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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征战录》

前言

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史军史工作，对于始终保持我党我军的政治优势，继承和发扬我军听党指挥
、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深入持久地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
意义。而深入学习我党我军的光荣历史，深入学习中国革命战争史，做好以党史军史育人工作，正是
现阶段加强我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我军的全新历史，实质上是我军“忠诚于党，热爱人民，
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这一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史、发展史、实践史。我军核心价值观的全
部“基因”，都积淀蕴藏在我党我军的伟大历史当中。    历史是未来的向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
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做好以党史军史育人工作，就需要从我党我军的光荣历史中
，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艰苦奋斗和英勇善战的光辉历程中获得动力、吸取经验、坚定信
仰，从而更好地履行人民军队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使命。    现阶段我们要深入学习我军战史，学习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业绩，以便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人民军队建设的规律和
战争指导规律，为再铸我军履行神圣使命的“坚盾利剑’’奠定坚实的基础，就必须尽快解决好学习
的“入门”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同志学习党史军史的热情很高，都希望把党史军史学好、学
实，但也存在着一些困难，有些困难是无法回避的。其中，有些非党史军史专业的年轻同志们，都希
望在较短的时间内学好党史军史和中国革命战争史。但是，当他们面对“大部头”的党史军史战史专
著时，又没有足够的时间完成阅读计划，在思想上感到有些压力。有一次，我接触到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的一位青年理论工作者，他提出一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思考。他说：“我对于新四军是怎么来
的一直弄不清楚。”我给他简要解释了新四军的来历，但他仍然说印象不太深刻。    根据我从事多年
军事院校教学研究工作的经验，这些同志很需要一本生动、形象的通俗性战史读物，作为学习军史战
史的入门向导。这也是我构思《粟裕征战录》一书的初衷。我希望通过这本读物能够对我军的发展历
程，至少是在一个战略方向上的发展历程，有一个生动、形象的展示，从而成为青年同志学习军史战
史的入门性读物。    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之中，粟裕将军光辉的征战历程，堪称是我军
战争史的缩影。粟裕从南昌起义开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达23年的人民革命战争的全过程，
身经百战，戎马一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彪炳千秋的历史功绩。    粟裕的征战历程是一部
学习、贯彻和创造性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实践史，十分鲜明地反映了我军战争实践的一系列基本特
点和规律，既是我们学习我军战史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生动教材，也是我军战胜国内外强大敌人、逐
步发展壮大历程的生动写照。因此，粟裕的征战历程能够生动展示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我党我军历史的
一个侧面，也能够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毛泽东军事思想。    《粟裕征战录》一书，以中国革命战争
中毛泽东的战争指导作为历史顺序，以粟裕亲历的征战历程为主要内容，以粟裕所在部队和他指挥的
战役战斗的翔实史料为依据，结合我军相关的军史战史部分，进行初步展开叙述。作为一部战史性通
俗读物，尽管书中涉及的战例都是我军战史中有明确记载的史料，但从粟裕征战的角度上来阐述，读
起来仍然会令人感到颇有新意。        由于是从全新的角度上阐述我军战史，书中既有对战争全局形势
的简要分析，也有对主要作战指导过程的特点研究，而且以解读粟裕的作战指导为重点，所以有利于
加深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解，也便于对我军发展壮大的曲折历程给予生动的展示。    阅读((粟裕征
战录》一书，对学习军史战史的入门和提高是有益的。作为我军相关军史战史内容的生动形象展示，
本书力求反映历史的真实，努力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这也是对当前
社会上一些涉及党史军史的文化产品良莠混杂、戏说历史，甚至颠倒是非界限的作品进行的有力反驳
，是用正史、信史维护我军光辉形象的一种努力。    应该说，《粟裕征战录》一书的内容是丰富多彩
的。全书几乎涉及中国革命战争史的全过程，包含着极为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和引人入胜的政治、
军事斗争情节，但这完全是严肃的历史性研究成果，都引用了相应的文献资料，而绝不是纪实性作品
。    当前，似乎有一种倾向性的趋势，就是把纪实性、文学性作品，作为党史军史著作来宣传和普及
。尽管这些著作的可读性强，便于广泛传播，但是也容易失真，容易把艺术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相混
淆，特别是对于青少年读者来说，更是如此。因此，从长远的角度上看，这是不利于党史军史研究和
普及的。本书的内容都是以历史资料为依据的，没有纪实性的描述。    随着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进程的
加快，我军官兵的成分结构正在不断发生变化，一些青年官兵对我党我军历史和传统的了解相对薄弱
。这就要求新形势下军队的党史军史工作，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而《粟裕征战录))一书正是在吸
取近年来军队党史军史工作取得的许多重要成果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的学术研究和反复修改而写成的
，相信对增强读者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我是怀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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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征战录》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无限崇敬的心情，整理相关的史料，进行构思和写作的。这个过程既
是学习、提高的过程，也是把过去教学中的有关战例连贯起来思考的过程。这个期间，我思考的问题
很多，其中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站在军事院校教员的角度上，深入思考军事人才的培养问题。从粟裕的
成长过程中可以看出，只有战争实践才是军事家成长的舞台。我们对战争实践的学习，包括现实的和
历史的战争实践，而且更多的是学习历史上的战争实践。因而，把粟裕的长期战争历程和指导战争实
践的经验整理出来，提供给读者学习、研究，是一项具有现实意义的工作。    粟裕的军事生涯中，他
始终遵照党的指示?经历7千百次的征战?谱写了一部壮丽的征战史诗。而《粟裕征战录》只能展示粟裕
战争实践的一部分，而不可能详尽地展开。这既是篇幅所限，也是作者的研究深度所限。由于作者的
水平有限，在研究和整理粟裕的征战历程方面，很可能是挂一漏万，把极其丰富多彩的粟裕征战实践
，表述得不够准确和精彩。因此，我心中始终是忐忑不安的，恳请读者指出书中的不足之处，并名多
提改进意见。    《粟裕征战录》一书，在文字表述上力求增加知识性和可读性，尽量使用最新的研究
成果和可靠的文献资料，努力成为在通俗性读物中的严谨性作品。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本书是近年来
有关粟裕研究成果的集中反映，是我在学习、研究和吸收所有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写成的，可以说是一
种集体性的成果。在这里，对所有的相关作者、专家表示衷心感谢，对所有的军史战史研究者表示崇
高的敬意!    最后，还要感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军事科学院的有关专家，他们详细审读，为本书提
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也给予我热情的鼓励。对于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使本书能够在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大精神的热潮中，及时奉献给广大读者，我也表示衷心的感谢!    于化庭    2012年12月于解放军国
防大学二号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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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征战录》

内容概要

《粟裕征战录》共20章，并有24幅作战地图，是一本通俗性军史战史读物，也是从战略全局的视角展
示粟裕用兵特点和指挥重要战役战斗创新精神的最新研究成果。它以粟裕亲历的主要战役战斗为主要
内容，对重点战例进行相应的展开分析，重点是解放战争时期粟裕直接指挥的主要战役。《粟裕征战
录》内容丰富，几乎涉及中国革命战争史的全过程，包含着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和引人入胜的政治
、军事斗争情节。《粟裕征战录》最大的亮点是从粟裕征战的角度，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战史展
开叙述，很有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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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征战录》

作者简介

于化庭，国防大学科研部军队建设研究所教授，中共党员，正师职务，大校军衔。先后毕业于哈尔滨
军事工程学院和军事学院军事理论研究班。长期从事军事理论和军队建设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其中
对邓小平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我军建设史等问题的研究比较深入，发表多篇论文和撰写了相应的学
术专著。近年来，应邀参加撰写和发表的论文及专著主要有《邓小平新时期军事理论研究》、《毛泽
东哲学的当代价值》、《一代伟人陈云》、《一代伟人朱德》，论文集《纪念陈云》、《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研究文集》、《老教授纵论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论遵义会议精神》等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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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征战录》

书籍目录

第一章征战开始阶段：在战争实践中学习 一、参加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的武装斗争实践 二、在井冈
山斗争中学习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三、在赣南闽西斗争中深入理解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第二章经历从游
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 一、从北上战役到攻占吉安 二、反“围剿”作战：贯彻诱敌深入方针的胜
利 三、经历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失利 第三章北上抗日先遣行动与坚持浙南游击战争 一、“左”
倾错误指导造成北上抗日先遣行动失利 二、创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艰苦斗争 三、在反“围剿”斗
争中创建和发展浙南游击区 四、在斗争中迎接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 第四章开展江南敌后抗日游击战
争 一、新四军先遣支队首战韦岗 二、创建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 三、巩固和发展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 
四、在挺进苏北之前经历了半年徘徊 第五章挺进苏北与决战黄桥 一、迅速创建以黄桥为中心的苏北
敌后抗日根据地 二、在反顽斗争中以劣势兵力组织实施黄桥保卫战 三、黄桥决战后的反顽斗争和苏
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 四、积极应对皖南事变后的复杂斗争形势 第六章领导苏中抗日斗争的艰难岁
月 一、苏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重心从城镇转向乡村 二、坚持对苏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基本区进行反
复争夺 三、贯彻“一面巩固，一面发展”的指导方针 四、夺取反“清乡”斗争胜利的艰难历程 五、
从坚持到发展：指导思想的再次转变 第七章奉命向苏浙敌后发展 一、贯彻向苏浙敌后发展的战略部
署 二、组织实施天目山反顽自卫作战 三、积极应对抗战胜利后的复杂斗争形势 第八章过渡时期复杂
的政治、军事斗争 一、组织实施高邮、邵伯战役 二、针对国民党军抢占战略要点的斗争 三、指导军
调部淮阴执行小组中共代表团的工作 第九章苏中七战七捷 一、全面内战爆发前后我军战略方针的调
整 二、苏中战役的组织指挥概况 三、苏中战役对全局的影响及华中战场形势变化 第十章从宿北战役
到鲁南战役 一、改变华中战局需要打大歼灭战 二、山野、华野共同夺取宿北战役的胜利 三、宿北战
役后实现两大主力在鲁南会合 四、取得鲁南战役的重大胜利 第十一章夺取莱芜战役大捷 一、积极应
对国民党军实施的“鲁南会战”计划 二、示假乱敌：贯彻北线作战方针的关键 三、莱芜战役的胜利
及其宝贵经验 四、莱芜战役胜利的全局性影响 第十二章从孟良崮战役到华野“七月分兵” 一、通过
“耍龙灯”不断调动进攻之敌 二、实施孟良崮战役的决心和部署 三、在孟良崮围歼整编第74师 四、
华野“七月分兵”与打破国民党军重点进攻 第十三章实现战略转折的沙土集战役 一、沙土集战役前
的战场形势 二、沙土集战役的部署与实施 三、华野西兵团迅速挺进豫皖苏 第十四章建议暂缓渡江与
中共中央城南庄决策 一、粟裕对改变中原战局的思考与中共中央的决策 二、积极进行渡江准备与提
出暂缓渡江建议 三、中共中央作出城南庄决策 第十五章改变中原战局的豫东战役 一、选择在中原战
场上打歼灭战的作战方案 二、攻占开封是调动国民党军、实现全战役企图的关键 三、睢杞战役的组
织实施和豫东战役胜利的意义 第十六章揭开战略决战序幕的济南战役 一、“攻济打援”战役方针的
形成 二、济南战役的准备与实施 三、攻占济南后华野行动方向的确定 第十七章淮海战役中华野的准
备与实施 一、淮海战役作战方针及华野的战役准备 二、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围歼黄百韬兵团 三、淮
海战役第二阶段：歼灭黄维兵团，完成南、北线阻击任务 四、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为配合平津战役而
暂缓歼灭杜聿明集团 第十八章渡江战役中指挥华野连续作战 一、战略决战后的战争形势与渡江战役
准备 二、渡江战役第一阶段：突破江防，解放南京 三、渡江战役第二阶段：围歼逃敌于郎溪、广德
地区 四、渡江战役第三阶段：解放上海，歼灭汤恩伯集团大部 第十九章战略追击中担负的作战任务 
一、指挥三野第10兵团迅速完成入闽作战任务 二、指挥三野第7兵团完成解放舟山群岛任务 三、担负
筹划和准备解放台湾的重大战略任务 第二十章新中国成立后承担的征战任务 一、中共中央对组建东
北边防军的相关考虑 二、粟裕同指挥抗美援朝作战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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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征战录》

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二章经历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 粟裕征战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就是经历了红
军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过程。在这个战略性转变的过程中，粟裕更深入地学习和掌握了毛泽
东关于作战形式转变的战略思想。 运动战是正规战争的一种基本作战形式，主要执行歼灭敌人的任务
。红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性转变，即向正规战争的转变。应该说，这是红军作战由低级阶段向
高级阶段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红军由于数量少、装备差、敌我力量悬殊，所采取
的作战形式只能是游击战，以袭击为主要手段。游击战具有高度的主动性、灵活性、进攻性，能够通
过快速性流动实现分散化，是群众性武装斗争的主要形式，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是，随着全国红
军的大发展，已经把土地革命战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适时进行战略方针的调整和作战形式的转变，
就成为战争指导的重要方面。 在红军组建了正规兵团之后，正确指导红军从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
为主的作战形式转变，就成为战争指导中的全局性任务，也是掌握战争主动权、加快战争进程、夺取
战争胜利的关键问题。毛泽东曾经指出：“运动战，就是正规兵团在长的战线和大的战区上面，从事
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形式。”其具体特点，一是正规兵团，二是优势兵力，三是
进攻性和流动性。 红军实施的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是红一军团组建之后，在毛泽东的正确
指导下开始的。而实现这次转变经历了复杂的转战过程，在取得了反“围剿”战争的连续胜利后，才
逐步完成了这次战略性转变。粟裕与广大红军指战员共同经历了这个战略性转变，并积累了指导运动
战的作战经验。 毛泽东指导红军实施作战形式的转变，是在作战实践中对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的领
导干部做了大量“艰苦的教育工作”，逐步消除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干扰，以及在统一作战思
想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才推进了红军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步伐，并经过反“围剿”
战争的反复实践，才最终完成了这次战略性转变。 红军完成从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作战形
式的转变，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因为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作战中，红军都是通过运动战打破国民
党军“围剿”的；所以，指导红军逐步完成作战形式的转变，是打破国民党军大规模“围剿”的坚实
基础，也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 在红军作战形式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过程中，粟裕
亲身经历了“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所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失利，对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
的理解更加深刻了。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粟裕更加重视对战略问题的研究，这是他后来能够在
独立的游击区或独立的战略方向上实施正确的作战指导，不断取得重大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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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征战录》

编辑推荐

《粟裕征战录》以中国革命战争中毛泽东的战争指导作为历史顺序，以粟裕亲历的征战历程为主要内
容，以粟裕所在部队和他指挥的战役战斗的翔实史料为依据，结合我军相关的军史战史不分，进行初
步展开叙述。

Page 8



《粟裕征战录》

精彩短评

1、粟裕大将英明永存，内容分系都爱看。
2、这本书还是带有很强的官方色彩，前面写的不错，后面内容不够精彩。
3、角度还不错，可以看
4、有点生硬，太机械了。非要有想象力以及其他资料配合阅读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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