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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决战》

前言

　　历史，是不能忘记，也不该忘记的。 20世纪中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二、三、四野战军坚
决执行毛 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分别向西北、西南、华东、中南进军，以 摧枯拉朽之势。
追歼国民党军在大陆上的残余部队，剿灭各地的土匪武装 ，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巩固而英勇战斗，谱写
了人民解放军作战史上的光辉 篇章。《大决战》丛书采用文学手法，全景式地记述了4个野战军在历
史转 变时期大征战的光辉历程。 那是一个壮丽的年代，是一幅壮丽年代描绘的壮丽画卷，从黄土浑
厚 的广袤西北大地，到峰峦连绵的西南雪域高原，从富饶美丽的江浙平原， 到波涛汹涌的东海、南
海，人民解放军的广大指战员高举红旗，高唱战歌 ，“向最后的胜利，向全国的解放”，气吞万里：
而国民党军队和一切反 动武装，则势穷途末，如同疾风中的枯叶，凄然飘逝。领导层的决策与将 士
的拼搏遥相辉映：战场冲杀与谈判交锋相互配合，乘胜奋勇追击与化装 深入匪穴相得益彰⋯⋯形成了
地域广阔、错综复杂、色彩多姿的奇特景观 ，勇与智、谈与打、理与情、起义与被俘、公开与隐秘，
都表现得淋漓尽 致。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高高飘扬；反动派的孤舟仓惶远去，逃居孤岛。 真是“天
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那动人心魄的一页，早已经烙印在历史的巨册上，它不仅仅是令
人咀 嚼过去辉煌和骄傲的光荣，同时也是思考和肩负新世纪的责任。先辈们用 心血和生命修筑起来
的巍巍共和国大厦，还须用心血和生命去描绘去保卫 。过去，不但能告诉今天，也能告诉未来。 有
了人民的军队，就有了人民的一切。 强国，必须强军；强军，为了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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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采用纪实文学手法，真实记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战役的光辉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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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你说怪不怪？蒋介石这个浙江人，却对美丽富饶的大西南情有独钟。观其在大陆的前半生，几乎
与大西南有理不清的缘分。蒋介石从日本东京振武学堂毕业后，曾一度在上海开办交易所，几经倒闭
，为生计所迫，通过拜把兄弟陈其美的介绍认识了孙中山。这时的蒋介石，只不过是一位名不见经传
的上海滩小人物，便求孙中山举荐。孙中山在当时对蒋介石是很器重的，便写信给四川督军熊克武，
欲安排蒋介石为四川省警察厅厅长或成都市警察局局长。蒋介石由于不知四川情况，便去问张群。张
群是四川华阳人，十分垂涎这个美差，想取而代之，于是就在蒋介石面前说熊克武极不易共事，你又
是川外人，去了之后肯定会受到排斥，你的地盘应该在大东南，而不是在大西南。还说，你既然与孙
中山熟识，还不如留在广州另谋职业，干好干坏都好交代。若去了四川，干不好就会失去孙中山的信
任，倒不如让孙中山另派一个熟悉四川情况的人去任职。蒋介石明白了张群的言外之意，两人即做了
一笔秘密交易，蒋介石答应让孙中山改写一函另致熊克武，推荐张群人川任职。如果将来张群入川有
成就后，再按月给蒋介石汇钱作生活费。蒋介石在上海另谋职业。蒋介石到孙中山处说了原由后，结
果孙中山撕碎了原来的介绍信，不愿推荐张群。这时张群不管三七二十一，竟大胆假冒孙中山的推荐
，秘密入川并如愿以偿，被委任为成都市警察局局长。孙中山知道此事后，大骂张群，对蒋介石的惹
是生非甚为不满。蒋介石与四川的这段最初缘分，就这样戏剧般地收场了。但也正是这段历史的契机
，为蒋介石日后飞黄腾达埋下了伏笔。因为不久，蒋介石就在孙中山介绍下，去陈炯明部任职，后来
因为护卫孙中山避难永丰舰有功，深得孙中山赏识。1924年6月，孙中山指定蒋介石就任黄埔军校校长
，继而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成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显赫人物。1937年年底，日军占领南京
，国民党政府和黄埔军校迁到四川，蒋介石在此一住就是整整10个年头。这段时间，可以说是蒋介石
一生的极盛时期。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他赢得了荣誉，历史也为他在四川刻下痕迹。在川内既有他和毛
泽东谈判时的留影，又有他建立中美合作所在歌乐山上留下的腥风血雨，而那句“蒋介石跑下峨嵋山
摘桃子”的话，已成为历史习语。蒋介石与大西南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位东海岸边的历史要人好像注
定必须远到云贵川康、巴山蜀水，好像只有在物华天宝的西南大地才能展现他的发家史似的。可惜，
蒋介石人生不太如意的开头，与在大陆的终结，都被巧妙地安排在大西南，更有趣的是他的“陪都”
重庆和成都黄埔军校的失陷，成为他走向衰亡和失败的句点。对于蒋介石来说，重庆是他政治生涯中
的一片绿洲。在解放战争中东南大陆响起隆隆炮声后，他很自然地想起了西南大陆，幻想凭借大西南
险峻的山川险阻，重温抗日战争时期“战略大后方”之梦。他匆匆忙忙中由东南飞到了重庆，与幕僚
们一同策划“固守大西南”的防御部署。蒋介石在成都的住地正是位于成都北较场的黄埔军校。黄埔
军校可谓蒋介石的发家之本，所以他对亲自培育起来的军校也是别有一番情意。1937年底，黄埔军校
校本部由南京辗转迁入四川定址于成都之后，一直到成都失陷，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黄埔军校的校址
一直没有改变。与广州黄埔军校、南京黄埔军校的时间相比，成都时期算是最长的。老实说，黄埔军
校虽然培育了不少蒋先生的掘墓人，但也确实为他培养了不少的嫡系和铁杆，所以蒋介石对成都有着
更深一层的情意就不难理解了。蒋介石在失意之时，把黄埔军校牢牢控制于手中，给予了很多的关照
和嘉勉；而在得志之时的情况可就大不相同了，对黄埔军校的热心程度就大不如在患难之中。黄埔军
校校长关麟征就曾私下发牢骚说过：“黄埔生是专门用来打仗的，用在打仗要死人的时候。”事实也
的确是这样，从1945年抗战胜利起到1949年夏，4年多的时间里，蒋介石竟从未到过成都的军校。而当
战火烧得他无处藏身时，他又想起了黄埔生。在1949年下半年短短的几个月中，他先后两次来到成都
，住在军校，一方面在战乱之中能寻找保护和警卫，以防不测，一方面拉拢和鼓动军校师生上战场奉
献热血与生命。1949年岁末，对于重庆、成都有些市民和黄埔军校在校学生来说，也算“幸运”，他
们有机会多次见到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时刻是怎样抛下无尽的悲哀和忧思匆匆离去的。1949年的秋天
，对胜利者是个收获和喜悦的时令，而对背时者却是个萧瑟衰落的天时。这年岁秋，中国人民解放军
渡江战役取得胜利后，国民党军队犹如秋风扫落叶一般，迅速土崩瓦解。在中国大地上，冲天烽火硝
烟里，万马奔腾，战旗猎猎，波澜壮阔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最后决胜时刻。中国人民解放军已
增至400余万人，“八一”军旗染红了大半个中国。国民党军节节败退，被歼达300万之众，其政权在
大陆的垮台指日可待，“青天白日”旗在秋风中悲泣。当时早已宣布下野却仍然掌握着国民党军政大
权的总裁蒋介石，“悲秋”之情是不言而喻的。蒋介石不甘心，尽管内外交困，但仍然要同他的对手
——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和解放军——在大西南背水一战，作最后一搏。蒋介石打内战，依靠的是美
国杜鲁门政府的援助，然而当杜鲁门发现蒋介石政权是“扶不起的阿斗”时，便心灰意冷，转而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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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态度，出于美国自身利益的考虑，杜鲁门政府要对近几年援助蒋政权反共的数以亿计美元付之东
流有个交代，于是在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详细叙述
了近年来美国实施扶蒋反共政策失败的经过，将失败原因完全归罪于蒋介石政权的腐败无能。当蒋介
石被国内局势搅得心神不定时，看到这一对自己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白皮书，其懊丧之情是可想而知的
。多年来，蒋介石凭借着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曾令马歇尔七上庐山，把大量的美援用于打内战，但蒋
介石的军队却把这些美制武器拱手送给了战场上的对手。人民解放军的获胜，使坚决反共的杜鲁门政
府很是为难，于是也就有了这本对蒋介石来说近乎落井下石的白皮书。而在几个月以前，南京被中国
人民解放军占领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即拒绝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这一切都已表明，美蒋之
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裂痕，蒋介石以往的靠山靠不住了，外交危机使蒋政权更加速了土崩瓦解的进程
。白皮书公布的当天，蒋介石正在普陀山，他愤慨地说：“马歇尔、艾奇逊因欲掩饰其对华政策之错
误与失败，。不惜彻底毁灭中美两国传统友谊。白皮书可痛可叹，对美国国务院此种措置，不禁为其
美国痛惜，不能不认其主持者缺乏远虑，自断其臂而已。”继而又说道：“甚叹我国处境，一面受俄
国之侵略，一面美国对我又如此轻率，若不求自强，何以为人？何以立国？而今实为中国最大之国耻
，亦深信其为最后之国耻，既可由我受之，亦可由我湔雪也。”第二天，蒋介石乘飞机抵达南朝鲜，
与李承晚会晤，期望实现“东亚反共同盟计划”，以求“构成对美国的一个战略性呼吁”，但看美国
脸色行事的李承晚无法满足蒋介石的这一要求。P2-5

Page 6



《大决战》

编辑推荐

　　这是一个壮丽的年代，这是一幅壮丽年代描绘的壮丽画卷，从黄土浑厚的广袤西北大地，到峰峦
连绵的西南雪域高原，从富饶美丽的江浙平原，到波涛汹涌的东海、南海，人民解放军的广大指战员
高举红旗，高唱战歌，“向最后的胜利，向全国的解放”，气吞万里；而国民党军队和一切反动武装
，则势穷途末，如同疾风中的枯叶，凄然飘逝。领导层的决策与将士的拼搏遥相辉映：战场冲杀与谈
判交锋相互配合，乘胜奋勇追击与化装深入匪穴相得益彰⋯⋯形成了地域广阔、错综复杂、色彩多姿
的奇特景观，勇与智、谈与打、理与情、起义与被俘、公开与隐秘，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五星红旗冉
冉升起，高高飘扬；反动派的孤舟仓惶远去，逃居孤岛。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本书采用文学手法，全景式地记述了第二野战军在历史转变时期大征战的光辉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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