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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大败迹》

前言

　　200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华诞，人民解放军为缔造和保卫共和国建立了不可磨灭
的功勋。在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日子里，穿过大半个世纪的时空隧道饱览这支人民军队英雄业绩
的时候，我们会由衷地感叹：这是一支英勇无畏、能征善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军队，是一支英
雄之师、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　　胜利与失败相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过程，就是它的敌人从失败走向失败的过程。因此，翻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敌人之一——蒋介石
及其国民党军队的失败史，正是从另一面对人民解放军胜利道路的展示。　　基于此，我们实事求是
、客观地编撰了《蒋介石大败迹》，在让大家进一步了解蒋介石失败过程的同时，重温我们这支军队
光辉灿烂的历史，学习它那种不畏强暴、不惧艰险、不怕牺牲、永往直前的奋斗精神。　　自从中国
工农红军诞生那天起，胜利的号角就一直在这支军队中唱响，而同时失败的丧钟就一直伴随着蒋介石
。1927年夏起，在我国中部、南部、东部、北部、西北部的广大地区，不同规模的武装起义相继爆发
。蒋介石对此恨之人骨，下令彻底“根株”，妄图把幼小的红色武装消灭在襁褓之中，然而他却失败
了，各地武装起义似燎原烈火，越烧越旺。　　当红色武装力量不断壮大之时，蒋介石不惜动用数十
万大军，对之进行一次又一次“清剿”、“进剿”乃至大规模“围剿”，然而他却一次又一次地遭到
了失败，红军奇迹般地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当红军实行战略转移、进行万里长征之
际，蒋介石先后调动百万大军对区区数万红军进行围追堵截。然而，英勇无比的红军穿越国民党军层
层封锁线，血战围堵强敌，突破乌江、金沙江，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翻雪山过草地，勇夺天险腊
子口，终于到达了陕北，长征以红军的胜利、蒋介石的失败而告结束。　　在整个十年土地革命战争
中，国共两军交战900多次，蒋介石以其损失104万余兵力的败绩记录在册。　　当日本帝国主义张开
血盆大口、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亡的时候，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使得在
丢失东北之后，华北、华东、华中、中南等地先后遭到了日寇铁蹄的蹂躏，而国民党军一退再退。在
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努力下，在全国人民的一再强烈抗议和要求下，并经过西安事变，蒋介石才不得不
同意抗日，然而却失去了早期抗日的战略主动权，丢掉了抗击日寇的有利时机，致使中华民族遭受了
空前劫难。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蒋介石为抢占胜利果实、建立蒋家王朝，发动了全面内战，先
后投入了800万大军，从全面进攻到重点进攻再到分区防御、重点防御，然而却统统失败了。在三年多
时间内，国共两军交战800多次，蒋军几乎次次失败。在最后的几次战略决战中，每次都损失50万左右
的兵力。在整个解放战争中，蒋介石损失807万多人，其中起义、接受和平改编与投诚的官兵达177万
余人，起义投诚将领1400余名，其中陆军有153个整师，海军大小舰船74艘，空军飞机26架。　　蒋介
石逃到台湾之后，并没有甘心失败，继续整军备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行动，企图“反攻大陆”、
“光复大陆”。他派遣了一批又一批海陆空军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袭扰、骚扰和破坏。据不完全统计
，仅从1949年秋至1953年7月，国民党军对大陆从上百人至上万人的中、小规模登陆窜扰活动就达70余
次，出动总兵力达4.7万余人，然而他却失败了，被大陆沿海军民歼灭7900余人；至1959年1月，福建前
线部队共对窜扰的国民党军进行13次空战、3次海战，共毙伤其7000余人，击落击伤其飞机36架、舰
船27艘；1962年下半年至1965年初，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入窜的国民党武装特务40余股594人。蒋介石20
多年的“反攻大陆”梦就这样破灭了，所遭到的失败如同在大陆一样，惨重而无奈。　　本书对上述
蒋介石大败迹做了概略的记述。由此我们发现：蒋介石指挥对我军交战，用兵少则失败小；用兵多则
失败大；用兵时间集中，则损失兵力重，反之就轻。这或许就是蒋介石大败迹的规律。我们正是依据
这一规律而作笔墨的。　　当然，对蒋介石败迹的描述是粗线条的，许多败迹还未记叙。为求准确性
和客观性，我们在撰写过程中参阅了大量资料（详见本书参考资料），在此特向被参阅资料的作者表
示深深谢意。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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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大败迹》

内容概要

《蒋介石大败迹》讲述了胜利与失败相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过程，就是它的敌人从
失败走向失败的过程。因此，翻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敌人之一——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军队的失败
史，正是从另一面对人民解放军胜利道路的展示。 基于此，我们实事求是、客观地编撰了《蒋介石大
败迹》，在让大家进一步了解蒋介石失败过程的同时，重温我们这支军队光辉灿烂的历史，学习它那
种不畏强暴、不惧艰险、不怕牺牲、永往直前的奋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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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大败迹》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数次“围剿"，一败再败  一、红军刚诞生，蒋介石就下令“根诛”    二、第一次大规模“围剿
”中央红军，国民党军被歼1个师部和3个旅  三、第二次大规模“围剿”中央红军，国民党军被歼3万
余人  四、第三次大规模“围剿”中央红军，国民党军五战皆败  五、第四次大规模“围剿”中央红军
，国民党军惨败不堪第二章  万里追堵，枉费心机  一、追堵红军抗日先遣队，终难阻挡红军胜利前进
的步伐  二、追堵红6军团西征，反乱了其整个“围剿”部署  三、“清剿”鄂豫皖苏区及堵截红25军长
征，越堵红25军越壮大  四、追堵红2、红6军团长征，最终无可奈何  五、追堵红四方面军渡嘉陵江西
征，嘉陵江终为红军所有  六、追堵中央红军长征，促使中央红军创世界战争史奇迹第三章  消极抗日
，一退再退  一、九一八前后，蒋介石下令“力避冲突”  二、面对日军的大举进攻，蒋介石仍寄希望
于最后一秒钟的和平  三、长城察哈尔抗战为什么会失败  四、不得已而为之的西安事变  五、日寇发动
全面侵华战争，蒋介石仍坚持说还没到“最后关头”    六、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的失败，首先是败
在蒋介石战略指导上的错误  七、武汉、广州的失守，表明蒋介石片面抗战路线的失败第四章  全面进
攻，全面失败  一、蒋介石全面进攻部署  二、首战中原  三、再战华北和东北  四、全面进攻的失败第
五章  重点进攻，损失惨重  一、蒋介石的哑铃式战略  二、丧师孟良崮  三、占领延安和丢失延安  四、
重点进攻的失败  五、蒋介石总结1947年失败教训第六章  分区防御，丧师失地  一、何为“分区防御” 
  二、“分区防御”均遭挫败  三、蒋介石承认：失败情绪笼罩着整个国军  四、南京“军事检讨会议”
   五、蒋介石在“军事检讨会议”上的检讨第七章  决战东北，丢失东北  一、蒋介石三易东北主帅  二
、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及所属部队  三、固守东北的措施  四、毛泽东运筹帷幄  五、东北国民党军被
歼概况  六、蒋介石把东北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到卫立煌头上第八章  中原较量，损兵折将  一、蒋介石徐
蚌作战部署  二、淮海战役国民党军战斗序列  三、国民党“徐蚌防御体系”与“会战计划”    四、刘
峙集团覆灭记  五、国民党“五大主力”的结局  六、淮海战役结局  七、当蒋介石收到杜聿明集团全军
覆没的消息后  八、刘峙谈其失败  九、杜聿明谈淮海战役失败第九章  狂赌华北，再遭惨败  一、蒋介
石“固守平津”的决策  二、傅作义固守平津的作战部署  三、傅作义集团瓦解简况  四、傅作义部队接
受和平改编  五、蒋介石“引退”  第十章  隔江对峙，师溃千里  一、渡江战役前国共两党两军形势  二
、蒋介石“划江而治”的企图和部署  三、蒋介石、李宗仁等求和的目的  四、汤恩伯的具体江防部署  
五、解放军渡江战役简要经过  六、解放军渡江时的蒋介石  七、“总统府”丢失后，蒋介石召开的杭
州机场会议  八、上海作战会议检讨江防失败之原因  九、蒋介石从上海等地运走了难计其数的黄金、
珠宝、文物去台湾  十、蒋介石从溪口窜回上海，誓与上海共存亡  十一、蒋介石飞赴马公岛  十二、逃
离上海去台湾，总结三条失败原因第十一章  穷寇顽抗，一触即溃  一、丢失东南沿海  二、西北、绥远
断了指望  三、中南尽失第十二章  西南一隅，困兽犹斗  一、蒋介石部署西南防务  二、宋希濂集团主
力被歼  三、蒋介石逃离重庆  四、蒋介石在大陆最后的日子第十三章  逃离大陆，慌不择路  一、不堪
一击的“川西决战”计划  二、在大陆的最后一支力量——胡宗南集团被歼  三、汤尧集团被追歼  四、
在大陆的最后据点被拔  五、秘密撤离舟山  六、纷纷起义、投诚  七、蒋介石在台湾总结失败的原因第
十四章  反攻大陆，彻底绝望  一、鼓吹“反攻大陆”，制定“反攻”时间表  二、组织袭扰  三、制定
《光复大陆指导纲要》    四、派遣武装游击队骚扰大陆  五、策动国民党军队“毋忘在莒运动”    六、
策划军事反攻大陆未果，彻底绝望了结语主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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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大败迹》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一败再败数次“围剿”，　　如果说蒋介石还能统点兵打点仗，那是说他在20世纪20
至30年代初的军阀混战中。他自从与中国共产党军队交手后，就再没有多少胜仗可言了，是不断从失
败走向失败。这或许就叫一物降一物。　　中国工农红军自1927年8月1日诞生以后，国民党蒋介石就
视之为心腹大患，竭尽全力“清剿”、“进剿”、“围剿”之。然而弱小的中国工农红军不仅没有被
“围剿”掉，反而越“围”越壮大，越“剿”越发展。换言之，蒋介石从对中国工农红军“围剿”之
日起，其败迹也就从此开始了。　　一、红军刚诞生，　　蒋介石就下令“根诛”　　1927年夏秋间
，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在南昌、湘鄂赣边界和广州等地组织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
革命的武装，建立了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　　对此，身为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极为不
安，他指示各地国民党军对起义部队进行围攻。1928年蒋介石指使朱培德（时任国民革命军第3军军长
）对井冈山发动了四次“进剿”。　　1929年，又令鲁涤平（时任国民党军第9路军总指挥）和朱培德
进行了三次“会剿”。　　1930年初，蒋介石派调其嫡系刘和鼎部参加，组织了赣闽粤“三省会剿”
。　　但是，所有这些“进剿”、“会剿”，都因为国民党各省军阀自保实力和内部矛盾而失败，蒋
介石很不满意。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争权夺力的混战，客观上有利于革命势力的恢复和发展，红军和
革命根据地发展、扩大了。　　中央根据地、闽浙赣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等，靠近国民政府的武汉
、南京、上海，直接威胁着国民党的统治。蒋介石视之为“心腹之患”，决心实行“围剿”。　
　1930年8月5日，中原大战激战正酣时，蒋介石即从中原前线柳河急电南京国民政府“请即发布”何
应钦为“鄂、湘、赣三省剿匪总指挥”，负责三省“围剿”事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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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大败迹》

编辑推荐

　　胜利与失败相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过程，就是它的敌人从失败走向失败的过程
。因此，翻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敌人之一——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军队的失败史，正是从另一面对
人民解放军胜利道路的展示。 基于此，我们实事求是、客观地编撰了《蒋介石大败迹》，在让大家进
一步了解蒋介石失败过程的同时，重温我们这支军队光辉灿烂的历史，学习它那种不畏强暴、不惧艰
险、不怕牺牲、永往直前的奋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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