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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九地动九天》

内容概要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军是解放战争时期由太岳军区部分部队发展而来的，其前身是晋冀鲁豫野战军
第八纵队。第六十军是一支屡创奇迹的光荣部队，是一支经历了一次次艰难曲折而愈挫愈奋的部队，
同时，也是一支永远值得总结和研究的部队。本书多方位、全景式展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军征
战纪实，没有主观臆断，而是把搜集到的事实，集中展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自己去评断和研读，让
读者理性地解读一八O师的战例，深刻总结政治教训、军事教训、人文教训，从而让教训变成人们的
财富。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军是一支富有传奇性的部队，其前身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八纵队。在徐向
前指挥下，该部队诞生后不久，连克运城、临汾两城。其中第二十三旅在临汾战斗中运用坑道战术，
英勇奋战，首先登城，被中央军委授予"临汾旅"光荣称号。从1948年中到1949年4月底，八纵参加了晋
中战役、太原战役，屡立战功。1949年5月，六十军随十八兵团进军西北，参加了扶眉、秦岭等战役。
年底，又参加解放大西南战斗。成都和平解放以后，六十军担负了成都及川西、川西北等地的警备、
建立政权、剿匪除霸的任务。1951年3月，六十军入朝作战。著名的"皮旅"(一八一师)调归六十军建制
。在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六十军取得战果一部；但在第二阶段，因种种原因，下属一八0
师遭受重大损失。在1963年的夏季攻势中，六十军三千多人在敌人眼皮底下潜伏19小时，突袭敌阵地
，创战争奇迹。一八O师在金城战役中突破敌人阵地纵深十八公里，成为所有参战部队向南推进距离
最远的师。孙子日：．"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概括了这支英雄部队的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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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青松，浙江青田人。1987年入伍，少校军衔。先后从事过出纳会计、船艇指挥、基层政工、新闻报
道、理论宣传、党史研究等工作，现为南京军区政治部编研室干事。著有随笔和散文集《E网听雨》
，长篇小说《落地花》、《军网谣言》，纪实文学《虎啸万里》、《藏九地，动九灭》等。千余篇散
文、小说、报告文学、军史研究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军事历史》、《纵横》
、《军事史林》等报刊上。多次获多项奖。曾参与编撰南京军区党组织史资料“野战军》、《要塞区
、警备区、省军区》、《兵种、院校》和《福州军区》卷及南京军区英模谱《时代的丰碑》、《永恒
的精神之树》、《辉煌从这里开始》等大型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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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临汾旅”档案[1]    谜  团[1]    决死三纵[2]    三打运城[25]    光荣的临汾旅[44]第二章 
太原战役[67]    晋中较量[67]    攻克太原[92]第三章 “天府”里的和平交接[114]    进军西北[114]    入  
川[129]    剿  匪[152]第四章 “皮旅”：一八一师[162]    一二九师特务团[162]    在中原突围中[168]    成
阳保卫战[183]第五章 一八。师(上)[189]    入朝作战[189]    地藏峰、九陵山[193]    第五次战役第二阶
段[205]    生死攸关的四天[218]    突围与营救[229]    战后总结[238]    毛泽东的调查与处理意见[244]第六
章 大潜伏[257]    “零敲牛皮糖”和“抓一把”[257]    三千多人大潜伏[267]第七章 一八O师(下)[295]   
949.2高地翻身张仗[295]    金城复仇[303]尾声[322]后记[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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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九地动九天》

章节摘录

书摘决死三纵    树有根，水有源，而“临汾旅”的根源在哪里呢？还是从一份呈给邓小平同志的报告
说起吧。    1979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接到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是国务院副总理薄
一波写的，内容是为参加过山西牺盟会和新军的同志落实政策的问题。薄一波在报告中回顾了山西牺
盟会和新军的历史后，还提到1952年和1955年关于计算参加山西新军的同志军龄的两个内容有矛盾之
处的规定，即：是按实际参加决死队时间算军龄，还是从1939年“十二月事变”起算军龄，指出：“
这个问题本来是清楚的，却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有成千上万干部受到牵连，受到不同程度的
迫害，有不少人的问题至今未能解决，希望中央予以澄清。”    薄一波在报告中请求中央“尽快做出
定论，以安人心”。    邓小平看到薄一波的报告，当即批示：“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应予澄清
。可由总政发一通知，重申五二年二月的规定。邓小平九月二十三日。”    一锤定音。多少参加过山
西新军的同志闻讯而热泪盈眶，这其中，包括了许多在六十军一七九师战斗过的老同志。因为，一七
九师的前身“临汾旅”的前身就是由薄一波同志缔造和领导的山西新军中的决死第三纵队。    撩开历
史的帷幕，让我们沿着决死三纵的成长脉络回到烽火硝烟中的抗战年代。    “七七”事变前，中国共
产党为争取阎锡山共同抗日，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阎锡山为保住自己“山西王”的地位，制衡蒋介
石和日本势力进入山西，同时也是在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
采纳了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表现出有利抗日的进步倾向。    1936年8月15日，在“九一八”事
变爆发五周年这天，在太原师范学校大礼堂，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筹备大会召开。牺盟
会的简章规定，“本会以铲除汉奸，武装抗敌，牺牲救国为宗旨”，并宣布“本省民众将于此项组织
下，实行总动员，铲除汉奸，武装抗敌。”推举阎锡山为会长，赵戴文为副会长，梁化之、刘岱峰、
杜任之、宋邵文、张隽轩、牛佩琮、张文昂、刘玉衡、李畅生、杨贞吉、郭挺一、甄冥挺、崔道休、
朱志翰、戎子和等二十七人为临时执行委员，执行委员会又推举梁化之、宋邵文、刘玉衡、张隽轩、
张文昂、戎子和等十一人为临时常委，并推举戎子和(山西学生代表)为秘书处主任，刘玉衡为组织部
主任，宋邵文为宣传部主任：    9月，在北平草岚子监狱，正在坐牢的共产党员薄一波接待了一位神秘
的探监者——阎锡山的使者——郭挺一。郭挺一传达了阎锡山的口信，希望这位过去曾经多次被通缉
的“赤色分子”、中共的重要干部，凭借他在山西青年中的巨大威望，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    
自从1931年6月，由于中共河北省委秘书长郭亚先、省军委书记廖化平等人被捕叛变，使得薄一波、殷
鉴、刘澜涛、杨献珍、张友清、王鹤峰、董天知等一大批中共河北省委、省军委，及北平市市委领导
人被捕，已经五年了。五年来，敌人的严刑拷打、威胁利诱没有能从薄一波等革命者口巾得到任何东
西，而他们在狱中成立了狱中的党支部，进行了一次次包括绝食在内的斗争，要求下镣、看报、改善
伙食、延长“放风”时间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当华北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通过内线
，他们接到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北方局传来的中共中央的指示：“根据形势发展，需要你们这批干
部出狱为党工作，你们经历了狱中残酷斗争，尤其经过绝食和三次大审查的考验，中央已肯定你们是
对党忠贞的优秀战士，现在我们正在营救你们出狱为党工作，你们可做好一切准备，服从组织决定⋯
⋯”    就在郭挺一来北平之前，他们按上级的指示，正在办理出狱手续。    出狱后，面对郭挺一代表
阎锡山的邀请，薄一波一口回绝。事后，他在向中共北方局负责与他们联系的同志汇报时说：“我没
有与军阀、政客打交道的经验，很难和他们搞到一块，我还是不回山西的好。”    不久，传来北方局
书记刘少奇同志的指示：“阎锡山既然来请，就应该去。不要认为阎锡山不能与我们合作而不去走‘
上层路线’，当前党的任务是既要搞好基层的发动工作，又要搞好上层的统战工作。利用这个机会，
打开局面，开展工作。”    薄一波闻讯后表示，服从上级决定，先回山西看看能不能在那儿开展工作
，最后再决定是否去。    刘少奇指示：“你可以回山西看看，但回山西工作的决定不能变更。”    就
这样，薄一波抛弃个人的考虑，肩负党的重任，义无反顾地踏上回山西的征程。中共中央决定，成立
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由薄一波、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组成，薄一波任书记，主要任务
是开展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决定成立领导秘密工作的山西临时工作
委员会，由张友清负责。    1936年10月下旬，薄一波等人到了山西，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
战线关系，，薄一波以山西牺盟会常务秘书的名义，接办和改组牺盟会，并通过牺盟会及军政训练委
员会，掌握了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及军士训练班等十三个训练团的政治
领导和组训工作。    11月，绥远抗战爆发，傅作义指挥晋绥军反击日军、王英匪部、汉奸李守信部对
红格尔图的联合进攻。在11日阎锡山召集的议题为“假若日本人打进山西来，我们该怎么办？”的会

Page 5



《藏九地动九天》

议上，共产党员、牺盟会领导之一的董天知慷慨陈词：“日本人得陇望蜀，步步向我进逼，晋绥首当
其冲，不早做准备，必将吃大亏。应该建立一支以进步思想武装起来的新式军队，才能担当起保卫桑
梓、抵御侵略的重任。”阎锡山听后，点头表示同意。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北方局由天津迁
到太原，刘少奇书记向薄一波等传达了我党号召全国军民筑成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长城，抗击日本侵
略者的精神。⋯⋯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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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九地动九天》

编辑推荐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军是解放战争时期由太岳军区部分部队发展而来的，其前身是晋冀鲁豫野
战军第八纵队。第六十军是一支屡创奇迹的光荣部队，是一支经历了一次次艰难曲折而愈挫愈奋的部
队，同时，也是一支永远值得总结和研究的部队。本书多方位、全景式展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
军征战纪实，没有主观臆断，而是把搜集到的事实，集中展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自己去评断和研读
，让读者理性地解读一八O师的战例，深刻总结政治教训、军事教训、人文教训，从而让教训变成人
们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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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九地动九天》

精彩短评

1、正在拜读中，写的不错。清楚的写了1军的军史。作为一个军迷，我很喜欢。
2、看完后感觉对60军的影响还是有了改观。
3、书不错，可惜一套太多本了，只能挑着买几本了。
4、解放军系列的书很好！
5、买了一整套书，细细品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军转战祖国的大江南北，作战英勇顽强，屡建
功勋，为新中国的建立、为保卫祖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向这支英雄的部队致敬！
6、真实再现60军的战争里程
7、纪实文献，很有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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