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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俊东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

宣布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

为了抢占抗战胜利果实，蒋介石

1945年11月9日召集国民党各战区

司令长官在重庆召开秘密军事会议，

提出了“用六个月时间击溃共军主

力，然后分区清剿”的军事计划。这个

计划的第一步就是：控制苏北、皖北，

肃清山东，打通津浦线。国民党军队

进入徐州后，积极准备发动内战，策

动华中日伪军配合国民党军进攻华

中（苏中、苏北、苏南、淮南、淮北、皖

江、豫鄂边、浙东）抗日根据地，企图

与高邮一带的日伪军配合，利用敌伪

据点作为进攻华中解放区的跳板，沿

运河进入我根据地，并将华中地区切

为两大块，再与北线国民党大军夹击

华中新四军。虽然日本投降 4个月

了，但盘踞在高邮的日军不仅拒不向

新四军投降，反而扬言要配合国民党

军向新四军“收复失地”。

一、战役部署
“高邮城”地处京杭大运河南北

公路的交通要道，建于淳熙乙已年

（1185年）的城门（东为“武宁门”，地

处今天的中医院；南为“望云门”，地

处今天的南门天桥；西为“建义门”，

地处原水泥厂至极乐庵处；北为“制

胜门”，地处今天的北门大街菜场）一

直是敌伪军驻守的重要据点。高邮城

高墙厚碉堡林立，工事坚固河道纵横

且易守难攻，素有“运河铁锁”之称。

日本宣布投降后，国民党顽固派

支持纵容敌伪，征用了24万民工，又

在高邮城外筑起一道长10公里的坚

固城垣，修筑了大量炮楼、碉堡，以便

孤注一掷加强守备。12月初，原驻扎

在扬州地区的日军独立混成第90旅

团两个大队约1100余人，和刚由伪

军改编的国民党新编第 2路军第 5

师14团、15团（原孙良诚第5军第

42师）及特务团连同伪县保安大队、

警察大队、水警队及土匪武装共5000

余人，进驻高邮县城，积极谋划配合

国民党军进攻华中解放区。日伪军自

恃高邮城地形险要，又有国民党军队

撑腰。因此，其态度异常骄横，对华中

野战军令其立即投降的通牒不予理

睬。

鉴于当时情况，12月3日华中军

区司令员张鼎丞、政治委员邓子恢、

副司令员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

副政治委员兼华中野战军政治委员

谭震林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并报新四

军兼山东军区，建议消灭“邵伯”之敌

同时举行“高邮战役”（要打高邮县城

必须先消灭高邮南面邵伯镇的日伪

军，此战故称之为“打援攻坚战”），提

出：“我为打破顽军分割华中根据地

企图，以便以后之坚持及主力之机

动，建议即集中野战军3个纵队，攻

占高邮与歼灭可能来援驻扬之顽25

军。”(该电文查自中秘局 33卷 283

号，由粟戎生中将提供)

华中军区的建议很快得到批准。

正当华中军区进行攻打高邮城部署

时，中央军委改变了原来的决定。军

委给陈毅、张云逸、饶漱石的电报指

示：“对你们的战略要求是，消灭北上

顽军主力阻止顽军北上，如不能完全

阻止顽军北上，亦须大量消灭顽军。

望你们本此要求，根据当前情况准备

一切。”同时指示：“粟裕部队，前电同

意去打高邮，争取孙良诚反正打击北

进之25军，但也请你们考虑是否适

宜，是否需要粟裕部队到津浦南段行

动，配合你们请你们决定，电告粟

裕。”

12月11日午时，陈毅和新四军

军部兼山东军区其他领导人，根据中

共中央军委指示作出津浦路作战部

署。

中共中央军委于 12月 12日复

电指示：“同意真午（12月11日午时

电）关于津浦路作战部署，望即遵照

执行，并告张（鼎丞）、邓（子恢）、粟

（裕）、谭（震林）即令王（必成）、陶

（勇）纵队执行津浦路作战任务，不去

高邮。”（该电文查自《粟裕年谱》

P135-136页）

身处高邮前线的粟裕于12月15

号才收到津浦路作战部署的电文。同

时，敌情也发生了新变化：国民党军

队正向徐州及津浦路徐蚌段集结重

兵。占据扬州的国民党第25军在日

伪军掩护下，从仙女庙出动有进犯邵

伯意在进占高邮的动向，国民党第49

军也有从江阴渡江北进之企图。

“高邮之战”势在必打，迟早要

打，若失战机后患无穷。想到这里粟

裕下定决心，在辰时致电陈毅、张云

逸、饶漱石、黎玉并告张鼎丞、邓子

恢、谭震林、张爱萍，详析利弊，再次

建议举行“高邮战役”。

新四军军部同意由司令员姬鹏

飞率第七纵队加江都、泰州等地方武

装8个团攻打邵伯，由司令员陶勇率

第八纵队及军区特务团、高邮独立团

及地方武装7个团攻打高邮城。将第

六纵队留在淮海地区，是因徐州的国

民党军队向山东进犯，需在临城地区

组织决战，新四军军部遂临时决定调

六纵队入鲁参战。

粟裕立即召开作战会议。他说：

“军部已同意我们攻打高邮的作战方

案，通知各参战部队，立即向预定地

区推进，务必于12月19日白天完成

一切战斗准备！”

各部队受领任务后，由淮阴、淮

安地区迅速南下，向预定地域集结。

很快到达高邮以东至三垛一带，进行

战前准备。军区司令员张鼎丞、副司

令员粟裕等亲临八纵，率营以上干部

察看地形，研究敌情部署战斗，开展

政治动员。

为了保证“高邮战役”的胜利，高

邮县调集了 15000名民工并组织了

3000名民兵和500条民船，帮助部队

运送粮草150万斤。县委城工部还向

部队提供了日伪军兵力分布形势图

和诸多工事暗堡实时情报等。县政府

还专门成立了总后勤部，帮助部队安

排生活、提供物资、运送弹药、组织担

架队、救护队……

八纵司令员陶勇（原名张道庸）、

副司令员彭德清带着刚整编结束的

团、营干部，围绕高邮城深入调查研

究、部署战斗。根据敌情、任务和地形

条件，陶勇等纵队首长决定向高邮北

门实施主要突击，部署第六十四团沿

运河大堤攻击高邮北门西侧；第六十

六团及高邮独立团攻击城东北之重

要据点泰山庙；得手后向高邮城内攻

击；第六十八团攻击高邮南门；第七

十团攻击高邮东门；第七十二团主力

担任攻城，并以一部兵力向高邮湖方

向警戒；以军区特务团攻击高邮城南

之车逻镇，确保全纵安全。

二、突破土城
12月19日晚19时整，各团在南

北40公里、东西20公里的战场上突

进土城，对高邮外围展开了猛烈的攻

击。

北面，担任主攻任务的是团长张

云龙率领的六十四团，他们在突破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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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路由营指导员和副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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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掷出一枚枚手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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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连战士不顾寒冷卷起裤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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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东面有泰山庙、关

帝庙、放生寺、观音庵等，大大小小庙

宇十多处。日伪军凭借这些坚实的庙

宇，修筑了大量的碉堡工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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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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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帝庙前后有两座殿堂。日伪军

在山门前筑有碉堡，碉堡前侧开挖了

深壕，围拉了铁丝网。敌人从碉堡、庙

宇内以猛烈的机枪火力封锁。突击班

长黄甫其（高邮人）因熟悉地貌，他主

动带领全班冲过河流，从深水沟里撬

开石块，钻进污水恶臭的阴沟，向前

爬行摸到关帝庙山门边敌人侧后，里

应外合下攻入关帝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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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扫清南城外奶奶殿之敌，二排

排长顾培生率队绕道东北方向从奶

奶殿背后发起攻击，不幸中弹光荣牺

牲。经过一夜激战，迫使圩内的日伪

军纷纷退缩到城墙角下的一幢房子

里。六十八团即又采取“分割包围”的

战术，消灭了南门外的顽抗之敌，并

俘虏了二百多日伪军。

与此同时，六十四团从高邮西北

方向实施攻击，当夜突破北郊土城

后，一营沿着运河大堤向前推进。因

夜间情况不明，高邮城内的敌人未敢

轻出。

天亮后，日伪军大队人马浩浩荡

荡地冲出北门，企图反击报复。可还

没有走多远，即发现我新四军主力已

攻下面粉厂，已插到了北门边的一座

小庙了。日伪军惧怕后路被切断，急

忙退回城内闭门固守。

至20日中午，六十六团、六十四

团迅速扫清了高邮东北外围诸据点

直逼北门，六十八团也插到了南门

外。当天攻克了城南最后一个据

点———车逻镇。三个团并肩苦战，构

成了对高邮城的严密包围。

三：战前攻心
截止到21日3个主力团已兵临

高邮城下，除外围据点净土寺塔之

敌，其他均被扫除，所有敌人已全被

团团包围了。北门外十几公尺就有密

集的民房，战士们乘着黑夜摸到了高

大的建筑物外，他们将房屋、树干上

全都写上、挂着、拉好各式各样醒目

的劝降标语：

“日本天皇早已宣布无条件投降

了！”

“你们为谁在流血？”

“你们的父母姐妹正等待着你

们！”

“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安

全！”

“天寒地冻破衣裳，你们为谁守

城墙？不如出得城头来，弃暗投明求

解放！”

此时，高邮守敌已成笼中鸟、瓮

中鳖，日伪只有放下手中武器，才是

唯一的出路。

8个团打援的“邵伯战斗”一结

束，粟裕连夜返回高邮东北华中野战

军前线指挥部，听取了八纵陶勇司令

员对高邮外围战斗的情况汇报。

12月22日晨，粟司令员约见陶

勇，和他一起率领营以上干部，再次

察看了高邮地形，对总攻作具体部

署。

华中野战军各部队扫清高邮外

围据点后，高邮城的伪军被迫龟缩城

内，城楼上的警戒大都换上了日军。

由于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后，日军内部严密封锁消息不让士兵

知道真相，士兵们的武士道精神还在

作祟，因而日伪部队还保持着较强的

战斗力。针对这种情况，我军决定进

行武力强攻的同时，也发动政治攻势

展开“攻心战”。

在我军敌工部的指导下，加上

“日本反战同盟”“朝鲜独立同盟”等

十几位同志的协助，喊话组展开了

“土喇叭”敌前喊话活动。开始，城内

的敌人对日本反战同盟盟员山本一

三等人这些喊话根本听不进去。话筒

一响，他们就打炮弹、扫机枪，还夹着

谩骂声，后来枪声渐渐地稀少了，有

的还抱着枪在那儿竖着耳朵细心地

在听。

“喂，日军士兵们，你们被包围

了，逃不掉啦！”

接着，我军又播放《思乡曲》《支

那之夜》等歌曲，动摇了日伪军军心，

同时又触动了日本士兵思乡之情。新

四军还在城外房顶张挂劝降标语，并

把印制的传单用大弓箭射进城里，用

迫击炮把成捆的传单打进去。新四军

还用“土飞机”即两公尺宽、四公尺长

厚牛皮纸糊成的瓦式大风筝，在离城

一公里远的地方，由几个人拽着绳或

绕在树上乘西北风飘到邮城上空。风

筝上捆着一小包一小包传单，每包传

单旁边点着一根线香，线香有长有

短，先后烧断传单的绳子，传单就一

包一包散落下去，像雪花飞舞似地飘

进高邮城的每一个角落里。2天后，有

两名日本士兵竟以出城修铁丝网为

名，偷偷向新四军投诚。

四、发起总攻
12月25日晚6时，阴云密布、细

雨蒙蒙，总攻（砖城）打响。

“发起猛烈攻击！”随着粟裕一声

令下，3颗绿色信号弹划破雨夜的天

空，20多名司号员一起吹响冲锋号。

大炮齐鸣，炮火摧毁了城东、南、北三

个门楼上大碉堡和城头工事。6时30

分攻击部队首先突破南门，攻入城内

进行巷战与肉搏战斗。在城西北方

向，担任攻城突击队的是著名的“老

虎团”第七团，他们用老百姓送来的

被胎裹着方桌制成“土坦克”作掩护，

越过开阔地，强渡护城河、架云梯（一

前一中一后由三个人抬着结扎起来

的三节毛竹梯），最先爬上3丈多高

城墙的是该团的三连一班。班长袁金

生带领全班隐蔽地接近城墙，冒着日

伪机枪的猛烈射击和钩镣枪的推刺，

甚至还有的用“抛洋灰”来迷住战士

们眼睛等危险勇往直前。六十四团突

击班从西北角登上城垣，与日军展开

了惊心动魄的白刃战，班长张万成砍

死3名日军后英勇牺牲。战士们打垮

了敌人一次次的反扑，只听得枪声、

格斗声、喊杀声响彻云霄......

高邮城的东半部，原来有一座美

丽的园林名叫“乐园”，乐园始建于清

光绪十三年（1887年），后又叫过“众

乐园”“中山园”，园内楼台亭阁幽雅

有致。日军1939年占领高邮后，独独

看中了这个地方，在乐园四周架满铁

丝网、电网。其间有一建筑，被作为

“日军驻邮司令部”，人称“洪部”。该

建筑位于现熙和巷70号，建于民国

19年（1930年）元月，原先是民国时

期典型的、中西合璧式做礼拜用的礼

堂，俗称“公园礼堂”。最顶端呈圆形

状，立有“老鹰”一只，坐北朝南、高7

米，建筑面积545.7平方米，加上其北

面三间作为日军司令部军官的马厩

60多平方米，总计612.5平方米。礼

堂向北约 400米直对着孙家巷的平

房就是日本军官的八千代（慰安所）。

为了形成更有效的战斗力，敌人不断

收缩兵力向“洪部”集中。

突击连一连在战前就找到一位

在高邮城拉人力车的向导，带着突击

三班穿街过巷，东一弯西一拐，径直

向日军司令部前行。（下转四版）

高邮战役是我党抗战史上浓墨重彩的经典战役，创下了我军作战历史上的多项之最：全国对日寇的最后一战；高邮成为我军从日寇手中解放的最后一座城市；全国范围内歼敌最多的两

个县市之一；在高邮举行的受降仪式是日寇向新四军投降规模最大的一次仪式。高邮战役作战时间之短、战果之丰，在抗战史上罕见。今年12月26日是高邮战役胜利68周年纪念日，本报今

日推出特稿《对日最后一役———高邮战役全揭秘》，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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