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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 ， 武 思 光 在 章 伯 钧 介 绍

下，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负责农

工民主党在南京的地下工作，支持中

国共产党地下活动。

1948 年 9 月，农工党中央香港扩

大 会 议 通 过 的 《政 治 决 议》 指 出 ：

“ 在 蒋 管 区 ， 应 放 手 组 织 人 民 武 装

……必须尊重中共战友，服从统一指

挥……”根据此精神，担任农工党中

央监察委员的武思光受命为农工党湖

南特派员，于 10 月回到家乡湖南湘

西，组织反蒋武装。

武思光首先到达长沙，会见了多

名进步人士，并对部分国民党军政人

员进行了说服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

果。11 月初，武思光由长沙来到沅

陵县，吸收了一批进步青年加入农工

党，并建立了农工党在湘西的第一个

支部。

11 月底，武思光回到家乡溆浦

县低庄后，以保卫桑梓不受蹂躏为

号召，联合进步人士洽商组建沅陵

地 方 革 命 武 装 。 1949 年 3 月 18 日 ，

武思光在溆浦低庄区三义乡召开反

蒋代表及农工党骨干联系会议，宣

布 成 立 反 蒋 武 装 “ 湘 西 人 民 革 命

军”。与此同时，武思光派人联络中

共湘中地下工委，向他们汇报了农

工党在湘西搞武装的原因和发展计

划，得到了中共湘中地下工委的肯

定与支持。

湘 西 人 民 革 命 军 成 立 后 ， 派 人

四处张贴布告，阐明湘西人民革命

军的宗旨是“推翻蒋介石政权”。随

着各地有识之士的纷纷加入，总队

声势逐渐壮大。此后，湘西人民革

命军以溆浦低庄为中心，在湘西雪

峰 山 、 白 元 山 、 天 河 池 、 分 水 岭 、

让家溪、黄溪湾一带与国民党部队

战斗，并通过一系列策反工作，促

成了湘西多处伪保安、警察兵力的

起义、投诚。

1949 年 5 月前后，湘西人民革命

军与中共湘中地下工委经过多次联系和

沟通，实际上接受了中共湘中地下工委

的领导。

渡江战役后，国民党军为抵抗解放

军主力部队的迅猛南下，企图加强对湘

西的控制。国民党十七兵团抽调部分兵

力，会同当地地方部队和地主武装对湘

西人民革命军发动“围剿”。湘西人民

革命军除留部分力量在安化、溆浦两县

间，用游击方式与敌周旋外，主力则移

至安化县被潭溪一带。

其间，中共湖南地下党组织从湘

西 的 局 势 发 展 考 虑 ， 为 统 一 溆 浦 人

民 武 力 ， 商 定 将 “ 湘 西 人 民 革 命

军 ” 更 名 为 “ 湖 南 溆 （ 浦 ） 沅

（陵） 辰 （溪） 人 民 解 放 总 队 ”， 武

思 光 任 司 令 员 ， 武 文 元 任 政 治 委

员 。 8 月 ， 湘 西 人 民 革 命 军 正 式 启 用

“ 湖 南 溆 沅 辰 人 民 解 放 总 队 ” 番

号 。 湖 南 溆 沅 辰 人 民 解 放 总 队 成 立

后 ， 很 快 发 展 到 近 3000 人 ， 力 量 较

前 大 为 增 强 。 随 后 ，“ 总 队 ” 经 常 以

团 为 单 位 活 动 于 安 化 与 溆 浦 之 间 ，

以 机 动 灵 活 的 游 击 战 术 对 分 散 的 敌

人 实 施 出 其 不 意 的 袭 击, 迫 使 敌 人

龟缩集镇，不敢下乡骚扰。

湖南溆沅辰人民解放总队成立后不

久，解放军四野挺进至湖南。“总队”

立即派副司令员武文元前往联系，受到

热情接待。黄克诚给武思光回了亲笔

信，并告知他已将“总队”的情况报告

了中共在湘西的负责同志。解放军除赠

送“总队”弹药、给养外，还将“总

队”伤员全部接到解放军战地医院治

疗，又派来政治工作人员 20 余人帮助

“ 总 队 ” 工 作 ， 加 强 政 治 、 军 事 指

导；“总队”则送 10 余人赴解放军指挥

部学习。

不久，解放军一一三师挺进到东

坪，湖南溆沅辰人民解放总队武器弹药

全部由一一三师配给，“总队”由一一

三师团长阎永让直接指挥，并全部佩戴

“中国人民解放军”符号。

此后，“总队”积极配合解放军主

力打击湘西残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

胜利。9 月 18 日，湖南溆沅辰人民解放

总队配合解放军一一三师一举攻克溆浦

县城。

湘西解放后，1949 年 10 月，湖南

溆沅辰人民解放总队报请湘西军区要求

改编。11 月，“总队”奉解放军湘西军

区命令，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四十七军一四〇师四二〇团独立第三营

（一部编入第二营）。

湖南溆沅辰人民解放总队成立前后
赵荫棠

Z 红色足迹

为 巩 固 新 生 的 人 民 政 权 ，

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解放

军 自 1949 年 4 月 至 1950 年 初 ，

在鄂豫皖 3 省交界的大别山地

区 实 施 肃 清 残 余 武 装 匪 特 作

战。此次作战，不仅一举消灭

了以汪宪为首的国民党“鄂豫

皖长官行政公署”，更彻底铲除

了当地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基

础。

Z 史海观澜

Z 史事经纬

解放军剿匪部队向大别山
区匪特发起先期攻势

1949 年 1 月淮海战役后，被解放

军击溃的国民党军散兵游勇及地主武

装近万人逃入鄂豫皖 3 省交界处的大

别山区。渡江战役前夕，国民党“华中

剿总”司令长官白崇禧为阻挠解放军

进攻武汉，准备利用流窜在大别山的

这股匪徒开辟所谓“第二战场”。为

此，他派出亲信汪宪，率特务分子樊

迅、马君慈等携带大批金银潜入大别

山区，在金寨纠集袁成英等各路匪徒

头目，大肆封官许愿。不久，汪宪等宣

布成立“国民党豫鄂皖边区人民自卫

军总司令部”和“鄂豫皖长官行政公

署”，受到收买的匪徒头目纷纷率手下

加入。汪宪为了向白崇禧邀功请赏，

便大肆吹嘘已拥有“十万铁兵”，“收复

鄂豫皖边界各县指日可待”。白崇禧

4 次派飞机空投电台、物资及 30 多万

发子弹，妄图利用这些家伙扰乱解放

军南下部队的后勤补给。

乘解放军主力南下之机，得到武

器补给的汪宪指挥匪特大肆骚扰破坏

交通，袭击刚刚建立的中共基层政

权，残害革命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

并疯狂进行反共宣传。

为 了 巩 固 后 方 ， 保 护 人 民 群 众

生命财产安全、彻底肃清残余武装

匪特，1949 年 4 月 16 日，解放军皖

北军区成立了六安剿匪指挥部，曾

庆梅任指挥兼政治委员，指挥皖北

军区警备二旅第四、第六团和皖西

三分区第七团分别从霍山、霍邱进

入金寨，配合各县区武装对流窜在

皖 西 的 股 匪 开 展 清 剿 。 4 月 27 日 ，

解放军清剿部队解放麻埠，皖北行

政公署任命六安专区副专员田世伍

兼金寨县长；5 月，流波、白塔畈先

后解放，建立了麻埠、流波、白塔

畈 3 个区级政权和麻埠、流波 2 个镇

级政权；7 月，组建新的中共金寨县

委员会，白鲁克任县委书记、刘伟

任 县 长 。 为 了 配 合 部 队 清 剿 残 匪 ，

组 建 了 金 寨 县 大 队 。 到 7 月 下 旬 ，

全 县 共 歼 匪 180 多 人 ， 生 俘 560 多

人 ， 投 降 自 新 976 人 。 与 此 同 时 ，

湖北、河南两省的地方部队也先后

开展了地域性清剿，各地股匪均受

到沉重打击。

鄂豫皖边区剿匪指挥部成
立，统一指挥三省剿匪部队

8 月上旬，为进一步加强对剿匪

工作的领导，彻底消灭盘踞在大别

山区的残匪，鄂豫皖三省剿匪会议

在武汉召开。会议决定成立鄂豫皖

边区剿匪指挥部，统一指挥三省剿

匪部队，由王树声任司令员兼政治

委员，何柱成任副政治委员，梁从

学任副司令员，下设东线 （皖西）、

北线 （豫南）、南线 （鄂东） 3 个剿

匪 指 挥 部 。 会 议 还 确 定 “ 军 事 清

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相结合

的方针，以半年时间肃清大别山区

的股匪。

8 月 25 日，东线剿匪指挥部在金

寨麻埠正式成立，梁从学任司令员，

何柱成任政治委员，梁金华任第一副

司令员，曾庆梅任第二副司令员兼参

谋长，马庭芳任副政治委员，崔文斌

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指挥所：第

一指挥所司令员李国厚，政治委员彭

宗珠；第二指挥所司令员孔令甫，政

治委员桂林栖。其中，东线剿匪部队

由三野第二十四军第七十一师，皖北

军区警备第一旅第一、第三团，警备

第二旅第二、第六团，六安军分区第

七、第八团，安庆军分区警备团等组

成；南线剿匪部队由湖北军区独立第

三师及黄冈军分区部队组成；北线剿

匪部队由四野第四十二军第一二六

师、河南军区独立团及潢川军分区部

队组成。

9 月 5 日，在鄂豫皖边区剿匪指挥

部的统一指挥下，东、南、北三线剿匪

部队，向大别山区残匪盘踞的中心区

金家寨及其以南山区齐头并进、合力

会剿。9 月 7 日，剿匪部队解放金家

寨，并捣毁了敌人修建的飞机场，切断

了匪特的空中联系。中共金寨县委和

金寨县人民政府也于当日由麻埠迁入

金家寨。到 9 月 20 日，仅东线剿匪部队

就毙伤匪特 879 人，活捉 450 余人，缴获

大批枪支弹药。汪宪在给白崇禧的电报

中报告哀叹说：“现在士气消沉，民心观

望，职恐难潜伏于大别山。”

在解放军强大的军事打击下，匪

首汪宪、袁成英等不敢抵抗，各带少

数随从逃入深山老林。根据匪特分散

逃窜的特点，剿匪部队采取以大山深

山为主攻重点，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

战法分片驻剿，部队以营、连为单位

开进大山，在内线控制要点，外线严

密封锁，进行分片驻剿；对匪活动区

控制要道，严密封锁，白天看烟、夜

晚观火，发现匪踪、连夜包围，一处

打响、各方支援，发动突袭、务求全

歼，同时组织精干便衣分队，对敌人

实施追击、抓捕。

在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充分
发动群众，加强政治攻势，最终肃
清匪特

剿匪指挥部在进行军事打击的同

时，充分发动群众，加强政治攻势，使剿

匪战果不断扩大。战斗期间，剿匪部队

为了不给当地群众造成负担，纷纷在驻

地养猪种菜。为了联系群众，部队普遍

开展助民劳动和“三不走”活动，即水缸

不满不走，地不扫净不走，门板不上不

走。从 9 月 5 日开始，剿匪部队又开展帮

助群众秋收的活动。剿匪部队还通过召

集群众会、个别访问、贴标语、出布告等

各种形式，向群众广泛宣传解放军剿匪

的胜利形势和决心，增强了群众对解放

军的信任。在剿匪部队的努力下，群众

很快组织起来，协助解放军搜剿土匪。

在群众的帮助下，9 月下旬，三野七十一

师二一三团一营在白水河摧毁大别山残

匪最高指挥机关“豫鄂皖人民自卫军总

司令部”；皖北警四团在金寨燕子河前后

畈歼灭一贯与人民为敌的黄英“老八团”

和“ 小 八 团 ”；匪 首 方 临 杰 ，就 是 金 寨

2000 多名农民在协助剿匪部队围山搜

捕被时活捉的。

据统计，在 9 月中下旬 20 多天时间

里，东线剿匪部队又消灭匪特 1400 多

人。经过军事打击和群众性搜山，山上

山下已无股匪的立足之地。剿匪部队又

利用各种关系做好匪特的分化瓦解工

作，详细解释有关政策。在强大的军事

和政治攻势下，匪徒士气崩溃，纷纷走

出藏匿地点向解放军自首。

9 月 30 日，在金家寨西南帽顶山一

带驻剿的二一三团一营三连，根据匪特

报务员的口供抓到了匪参谋段某，根据

段某的口供，又抓到了与汪宪直接联系

的地主汪某。经审讯，汪某交代了汪宪

隐藏的地点及联络方法。在他的带领

下，战士们从帽顶山半山腰的一个洞穴

里找到了匪首汪宪。在“缴枪不杀，优待

俘虏，再不投降就要扔手榴弹了！”的喊

杀声中，汪宪和随从 10 余人乖乖举手投

降。

汪宪被俘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的消息传来，剿匪部队群情振奋。10

月 2 日、3 日，剿匪部队连续出击，又

擒获主要匪首袁成英、樊迅、马君慈等

人。当解放军战士押送匪首进入金寨县

时 ， 群 众 一 片 欢 腾 ，“ 解 放 军 劳 苦 功

高”“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声响彻

县城上空。

为进一步肃清残匪，10 月 2 日至 5

日，王树声司令员在金家寨召开了鄂

豫皖边区第二次剿匪指挥部负责人会

议 ， 研 究 决 定 今 后 的 剿 匪 方 针 。 会

后，各剿匪部队坚持军事打击与政治

攻势紧密结合的方针，坚决彻底肃清

土匪。同时，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

队，开展群众性的瓦解残匪工作。到

10 月 5 日 ， 鄂 豫 皖 边 区 各 剿 匪 部 队 ，

共歼匪 3831 人，缴获火炮 4 门、机枪

58 挺、长短枪 2819 支。此后，在当地

群 众 的 大 力 支 持 下 ， 经 过 近 半 年 的

“ 拉 网 捕 鱼 ” 式 搜 剿 ， 到 1950 年 初 ，

鄂 豫 皖 军 民 共 歼 匪 15413 名 ， 大 别 山

区匪特基本被肃清。

（作者单位：安徽省文史研究馆）

肃清大别山区武装匪特的战斗
胡遵远

1949 年 4 至 5 月渡江战役期间，

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

先遣兵团分别解放赣东北和赣西北地

区。7 月下旬，第四野战军发起湘赣

战役，解放赣西地区。为追歼逃敌，

解放赣南，7 月 26 日，担负解放赣南

主力的四野十五兵团第四十八军在兄

弟部队的配合下，沿赣江两岸展开追

歼战，于 8 月 14 日解放赣州。

根据赣州会议的部署，第四十八

军主力分头追歼逃敌。其中，一四三

师从赣州出发，向南进军，解放信

丰、龙南、安远等县；一四四师也从

赣州出发，向东进军，解放于都、会

昌、瑞金、宁都等县。

1949 年 9 月 29 日 ， 一 四 四 师 四

三二团三营，偕同中共石城县县委、

县政府干部 26 名进军石城县城，抵

达小松时兵分两路：一路随县委、县

政府干部向县城进发；另一路进军丰

山追歼逃敌。

9 月 30 日凌晨 5 时，解放军部队

从北门进入石城县城，由于国民党守

军早已弃城而逃，部队不战而胜，当即

宣告石城县城解放。

喜讯传来，全城欢声雷动，当地群

众无不奔走相告。市民高呼“中国共产

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欢迎人民解放

军”等口号，扶老携幼夹道欢迎解放

军，现场气氛非常热烈。

9 月 30 日当天，全县各地群众纷纷

举行集会，欢庆石城和赣南的解放。

同时，负责追剿逃敌的解放军于拂

晓时到达丰山。敌人闻风逃往福建宁

化，解放军随即派出兵力继续追击，至

10 月 1 日黎明于宁化方田追上敌人。此

时，敌军正在吃早饭。解放军迅速将村

庄围住，随后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敌

人招架一阵后便举枪投降。此次剿匪战

斗 共 俘 敌 500 余 人 ， 缴 获 轻 重 机 枪 5

挺、步枪 236 支、手枪 46 支、子弹 9 万

余发，缴获无线电台 1 部、马匹 10 余

匹。至此，石城反动政权及其武装力

量，被彻底摧毁江西省全境宣告解放。

10 月 1 日，石城各界群众举行隆重集

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新中国成立前一天，石城宣告解放
孟玮

1949 年秋，人民解放军在各边区

纵队的配合下，发起解放广东战役。

为协调军、政领导工作，中共中央指令

组建“广东战役联合指挥部”，由叶剑

英任司令员兼政委，陈赓为副司令员，

具体负责战役的组织实施任务。

9月 28日，叶剑英和陈赓联名签发

《广州外围作战命令》，下达了迅速解放

全广东的任务，并针对敌人的设防特

点，以第四兵团为右路军，第十五兵团

为左路军，两广纵队、粤赣湘纵队、粤中

纵队组成南路军，分头向广州进军。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

成立，这个特大喜讯的传来，极大地鼓

舞了全体指战员。陈赓在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立下

铿锵有力的誓言：“我们一定要百分之

百地完成中央人民政府所给我们的一

切任务。”各部队指战员群情激昂，纷

纷表示：要用战斗的胜利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诞生献礼。

10 月 2 日 ，广 东 战 役 正 式 打 响 。

各路解放军按既定部署向广东挺进。

其中，右路军第四兵团首攻目标为曲

江。根据当时的敌情和曲江的地形特

点，第四兵团第十三军、第十四军、第

十五军兵分三路，以“钳形合击”攻势

从三个方向对曲江守敌实施包围。接

到任务后，各部队以每日 150 里的速

度向曲江挺进。

10 月 4 日，第十五军得到曲江游击

队队员送来的情报：曲江守敌国民党第

三十九军得到解放军发起攻势的消息

后，已于当天乘火车逃走，目前曲江县城

内只剩下国民党第六十三军。

第十五军根据这一情报，当即决定

各部队加快进军的速度。先头第一三四

团于 6 日突破敌周田预设防线，向曲江

县城迅猛推进。与此同时，解放军第十

三军、第十四军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分

别夺取仁化、乐昌，急速赶赴曲江。

第十五军先头部队经一昼夜急行军，

于6日深夜在当地群众的指引下悄然涉水

渡过浈江河，一举占领了城外的帽子峰阵

地。面对解放军的强大攻势，留守曲江的

国民党第六十三军勉强抵抗一阵后逃走，

其后卫部队开始纵火烧韶关公路大桥。

解放军先头部队立即跑步赶到桥头，在当

地地下党护桥人员的协助下，迅速击溃了

敌人，并制止了火势蔓延，有力保证了后

续部队的顺利通过。

曲江桥上的火扑灭后已是 7 日凌晨

1 时 ，解 放 军 分 别 从 县 城 南 门 、北 门 进

城，在城内胜利会师。

7 日，曲江县热闹非凡，群众个个高

呼口号，兴致勃勃地举行游行庆祝活动，

并纷纷拿出月饼（6 日为农历中秋节）慰

问子弟兵。

十五军中秋之夜夺曲江
刘思琪

1949年 9月，在成都从事秘密工作

的中共地下党员，建立起中共四川临时

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工委”）。为配合

解放军解放川西与成都，“临工委”于 12

月 10日决定成立西川人民保卫军总司

令部（简称“保总”），专门做策反工作。

参加“保总”的人员除中共党员外，还有

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

“临工委”和“保总”成立后，

通过不同的渠道，积极策动四川地方

军 政 势 力 和 溃 退 入 川 的 国 民 党 军

起义。

1949 年 12 月，人民解放军对四

川省成都地区的国民党军形成三面包

抄之势。在强大军事压力下，被围国

民党军极度动摇。成都解放前夕，国

民党残余部队扬言在撤退前炸毁工

厂，破坏一切设施。“临工委”得到

内线报告：敌人在成都市内许多重大

建筑下设有引火待发的爆破装置，并

探知炸药系国民党军一二三师所放，

于是火速展开重点策反活动。

此前，临工委已通过民革成员、

进步人士，成功对国民党军一二三师

代师长齐天然等人展开策反工作。22

日，胡宗南下令成都地区的国民党残

部“突围”，并决定在“突围”前由

一二三师对成都进行“大爆破”，同

时责成李振的第十八兵团“紧密配合

一二三师的行动”。实际上，李振等

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努力下，也已决

定率部起义。24日晨，成都的国民党

军决定“立即突围”，李振不仅予以

拒绝，还提出“为国家保存元气，为老

百姓减少损失，为部队减少伤亡，还是

和谈好”的主张，得到大部分官兵的赞

同。24 日下午，“临工委”派联络处长

张立人为代表，一二三师由齐天然出

面，双方就起义达成协定：“临工委”

欢迎和接受齐天然部的起义；一二三师

立即排除在市区内安置的所有爆破装

置；一二三师所属邵瓯撤离市区，开到

城西郊罗家碾一带驻扎，然后再公开宣

布起义。24 日夜，“临工委”又对齐天

然进行了具体部署。

12 月 24 日夜至 25 日凌晨，一二三

师起义官兵在排除了破坏市区重点目标

和各兵工厂的爆炸物，还将大部分炸药

用卡车运出城外。

25 日，李振率部在成都以东地区

宣布起义，并指示一二三师“拒绝执行

胡宗南破坏成都的命令”；同时派十八

兵团部分起义部队返回成都，协助中共

地下党保护工厂等重要建筑物，加强城

防，共同迎接解放军的到来。

四川“临工委”成功策反一二三师
陈宇

▲解放军剿匪部队在张贴标语

成都群众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成都群众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