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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安徽省凤台县
廖 家 湾 出 了 三 位 国 民 党 军 将
领 ， 他 们 就 是 廖 运 周 、 廖 运
升、廖运泽。抗日战争期间，
三人都立下过赫赫战功；解放
战争期间，三人又分别率领部
队起义，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
出了重大贡献。由于廖家三兄
弟都是出身黄埔军校，因而被
人称之为“黄埔三鹰”。

廖运周率部在淮海战场起义

1927年，廖运周在黄埔军校时经
靖任秋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
叶挺领导下的第七十五团任参谋，并
参加了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时期，廖
运周遵照上级指示，在国民党军队中
开展兵运工作，并向党组织输送有关
国民党军的情报。抗战期间，廖运周
一面奉命长期隐蔽，一面率部抗日，
并屡立战功，很快被晋升为师长。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挑起全面内
战，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国民党军工作
部派担任第一室主任的廖运周入党介
绍人靖任秋，和时任国民党军一一〇
师师长的廖运周取得联系，计划一一
〇师在豫北举行起义。因蒋介石突然
调该部前往山东，起义暂时取消。为
了便于更好地掌握部队，为日后开展
起义工作打下扎实基础，应廖运周要
求，中共中央中原局先后派遣徐仁等
到一一〇师，被廖运周安排在重要
岗位。

廖运周从未忘记自己的党员身
份，始终把当年组织交给他的任务放
在心头，想方设法为党争取革命力
量。1947年，廖运周在一一〇师成
立了中共秘密党委，廖运周为书记。
他在调动反动军官的同时，还发展了
一批中共地下党员，为日后的起义打
下了基础。

1948 年，廖运周接到了上级
“做好一切准备，迎接战斗，起义归
队”的指示。11月 6日，淮海战役
打响。解放军将数十万国民党军“精
锐”分割包围在淮海战场上。蒋介石
急调黄维兵团赶来解围。廖运周任师
长的一一〇师当时隶属于黄维兵团，
也随兵团由湖北战场向淮海一带开
拔。一路上，廖运周将国民党军的机
密情报源源不断地送给解放军。

24日，黄维误认为解放军已被
“击退”，便令所属各部准备继续向宿
县攻击前进。但黄维万万想不到，此
时解放军已切断了黄维的后方补给
线。等他察觉出解放军的战略意图
时，解放军已经完成了对黄维兵团的
合围，把黄维兵团的12万人包围在
以双堆集为中心的纵横十几里的狭窄
区域里。

26日午后5时许，黄维派人找来
廖运周等，对他们说道：“刚才空军
侦察报告说，今天，共军对我兵团的
包围圈已经形成，我决定挑选4个主

力师，齐头并进，迅猛突围。”廖运周
马上意识到举行战场起义、打破黄维突
围企图的时机已到，就对黄维说：“我
们师请求打头阵，愿当开路先锋！”黄
维听罢大喜，立即对廖运周部署了任
务。廖运周随后便将黄维兵团的突围计
划送到解放军指挥部，并把自己决定率
部起义的计划也同时报告。他还提出请
解放军前沿部队在一一〇师突围的左翼
让开一个口子，等一一〇师通过后“再
把口子堵上”。解放军立即批准了他的
计划。考虑到一一〇师两翼皆为敌军，
恐怕对起义不利，廖运周又一次面见黄
维，对他说道：“4个师齐头并进，我军
手中就没有了预备队。让我师先行动，
如果进展得手，其他师可迅速跟进，扩
大战果。”黄维马上同意，还命令通知
空军调飞机配合一一〇师的行动。

1948年11月27日晨6时整，一一
〇师 （欠三二八团） 5000余人，按照
拟定的路线，迅速奔向解放军的阵地。
黄维通过报话机不时地询问一一〇师进
展情况，廖运周则不断向其报告“突围
顺利”。上午9点多钟，4架国民党飞机
呼啸着飞来，在一一〇师头上来回盘
旋。廖运周考虑到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
地带，还要继续迷惑敌人，遂命令各连
摆出预先规定的联络信号，告诉飞机一
切“正常”。

不久，一一〇师起义官兵全部通过
了解放军的前沿阵地，解放军随即迅速

“把口子堵上”。跟在一一〇师后面的国
民党部队，突然遭到解放军的迎头痛
击，死伤惨重。起义的当天下午，一一
〇师炮兵营参加了阻击黄维兵团突围的
战斗。当晚，解放军中原野战军首长派
第二纵队政委王维纲看望起义部队官
兵，并在连以上军官会议上宣布廖运周
的共产党员身份。淮海战役后，一一〇
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第十
四军第四十二师，廖运周任师长。

廖运升率部在义乌起义

廖运周率部起义的时候，他的两位

堂兄廖运泽、廖运升在国民党第八绥靖
区暂编第一纵队任正、副司令，司令部
设在安徽寿县的正阳关镇。当暂一纵队
驻正阳关之初，廖云泽、廖运升就开始
与共产党、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
战军有关部门进行了接触。蒋介石派国
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安徽阜阳地区情报组
中校组长刘惠生监视廖部行动。刘惠生
到来后，经廖云泽、廖运升的思想工
作，思想逐步发生了变化，表示愿与廖
运泽、廖运升合作。

1949年 1 月，暂编第一纵队改编
为暂编第一师。当时廖运周已经起义，
蒋介石对廖运泽和廖运升更加不信任，
将廖云泽调走。但为了稳定军心，蒋介
石不得不任命廖云升担任暂编第一师的
师长。廖运升继续和解放军取得联系。
不久，解放军华野部队派朱淮明到寿县
与廖运升见面，传达了华野首长关于起
义的指示。

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前夕，国民党
当局命令廖运升率部离开寿县南下，渡
江至芜湖，在此通过爱国民主人士与中
共地下党组织石原皋、方向明等联系。
廖运升率队调防泾县时，与中共皖南游
击队达成互不侵犯协议，并为游击队秘
密送去电台1部。不久，暂一师被改编
为暂编一一〇师，廖运升仍任师长。该
师不日奉命南下，前往杭州，在这里，
廖运升和支持起义的军官多次集会，交
流情报，分析形势，大家一致认为：不
再跟国民党继续南下，在浙赣线上把握
起义时机。为此他们立即分头去做相关
工作：派人去找解放军和游击队；设法
拖延南撤时间；着手分散安排随军
家属。

4月中旬，一一〇师到达萧山后不
久，廖运升就接到了堂弟廖运周派人送
来的信，积极准备起义。1949年 4月
下旬，一一〇师奉调浙江义乌，接替国
民党三十五师防务。5月2日拂晓，廖
运升率部到达义乌。

鉴于形势紧迫，5月3日上午，廖
运升决定就地起义。当晚，廖运升就召
集一一〇师营以上军官开会，宣布起

义，并派人和当地中共地下党组织、浙
东游击队取得联系。5月8日下午，解
放军第十二军第三十五师自金华方向到
达义乌，义乌宣告解放。5月中旬，一
一〇师遵照解放军二野总部命令，进行
了整编，原一一〇师3个团，编入解放
军十二军，师直属部队包括学生队编入
十二军直属队。从此，一一〇师起义官
兵跨入了人民解放军行列，随大军南
下，追歼国民党军残部，开始了新的战
斗历程。

廖运泽在香港参与策动三一八师起义

廖运周的另一位堂兄廖运泽早在
1926年6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
命失败后曾受上级指派，在国民党军队
中秘密建立中共地下党组织，从事兵运
工作。

廖运周起义后，蒋介石发布命令，
解除廖运泽国民党第八绥靖区暂编第一
纵队司令的职务，调到后方任闲职（实
为人质）。廖运泽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
没有赴任，而是带着家属去了苏州亲戚
家暂时栖身。廖运升率部到达杭州时，
廖运泽携家人赶赴杭州和廖运升会合，
参与制定起义计划，并和廖运升共同行
动，和一一〇师前往义乌。到达义乌
后，国民党八十五军军长吴求剑派高参
李英伯带人尾随而至，要一一〇师家属
立即全部集合上车。廖运升始终以钱粮
筹措需要时间、自己的家属去杭州城内
看病未归为借口，坚持不集合家属上
车，双方相持到中午。廖运泽为了使起
义能顺利进行，挺身而出，带着全家随
李英伯上了火车。火车到达金华时，一
一〇师已经起义，廖运泽设法摆脱了看
守，率全家下车，改乘汽车前往广州。

廖运泽到广州后，被国民党当局通
缉，被迫出走香港。在香港期间，廖运
泽在中共华南局地下党组织领导下，与
侯镜如一起，成功策动国民党军第三一
八师起义，为解放战争作出了贡献。
1952年夏，廖运泽从香港到达北京。

（作者系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会理事）

“黄埔三鹰”率部起义前后
徐 涛

全 面 抗 战 爆 发 后 ，1938 年 10
月，一二四师在师长曾苏元的带领
下，驰赴罗山，阻击日军的进犯。

前进途中，曾苏元召集团长们
边走边研究，然后下达口头命令：为
保卫罗山县城，决定在罗山县城城
东的任岗、城南小罗山、罗山城地区
占领阵地，阻止日军继续西进。一二
四师所属的三个团，在各自作战地
区连夜赶筑工事。

10 月 3 日拂晓，日军沿公路向
一二四师发起进攻，逐步迫近任岗
及一二四师的主阵地。8 时左右，日
军炮兵开始向一二四师主阵地猛烈
轰击。9 时后，敌人步兵在炮火掩护
下发起试探性冲锋，逐渐进入一二
四师主阵地前方有效火力网内。随
着师长一声令下，一二四师枪炮齐
发，日军很快被打退。

12点后，日军发起第二次攻势。
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一部分携带
毒气的日本兵偷偷接近一二四师前
沿阵地，企图施放毒气，被一二四师
侦察哨发现，阵地上的官兵守兵立
即捂上防毒的湿毛巾，后退到较高
地点。等毒气散开，日军开始发起
冲 锋 ，一 二 四 师 官 兵 立 即 回 到 阵
地，万弹齐发，挫败了敌人的第二次
进攻。

敌人见强攻不成，遂向一二四
师阵地倾泻大量炮弹。一二四师官
兵隐蔽在事先挖好的坚固工事中，
沉着应战。下午 2 时许，日军步兵第
三次发起冲锋，一二四师官兵奋起
抵抗，激战至下午 5 时，终于将敌人
击退。

10月4日凌晨，曾苏元一面命令
部队抓紧时间休整，一面派出小股部
队骚扰敌人。夜 1 时许，一二四师侦

察队对信潢公路附近的日军营地发起
偷袭，烧毁了敌人的部分军需物资。

天亮后，敌人继续发起攻击，一二
四师顽强守卫阵地，打退了敌人四次
进攻。下午三四点左右，日军见久攻不
下，派飞机飞来扫射、轰炸，给一二四
师官兵造成很大伤亡。激战之际，敌人
援军赶到，一二四师官兵临危不乱，又
一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敌人见正面
攻击屡次失败，开始实施迂回作战，派
重兵对罗山城南的小罗山高地发起了
攻击。驻守在小罗山的部队是一二四
师的一个排，虽然英勇抵抗，但寡不
敌众，阵地被敌人夺取。敌人遂在小
罗山上架起机枪和迫击炮，居高临下
向罗山城南关汽车站的一二四师师
部指挥所扫射。曾苏元立即命令师部
战士退到敌人机枪射程外，并组织了
一个营的预备队反攻，很快夺回了小
罗山。

当夜，有侦察员报告说：又有日军
大部队秘密向小罗山方向移动，准备
袭击一二四师阵地的侧后。曾苏元闻
讯后，立即向上级建议：为了避免被敌
人包围，应该迅速放弃任岗及罗山县
城，将部队转移到罗山县城西南二三
里的子路河以西与栏杆铺连接的山
地上再设防线。得到上级批准后，曾
苏元立即命令部队于 5 日零点开始撤
退，经过罗山县城向北转移，撤到十
几里以外的子路河构筑新的防御阵
地，同时派出小股部队对敌人进行彻
夜骚扰。

由于曾苏元布置有方，一二四师
掩护城内百姓从容撤出，“不损一人
一枪”。天明后，日军虽发现一二四师
撤走，但苦于连日战斗损失惨重，根
本不敢追击，过了好几天都不敢进入
罗山城。

一二四师激战罗山城
王贞虎

1931年初，鄂豫皖苏区第一次反
“围剿”获得了重大胜利，红军转入进攻
作战。1931年1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
第十五军、第一军在商城南长竹园会
师，按中共中央指示将两军合编为红四
军，由旷继勋任军长、余笃山任政委、徐
向前任参谋长。红四军为拔除苏区内被
国民党地方武装盘踞的据点，决定对河
南省光山县南部的重镇新集发起攻坚
战。当时，新集是光山南部土豪劣绅盘
踞的顽固堡垒，有数以千计的反动民团
及地主武装守卫。新集三面环山，一面
临水，城墙高6米多、宽2米多，全部由
条石砌成，守敌在城墙上还设置了多门
土炮，可谓易守难攻。

2月2日，红四军由湖北省麻城县
北部的福田河地区北上，第十师第三十
团（团长王树声）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
包围新集，另以主力分别集结于新集南
北地区休整和准备打援。为突破城墙，
三十团第一营副营长廖荣坤还从各连
抽调了120名身强力壮的战斗骨干组
成爬城队，顶着纷飞的大雪，砍毛竹，造
云梯，每天进行爬城训练。

3日，攻打新集之战正式打响。由于
红军三十团既无大炮，也没有攻坚战经
验，仅靠云梯，数次强攻均未奏效。三十
团指挥员反复研究后，提出“坑道爆破
攻坚”的作战方案——改用坑道作业进

行爆破，开辟攻击道路。报请军部批准后，
三十团红军战士们立即展开土工作业，利
用城北门外的小店掩护，几天内在城北秘
密掘成一条40余米长的坑道，并将一口装
有几百斤炸药和废铁块的大棺材沿坑道
运至城墙下。

10日下午，爬城突击队员们手提大
刀、盒子枪，隐蔽在新集北门不远的民房
里待命，军参谋长徐向前亲临第一线指
挥，5时左右，随着一声巨响，坑道内的炸
药被引爆。顿时，黑色烟柱冲天而起，北门
边的城墙被炸开约4米宽的缺口，连敌人
架在城上的铁铸土炮也被炸飞了。红军爬
城队在廖荣坤的带领下一跃而起，冲进突
破口，和城墙上的敌人奋勇搏杀，为后续
部队打开了通路。趁敌人慌乱之际，城西
面的突击队也迅速架梯登上城墙，两支队
伍迅速消灭了城上的敌人，紧随突击队之
后的大部队和赤卫军如潮水般冲入缺口，
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经3小时的逐屋
争夺，红军全歼城内的国民党民团及红枪
会、黄枪会等地主武装千余人，在新集城
内躲藏的从鄂豫皖苏区逃出来的土豪劣
绅，也全部被活捉。

此次战斗是鄂豫皖苏区红军首次以
坑道作业进行爆破攻坚取得的胜利。随着
新集这个国民党军的顽固堡垒被拔除，鄂
东豫南根据地连成一片，新集成为鄂豫皖
苏区的政治中心、首府。

鄂豫皖红军给敌人“送棺材”
常 红

1948年11月下旬，解放军东北
野战军主力结束休整，迅速入关，在华
北军区主力协同下提前发起平津战
役。其间，冀东军民全力以赴地支援前
线，为平津战役胜利作出了贡献。

解放军数十万大军进入冀东地
区，粮食、草料供应成了头等大事。在

“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号
召下，冀东军区发扬光荣革命传统，进
一步掀起了拥军支前的高潮。1948
年，全区共筹集军粮1.3亿多公斤，食
油40万公斤、食盐50万余公斤、猪2
万头、马料2500万公斤、马草3000余
万公斤、烧柴8500余万公斤以及其他
大量生活物资，为了及时供应部队，从
东北大军入关到1949年1月，全区共
出动70万个车工、70万个驴工，运送
军粮 1 亿多公斤。在战役最紧张的
1948年12月，1个月内投入军需运输
的骡、马车，平均每天近2万辆。

辽沈战役结束不久，东北局就指
示冀东区党委和冀东军区要求把青
龙、冷口、平泉、喜峰口到蓟县、玉田、
平谷以及与之相连的各县间的公路、
桥梁抢修架设好，保障东北野战军顺
利入关。得到命令后，冀东军区各军分
区按照所辖地区，组织广大群众加紧
抢修公路和桥梁，以保障大军顺利开
进，至1948年12月底，冀东军民200

万人，克服没有机械设备又缺少技术人
员和材料的困难，发扬吃苦耐劳、连续奋
战的作风，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平古路，
北起兴隆、冷口，南到渤海沿岸的区域
内，共拓宽、碾平、新修公路 5000 余公
里，新建、加固桥梁500余座，修复了滦
河沿岸的所有大小渡口、码头，并在公路
两旁和要道路口筑起了防空掩体和战车
掩蔽棚。

平津战役发起前，冀东军区奉上级
指示，迅速组织了6个补训师的机构，准
备接收国民党军俘虏。此外，冀东军区以
军区卫生部为主体筹建了 4 个野战医
院，并交给了东北军区后勤司令部，为
了接收医治大量伤员，军区和各军分区
所属的休养所、休养连也尽量设法扩大
床位，增加收容量，接收伤员 2700 多
人。14军分区承担了较重的任务，其所
辖的 4个休养所，除一所接收 900多名
伤员外，又以二、三、四所为主体组建了
第 52 野战医院，各个医院和休养所在
医务人员少、医药严重不足的情况下，
发动群众想办法、出主意，克服困难，自
己动手采制药品。平津战役打响后，冀
东军区又动员了近 30 万群众，组建了
270个担架团，轮流随军行动；同时，冀
东各县妇救会也积极动员妇女参加担
负短途转运工作，为平津战役的胜利提
供后勤支援。

冀东军民全力支援平津前线
高 凯

1948 年 2 月 ，
根据中共中央华南分
局指示，在广东惠
阳、东莞、宝安地区
成立了中共江南地方

委员会。江南地委成立后，对江南地
区的武装部队进行了统一整编，广东
人民解放军江南支队正式成立，编成
五个团。

国民党广东当局对此十分惊恐，
立即拼凑部队和地方武装，对江南支
队发起连续“清剿”。在对敌人的第
一期“清剿”斗争取得胜利后，中共
江南地委采取了一系列的扩军行动，
不断壮大队伍，国民党广东当局很快
又发动了第二期“清剿”，“清剿”的
重点为坪山地区。

为了打乱国民党军队的“清
剿”，江南支队于7月16日奇袭沙鱼
涌，消灭守敌第一五四师第二十三团
一个营及税警总队。

敌人不甘心失败，妄想报复。7
月22日，江南支队得到情报：国民
党军4000余人，分别进抵横岗、盐
田、约场、淡水等地，拟于23日采
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分东西南北
四路向坪山合围，然后“聚歼”江南
支队。江南支队指挥员对敌情进行分
析后认为：四路敌人中，西路敌人即

从横岗方向来犯的国民党第一五四师第
二十三团，由于在此前的沙鱼涌战斗中
被歼灭一个营，部队情绪低落，战斗力
最弱；而横岗和坪山之间的道路两侧地
形险要，有利于设伏打击敌人；战斗打
响后，其他三路敌人均距战场较远，也
不易增援。基于上述分析，江南支队指
挥员决定：集中优势兵力设伏，歼灭从
横岗方向来犯的敌人。

当时，从横岗至坪山有两条路：一
条是大路，一条是经山子下、三洲田的
小路。江南支队指挥员决定采取“两面
设伏，互相接应”的战术：以第一团3
个连和第三团1个连设伏于铜锣径，以
第二团两个连设伏于山子下小路，主要
兵力置于大路设伏。为了防止盐田方向
之敌来援，又派第二团1个连埋伏于三
洲田之南，担任打援任务。若敌人从大

路来犯，以第一团、第三团为主伏击敌
人，第二团从侧后向敌进击，协同第一
团、第三团歼敌；若敌人从小路进攻，
则以第二团为主伏击敌人，第一团、第
三团从侧后攻击，协同第二团歼敌。这
样部署，不管敌人走哪条路，设伏部队
都可打击敌人。

23日上午8时许，横岗敌人600余
人，选择走山子下小路向坪山搜索前
进，进入第二团的伏击圈。当时，江南
支队第二团设伏于山子下兵力仅有200
多人，当敌人完全进入伏击圈时，埋伏
在山上的部队凭借地形优势以重机枪向
敌群扫射，乘敌人慌乱之际，埋伏在道
路两侧的战士也随即向敌群猛烈开火。
敌人顿时乱作一团。敌营长发现进退道
路都被封锁，只得命令敌人向山上发起
攻击，企图夺取制高点，但很快被第二
团战士打退。不久，设伏于大路的江南
支队参战部队也迅速赶到，向敌人发起
猛攻，很快击毙了敌营长。眼看胜利在
望，突然天降暴雨，部分残敌“借雨掩
护”狼狈逃出包围圈。江南支队随后追
击，在途中又毙伤、活捉了不少敌人。

此战，江南支队仅用40分钟，就
取得了“毙伤敌营长以下135人，俘敌
180人，击溃敌军200余人，缴获八二
迫击炮、六零炮各 1 门，轻机枪 14
挺、卡宾枪5支、长短枪200余支，子
弹 1000 发，电台 1 部，军用物资 1
批”的重大胜利。

由于横岗之敌迅速被歼，其他三路
敌人虽然得到消息，由于道路较远，根
本无法赶来施援。在得到横岗敌人被歼
灭的消息后，相继放弃前进，窜回驻
地。敌人的“分进合击”遂告失败。

江南支队一击破“清剿”
贾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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