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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智慧 

1948 年七、八月间，毛泽东以战略家的远大目光纵览全局，敏锐地察觉到历史

已将跨入一个新的阶段，开始精心筹划新的方略。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军事和政治

上的准备，人们期待已久的战略大决战终于拉开了大幕。 

  这场大决战，是由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一环紧扣一环地组成的。三大

战役从 1948 年 9 月 12 日开始，到 1949 年 1 月 31 日结束，历时 4 个月 19 天，

歼灭国民党正规军 144 个师(旅)，非正规军 29 个师，共 154 万多人。这是中国

人民革命战争历史上，也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壮丽篇章。 

  这场气势磅礴的大决战，生动地体现出毛泽东作为卓越的军事家那种高瞻远

瞩、全局在胸的战略眼光和多谋善断的惊人胆略。当决战开始时，国民党军队的

数量还多于人民解放军，装备更比人民解放军好。南京政府仍统治着全国四分之

三的地区和三分之二的人口。但毛泽东不仅看透这个表面上的庞然大物其实已异

常虚弱，无法摆脱战略上全面被动的地位；并且敏锐地察觉他们正打算实行战略

撤退而一时还举棋不定，难下决心。正是在这种稍纵即逝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依

据对客观形势的冷静分析，当机立断，毫不犹豫地抓住时机，发动了这场人民解

放战争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战略大决战。 

        辽沈战役辽沈战役辽沈战役辽沈战役：：：：““““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 

  为什么毛泽东要选择东北战场作为这场大决战的起点?叶剑英作过详细的分

析：“毛泽东同志在紧紧地抓住决战时机的同时，又正确地选择了决战方向。当

时全国各战场的形势虽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但敌人在战略

上却企图尽量延长坚守东北几个孤点的时间，牵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使我军不

能入关作战；同时，敌人又准备把东北敌军撤至华中地区，加强华中防御。在这

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指向华北战场，则会使我军受到华北、

东北敌人的两大战略集团的夹击而陷于被动；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

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敌人迅速撤退，而实现他们的战略收缩企图。因此，东

北战场就成为全国战局发展的关键。当时东北战场的形势对我又特别有利。在敌

军方面：孤立分散，态势突出，地区狭小，补给困难；长春被围，无法解救，或

撤或守，举棋未定。在我军方面：兵力优势，装备较好；广大地区，联成一片；

土改完成，后方巩固；关内各区，均可支援。东北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敌军，

就能粉碎敌人战略收缩的企图；就能实施战略机动，有利于华北、华东战场的作

战；就能以东北的工业支援全国战争，使人民解放军获得战略的总后方。根据上

述情况，毛泽东同志将战略决战方向，首先指向东北战场的卫立煌集团，这就将

战略决战的初战胜利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这是毛泽东同志宏图大略全局在胸

投下的一着好棋子。决战首先从局部的优势开始，进而争取全局上的更大优势。

由于迅速而顺利地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就使全国战局急转直下，使原来预计

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 

  当时，东北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还有 4 个兵团、14 个军、44 个师，加上地

方武装共 55 万人，但已经被分割和压缩在长春、沈阳和锦州三块互不联系的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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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和地区内。东北人民解放军不但在 1947 年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冬季攻势

中歼灭了国民党军队近 30 万人，自身也迅速壮大，野战部队已发展到 53 个师，

加上地方部队已超过 100 万人，经过近半年的大练兵，部队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

质有很大的提高。人民解放军已占有显著优势。 

  对长春、沈阳、锦州这三块孤立的据点，先从哪里打起?1948 年 2 月 7 日，

毛泽东还在陕北时就曾致电东北野战军，提出“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

的设想。电报说：“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蒋介石曾经

考虑过全部撤退东北兵力至华北，后来又决定不撤。这主要是因为南线我军尚未

渡过长江及北线我军尚未给蒋军以更大打击的原故。”他问道：“你们上次电报

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向情况究竟如何?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义、兴、

绥、榆、昌、滦地带，对于应付蒋军撤退是否更为有利?”并着重指出：“对我

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 

  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但当时毛泽东还是在征求意见。并没有下最后的决断。

林彪对主力从北满远道南下攻打国民党军队坚固设防、周围又有若干据点的锦州

却顾虑重重，担心如果久攻不下，敌人援兵从华北和海上增援，将会陷解放军于

被动地位，再三提议先打长春。 

  5 月下旬，东北野战军以两个纵队试攻，发现攻占长春并不像预期那样容易，

改用严密围困的办法。毛泽东在 22 日深夜复电林罗刘：“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

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在你们准备攻击

长春期间，我们即告知你们，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太死，以致在

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并指示他们要加紧进行政治动员和粮食

准备，否则八月间还不能打响；关于具体作战计划，望他们详加考虑，拟出全盘

方案电告。 

为了将傅作义主力向西引开，以配合东北野战军南下北宁线作战，毛泽东 8 月 3

日在西柏坡召见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华北第二兵团第二政治委员杨成武，同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一起向他们交待“东北打，华北牵”的任务。毛

泽东宣布组成华北第三兵团，由杨成武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20 天内完成一切

准备，进军绥远，开辟新的战场，把傅作义部主力拖到平绥线，配合东北作战。

并问杨成武有什么困难?杨成武回答说：“没有困难，保证完成中央交给的任

务。”毛泽东笑了笑，说：“不对，出兵绥远，困难是很多的!”他一一作了分

析：绥远是傅作义的老窝，他搞坚壁清野，你们去了会吃不上饭；要华北供给支

援你们，也是很困难的；还有战斗可能很不顺手。毛泽东要他们把困难想透，想

出解决困难的办法，做好充分的准备。杨成武听后，很受感动：“毛主席日理万

机，全国各个战场都需要他呕心沥血，真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

既向部下交待任务，又为部下把执行任务的困难想透。他是那样了解情况，全国

的各个战场上就如同一盘棋，全在他的指掌之中。” 

  9 月 3 日，林彪、罗荣桓致电军委报告了南下作战的具体部署：我军拟以靠

近北宁线的各部，突然包围北宁线各城，然后待北面主力陆续到达后，逐一歼灭

敌人；而以北线主力控制于沈阳以西及西南地区，监视沈阳敌人，并准备歼灭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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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向锦州增援之敌或歼灭由长春突围南下之敌。对长春之敌，以现有围城兵力，

继续包围敌人，并准备乘敌突围时歼灭该敌。 

  9 月 5 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同意这个部署，接着，毛泽东便提

出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大歼灭战的决心”。9 月 7 日，

也就是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考虑到在东北工作的领导人不能抽身前

来参加会议，就以军委的名义致电林、罗：“如果在你们实行锦、榆、唐战役期

间，沈、长之敌倾巢来援，你们便可以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这是最理想

的情况。于此，你们应当注意：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

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

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

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 

  9 月 10 日，林彪、罗荣桓态度明朗地报告军委：完全同意军委所指示的前

途与任务，认为可能和应当争取东北与华北战局的根本变化。并称：在北宁线附

近的战斗已于 12 日在锦州、义县间打响，北线主力于 13 日起从四平、长春附近

南下。 

  这时，在东北国民党军队的 55 万人中，由卫立煌直接指挥的两个兵团共 30

万人驻守在沈阳地区；由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领的一个兵团及保安部

队共 10 万人驻守在长春；由另一副总司令范汉杰指挥的一个兵团及保安部队共

15 万人，防守义县到山海关一线，主要兵力在锦州、锦西。在坚守长、沈，还

是将长、沈主力撤至锦州的问题上，蒋介石同卫立煌等东北高级将领之间的争论

正日趋激烈。 

  东北野战军在 9 月 12 日发起强大攻势。26 日，林、罗报告军委：准备在 27

日攻义县，得手后接着打锦西、兴城，再打山海关，如果敌军已逃，就回头打锦

州。27 日，毛泽东以军委的名义致电林、罗，批准他们的计划，同时指出：歼

灭义县等五处之敌后，如果先打山海关然后再回头打锦州，则劳师费时，给沈阳

之敌以增援时间。不如先打锦州，然后攻山海关、滦县、唐山，如有可能直迫天

津城下。同一天，他为中央军委起草的战争第三年全军歼敌任务的电报中，又把

原来由东北野战军和华北两个兵团共同担负歼敌 35 个旅的任务，改为分配东北

野战军歼敌 36 个旅，华北两个兵团另行担负歼敌 12 个旅。这是对预定作战任务

的重大改变。 

  林彪等在 9 月 28 日定下“先攻锦州，再打锦西”的决心后，第二天将具体

部署报告军委；并称：“锦州是敌薄弱而又要害之处，故沈敌必大举增援，长春

敌亦必乘机撤退(已有密息证明)。故此次锦州战役，可能演成全东北之大决战，

可能造成收复锦州、长春和大量歼灭沈阳出援之敌的结果。我们将极力争取这一

胜利。”毛泽东接电后，十分高兴，在 30 日复电称：“决心与部署均好，即照

此贯彻实施，争取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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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随着东北战场局势的实际演进，经过毛泽东、中央军委同东北野战

军总部的反复磋商，终于将初定的北宁线秋季攻势，发展成一举全歼东北国民党

军的辽沈决战。 

  10 月 14 日，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发起总攻，只经过 31 个小时的战斗，就攻

克了锦州。在锦州东西两侧进行阻援的部队，以英勇顽强的战斗，打退了国民党

军队分别从沈阳和葫芦岛增援的企图，保障了攻锦的胜利。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作战的成功，致电林罗刘说：锦州作战“部队精神好，战

术好，你们指挥得当，极为欣慰，望传令嘉奖”。锦州的解放，对于辽沈战役的

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就像关上了东北的大门，把国民党方面在东北战场和

华北战场这两大战略集团分割开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

汉杰被俘后说：“这一着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作不出来的，锦州好比一条扁担，一

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现在是中间折断了。” 

  在锦州攻克后，困守长春的国民党第六十军举行起义，新七军投诚，郑洞国

率领残部放下武器。10 月 21 日，长春和平解放。从沈阳西出后徘徊于新民、彰

武地区的廖耀湘兵团十万之众，在蒋介石“规复锦州”的严令下，在 10 月 20

日向黑山、大虎山攻击前进。毛泽东批准林彪、罗荣桓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

予以歼灭。10 月 25 日，当廖耀湘兵团转向营口撤退时，东北野战军从四面八方

将它分割包围，经过两天激战，将廖耀湘兵团全部歼灭。紧接着，大军又乘胜挥

师东进，到 11 月 2 日，解放了沈阳和营口。9 日，收复锦西和葫芦岛。东北全

境获得解放。 

  辽沈决战历时 52 天，东北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东北人民的全力支援下，

歼灭了 47 万国民党军队，其中包括由美国装备并训练、曾在印缅战场作战的精

锐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取得震惊中外的巨大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