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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邮战役高邮战役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企图

独吞抗战的胜利果实，一面命令侵华日军不得向八路军、新四

军投降，收编全部伪军；一面急调兵力向我解放区推进，抢占

地盘。驻高邮日军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对新四军的最后通牒置

之不理，并骄横地宣称：“你们新四军没有资格受降，要缴枪就

缴给蒋委员长……”。新四军委派在盐城战役中投诚的伪第二

方面军第五军的一名高级将领进高邮城劝降，日军竞残忍地

将其杀害，悬首北城楼，以示拒降。12月初，国民党第二十五军

先头部队一O八师到达扬州，企图待全军到齐后向高邮推进，

然后向“两淮”（淮阴、淮安）进犯。驻高邮日伪军更加猖狂，居

然扬言：“奉蒋委员长的命令”，要“北攻宝应，收复失地”。为了

粉碎日伪军的阴谋，保护华中解放区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1945年12月中旬，新四军华中军区张鼎丞、粟裕、邓子恢、谭

震林联合致电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建议发起高邮战役，这

个建议很快得到批准。该战役由华中野战军第七、第八纵队和

地方武装共15个团参战。具体部署是：七纵与江都、泰州等地

方武装共8个团进攻高邮南面的邵伯镇，扫清扬州至泰州一

线的伪据点，警戒扬州和泰州援敌；八纵与军区特务团、高邮

独立团共7个团围攻高邮城。新四军华中

军区副司令员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担任总指挥，七

纵司令员吉洛（姬鹏飞）担任南线分指挥，八纵司令员陶勇担

任围攻高邮城分指挥。战役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收复

邵伯，扫清高邮城外围据点，围困高邮城；第二阶段，总攻高邮

城，全歼守敌。

接到命令后，我各参战部队分别在“两淮’’地区做好战前

准备。曾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张鼎丞司令员深入

到各部队传达党的七大精神，鼓舞大家的斗志。各参战部队都

用七大精神进行战前动员。当时，八纵在粟裕率领下，执行中

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刚从浙东地区撤回华

中。战前动员时，粟裕鼓励指战员说：“这一仗是我们华中子弟

兵回到老家的第一仗，更要表现得勇敢，以胜利向华中人民汇

报。”通过战前动员，战士们的情绪十分高涨。广大指战员表

示：“敌人不投降，坚决消灭之！”“打胜高邮战役，粉碎国民党

阴谋，保卫抗战胜利果实，保卫解放区！”各部队还对行进路线

和主攻军事目标进行详细的侦察，研究具体作战部署，备好进

攻、渡河和攻城的作战器材。

为了保证打胜高邮战役，华中各级党政组织响亮地提出：

“部队要什么给什么，一切为了战役的胜利！”各地都进行支前

动员，仅高邮县就调集1.5万名民工、500条民船，帮助部队运

送粮草75万公斤，还组织3000名民兵配合部队作战。当部队

开进到高邮城以东的三垛、一沟、二沟一带时，当地群众腾房

让铺，烧茶送水，并将许多大桌子和棉被拿出来给部队作攻城

防身的“土坦克”用。高邮县抗日民主政府专门成立总后勤部，

指挥和组织大批后勤人员，帮助部队安排生活，提供物资，运

送弹药，组织担架队、救护队……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鼓舞

了部队指战员的斗志，广大指战员摩拳擦掌，整装待发。县委

城工部还向部队提供了日伪军兵力分布图和各工事图等许多

情报。

1945年12月19日晚，在八纵司令员陶勇指挥下，参加围

攻高邮城战斗的部队悄悄地进入指定地点。19时整，在南北

40公里、东西20公里的战场上，同时向高邮城外围据点发起

进攻。顿时，炮声、枪声、冲杀声响彻夜空。北面，担任主攻任务

的六十四团在突破敌人外围屏障，攻占北门外后，即派出三营

作前卫，兵分两路：一路由营长率八连抄小路插入城北关，攻

击敌占的面粉厂；另一路由营教导员和副营长率七、九两个

连，沿运河大堤直逼北关。当七连指战员逼近北关敌人碉堡

时，先头排以最快的动作猛扑过去，击毙敌人哨兵，抢占了防

御工事，用机枪封锁敌人营房。七连和九连后续部队绕到碉堡

后侧，掷出一串串手榴弹，炸得敌人晕头转向，城北关营房和

碉堡内伪军被迫缴械投降。与此同时，八连战士不顾寒冷，涉

水渡过北关河，冲过石桥，突进围墙，攻占了面粉厂。接着，在

北关城镇展开巷战，歼灭顽抗的残余之敌。到第二天拂晓，六

十四团占领了北门外的城镇，直逼城垣。

东面有泰山庙、关帝庙、放生寺、观音庵等

十几座庙宇，日伪军利用这些高大结实的

庙宇构筑了防御工事。战斗打响后，六十

六团、七十团和高邮独立团数千名指战员

迅速冲破了敌人的防线，攻破了一个个庙

宇工事。六十六团从东北方向攻击，一夜

之间，就从双庙、泰山庙，一直打到城边的

关帝庙南面。六十八团采用单刀直入的战

术，派一营从正面攻击，三营从左侧沿运

河堤突袭，二营从右侧的东门宝塔附近向

西冲击，拦断圩外的日伪军。经过一夜激

战，消灭了圩外的大部分日伪军，迫使圩

内的日伪军退缩到城墙脚下的一幢房子里。六十八团又采取

分割包围的战术，消灭了南门外的顽抗之敌，并俘虏伪军200

多人。到20日中午，高邮城外围据点除东门宝塔外，均被扫

除，日伪军龟缩在城里，处于新四军的围困之中。在八纵扫清

高邮城外围据点的同时，七纵等指战员在粟裕的统一指挥下，

于21日在南线发起攻势，一夜之间就攻克了邵伯等日伪据

点，军区特务团攻克了车逻坝，切断了高邮城目伪军的退路，

在邵伯、丁沟一线构成对扬州、泰州蒋军的防线，高邮城的日

伪军成了瓮中之鳖。尽管新四军已扫清高邮城外围据点，但日

伪军仍凭借高大的城垣，负隅顽抗。城墙上的警戒大部分换上

了日军，他们抓紧加固城头工事，并不时地用速射炮向新四军

阵地轰击。而此时国民党一面密令高邮日伪军“共同固守”、

“坚决抵抗到底”，一面派二十五军一O八师师长顾凤阳率全

部日械装备的一个团，勾结日军500余人和伪军3000多人，

由扬州出发，增援高邮守城的日伪军。与此同时，驻高邮日军

也对城北新四军阵地进行炮击，猖狂反扑。我八纵六十四团打

垮了高邮城日军的多次反扑，七纵奋起还击，在邵伯击退了南

来的援兵。

为了减少伤亡，八纵在做好攻城的同时，还开展了政治攻

势。军区敌工部部长带领一批敌工干部，十几名日本反战同

盟、朝鲜独立同盟的战友前来协助，打一场攻心战。六十四团

宣传股的同志制作了许多大幅标语，乘夜挂到北门外的屋顶

上，第二天一早，城墙门楼上的日伪军就看到醒目的大幅标

语：“你们为谁流血？”“放下武器，保证生命安全！”……八纵政

治部宣传科印制了大批的传单，有中文的，有日文的，有图画

的。我们的同志刻不好日文，日本籍战友就帮助刻。传单内容

主要是针对日伪军的思想状态，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政策；

简单明了，通俗易懂。有的传单还用“天寒地冻破衣裳，你为谁

人守城墙，不如出得城头来，弃暗投明求解放”等打油诗，敦促

日伪军缴械投降。战士们将这些传单，用弓箭和迫击炮射进城

里，而最成功的是用“土飞机”送传单，即扎成数平方米的大风

筝，靠西北风送到城的上空，风筝上捆着一包包传单，每包传

单绑上长短不同的线香，当点燃的线香烧断捆传单的线绳时，

成百上千的传单便像雪片似地散落在城里。由于日酋对士兵

封锁了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许多日本士兵还在

盲目地为天皇卖命。军区敌工干部和日本、朝鲜籍的战友，组

织了喊话组，用土喇叭向守在城头的日军宣读日本天皇的投

降诏书，奉劝他们放下武器；还用留声机播放《支那之夜》、《思

乡曲》等日本音乐和歌曲，以激起日本士兵的思乡之情。强大

的政治攻势，涣散了日伪军斗志。几天后，有两名日军以出城

修理铁丝网为借口，乘机投奔新四军。

政治攻势以后，军区首长决定，攻克高邮城。总指挥部调

军区特务团配合攻城，将七十二团从北门调到南门，加强南门

攻势，防止日伪军南逃；还将军区炮兵团调来，在北、东、南三

面，各派一个山炮连、迫击炮连和步兵连，加强火力攻势。25日

雨夜，总指挥部下达了总攻的命令。霎时，大炮轰鸣，枪声大

作，杀声四起。军区炮兵团指战员以准确的炮火迅速摧毁了高

邮城东、南、北三个门楼上的大碉堡和城头上的主要工事。紧

接着，新四军指战员冒着敌人的弹雨，用“土坦克作掩护，越过

开阔地，强渡护城河，用事先做好的长竹梯攀登城墙。

新四军六十八团一营指战员在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的掩护

下，前仆后继，首先突破南门，迅速攻克敌人的地堡群，为后续

部队扫清了障碍。六十四团从西北方向攻进，一营的二连和三

连沿着西北城角的两面爬城，突击班班长袁金生带着全班从

城角北面趟过护城河，一阵风似地把梯子靠到城墙上。三根竹

子接扎起来的梯子，人爬起来吱呀吱呀，又软又滑，随时都有

跌下去的危险。战斗组组长蒋万金带头爬上去，眼看快要到城

头，敌人突然伸出许多钩镰枪戳过来，可是我们的战士动作更

快，人未到，手榴弹已扔上了城头。爆炸声里，日伪军被迫退

开，就在这硝烟弥漫的一刹那，突击班的战士们跃上了城头，

同时二连从城角西边也爬上了城墙，日伪军见两面被夹击，退

路已断，丧失了抵抗的勇气，碉堡里叽叽喳喳吵了一阵，接着

伸出一面小白旗，枪也扔了出来，日本“武士”们投降了。缺口

打开后，二连和三连指战员迅速冲进城里追击日伪军。这时，

六十六团、高邮独立团和七十团也从东门攻进城里。新四军大

军进城后，经过激烈巷战，迫使敌人向碉堡林立的日军司令部

收缩，新四军包围圈越缩越小，日伪军眼看大势已去，不得不

逐渐停止抵抗。随即在日军“洪部”举行了驻高邮日军受降仪

式。深夜11时，新四军八纵政治部主任韩念龙、副主任谢云晖

在部队护卫下，威严地进入日军司令部，以新四军代表身份，

命令日酋岩崎大佐传令各部，立即解除武装，交出武器，无条

件投降。岩崎大佐解下身上的指挥刀放在桌上，向八纵政治部

主任韩念龙行军礼后，双手捧着日军花名册和军械、军需登记

册毕恭毕敬地呈送给韩念龙，然后退下站立一边。韩念龙接过

登记册后，略加审阅，即令日军大佐指定专人陪同我军人员到

被围各据点下令缴械投降，去广场及仓库清点和交接武器等物

资。韩念龙向参加受降的日军军官宣布三条：一是所有日军官

兵，各回原处待命。为了安全，活动限于院内，不得外出。二是战

死的日军官兵可按日本国习俗，予以火化，骨灰收好以备带回

本土。三是受伤的日军官兵，将由我方医务人员予以救治。

一向不张扬、一直没有暴露身份的粟裕司令员挤在我方

人员中观看了受降的全过程。受降仪式结束后，他才满意地不

声不响地离开大厅。这次受降仪式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

的新四军举行的最大规模的受降仪式。26旦凌晨一点多钟，沦

陷六年之久的高邮城宣告解放。

高邮战役计歼日军1100多人，其中生俘岩崎大佐以下

892人；歼伪军4000多人，其中生俘伪四十二师师长王和民以

下3493人；缴获各种火炮61门、各种枪支4308支。新四军伤

亡662人。此役俘虏和歼灭日军之众，缴获枪炮弹药军械物资

之多，不仅在华中抗日战场上是空前的，而且在全国战场上也

是少见的，是新四军建军以来最大规模的对日打援攻歼战。高

邮战役因此成为新四军对苏中日寇的最后一战，高邮城也成

了全国最后解放的一座县城。1946年1月1日，高邮县召开了

工、农、商、学、军、政代表500余人的庆祝大会。各界群众踊跃

捐献款物，慰劳参战将士。中共华中第二地委机关报《人民报》

发表元旦社论———《庆祝江（都）高（邮）战役的伟大胜利》。

高邮战役是华中新四军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

中国历史发生转折的重要关头，对负隅顽抗的日伪军发动的

一次重要战役。它的胜利，对于保卫华中抗日战争胜利成果，

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以及实现我军战略战术的转变都具有重要

意义。首先，高邮战役挫败了国民党进犯华中的企图，为巩固

扩大解放区奠定了基础。为粉碎国民党的阴谋，华中军区和华

中野战军根据毛泽东“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

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

广泛的进攻”的号召，积极执行延安总部及新四军军部关于对

日受降和展开反攻的命令，果断发起高邮战役，一举攻克高邮

城，迫使驻守日军无条件投降。它不仅毁灭性地打击了拒绝投

降、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日伪势力，也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

反动势力，挫败了他们同流合污企图占领和分割解放区的阴

谋。高邮战役胜利后，人民军队拔除了插在运河线上的一颗钉

子，使整个华中解放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从而为应

对新的形势变化打下了基础。其次，高邮战役为开辟华中解放

战争的理想战场，夺取苏中“七战七捷”创造了条件。，抗日战

争胜利后，蒋介石暗地里积极进行军事部署，准备发动内战。

从内战前的形势看，地处蒋、日、伪统治中心的华中地区，极有

可能是蒋介石最先进攻之地。高邮战役的胜利，彻底打破了国

民党军沿运河线北上分割华中的企图，使华中野战军有效地

控制了这一地区。华中野战军也就是在这块战场上运动作战，

回旋自如，取得了苏中战役的胜利，创造了著名的苏中“七战

七捷”。第三，高邮战役锤炼了部队，为解放军战略战术的转变

积累了经验。高邮战役中所显示的战略战术的转换变化对后来

战争的示范作用是巨大的，其中所蕴含的战争经验十分宝贵。

经过高邮战役锻炼的华中野战军；在苏中战役中所运用的运动

作战、攻坚打援、大范围迂回、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等战略战

术，可以说是在更高层次上和更大范围内，对高邮战役的战略

战术的继承和发展。因此，高邮战役的成功经验，无论是对新四

军战略战术的转变，还

是对以后战争的参考与

借鉴，其意义都是极其

重大和深远的。
永恒的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