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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争锋》

前言

　　“福中宁闽浙之交，大海环其南，群山拱其北⋯⋯”这是古人对闽东地势的描述。位于福建省东
北部的闽东地区，早期涵盖福安、霞浦、宁德、福鼎、寿宁、柘荣、连江、罗源等县，以后又延及古
田、屏南等地，太姥山、白云山、鹫峰山等高岭险峰均绵亘其问，以至境内峰峦起伏，山水交错。闽
东的海岸线长达1500多公里，海域辽阔，北邻浙江，有著名的三都澳、福宁湾、罗源湾等港口。　　
生活在这片广袤土地上的人民，山野之水的孕育，养成朴实善良的性格；能耕善狩的生活，形成勤劳
强悍的民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里的人民过着闭塞自给的日子。到了上世纪20年代初，当地的
军阀、土豪强迫农民种植鸦片，霸田欺市，国民党政府巧立苛捐，肆意榨压，使得原本就不富裕的闽
东农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到处都是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　　俗话说："官逼民反，不得不反。“
早在1919年之前，闽东农民就曾自发组织起来反抗，他们冲进地主的粮仓抢粮，闯入国民党县政府砸
东西。然而，这一切的斗争终因没有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只是昙花一现，复归平静。1919年”
五四“运动后，民主革命浪潮汹涌澎湃，席卷九州，闽东那些在北京、上海、福州等地读书的莘莘学
子，接受了”五四“新思潮的影响。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在经过党的教育
培养后，纷纷回乡传播马列主义、共产党的思想和主张，积极开展建党活动。他们不畏险难，深入发
动群众抵制苛捐杂税，与国民党展开激烈斗争，甚至不惜献出年轻的生命。　　宁德的郑长章，1921
年在北京就读期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被派回福建宁德筹建党的基层组织，积极发动群众反
对苛捐杂税的斗争，深得群众的拥护。不幸的是，他在蒋介石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
被捕，英勇就义。　　白色恐怖下，闽东的革命火种不但没有熄灭，反而愈燃愈旺。在福州就读的马
立峰、詹如柏、杨而菖、叶秀蕃、范俊、颜阿兰、黄丹岩等一大批进步青年，也先后回到闽东掀起革
命斗争的新热潮。他们在宁德、福鼎、霞浦、罗源等地，纷纷建立了党的组织，并逐渐由城镇转入农
村。　　1929年冬，马立峰、詹如柏等人先后回到福安的农村老家，经过深入细致的发动工作，采取
组织抗租团、秘密农会等形式，积极投入到抗租、抗捐等一系列的农民革命运动。然而，在1930年10
月中共福安县委发动的秋收斗争中，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县委工作决策失误，遭到反动政府、军阀疯
狂的武装镇压，刚掀起的农民革命运动遭到严重挫折。对此，中共福州市委为加强福安农民运动的领
导力量，在中共福建省委的支持下，特地将农民运动经验丰富的邓子恢从闽西调派到福州。邓子恢经
过对福安革命斗争形势进行深入调查思考后，首先改组了福安县委，由马立峰任书记，并且把县委机
关移到农村，扩大了讨论决策的渠道和范围。接着，他又两次到福安，以春荒断粮为导火线，发动抗
麦斗争和反鸦片捐斗争，并取得初步胜利。闽东党的威信大增，有效地影响和推动了周围各县的革命
步伐。在斗争中，闽东党学会了如何开展农运工作，马立峰等革命领导者日趋成熟，逐渐成为闽东农
民革命运动的群众领袖。尝到了胜利的果实，闽东群众的自信心大大增强，一批表现勇敢、坚定的农
会积极分子被吸收入党，从而使村党支部得以建立和巩固。　　经过过去农民运动遭到武装镇压的深
刻教训，闽东党领导人在斗争中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取得农民革命运动的最后胜利，必须壮大
自己武装力量。1932年初，福州中心市委扩大会议作出决议，强调闽东地区要遵照中共中央有关指示
精神，尽快将游击队组织起来，”在农村中进行解决反动武装，帮助及发动农民起来斗争，要在这样
的工作中去创造新的苏维埃区域“。会后，考虑到福安党组织内没有人懂军事的现状，黄埔军校出身
的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亲自到福安组织武装斗争。他到福安后，首先把几十个因受官府、军阀迫害
而有家难归的革命积极分子召集起来，成立了一支精干的武装队伍。在1932年中秋前夕，陶铸亲自指
挥马立峰、詹如柏、陈挺等人，组织了20多名勇敢的贫农团员打进兰田，取得胜利。这就是闽东革命
史上著名的”兰田暴动“。紧接着，他们正式成立福安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詹如柏兼任支队长，
马立峰兼任政治委员。从此，闽东革命运动掀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福安县委抓住有利时机，把农
村革命运动由南至北向闽东各地发展。当熊熊燃烧的革命火焰迅速蔓延时，反革命势力由恐慌紧张转
为丧心病狂，集中各种武装势力进行"围剿”，企图“扑灭”革命的火苗。在残酷的斗争中，闽东的工
农游击队员面对随时来临的死亡威胁，毫不畏惧，以打土豪、抗捐税、分谷子、烧田契等形式，频繁
组织农民暴动；并英勇地打击民团、刀会、国民党军队，抢夺、收缴枪支弹药充实自己的力量。继“
兰田暴动”之后，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相继委派叶飞、江平、赖金彪、曾志等人到闽东加强工农革命运
动领导力量。　　仅一年时间，农民革命武装如雨后春笋，在闽东各区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一支支
工农游击队伍相继诞生，并最终合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军的前身之一——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
立师⋯⋯　　忙活了一年，这本《铁血争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军征战纪实》终于付梓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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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争锋》

却没有一点轻松的感觉，思绪一直沉浸在血雨腥风、烽烟弥漫的历史时空里。二十军征战的血火在脑
海中仍不停地跳跃，胸腔里盛满豪情、悲怆、感动⋯⋯久久挥之不去。　　从抗日烽烟到卫国风云，
从翻山越岭到踏滔逐浪，二十军无数革命先辈用生命和热血谱写了一曲曲战斗凯歌，荡气回肠，催人
奋进。我为能够承领这样一支能征善战的光荣部队的撰写任务，备感自豪和荣幸！正因如此，也有些
许惴惴不安：有限的纸墨间，该如何将这样一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军写出味道、写出个性呢？待
进入撰写阶段，这种感觉更甚。徜徉在浩瀚的史料中，我不得不惊叹：二十军打的仗太多了！二十军
的英雄人物太多了！二十军感人的事太多！感觉到自己就像一个怀里揣着零花钱的孩子独自溜进超市
，瞅着琳琅满目的货架，不禁眼花缭乱，看看这个也想买，摸摸那个也想要，有点手足无措。兴奋过
后，我并没有急于动笔，先让自己纷繁的思绪、起伏的心潮平静下来，经过深刻思索、四方请教、多
处借鉴之后，我架构了一个"24字“的写作思路：大事不遗，小节不拘；突出亮点，选准角度；把握史
实，力求可读。因此，本书谋篇布局间，没有刻意追求”厚度“，尽量回避打打杀杀这一类重复的细
节，力求把准重大史实，彰显人物个性，探秘珍闻轶事，集知识性、可读性于一体。当广大读者捧起
它时不难发现，全书18个章节既相互连贯，又各自独立，这样可以满足”粗香“、”细看“、”挑着
看“等不同的阅读需求。　　书中的所有史实，除了采访有关老首长、老同志外，还多次去档案馆查
阅，搜集参考了大量史料和书籍。参考的已出版的书目有：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淮海战役》、《渡
江战役》、《解放战争战略防御·回忆史料》、《解放战争战略进攻·回忆史料》、《解放战争战略
追击·华东地区》、《剿匪斗争·华东地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东地区》、《第三野战军战
史》、《叶飞回忆录》、《南京军区战斗英雄风采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叶飞上将》（吴
殿卿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战争亲历者说——一江山岛之战》，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十
大王牌军》（陈冠任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叶飞传》，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苏中抗日斗
争》（中共江苏省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新四军重建军部以后》（盐城市《新四军重建军
部以后》编选组写）、《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组织发展实录》、《抗美援朝战争回忆》，安徽人民出
版社出版的《京沪杭战役》（缪国亮主编），军事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
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部编），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传奇人生——我所知道的独臂将军廖政
国》（王吴著）、《浙江游击纵队》，杭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百旅之杰》（本书编委会编），以及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华东）军区组织资料——野战部队》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军抗美援朝战
争史》。　　作为作者，更作为一名军人，我真诚地希望本人的拙作在以飨读者之余，能够为新时期
部队传统教育和筑牢战斗精神提供一些帮助，同时也为广大军史爱好者丰富军史知识给予星点借鉴。
由于我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疏漏、谬误之处，敬请第二十军的革命前辈、军史专家和广大读者批
评指正。　　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解放军出版社钱庆国编辑的指导和帮助，军事科学院吴子勇研究
员审读稿件并提出宝贵意见，还得到南京军区政治部编研室陈广相副主任、叶青松干事的关心和支持
，我在此一并予以衷心地感谢！　　陆州　　2009年2月25日于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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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争锋》

内容概要

《铁血争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军征战纪实。在土地革命战争中诞生的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
师，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战爆发后，被编为新四军第六团，奔赴苏南，建立茅山
抗日根据地；其后打起江南抗日义勇军的旗号东进，火烧虹桥机场；继而挺进苏中，郭村保卫战、黄
桥决战、车桥战役，威震敌顽。1943年，挥师南下，编为苏浙军区第四纵队，在天目山麓勇战强敌。
这支部队留在阳澄湖畔的36名伤病员，依靠群众重建抗日队伍，逐渐发展壮大为新四军第十八旅。在
三垛河血战中，十八旅打出威风，后改编为苏中军区教导旅，参加大反攻。
此外，在上海组建的一支革命武装，打响浙东抗日第一枪，奋战于敌伪顽的夹缝中，发展壮大为新四
军浙东游击纵队，在大反攻前夕，被整编为苏浙军区第二纵队⋯⋯
抗战胜利后，苏浙军区第四纵队、苏中军区教导旅、苏浙军区第二纵队奉命北上，合编为山东野战军
第一纵队。解放战争爆发，第一纵队参加了宿北战役、鲁南战役，大获全胜。1947年1月，改编为华东
野战军第一纵队。莱芜战役，钳敌四万，勇建头功；孟良崮战役，勇猛穿插，为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
七十四师发挥重要作用；外线出击，挺进豫皖苏，“麻雀战”智阻邱清泉兵团，重拳出击全歼区寿年
兵团，打垮黄百韬兵团；淮海战役，以一个纵队创全歼一个军纪录，并迫降敌“王牌”部队。1949年2
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军。渡江战役，肃清桥头堡，勇夺扬中；上海战役，取得军事、政治
双胜利。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第二十军开赴朝鲜，官兵们克服严寒、饥饿，顽强地战胜装备精良的美
军，涌现出杨根思、毛杏表、卜广德等英雄人物。1955年，在三军协同解放一江山岛的渡海登陆作战
中，所属第六十师作为突击登陆部队，成功登陆，将红旗插到一江山岛的主峰。
战必胜，攻必克，第二十军善打大仗、硬仗、恶仗，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经典战例，为
祖国的独立和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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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争锋》

作者简介

陆州，原名陆周，江苏省滨海县人。1995年12月入伍，本科学历。曾任团宣传干事、政治指导员，现
为南京军区政治部编研室干事，上尉军衔。先后在军内外报刊、杂志发表新闻作品500余篇，100余万
字，获得10多个全国和省级以上的征文竞赛、新闻评比奖项。曾撰写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刘
安元》书稿；与他人共同编撰了《南京军区战斗英雄风采录》、《征战在江淮河汉之间》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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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争锋》

书籍目录

引  子第一章  举火闽东热血铸剑  “春雷”在端午节炸响  生死攸关“九家保”  坐着花轿闯关卡  鞭炮
声中拿下赛岐  征兵征出个独立师第二章  傲对风云斗智斗勇  打好一仗再撤  风雨考验  谈判桌上的刀光
剑影  巧斗“俘虏”验枪官第三章  挺进江南旋风一路  风火新征途  陈毅的一着险棋  “江抗”横扫东进
路  “剿灭”者差点被灭第四章  过江猛龙威震群雄  “挺纵”崛起  血路驰援半塔集  叶飞的部队几家争 
孤军卫郭村  黄桥决战敌胆寒  一人俘敌一个团第五章  湖畔星火燃成一片  芦苇荡走出新“江抗”  智斗
“胡司令”  身着戏装去迎敌  东路来了“谭老板”  桐岐战斗，打出一只“老虎”  血洒江南反“清乡
”第六章  铁流奔涌逐鹿苏中  “抗命”得来贺电  “报复者没有好下场”  “双司令”夫妻  “同情区”
和“麻雀战”  红旗插遍江高宝  车桥战役创俘敌新纪录  奇袭三垛河第七章  挥师南下纵横苏浙  先发制
人  雪恨孝丰城  打得跑得饿得  光绪“大炮”上战场第八章  浙东大地劲旅崛起  “灰色武装”南渡杭州
湾  浙东抗日第一枪  寻“亲”  迎来“大炮”  消灭“艾胡子”  “地老鼠”啃掉“硬钉子”  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  逆风亮“新旗”  女英雄李敏  喋血后杜桥  涛声颂英雄  收编“绿林军”  富春江会师  
讨伐田岫山  洒泪别浙东第九章  凝成铁军兖泰扬威  “三奇兵”擎起新战旗  “半截子”血战  奇特的受
降  司令员捆了副旅长第十章  适时而变运动歼敌  两战双捷  由“分”至“合”的艰辛  宿北“大胜利” 
活捉“铁乌龟”  “无声炮”显神威第十一章  莱芜战役勇建头功  “二陈决战”之始  “破家支前”催
人泪下  钳敌四万  突围与反突围  打先锋变成看“热闹”第十二章  百万军中痛斩“上将”  “耍龙灯”
耍出战机  孟良崮临战受命  对弈“围中围”  敲碎“磨心”第十三章  出击外线钓得“大鱼”  雨季脱险 
挺进豫皖苏  棋枰论战  活捉区寿年  黄百韬变成“泥菩萨”第十四章  叱咤淮海所向披靡  一个纵队全歼
一个军  追击炮打飞机  阵地上的“美好生活”  “王牌军”阵前乞降第十五章  乘风破浪追击穷寇  蓄势
备战  肃清桥头堡  大风起兮登扬中  乘胜大追击  打进上海第十六章  开赴朝鲜首战东线  光荣加入志愿
军  急闯关外  “白毛男女”对阵“王牌军”  一次深刻的教训  直刺“咽喉”  “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 
浴血死鹰岭  特遣队沦为“投降队”  剑屠剑山岭  悲怆的胜利  奇特补给第十七章  “三八线”上再显军
威  “打过三八线”  炸瘫“活地堡”  “老英雄”新风采  直捣五马峙  狭路相逢  鏖战鹫峰  “大胆”的
军指挥所  凯旋第十八章  一江山岛仗剑潮头  张爱萍点兵  副军长乔装老渔民  “旱鸭子”练就弄潮儿  
“土八路”气走“老大哥”  只欠“东风”  虚惊一场  密室定计  群英列阵蹈恶浪  擎旗主峰  强攻南一
江  “试管战斗”催化连锁反应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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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是呀，一个兵都不带，算什么司令？”妻子的冷嘲热讽，让陈玉生产生了一些想法。　　叶飞
发现这一情况后，来到军部报告陈毅。陈毅一听，哈哈大笑，给叶飞出了个点子：“你把顶红帽子给
杨桂芳戴上！”　　“怎么戴？”　　“这你就别管哕，我来戴！”陈毅神秘地说　　叶飞一走，陈
毅就把服务团女秘书王于耕找来，交代她一个任务：把杨桂芳发展入党。　　王秘书犯难：“那工作
可不好做呀，要她改掉江湖习气，接受共产主义，按照党纲党章做事，岂不是叫张飞绣花嘛！”　　
陈毅手一挥，不容置疑地说：“滴水穿石，你天天和她在一起，向她宣传党的思想，不断地进行马克
思主义灌输，我就不信她成不了一名共产党员！”　　就这样，经过王秘书耐心做工作，杨桂芳很快
对共产党有了正确的认识，初步树立起共产主义信仰。仅两三个月时间，她就被发展人了党。　　杨
桂芳入党后工作很积极，天天在军分区帮着跑前跑后，一时闲不下来。　　一天，陈毅又把叶飞叫去
，说：“我看陈玉生这个老婆呀，还真是个人才，你看派她做个团长如何？”　　“她做团长？”叶
飞听得愣住了，“一个女人家怎么当团长，怎么带兵打仗呀！”　　“那你就先派她做个副团长吧，
这可没什么再商量的了！”陈毅作出让步。　　叶飞无奈，只得服从命令，把杨桂芳派到陈宗保团做
副团长。这个团是黄桥战斗时起义的地方武装，杨桂芳一去，就带领官兵打了几个小胜仗，很快赢得
了全团的信服，树立起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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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铁血争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军征战纪实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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