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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期间，方向明
奉上级指示，组织成立了芜
湖地下工作组并任组长，率
领工作组的同志们搜集了大
量情报，争取、团结了一批
进步人士和文化技术人才，
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策反工
作，成功引导了多名国民党
党政军要员和多支国民党部
队投向光明，为解放战争的
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被人
们誉为“看不见战线上的战
斗英雄”。

和“红色情报员”张力化
密切协作

1947年，中共中央华东局国民
党统治区工作部上海组组长方向明奉
上级指示来到芜湖，在好友、民主人
士张台望的家中建立了地下交通站，
并以张台望开办的粮行做掩护，以粮
行老板的身份往来于上海、芜湖两
地，领导地下工作。

当时，张台望之子、国民党军官
张力化思想倾向进步，因对蒋介石的
所作所为感到绝望，辞去工作回芜湖
闲居。在张台望与方向明的影响下，
张力化很快成为一名“红色情报
员”。在方向明的指示下，张力化返
回 国 民 党 军 队 ， 从 事 秘 密 工 作 。
1948 年 2 月，他被任命为国民党第
十六绥靖区司令部作战科长兼江北指
挥所参谋主任。

张力化利用职务之便，将国民党
“华中剿总”的作战机要、秘密图表
以及各部队的兵力、番号及武器配备
等重要情报进行了秘密“批量”复
制，然后装入国民党军方的邮件信
封，再通过“军邮密件”寄给方
向明。

1948 年 7 月 ， 解 放 军 发 起 襄
（阳） 樊 （城） 战役，攻克了襄阳，
俘虏了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蒋
介石怀疑有人泄密，从南京派出视
察组到华中调查，但此时的张力化
已经报考了南京国防部情报学校特
种情报班并通过了考试，动身前往
南京。

在前往南京途中，张力化以探亲
的名义来到芜湖，向方向明做了汇
报。方向明批准了他的这一行动，并
勉励他要大胆谨慎，为革命多立
功劳。

张力化因“成绩优异”，被分配
到国民党国防部“反情报队”任上校
代理队副。“反情报队”的主要任务
是防止中共地下党策反、监视国民党
部队的行动。张力化在“工作”期
间，搜集了不少情报，并通过南京地
下党将情报秘密送出。不久，方向明
又指示地下党同志，帮助张力化搞到
了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南京区视察组长
的职位。

在张力化的“关照”下，方向明

从芜湖亲赴上海，秘密购得两部军用电
台，由张力化从上海安全送到芜湖，再
由交通员转送到中共沿江工委。1949
年2月，电台运达中共皖南地委。渡江
战役前夕，这两部电台发挥了重要
作用。

1949年春，中共中央华东局国民
党统治区工作部芜湖工作组正式成立，
方向明调任组长。此时江北已经解放，
大批国民党部队退至芜湖。为了更好地
开展工作，方向明希望张力化设法回到
芜湖。张力化遂向汤恩伯提出：“当前
形势紧张，芜湖一带为共军渡江要地，
对那里的驻军应明察暗访，以防投
共。”汤恩伯听后觉得有理，便委派他
回芜湖“监察部队”。张力化回到芜湖
后，自己兼任城防指挥部视察主任，又
成立了“城防五人小组”，自己兼任组
长，集芜湖的警察、特务权力于一身。
他指示特务和警察，抓人要经他批准，
从而保护了许多中共地下党员和反蒋进
步人士。在他的保护下，方向明等人大
力开展工作，成功策反了多名国民党党
政军要员。

1949 年 3 月间，芜湖的特务组织
开列了一份包括中共地下党员与反蒋进
步人士在内的200多人黑名单，报请张
力化批准逮捕。张力化以没有真凭实据
为由，严厉斥责并制止，使逮捕计划未
能得逞。张力化还根据方向明等的指
示，利用职务之便，往返于芜湖、南
京、上海，秘密取得了《第七绥靖区和
海军第四江防兵力配备图》（抄件）、国
民党汤恩伯制订的《保卫大上海作战计
划》《淞沪警备区作战部署表》《六十六
军一八五团江心洲防御图》《十三军东
西梁山防御工事和裕溪口等地江防布雷
标记》《当涂、芜湖、繁昌一线沿江工

事简要示意图》（实地侦察绘制）、《驻
芜湖二十军江防阵地图》（草图）、《八
十八军繁昌江防阵地示意图》以及大量
国民党江防部队番号、装备、作战能
力、通信讯号及口令等重要情报。方向
明立即派交通员将这些情报报送皖南地
委，再由地委电台转报解放军第三野战
军。这些重要情报对解放军渡江作战和
迅速完成京沪杭作战任务，发挥了重要
的参考作用。

争取国民党芜湖县县长投向光明

随着芜湖解放的临近，方向明还争
取了国民党芜湖县县长谢汝昌投向光
明。按照方向明的指示，谢汝昌在地下
党的帮助下，掌握了芜湖国民自卫团主
力和义勇警察队。为了保护芜湖的大批
粮食、工厂学校的物资以及档案文件不
被国民党军队运走，方向明还专门研究
了两套具体行动方案：第一，如解放军
在芜湖江面渡江，谢汝昌则率部配合共
产党地下武装袭击南岸蒋军阵地，扰敌
后方，促其撤退；第二，如解放军在芜
湖上游或下游渡江，则当芜湖蒋军溃逃
时，以维护社会治安为名，防止敌人的
破坏、抢劫活动。

解放军胜利渡江的消息传到芜湖，
谢汝昌在方向明的指示下率部日夜巡
逻，严防敌人溃军窜入，并镇压当地的
反动分子。此时，国民党总后勤部突然
派来大型拖轮和驳船到芜湖“提运公
粮”。根据上级“不让敌人调走一担粮
食”的指示，谢汝昌一面设宴款待负责
提运粮食的军官，一面传令各砻坊、米
厂，“没有政府的准许，大米不得外
运”，并以种种借口要求宽限时日，与
敌周旋，最终让敌人空手而返。芜湖解

放后，这批粮食被人民政府如数接收。

为多支国民党部队起义“牵
线搭桥”

国民党安徽省第五区行署专员兼保
安第五旅旅长王汉昭从抗日战争时期就
倾向进步，和中共特别党员郑汉经常接
触。1948年 9月，王汉昭通过郑汉的
牵线搭桥，见到了方向明等人。1949
年中共华东局国区部芜湖工作组成立
后，王汉昭接受其领导。王汉昭原计划
在江北举行起义。但方向明考虑到该旅
由各县地方武装拼凑而成，成分复杂，
如起义准备不周密，极有可能被津浦沿
线国民党正规军部队“吃掉”，因此建
议王抓紧整编，切实掌握住团、营长情
况，首先做到“掌握准、把握住”，在
未得到指示前，不要轻易行动，待渡江
战役发起后再举行起义。于是王汉昭率
部到达绩溪驻防，并就近秘密划归中共
皖南地委领导。地委迅速派人进驻该
旅，以公开职务为掩护，协助进行起义
准备工作。为确保起义取得成功，中共
地下党组织协助王汉昭做官兵的思想教
育和队伍的组织整顿工作，将精锐力量
直接掌握在自己手里，并处决了3名混
入部队中的国民党特务。

4月24日，王汉昭接到中共皖南地
委的通知，宣布起义，全旅共4100名
官兵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皖南部队独
立旅，参加阻击、追歼溃逃敌军的
战斗。

国民党黄维兵团的一一○师师长
廖运周在淮海战役中率部起义后，蒋
介石由此对廖运周另两个掌有兵权的
堂兄弟廖运升、廖运泽极不放心。将
廖运升部换防到芜湖，改编为一一○
师，并将刘惠生派到廖部，监视其行
动。实际上，廖氏兄弟已通过廖运周
与解放军三野建立了联系。刘惠生虽
身在军统，但看到国民党政权的腐败
无能，也产生了脱离国民党的想法。
到芜湖后，他找到老友张台望，谈了
自己的心情。张台望立即将这一情况
报告了方向明。方向明得到消息后，
立即指示张台望开启争取刘惠生的工
作。张台望遂细致解释中共方面对起
义人员的政策，宣传革命形势，阐明
个人得失，给刘惠生以很大触动，遂
决定投向光明。在方向明的指示下，
刘惠生找到廖运升及廖部第三团团长
张普庆。三人经短暂沟通，决定起
义，方向明又派石原皋约请廖运升、
刘惠生、张普庆见面，商讨了起义的
具体细节。蒋介石很快又调廖部进驻
泾县。廖部开赴泾县时，方向明指示
芜湖工作组帮助该部与皖南游击队建
立联系。3月中旬，廖部又突然奉调前
往浙江义乌，方向明早有准备，一面
通知廖运升“安心前往”，一面将与中
共皖浙地区党组织和游击队联络的方
法告诉了他。当蒋介石再次决定廖部
换防浙江金华时，廖运升率部在义乌
举行起义，和解放军会合，起义部队
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军第三
十四师和第三十五师。

渡江战役前夕，驻芜湖的国民党海
军安东舰官兵在方向明等的策动下决定
起义。渡江战役打响后，安东舰率领附
属舰只驶离解放军渡江水域，向江北农
田和沼泽地打了一阵炮弹后，前往南
京，不久，随海防第二舰队起义。

（作者系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会理事）

方向明：“看不见战线上的战斗英雄”
徐 涛

1950年 2月17日，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早在
1 月 26 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就
指示各地政府，春节期间开展拥军
优属运动。2 月 2 日，《人民日报》
发表社论 《展开春节拥军运动》，
号召各地领导人民群众在自愿的条
件下，对人民解放军部队进行慰
劳，以此提高烈属、军属的社会地
位，形成关心尊敬烈属、军属的新
风尚。

1950 年春节期间，全国各地都
普遍开展了拥军优属活动。北京市
确定正月初一至初七为拥军优属活
动周，采取的具体措施为：政府和
人民团体慰劳驻京部队，慰问烈军
属，并征求他们对组织生产的意
见；发动市民向人民解放军写慰问
信，号召军属给前方写信，鼓励自
己的子弟奋勇杀敌；邀请文艺团体
为烈军属表演游艺，以示慰劳；各
名胜古迹及公园向烈军属免费开
放；对贫困烈军属予以实物补助。
北京市民政局拨出优待粮44万斤分
发各区，作为军烈属的生产资金和
春节补助金。天津市成立拥军爱民
委员会，决定：依部队驻在的地
区，召开军政民联欢会，并举行庆
功运动。向驻军献旗，向功臣家属
庆功报喜，向烈属献光荣牌；召开
军属代表会，慰问并报告优抚工作
及生产工作的经验；召开荣誉军人
座谈会，慰问并检讨组织生产的工

作；慰问烈军属、荣退军人，送春节
礼物，贫困的每人馈送一斤肉、二斤
面；组织慰问队慰问驻军及陆军医院
的伤病员，并发动写慰问信运动。驻
天津的部队提出，部队在春节期间到
市内各机关团体访问，与工人和学生
联欢，举办部队生活照片展览。上海
市委、市政府领导向全市烈军属送贺
年片祝贺春节；各区分别召开了军民
联欢会、座谈会，并慰问附近驻军、
荣誉军人；工人们也组织了慰问队。
南京市举行了3000多人参加的全市各
界代表拥军优属晚会，并向驻宁陆、
海、空部队献旗。杭州市的妇女们做
了很多“拥军鞋”，敲锣打鼓送到市政
府转送前线，上写“努力杀敌”“爱民”

“拥军”等字样。青岛市民开展一封信
活动，妇女们纷纷制作“慰问袋”送给
驻军。武汉市纱厂工人自动把加班一
小时的工资捐献出来，慰劳人民解放
军。重庆市劳军运动委员会收到劳军
款 1.3 亿元（旧币），锦旗 300 面，毛巾
23500条，慰问袋880只和其他慰劳品，
各界代表在市政府内举行献礼大会。
广州、南昌、开封、长沙等地也都向驻
军贺节，对贫困烈军属给予物质慰
劳。各地农村中组织代耕队，帮助烈
军属解决生产困难，并送他们的子弟
免费入学。

此后，拥军优属这一光荣传统成为
春节的新民俗，并且在内容和形式上不
断丰富和发展，增强了工作活力，促进
了拥军优属活动不断创新发展。

新中国第一个春节的新民俗
郑言

1940 年，八路军发起百团大
战，当时周希汉任一二九师三八六
旅参谋长，奉命任左翼纵队司令
员，率领该旅十六团，决死队二十
五团、三十八团，榆次、太谷两个
县大队，两个工兵加强连以及 1 万
多名民工，担任寿阳至榆次段铁路
的破袭任务。

8 月 30 日，日军调集重兵对八
路军一二九师所在的晋中羊儿岭地
区发起“扫荡”，企图围歼一二九
师指挥机关。羊儿岭位于山西寿
阳、昔阳、和顺三县交界处的和顺
县境内，南北长 5 里，北端主峰海
拔 1500 多米，是附近各山的制高
点，东边 5 里是卷峪沟，西边 10
里是马坊镇。9 月 3 日拂晓前，周
希汉率三八六旅十六团和三十八团
到达该地，当即了解到马坊、京上
已被日军占领，卷峪沟师部医院尚
未转移，于是果断决定：十六团在
羊儿岭、上密岩线占领阵地，阻击
由北面跟踪之敌；三十八团留一个
营在红崖以西监视马坊之敌，团主
力向东面的东大足一带行进，占领
阵地，掩护十六团向东转移。

3 日 6 时 30 分 ， 日 军 1000 余
人，在马坊之敌配合下，在大批敌
机的支援下，向羊儿岭八路军阵地

发起猛攻。十六团与敌激战，击退
日军 3 次进攻，毙伤日军百余人，保
障了本纵队万余名民工的转移。

敌人久攻不下，集中火炮向羊儿
岭主峰拼命轰击，又调集飞机赶来
助战，八路军一时处于不利态势。
周希汉立刻召集各部队向羊儿岭发
起猛烈反攻。八路军虽然武器比不
上日军，但指战员同仇敌忾，英勇
作战，两个团长、政委都亲临一线
指 挥 部 队 冲 击 ， 经 过 两 小 时 的 战
斗 ， 成 功 夺 回 羊 儿 岭 主 阵 地 。 随
后，部队按周希汉命令，立即组织
火力，准备应对敌人的反扑。为减
少伤亡，部队采取了“少摆多屯”
部署，就是以 1/3 的兵力摆在阵地上
坚守，以 2/3 的兵力作为预备队，隐
蔽在距离阵地不远处，准备随时出
动，支援前线、向敌人实施反击。

此后，敌人又发起了进攻，周希
汉指挥部队英勇抗击，从 2 日早上 6
点半到晚上 9 点半，和敌人激战 15
小时，打退了敌人十余次冲锋，共
毙伤日军 300 余人。当晚 9 时 30 分，
周希汉接到上级命令：“首脑机关和
友邻部队已安全转移，你们可向昔
阳境内转移。”周希汉派人转运走伤
员 后 ， 即 令 部 队 撤 出 阵 地 ， 向 东
转移。

周希汉率部激战羊儿岭
吴小龙

1949 年 6 月下旬至 7 月初，由
人民解放军总部直辖的第十八、第
十九兵团改归第一野战军建制，奉
命进入陕西。六十一军一八一师作
为第十八兵团的前卫，在师长王诚
汉的率领下，昼夜兼程，于 6 月 10
日晚按时赶到西安市东郊。11 日，
举行入城式。入城式刚一结束，王
诚汉便率部赶到咸阳，抗击国民党
军马步芳部、马鸿逵部的联合进攻。

从 6 月 12 日 下 午 至 15 日 拂
晓，王诚汉率一八一师打退了敌人
的多次进攻，给予敌人重大杀伤，
赢得了咸阳阻击战的胜利，粉碎了
敌人“夺回西安”的企图。

随着第十八、第十九兵团全部
进抵陕中，第一野战军首长为贯彻
中共中央军委“钳马打胡，先胡后
马”的战略部署，决心发起扶郿战
役。具体部署是：以第十九兵团附
骑兵第二旅牵制国民党军马步芳、
马鸿逵集团主力，集中第一兵团
（欠第七军）、第二兵团、第十八兵
团 （欠第六十一军、附第七军） 3
个兵团的部队，歼灭位于扶风、郿
县地区的国民党军胡宗南及马步芳
两集团各一部；以第六十一军警备
西安，同时抽调一部兵力向西安以
南的子午镇方向出击，以“保障主
力侧翼安全”。

据此，十八兵团和六十一军首
长命令王诚汉指挥所部并配属第一
八二师五四五团，对据守西安正南

25公里处小五台等地的国民党十七军
第十二师实施攻击。

王诚汉接到任务后，立即派出侦
察员，对小五台等地的敌人阵地进行
了细致侦察，摸清了敌人的兵力分
布、工事构筑、火力配备等情况。经
研究，王诚汉决定：派五四一团和五
四五团迅速插入守敌纵深，迂回到敌
人阵地侧后，占领老原岭和土地岭，
切断敌人退路；五四二团和五四三团
从正面强攻，待穿插部队断敌退路
后，即向敌人发起攻击；炮兵配置在
山下张村一带阵地，随时以炮火支援
步兵战斗。

7 月 9 日，王诚汉命令各团按预
定部署行动，进入各自待机地域，7
月 10 日拂晓，五四二团和五四三团
向敌人发起进攻，五四一团和五四五
团则向敌人阵地侧后勇猛穿插，一路
上消灭了多支敌人的警戒部队，迅速
完成了合围。经过数小时的激战，一
八一师夺取了敌人的大部分外围阵
地，将残敌压缩到小五台。

7 月 10 日午夜，王诚汉命令部队
向小五台发起攻击，国民党军妄图垂
死挣扎，组织班以上士官 200 余人的

“敢死队”疯狂突围，被解放军消
灭。11 日晨 5 时，解放军突袭老原
岭，歼灭敌人一个团，占领小五台东
南两面高地。与此同时，五四二团攻
克子午镇，也冲上了小五台。16 时
30 分，王诚汉命令发起总攻，仅 15
分钟，全歼守敌。

一八一师扶郿战役再建功
杲学军

1938 年 4 月初，新四军军部移
驻皖南岩寺，完成整编任务，共
1.03万余人。5月5日，新四军军部
离开岩寺，先后进驻太平县麻村、南
陵县土塘。5月中旬，新四军第一支
队在陈毅、傅秋涛率领下，挺进苏南
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了以茅山为
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8 月 2 日，
新四军军部移驻泾县云岭，中共中央
东南分局也同驻云岭。自此，云岭成
为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抗战的指挥
中心。

军部进驻云岭期间，新四军挺进
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消灭了大
批敌人，并先后创建了苏南、皖中、
皖东、皖东北、豫皖苏边、鄂中等游
击根据地，完成了战略展开任务，很
快发展成为活跃在大江南北、淮河两
岸的一支强大抗日武装力量。

1940年 3月 30日，汪精卫伪政
府在南京成立，侵华日军为于4月下
旬从京沪沿线抽调近万兵力，对皖南
抗日军民实施春季大“扫荡”。其先

头部队侵占南陵县城，并分兵一路
2000 余人 （包括步兵、骑兵、炮兵）
在空军的掩护下，向云岭一带进犯。当
时，负责守卫军部的，是新四军第一支
队第一团（归军部直接领导，团部驻土
塘村）等部队。

新四军军部事先获知日伪军即将
“扫荡”的情报，军首长随即召开作战
会议，研究作战方案，进行了针对性的
反“扫荡”部署，其中交给一团的任务
是：以营为单位梯次配置于云岭东北方
向的田坊、左坑、土塘一带，扼守吕
山、父子岭一带的军部前沿阵地，以保
卫新四军的指挥中心，另以部分兵力分
散游击，截断南陵、三里店交通及日军
运输供应。

1940年4月23日，日军3000余人
直扑三里店。三里店是南陵城通往新四
军云岭军部的重要屏障，当地的制高点
是海拔近300米的父子岭。一团在团长
傅秋涛、副团长江渭清的指挥下，选择
在父子岭沿山5公里长的地带，设置纵
深阵地阻击日军。该团二营得到团特务

连的增援后，在三里店一带设置阵地
——营长徐赞辉决定以父子岭为主阵
地，布置四连埋伏在公路北侧大塘坳附
近的高地，与公路南侧的部队对敌方形
成夹击；五连占领公路南侧的父子岭制
高点茶山，阻击进犯之敌；六连隐蔽在
父子岭右侧，待机出击。

4月26日凌晨，二营各部队提前进
入伏击地域，一团指挥机关也由田坊开
到孙村。上午，日军2000余人沿公路
向父子岭扑来，其先头骑兵300多人很
快进入新四军的伏击圈。

预伏的二营四连轻、重机枪首先开
火，充分利用有利地形，很快击毙了不
少敌人。一些敌兵退到公路边上，企图
负隅顽抗，结果踩上二营埋设的地雷，
被炸得人仰马翻，残敌拼死逃走。

敌人主力到达战场后，立即用山
炮、迫击炮、掷弹筒向四连阵地展开
轰击，同时兵分数路，把四连阵地包
围起来。二营指挥员发现敌情后，立
即命令五连加入战斗，支援四连。四
连指战员临危不惧，发扬勇猛顽强的

战斗作风，在五连支援下，边打边
撤，连续向敌人发起 5 次冲锋，终于
冲出了重围。

五连、六连在茶山顶集中后，合
力打退日军多次正面进攻。战至 16
时，二营指战员仍然坚守阵地。敌人
毫无进展，于是“故技重施”，分兵从
侧后向父子岭迂回而来，妄图包抄二
营，并招来飞机轰炸、扫射。徐赞辉
下令战士们化整为零，利用父子岭茂
密的树木隐蔽，设法从敌人合围的空
隙中突出去。五连、六连交替掩护转
移，在道路上继续伏击，给敌人以很
大杀伤。经过一阵激战后，二营逐渐
将敌诱至土塘东北一带的一营阵地。
待敌人接近，一营突然展开火力痛击
敌人，与敌人进行了白刃格斗。危急
时刻，团预备队赶来支援。日军见攻
势一再受挫，死伤惨重，又加上天色
已暗，不知新四军的后续部队还有多
少，只得拖着伤兵、尸体仓皇逃回南
陵县城。

此次战斗，新四军以 1 个营的兵
力，有效地阻止了日军十倍于我的兵
力，毙伤日军 317 名，缴获各类枪支
21支、子弹5000余发、掷弹筒37具、
火药 2 箱、信号弹 10 发、望远镜 1
个、日本国旗3面，地图3幅以及敌人
军服、雨衣、雨帽、钢盔等军用物资，
出色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创造了
又一个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父子岭阻击战：新四军创造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贾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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