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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勇善谋，功勋卓著的共和国第一大将粟裕

张冬梅   许  述

【字号 大 中 小】【论坛】【打印】【关闭】 

  粟裕第一次进入高层视野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40年10月，他指挥了著名的黄桥大战，他消灭的敌人比自己的兵力

还多。惊讶之余，毛泽东富有远见地评价说：“这个从士兵成长起来的人以后可以指挥四五十万人马。” 

  毛泽东没有看错人。解放战争初期，粟裕在苏中七战七捷，威名大震。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会兵后，毛泽东明

示：“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负责。”正司令在位的情况下，把战役指挥权交给副司

令，这不仅在我军历史上是唯一的，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也罕见。粟裕不辱使命，相继成功指挥了宿北、鲁南、莱

芜、孟良崮、沙土集等战役。1948年5月，粟裕被任命为华野代司令员兼政委，实际上成为华东战区最高指挥员独当一

面，旋即又指挥了豫东和济南战役。之后的淮海战役是粟裕的巅峰之作。 

  在粟裕成功的多种因素中，有一点与众不同，那就是他颇具公心与战略眼光。 

  “立德”：功名为下，公心为上 

  关于粟裕淡泊名利、功名为下，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两让司令”。 

  抗日战争结束不久，华中局建议由粟裕留华中任司令，中央军委复电表示同意。粟裕于27日收到复电后，当日即电

呈中共中央表示“不胜惶恐”，他推举张鼎丞为军区司令，自己改任副职，并指出这样安排“更有利于今后工作”，因

为“（张鼎丞）对于执行党的政策与掌握全局，均远非职之能及”，况且张鼎丞资历也比自己高。粟裕这样做，无非是

为了维护领导班子的团结，顾全大局。在中央军委任职命令已经下达的情况下，粟裕主动让位实属难得，充分表现出他

的公心。 

  粟裕第二次让司令是1948年5月，他奉命与陈毅一起赴西柏坡向中央军委当面汇报工作。毛泽东不但采纳了粟裕的

建议，把本欲渡江南下的三个纵队留在中原打大仗，还有意把陈毅调到中原军区和中原局工作。陈毅调动一事没有任何

“先兆”，是毛泽东临时决定的，这一调动实际是为了让粟裕放手大干一场。当毛泽东告诉粟裕“陈毅同志不回华野去

了，今后华野就由你来搞”时，粟裕感到“太意外”了，他立即再三请求让陈毅回华野，但毛泽东决心已定。最后，粟

裕仍然请求保留陈毅华野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由他代行其职。毛泽东显然没想到粟裕会提出这个建议，但还是在“沉

思了一下”后答应了。粟裕与陈毅一武一文，长期搭档，配合默契。一般来说，陈毅“主政”，粟裕“主军”，有陈毅

在，粟裕能够专意于军事，并且屡建战功。陈毅现在要到中原工作了，粟裕不得不军政大梁一肩挑，但他还是请求保留

陈毅的华野原职。一方面表现了他对陈毅的充分尊重，另一方面也表现了粟裕不为名，只惟事业的高风亮节。 

  解放战争初期，粟裕、陈毅和中央军委关于华中野战军作战地域的选择问题有过长期而激烈的争论，其实质为“内

线歼敌”还是“出击外线”的战略分歧。粟裕出于公心，屡次建议“先在苏中打仗再西移”，并以成功的作战行动促使

中央军委最终改变出击外线的初衷，把“内线歼敌”作为解放战争初期的战略方针。平心而论，如果粟裕当初二话不

说，坚决遵照中央军委部署，兵出淮南进行外线作战，就算失利，那也是上级决策失误，他自己并无责任。但粟裕却

“斗胆”直陈自己的意见，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倘若晋冀鲁豫和山东野战军出击外线顺利，而粟裕在苏中内线作战失

利，那他将成为“抗命的罪人”。现在，不少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内线作战显然比外线出击有

利。这其实是“事后诸葛亮”，否则也太低估中央军委的决策能力了。还有人指出，粟裕之所以“执意”在苏中作战，

是想“拣软柿子捏”，因为对手太弱，属于国民党军的二流部队。这种看法看似有理，实则不然。粟裕面对的的确是国

民党军的二流部队，但却有12万之多，粟裕能指挥的人马则只有约3万，况且粟裕的直接对手，这12万国民党军的指挥

官李默庵并非庸才，在黄埔同期同学中有“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又文又武李默庵”之说。粟裕直言完全是出于公

心，出于对党的事业强烈的责任心，这不是每个战区指挥员都能够做到的。粟裕在解放战争期间几次提出重要的战略性

建议，“善谏”是能力，“敢谏”则是品质。有人认为粟裕在解放战争中之所以“敢”于犯险建言，是因为他长期在南

方和华东，远离中央而没有看到党内几次运动中一些错误做法。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文革”期间，粟裕受命深入

海防进行调研，发现当时的作战指导思想和国防工程方面存在某些严重问题，于是秉笔直书。当他于1970年如实完成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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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报告时，有人提醒他说国防工程部署是经毛主席批准的，但粟裕还是据实上报了。这个时候，“文革”正在进行，粟

裕本人也经历了激荡起伏和人生冷暖，但他还是像解放战争时期一样“敢”于直谏，唯一的目的是对军队和国家负责，

公心不改。 

  为照顾战略全局，粟裕还能够牺牲本战区的局部利益，这集中表现在“七月分兵”上。孟良崮战役前，华东战区虽

机动月余，却屡寻歼敌机会不得，形势十分严峻。对此，中央军委的态度在5月8日有个“分水岭”。之前，中央军委一

再指出：“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后方”（5月4日）、“不要分兵”（5月6日）。但8日的指示则起了变化，中央军委要求

粟裕以6月10日为界，之前若不能创造战机歼敌，之后就配合刘邓大举出击。中央军委意图明显，即以外线出击缓解内

线压力。孟良崮大捷后，中央军委的态度如两江汇一，肯定了继续内线歼敌的可能性，并要求山东战区用半年多时间打

破敌人的重点进攻。孟良崮战役虽然暂时缓解了国民党军的攻势，但其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战略并未改变。中央军

委认为山东内线歼敌良机难寻，于6月29日再次致电华野，再次提出分兵指示，并陈述理由如下：“敌正面既然绝对集

中兵力，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可见，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是随

着战局的变化而变化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军委6月29日电只提山东军情，没有论及刘邓。这是因为在中央军委的总

体部署中，刘邓出击外线是为了解救山东危局，华野出击外线是自救，而不是为了支援刘邓。其实，仅就山东战区而

言，内线歼敌的机会不是没有，只是时机未到，正如粟裕所说：“山东还有五十多个县城在我手中，而且连成一片，胶

东、渤海、滨海三个地区还可以回旋，在内线歼敌的条件还是存在的。”尽管如此，粟裕还是在6月30日即复电中央军

委表示迅速执行。粟裕没有说出来，但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来，华野为战略全局做出了局部牺牲。对此，华野部分将士是

有意见的，粟裕还向他们做了解释：“刘邓大军在六月底将南渡黄河，军委已经告知我们，我们必须以战斗行动来策应

刘邓大军的战略行动……（否则）对全局是不利的。”从未在外线作战的华野外线兵团遇到了很多困难，但粟裕考虑更

多的却是战略全局和兄弟部队的困难。1947年8月18日，粟裕致电中央军委：“依近日情况判断，敌有大部随刘邓南去

可能。果如是，则刘邓很吃力，我们应尽一切努力多拖住一些敌人，”为此，他建议华野外线兵团的作战区域不应限制

在鲁西南，而要越过陇海线，南下至豫皖苏一带寻机歼敌。这一建议正中毛泽东下怀，他于24日复电指出粟裕此意见

“极为正确”，这一用语在毛泽东的电文中是极少见的。 

  “建言”：立足全局，远见卓识 

  早在红军反“围剿”时期，粟裕就认识到：“军事指挥员应该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个指挥员对战略问

题有了较深刻的理解，有了清醒的头脑，才能运筹自如地指挥作战。”在解放战争中，他进一步指出：“作为一个战役

指挥员，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应当结合战争的全局进行思考，从全局上考虑得失利弊，把全局和局部很

好地联系起来。”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则回忆道：“他给我印象最深、教育最大的就是他总是从全局出发，从党的最

大利益出发；紧密结合本地区的实际，考虑完成任务的最佳方案。”正是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粟裕提出了几次战略

性建议，主要的三次建议分别发生在解放战争战略防御、战略进攻和战略决战阶段，都极大地影响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前面提到粟裕在解放战争初期力主在苏中内线歼敌，除了公心可鉴，更表现了他独具慧眼的战略眼光，这集中体现

在8月1日和14日电报中。如南战斗后，海安成为双方争夺焦点，鉴于天长和盱眙难保，粟裕请求将淮南第五旅东调至苏

中参战，但陈毅表示反对，并向中央军委建议“粟部亦宜逐步向西转移”。海安保卫战后，粟裕再次向中央军委“要

兵”（淮南主力），此电显示了他非凡的战略眼光：“我各战略区除在战略上应互相配合外，在战役上似不应要求一定

之配合（事实上也很难做到），而在单独作战，以自己力量解决当面敌人，否则会影响到另一战略区之机动。”陈毅再

次反对，仍建议“粟部迅速西调”。面对粟裕和陈毅的争论，中央军委未能及时做出决议，兵力不足的粟裕只好在予敌

重大杀伤后放弃海安。李堡战斗结束后，粟裕于8月14日致电中央军委，对历次争论进行了总结： 

  “战争初期，各主要作战方向，应充分利用内线歼敌的有利条件，哪里好消灭敌人就在哪里打仗，各战区之间有战

略性的配合，不宜过早作战役性的配合；如果急于战役性的配合，我军兵力作更大的集中，则敌人的兵力也将随之作更

大的集中，对各个歼敌不利。在兵力敌优我劣的情况下，过早地进行大会战，我们是难以有胜利的把握的。在战争初

期，我军兵力应该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我军指挥艺术的提高和战局向我解放区纵深发展而逐步集中，由一次歼敌一个

旅，逐步集中兵力发展到一次歼敌几个旅，这样比较有利。” 

  这些极像毛泽东语气的话居然出自一个战区指挥员笔下，实属难得。从粟裕的多封电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诸如“整

个战局”、“战略”、“战役”、“内线”、“外线”等关键性字眼。苏中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央军委再次推迟了出击

外线时间，直到1947年3月才最终明确了内线歼敌的战略方针，并指出“转入外线之时间，现亦不必顾虑。”可见，从

1946年6月26日决定外线出击到1947年3月改为内线歼敌，中央军委用了整整八个月时间！粟裕的战略性建议和成功的战

争实践对中央军委确立解放战争初期正确的战争指导方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粟裕的第二次战略性建议是解放军“问鼎中原”的关键。1947年底，解放军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后，敌我双方相持不

下，“你打不过来，我也打不过去”。为打破僵局，毛泽东于12月4日提出了分兵渡江计划，准备实行千里跃进大别山

之后第二个战略跃进。1948年1月22日后，毛泽东收到粟裕电报，该电认为应当在江北打几个大的歼灭战后视情而动。

粟裕并未明确反对分兵渡江，但他集中三路军，忽分忽集，合力歼敌的建议显然包含了取消分兵渡江的思想。毛泽东与



陈毅面商后，仍然坚持己见，于1月27日致电粟裕，要他率第1、4、6三个纵队渡江，在湘赣浙闽诸省执行宽大机动作战

任务，迫使蒋介石从中原调动80个旅中的20-30个旅回防江南，并要粟裕“熟筹见复”。中央军委的意图十分明显，就

是要在蒋介石的后院放几把火，迫使其调动军队回防江南，以减轻中原战场，特别是大别山刘邓大军的巨大压力。这里

需要特别指出的有三点。一是毛泽东已经定下分兵渡江的决心，他甚至在给陈毅的手令中明令组建东南野战军，还详细

规定了该军的组织领导。二是对“熟筹见复”的正确理解。毛泽东要粟裕“熟筹见复”的并不是要不要渡江，而是在必

须渡江的前提下就渡江的时间和地点询问粟裕的意见。第三，中央军委1月27日电表明粟裕1月22日的建议未被采纳。在

这样的情况下还要申述原见，是需要一定勇气的。但粟裕还是于1月31日再次致电中央坚持原议，中央军委次日即复电

坚持渡江。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中央军委上一次复电间隔了五天，这一次复电却只间隔了一天，可见渡江决心

势难扭转。有异议的粟裕该何去何从？他请求让渡江纵队休整一段时间，为渡江做好充分准备，实际上也想利用这段时

间进行再思考。深思熟虑之后，粟裕还是认为不过江，在中原地区打大歼灭战为好，但他又怕自己的“一孔之见”干扰

了中央军委的决心，没有上报。粟裕一度称自己的建议为“管见”，实际上，这是他站在高处的“远见”，正如他在回

忆当时的心境时所说：“作为一个战役指挥员，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应当结合战争的全局进行思考，从

全局上考虑得失利弊，把局部和全局很好地联系起来。”4月初，陈毅回到濮阳，粟裕立即把自己的想法向他作了汇

报，陈毅大为吃惊。经过多次深入交换意见，陈毅支持粟裕将建议上报中央军委。4月18日，粟裕终将该电发出，第四

次建议在中原打大仗。这封电报篇幅长达三千字（在粟裕电文中极少），证据充分，说理透彻，更有粟裕自己的战争实

践经验。看到电报，毛泽东也犹豫了，权衡了三天也无法拍板，于是通知陈毅和粟裕去西柏坡面议。毛泽东最后接受了

粟裕的建议，同时也规定，如果华野和中野无法粉碎国民党军在中原的防御体系，华野一兵团仍要立即渡江南下。豫东

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央军委于7月14日才明确改变了渡江计划；济南战役胜利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做出“人民解放军

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的决策。 

  将“小淮海战役”发展为“大淮海战役”的第三次建议对解放战争进程影响巨大，它充分体现了粟裕从全国战略全

局出发，在江北大量歼敌，为日后渡江作战减轻负担的指导思想。1948年9月24日晨，济南尚未完全攻下，粟裕就提出

了“小淮海战役”的建议，不过，这还仅仅是一场华野的“独角戏”。粟裕的主旨是攻敌打援，而且重在打援。按照他

的部署，华野部队将分成两部，分两步走：第一步以少部兵力攻占两淮，以主力准备截歼由徐州及陇海路东段南援之

敌；第二步敌若不援则乘机攻占海州和连云港。虽然“小淮海战役”规模不大，但仍然体现了粟裕深远的战略眼光：

“为将来渡江创造有利条件。”中央军委于9月25日复电表示赞同，并增加了歼灭黄伯韬兵团的战役目标，将“两步

走”发展为“三步走”，使“小淮海战役”成为“中淮海战役”。11月6日，“中淮海战役”打响后，海州之敌迅速向

西靠拢。8日，黄伯韬兵团还未就歼，粟裕即向中央军建议将“中淮海战役”进一步发展为“大淮海战役”：歼灭黄兵

团后，放弃“中淮海战役”原定的后两个作战目标，主力西向，进击徐（州）蚌（埠）线，包围并歼灭徐州之敌。可

见，“大淮海战役”的目标与“小淮海战役”已经大相径庭，是把中原的“几口饭一口吃下去”。如果这一目标能够顺

利实现，不但将使中原局势彻底改善，全国解放战争的全局也必将大为改观，其战略意义不言而喻。粟裕之所以敢下这

个决心，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正如他在8日的电文开头所说：“近来全国战场的不断胜利，尤其是东北的伟大胜利

与完全解放，促成战局的急剧大变化。”显而易见，粟裕提出“大淮海战役”是以全国战略全局为出发点考虑的。“大

淮海战役”截断徐蚌线和辽沈战役攻占锦州有异曲同工之妙。毛泽东提出攻占锦州关门打狗，但他并未提出截断徐蚌铁

路，进行南线决战，这是因为辽沈战役中，四野兵力超过东北国民党军，所以毛泽东敢下这个战略决心。淮海战役中，

华野和中野加在一起不过60万，要面对的却是80万国民党军，所以连毛泽东也不敢吃这口“夹生饭”。毛泽东没敢下的

决心，粟裕却敢下，真是胆过姜维。 

  “立功”：独当一面，功勋卓著 

  粟裕不但为中央军委提出了战略性建议，还在上级指示未达或不及请示时独当一面。如果不站在全局的高度处置问

题，没有一定的战略眼光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战场形势和敌情瞬息万变，通讯和交通工具也不够发达，中央军委与各战区的联系并非事事及

时，时时顺利，各战区实际上成为独立的战略单位。中央军委也深知无论主观和客观上都不能对战区干预过细，只能进

行“宏观调控”，于是给了战区指挥员相当的自主权和临机处置权。对此，粟裕十分感怀，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他

（毛泽东）十分重视战场指挥员的意见，给予应有的机动权和自主权，充分发挥战场指挥员的能动作用。”中央军委虽

然“放权”了，但战区指挥员自身也必须具备战略眼光，能够根据中央军委总的战略决心，联系本战区实际，制定正确

的战略方针。在特殊情况下“先斩后奏”既是无奈的，也是必需的。如果只会等、靠、要，缺乏战略眼光，就不能独当

一面，不是一个称职的战区指挥员。粟裕长期转战南方，远离中央，上级的指示很多时候不能及时到达，这在客观上使

他比其他战区指挥员更多独当一面和自主处置的锻炼机会。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后，粟裕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只好“自

力更生”，他在回忆录中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时说道：“我感觉到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应该懂得中国革命

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个指挥员对战略问题有了较深刻的理解，有了清醒的头脑，才能运筹自如地指挥作战。在我以后的

作战生涯中长期远离中央，所以我对于尽可能地去了解和学习战略性问题格外重视。” 

  粟裕在解放战争中经常独当一面。豫东战役中，当粟裕决定放弃歼灭新五军，改攻开封时，已经来不及向中央军委

请示，只好“先斩后奏”。他于6月16日向中央军委呈报攻打开封的具体方案时表示：“因情况急迫请示不及，已令各



 

部执行，有何指示，请即赐复。”中央军委次日复电表示：“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要请示。”在渡江战役前，总前

委经中央军委同意，制定了《京沪杭作战纲要》，它规定部队渡江后首先要站稳脚跟，然后再视情扩大战果。这一决议

建立在国民党军将进行顽抗的基础上，不料江防一突破，敌人即仓皇撤退。在这种情况下，粟裕果断下令各部队立即追

击，结果在郎溪、广德地区取得了歼敌五个军的胜利。粟裕当然也给中央军委作了汇报，但战机稍纵即逝，只能是先斩

后奏的“补报”了。 

  许多论著在谈及粟裕的几次战略性建议时，给人的感觉是粟裕一提出建议，中央军委就立即采纳，但实际情况并非

完全如此。中央军委同意粟裕的建议是有所保留或者说有条件的，那就是粟裕要拿出“货真价实”的“证据”，在这之

前，中央军委并没有明确表示放弃最初的战略决心。粟裕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他不但从全局的高度提出战略性建议，还

以成功的战争实践证明了自己建议的正确性，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解放战争战略防御阶段，粟裕在苏中战役中以3万人对抗12万之敌，最后消灭对方44%的兵力。苏中战役的胜利不但

初步平息了粟裕、陈毅之间的争论，起到了战略侦察的作用，还创造出了成功的“盈利模式”，连毛泽东都要全军学

习，他于1946年8月28日亲自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向各战略区通报苏中战役的经验：“我粟谭军从七月十三日至八月

二十七日一个半月内……每战必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精良；凭借解

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

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用这样的语言表扬一个战区指挥员，对于毛泽东而言是很少见的。8月以后，中央军委

对南北两线的作战方针都进行了调整，主要以内线作战的方式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大大影响了解放战争的进程。战略进

攻阶段，粟裕连续四次建议在中原大量歼敌，并以代司令员兼政委之职全面主持华东军政工作，随后成功指挥了解放战

争以来最大的一个歼灭战——豫东战役，彻底改变了我军在中原战场的不利态势。毛泽东于1948年8月接见华野特种兵

纵队司令员陈锐霆等人时高兴地说：“解放战争好象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

了。”战略决战阶段，粟裕不但提出了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还把“小淮海”发展为“大淮海”，并顺利实现了中原战

场的大转折，使只剩下半壁江山的南京国民政府面临大厦将倾之势，此战意义之大毋庸赘述。战略追击阶段，粟裕又指

挥了解放上海、福建等东南重地和追歼残敌诸战役，加速了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到来。 

  来源：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河北党史网 

（责任编辑：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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