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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的主战场是：以

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

商丘，北起临城（今枣庄市薛

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 在

今江苏北边、安徽北部、河南

东端、 山东南端的这一区域

（苏皖豫鲁四省相邻的地区）。

淮海战役共分三个阶段。

一
1948

年

11

月

6

日 至

1948

年

11

月

22

日， 历时

17

天———碾庄围歼战： 碾庄，在

今江苏省徐州市邳（

pī

）州市碾

庄镇。碾庄镇位于徐州以东

55

公里处。

11

月

11

日，华东野战

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将

军指挥华东野战军将黄伯韬

兵团包围在碾庄地区。经过

12

天的激战， 至

11

月

22

日，粟

裕将军指挥华东野战军全歼

了黄伯韬兵团，歼敌

12

万人。

敌兵团司令官黄伯韬自杀身

亡。

黄兵团受困

黄兵团，即黄伯韬所率第

七兵团，下辖三个军。 黄兵团

在国民党政府军中虽不是最

精锐的一个兵团，但黄敢于死

战，很有战斗力。 黄兵团是国

民党政府军徐州“剿总”（剿

“匪”总司令部）所属的四个兵

团之一，徐州是国民党政府首

都南京的屏障， 攻击黄兵团，

必然会遭到徐州各兵团的反

击，非常可能发展为南线的战

略决战。 对黄伯韬兵团的围歼

于

11

月

11

日开始，粟裕致电

华东野战军各兵团、纵队首长

并中央军委、陈邓，做出紧缩

包围、 分割聚歼黄兵团的部

署。 作战过程中，根据黄伯韬

兵团由驻守之敌变为运动之

敌，又由运动之敌变为驻守之

敌等情况，粟裕及时命令参战

部队适时转换作战方式。 由运

动战转换为村落阵地攻坚战，

用近迫作业的办法把交通壕

挖到黄伯韬的阵地前沿，使其

完全成了“瓮中之鳖”。

华野提出了“活捉黄伯

韬，全歼黄兵团！ ”还发出了

《全歼黄伯韬兵团的政治动员

令》，号召全军“克服疲劳，克

服困难，不为小敌迷惑，不为

河流所阻，坚决实行敌人跑到

哪里，我追到哪里，直至将其

歼灭为止”。 最终，华野把黄伯

韬兵团

４

个军合围在以碾庄

为中心， 南北

３

公里、 东西

６

公里的区域内。

黄伯韬被围，蒋介石急令

邱清泉、 李弥两兵团前去解

围。 然而，这些部队都被解放

军牵制住了。

黄伯韬是国民党军队中

惟一一个非黄埔系（黄埔系概

指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学生，他

们保持着对蒋介石效忠的强

烈凝聚力） 而当上兵团司令

的。 他矢志为蒋介石尽忠效

命，反共态度异常坚决。

５

个月

前的豫东战役中，黄伯韬率部

给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以很

大杀伤，蒋介石为此亲自为黄

伯韬挂上青天白日勋章。 被围

的黄伯韬最初并不慌乱，电话

虽然被切断了，他仍用无线电

指挥各军做好防御工作。

从

１１

月

１２

日起，华东野

战军围歼黄伯韬兵团的各路

纵队，从四面八方展开猛攻。

作战参谋向华东野战军

副参谋长张震报告说：“

１００

米

宽的正面就架了

２０

多挺重机

枪，子弹像泼豆子一样，我们

的战士很英勇，一拨一拨地向

前冲。 ”此时的黄伯韬，仍在用

无线电向蒋介石表示，苦战到

底，不辜负委员长的栽培。

激战至

１９

日， 碾庄外围

村落全部被华东野战军攻占。

“这天晚上， 黄伯韬向徐州的

刘峙、杜聿明发出求援急电。 ”

此时，黄伯韬的一举一动都逃

不过徐充的侦察，“他说他们

现在已经是危在旦夕，如果援

军再不到，就只有‘来生再见

了’。 ”“奇怪的是这个时候，黄

伯韬并不急于逃命。 ”一身百

姓打扮的侦察兵徐法全看见

黄伯韬身着将官军服，站在屋

顶上， 指挥残兵向解放军冲

击。

黄伯韬自杀

黄伯韬望眼欲穿的援兵

没来，

１２

万大军丧失殆尽，黄

伯韬失去了顽抗的最后勇气

和信心。

“

２２

日黄昏，黄伯韬指挥

１５６

师残部， 企图向西北方向

突围。 ”徐法全说，

４０

公里外，

就是企图增援而被解放军阻

击的李弥兵团。 当黄伯韬逃至

尤家湖南面的一片苇塘时，解

放军“全歼黄兵团，活捉黄伯

韬”的喊杀声又起。

当时就在黄伯韬身边的

国民党第

２５

军代理军长、后

来被俘的楚轩吾回忆：“黄伯

韬已经完全失去了最初的镇

静，他像一头被囚在笼子里的

野兽一样，披着军大衣在深沟

中转来转去，不许任何人向他

转达解放军的劝告和递送打

到阵地上来的传单。 ”彻底绝

望之际，黄伯韬拔枪自杀了。

至此， 黄伯韬兵团

１２

万

人全部被华东野战军歼灭。

二
1948

年

11

月

23

日至

1948

年

12

月

15

日， 历时

23

天———双堆集围歼战： 双堆

集，在今安徽省淮北市濉（

suī

）

溪县双堆集镇。 双堆集在安徽

蒙城的东北、 宿州的西南，位

于徐州以南（稍偏西），距离徐

州

100

公里。 为解徐州之围，

黄维兵团从武汉来援，

11

月

25

日，黄维兵团（其中有蒋军

“五大主力” 之一的第

18

军）

被我中野包围在双堆集一带。

12

月

6

日，中野对黄维兵团发

起攻击。

12

月

14

日，粟裕将军

派出了华东野战军五个纵队

加一个炮兵纵队会同中原野

战军向黄维兵团发起总攻，激

战至

12

月

15

日，全歼国民党

精锐部队黄维兵团， 歼敌

12

万人， 生俘敌兵团司令官黄

维。

黄维兵团被困

当黄伯韬兵团被消灭后，

刘峙打算放弃徐州， 向西撤

退。 杜聿明则认为徐州主力战

守进退，事关大局，必须由蒋

介石亲自决定。

11

月

23

日， 蒋介石召集

顾祝同、何应钦等讨论徐州战

局， 与会者都主张退守淮河。

但要退守淮河，一要解决徐州

主力如何撤退，二要解决徐蚌

交通如何打通，讨论了一天仍

没结论。

11

月

24

日，会议继续

讨论，国防部作战厅提出徐州

主力、黄维、李延年三方协同，

夹击宿县，打通徐蚌交通的方

案。 杜聿明虽然同意这一方

案，但认为兵力不足，必须再

增加五个军，否则不但无法打

通徐蚌线，还会使黄维兵团有

陷入重围的危险。 蒋介石表示

增加五个军无法办到，最多增

加三个军，要杜聿明先部署攻

击。

杜聿明在飞返徐州时，飞

临正向宿县推进的黄维上空，

与黄维通话，指示他按照随后

下达的命令行动。 返回徐州

后，即命令孙元良兵团将徐州

防务移交李弥兵团，然后与邱

清泉兵团一起向宿县攻击前

进。

华野第

2

、

6

、

10

、

11

、

13

纵

队，位于宿县、西寺坡地区，阻

击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的增

援。 华野第

1

、

3

、

4

、

8

、

9

、

12

、鲁

中南、两广纵队，位于夹沟、符

离集地区，阻击徐州之敌的增

援。

11

月

23

日， 黄维为改变

孤军深入的不利态势，急于渡

过浍（

huì

）河与李延年、刘汝明

兵团靠拢，在飞机、坦克支援

下，分三路向南坪集猛攻。 中

野

4

纵顽强防守，鏖战了整整

一天，天黑后才按计划放弃南

坪集，退到徐家桥、朱口、伍家

湖一线。 这时，中野

1

、

2

、

3

、

6

、

11

纵队和陕南

12

旅已分别到

达郭家集、白沙集、孙町集、曹

市集、胡沟集，形成袋状阵地，

只等黄维兵团渡浍河时，就发

起向心攻击，将其分割于浍河

两岸。

就在黄维兵团脱离战斗

向固镇转移时，解放军立即乘

机对双堆集发起向心攻击，黄

维兵团刚准备宿营，防御部署

尚未形成， 就遭到四面猛攻，

被打了个猝不及防， 至

11

月

26

日晨

5

时， 黄维的第

12

兵

团

4

个军和

1

个快速纵队被

合围在以双堆集为中心东西

不足十公里，南北不到五公里

的狭小地域。

廖运周起义

11

月

26

日， 黄维兵团虽

然被围， 但毕竟是精锐之师，

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一边迅

速构筑防御工事，一边与南京

联络，顾祝同指示全力向东攻

击，击破当面之敌，与李延年

兵团会师。

此时，

85

军

110

师师长廖

运周报告该师侦察人员已发

现当面解放军的薄弱环节，可

以乘隙取得突破。 同时建议将

齐头并进改为梯次行动，由

110

师为先锋，首先突击，其他

三个师随后跟进。 黄维采纳了

这一建议。

当廖运周掌握了黄维的

突围计划后， 他立即派人设

法与当面的解放军中野

6

纵

联系， 请求乘突围之际举行

起义。 刘伯承、 邓小平批准

了他的请求， 规定了起义部

队的行进道路和联络信号，

并指示

6

纵做好接应起义和

阻击黄维突围的准备。 廖运

周得到刘、 邓批准后， 考虑

到突围时四个师齐头并进，

110

师被夹在中间不利于起

义， 为确保起义成功，这才向

黄维提出了

110

师为先锋首

先攻击的建议。

11

月

27

日

6

时， 廖运周

率

110

师的两个团 （另一个

团被

85

军留作预备队） 顺利

通过解放军的阵地， 向指定

地点行进。 当

110

师通过后，

6

纵立即封闭了通道。 黄维以

为

110

师突围成功， 命令后

续三个师沿

110

师的路线跟

进， 不料随即遭到解放军预

伏火力的迎头痛击， 尽管有

飞机、 坦克的支援， 仍未能

突围出去。 为妥善安置

110

师的起义官兵， 中野对该师

的起义保密三天， 使黄维对

110

师的突围大惑不解。 当得

知

110

师的起义后， 第

12

兵

团士气大挫， 军心动摇。 刘

峙在回忆录中认为廖运周的

叛变是黄维兵团失败的关键。

12

月

15

日

9

时许， 黄维

表示既然不能按计划掩护突

围，只好由他断然处置。 于是

召来

10

军军长覃道善和

18

军军长杨伯涛，命令破坏重武

器和电台，于黄昏分路向蚌埠

以南凤台县突围。

16

时， 解放军发起总攻，

攻势如潮，黄维见难以支持下

去，只得提前突围，他和胡琏、

兵团副司令兼

85

军军长吴绍

周分乘三辆坦克， 在

11

师和

战车营的掩护下从双堆集西

面打开缺口，突围而出。 但在

半路，黄维乘坐的坦克发生故

障，只好下车步行，被解放军

追上俘虏。

至

12

月

16

日，黄维第

12

兵团

4

个军和

1

个快速纵队，

共十一个师十万余人除零散

人员逃脱外，近乎全歼。

三
1948

年

12

月

16

日至

1949

年

1

月

10

日， 历时

26

天———陈官庄围歼战： 陈官

庄，在今河南省商丘市永城市

陈官庄乡。 据守徐州的敌人是

国民党军的杜聿明集团，共有

三个兵团：邱清泉兵团、孙元

良兵团、李弥兵团。 徐州杜聿

明集团的这三个兵团共有

30

万人。

11

月

30

日，徐州杜聿明

集团的三个兵团共

30

万人弃

城向西南方向———河南永城

逃窜。 粟裕将军指挥华东野战

军全力追击，

12

月

4

日， 将徐

州逃敌（杜聿明集团）全部包

围在永城东北的陈官庄、青龙

集一带。

12

月

6

日，孙元良兵

团妄图突围，即被歼灭，孙元

良只身潜逃。

12

月

16

日，为了

配合华北战场上的平津战役，

华东野战军部队进行了

20

天

的休整。

1949

年

1

月

6

日，粟

裕将军指挥华东野战军对被

包围的杜聿明集团发起了总

攻， 经过四天四夜的激战，至

1949

年

1

月

10

日， 全部歼灭

了杜聿明集团的

30

万人。 生

擒杜聿明，击毙邱清泉，只有

李弥化装潜逃。 其中，邱清泉

兵团所属的、蒋军“五大主力”

之一的第

5

军，也被消灭。 至

此，蒋介石的“五大主力”全部

覆灭。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心理战术

我军开展以战场喊话、劝

降、释放俘虏、打宣战弹、树宣

传牌、 送新年礼物等形式，展

开了连续不断的政治攻势，以

加速国民党军的动摇和瓦解。

很多纵队、师、团都成立了“政

治工作指挥所”和“投诚人员

招待所”， 前者负责具体领导

政治攻心， 后者负责收容、照

顾投诚人员， 并从中了解敌

情，争取投诚人员、派出打入

工作等。 这时，华东野战军又

及时对国民党军阵地播放《白

毛女》、《孟姜女》等悲曲，更使

他们大有四面楚歌之感。 尽管

国民党军各级军官采取各种

限制手段，依然有成班、成排

甚至成连的官兵越过火线向

华东野战军部队投降。 华东野

战军发起总攻以前，被包围的

杜聿明集团已经被毙伤、瓦解

10

余万人，其中整营整连投降

者有

1.4

万人，平均每日达

700

百余人。 （据新华网）

淮海战役中，我军歼灭了蒋介石“五大主力”中的第 5 军和第 18 军。 至此，蒋介石的“五大主力”全部被消灭。 淮海战役的胜利，使蒋介石在华

东、中原战场上的精锐部队丧失殆尽，蒋介石的失败已彻底成为定局！我军以 60 万的兵力打败了敌人的 80 万兵力，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毛泽

东说：“淮海战役的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全国局面亦可基本解决。 ”在遥远的莫斯科，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赞叹道：“60 万战胜 80 万，奇

迹！ 真是奇迹！ ”后来，斯大林又说道：“淮海战役打得好，是中国战争史上的奇迹，也是世界战争史上少见的。 这个战役值得我们学习研究，也值得

世界各国人民学习研究。 ”

中共淮海战役总前委领导成员合影

淮海战役中的解放军士兵

右：国民党将领黄伯韬战死。

中：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被俘虏。

左：解放军全歼杜聿明部两个兵团 20余万人。 这是俘虏走下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