的所作所为讲起。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在这里建立起革命的大本营。然而，这正是胡宗南管辖的地盘，因此，他

奉蒋介石之命，指挥国民党军多次对革命根据地发动反革命封锁和围剿。起初，先是让东北军

出兵，结果连吃败仗，损失惨重，使得东北军不愿再与红军为敌，并背地里同红军达成秘密停

战协议。无奈，胡宗南又指使嫡系部队上阵，屡犯解放区，虽然也没有捞到什么便宜，但已成

为边区人民心腹大患。 

  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胡宗南反动嘴脸有所收敛，但仍然大兵压境，咄咄逼人。这时，

陈赓被任命为八路军第386旅旅长，率部挺进到山西抗日前线，不久开创了太岳革命根据地，

任太岳军区司令员，浴血奋战在晋东南一带。可龟缩在西北的胡宗南部，不仅不支持八路军抗

战，反而加紧封锁解放区，并不断进行武装挑衅，制造事端。陈赓听到这些消息，心中很是不

快，曾多次对周围的同志讲：我这个志大才疏的老同学，真是不够意思。自红军一进陕南，他

就跟在后面啃屁股，一直啃到了陕北，啃了好几年了，总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身边闹麻烦，以

后得找个机会好好教训教训他！ 

  机会果然来了。1946年6月，抗日战争胜利还不到一年，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挑起了全面

内战，同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战。作为蒋介石心腹的胡宗南，自然充当起反共

的急先锋，在西北首先向我军发难。 

  但说起来又是巧合，他进攻的首选目标就是陈赓部活动的晋南解放区。 

  7月初，胡宗南亲自坐镇西安，派嫡系主力6个旅及炮兵、特种兵各一部经风陵渡、茅津渡

过黄河，向晋南进犯。起初，陈赓打算先教训一下配合胡部南进的阎锡山，再向胡宗南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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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阎老奸巨滑，进展十分缓慢，而胡部却仗着装备精良，人多势众，气势汹汹无所顾忌地前

进。有两支部队，即敌之167旅、31旅为抢头功，竟孤军深入。陈赓见机会难得，便决定改变

策略，调回北进部队挥师南下，选择最突出的31旅下手，发起“闻（喜）夏（县）战役”。经

过周密部署，13日至14日夜，一举将31旅全部报销，给了胡宗南一个不大不小的教训。 

  但“闻夏战役”并没有使胡宗南头脑清醒，他反以为这是轻敌所致，让陈赓捡了个便宜。

于是9月中旬，再次向晋南增派15个旅兵力，并把他多年培植的精锐——“天下第1旅”拿了出

来，去寻找陈赓部决战，想一举扫平晋南。 

  所谓“天下第1旅”也确实非同小可。其整编前为第1师，第一任师长就是胡宗南。全旅清

一色美械装备，老兵多，战斗力强，部队军官的军衔都比其他部队普遍高一级。旅长黄正诚是

个中将，曾就读于德国军事学校，被誉为国民党的“百战百胜将军”。两个团长都是少将军

衔。该部真可谓蒋介石嫡系中的“佼佼者”，是胡宗南靠之发迹、赖以看家的本钱。 

  陈赓听说“天下第1旅”竟然“光临”前线，不禁一阵暗喜。他清楚地知道，打蛇要打七

寸，而打胡宗南就得剜他的心，掏他的肝，将他的第1旅吃掉，这样才能让老同学真正接受教

训。 

  9月下旬，陈赓经过严密侦察，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发动“临（汾）浮（山）战役”，歼

灭第1旅。22日午夜，陈赓派出一个旅向进驻到浮山的敌第1旅第2团发起攻击，经过一昼夜激

战，全歼该团，少将团长在突围中被击毙。于此同时，敌旅长黄正诚正为救援第2团忙不迭地

率领第1团向浮山开进，这恰好中了陈赓围点打援、一石两鸟之计。 

  23日黄昏，第1团被围赶进陈堰村，成了瓮中之鳖。但困兽犹斗，战斗相当激烈。敌第1团

团长就像一个输光了的赌棍，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连连嚎叫：“就凭八路军那几条烂杆子

枪，想消灭‘天下第1旅’，那是妄想！”可事实胜于雄辩，战斗到24日拂晓，“天下第1旅”

旅部及其第1团全部被歼，黄正诚及两个少将副旅长被生擒，第1团团长被击毙。从此，“天下

第1旅”就永远在地球上消失了。还值得一提的是，陈部在消灭第1旅的同时，顺手牵羊，又消

灭了敌167旅、27旅各一部，使临浮战役战果颇丰，共毙俘敌五千余人。 

  “天下第1旅”被歼的消息立刻传到胡宗南那里，这个“教训”实在太大了，疼得“西北

王”捶胸顿足，差点儿背过气去，一连几天寝食难安，还狠狠地挨了蒋介石一顿臭骂。于是，

这才有了上面胡宗南气急败坏，大骂陈赓那一幕…… 

  来源：《党史信息报》镜周刊第652期2004年12月22日

（责任编辑：王黎锋(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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