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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 5月，华东野战军在山东孟
良崮地区全歼国民党军精锐整编第 74
师，这就是著名的孟良崮战役。战役期
间，为阻击援敌、保障围歼整编第 74师，
华东野战军在不同地区组织实施了多
场阻击战，天马山阻击战是其中一场。

运动中寻机歼敌

从 1947年 3月开始，国民党军放弃
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缩短战线，集中
兵力对陕北和山东实施重点进攻。在
山东战场，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在徐州
设立司令部统一指挥，集中 24个整编师
（军）组成 3个机动兵团，采取加强纵深、
密集靠拢、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战法，
对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华东野
战军则继续坚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
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在运动中寻找
歼敌良机。

国民党军在重点进攻初期，进展顺
利，至 5月上旬进到莱芜、新泰、蒙阴、汤
头一线。在此期间，整编第 74师贪功冒
进，渐成孤军深入之势。

5月 13日黄昏，华东野战军各纵队
迅速出击。至 15 日拂晓，将整编第 74
师包围于孟良崮及其以北的狭小地区
内。蒋介石得知消息后深感焦虑。他
亲自飞赴徐州督战，命令整编第 74 师
坚守孟良崮，并令其他各部队火速驰
援，妄图以孟良崮为“磨心”，中心开
花、内外夹击，实现与华东野战军决战
的企图。

当时战场的基本形势为：华东野战
军包围了孟良崮地区的整编第 74师，国
民党军却以另外 10个整编师（军）对华
东野战军实施反包围。国民党军的援
军近者不足 10公里，远者也仅 1至 2日
行程。华东野战军虽然暂时占据主动，

但稍有失误就可能全军陷入被动。这
时候，阻援部队能否成功坚守阵地，就
成了关系全局胜败的重要因素。

以寡敌众坚守阵地

天马山位于孟良崮西北方向，是阻
击国民党援军整编第 25师、第 65师的
主要阵地，在这一地区担负阻援任务的
是华东野战军第 1纵队一部，指挥员是
第1纵队第 1师师长廖政国。

孟良崮战役中，第 1纵队既要围攻
孟良崮的国民党军整编第 74师，又要阻
击援敌整编第 25师、第 65师，担负的作
战任务十分艰巨。孟良崮战役胶着不
下之时，为确保全歼整编第 74师，该纵
队只好从阻援部队中抽调兵力参加攻
击孟良崮作战。

第 1纵队司令员叶飞告诉廖政国：
我把大部分主力部队，独立师、2师和你
师的 1团，都拿去攻击孟良崮了。可以
留给你的只有第 2团、第 9团和刚从地
方上升级的第 3团。可你们必须守住塔
山、尧山、蛤蟆崮一线 60多公里的阵地，
挡住拼死增援的黄百韬的整编第 25师，
你看怎么样？廖政国知道纵队任务艰
巨、兵力紧张，当时一声未吭，接受任务
后便走了。

天马山正面援敌是国民党军整编
第 25师，师长是国民党军中有名的悍将
黄百韬。从 15日上午 10时开始，该师
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凭借兵力优势连续
发动猛攻，对我天马山及附近阵地形成
极大压力。华东野战军阻援部队临危
不惧，沉着应战，以突然、短促、密集之
火力，近距离开火，予敌以重大杀伤，连
续打退敌人 4次冲锋。当晚 20时，整编
第 74师联络整编第 25师称：如贵师攻
占天马山及面梨沟以南高地则可解
围。与此同时，国民党军整编第 65师约
4个营兵力冲破华东野战军另一处阻援
阵地，与整编第 25师会合，援敌力量得
到大幅加强。

16日上午 8时，对增援进度十分不
满的蒋介石向各增援部队下达手令，用
语空前严厉。

在层层督导之下，国民党军各路援
军拼命增援，其中整编第 25师尤其攻势
猛烈。16日晨，该师以 1个旅又 1个团，
连同整编第 65师 4个营兵力，再次发动
猛烈攻击，凭借兵力和火力的双重优
势，连续突破三山店、交界墩、界牌等重
要阵地。我天马山阻援部队拼死抗击，
全力坚守每一寸阵地。尽管阻援部队
顽强坚守阵地，但由于力量相差悬殊，
不断有官兵伤亡，援敌一部逐渐攻上天
马山山腰，与整编第 74 师仅剩一山之
隔。

这时，天马山阻援部队的兵力已经
损失极大。廖政国把炊事员、担架员、
文书和能够行走的伤员全部组织起来，
由参谋带上阵地，仍然阻止不住援敌的
进攻。廖政国手中再无任何预备队可
以使用，和纵队指挥所的电话联系也已
中断。天马山两面敌军已经能够实现
炮兵火力交叉，阻援阵地随时有被突破
的危险，形势危急万分。

主动协同克敌制胜

千钧一发之际，一支友邻部队突然
出现在山沟里，由西向东，一路急进。
这是华东野战军第 4纵队第 10师第 28
团第 2营。第 4纵队是强攻孟良崮的 5
个主力纵队之一，主要作战任务是由北
向南对整编第 74师实施正面突击。在
该纵队的作战部署中，第 10师第 28团
作为预备队使用。16日，孟良崮战役进
入白热化阶段，各方向均兵力吃紧，第 4
纵队正面阻力不断增大，随即命令第 28
团第 2营紧急加入攻坚作战。

廖政国发现这支部队后，立即亲自
出面拦下该营。因战事紧急，廖政国一
上来就表明身份和来意：“我是 1师师
长，命令你们立即赶援天马山”。营长
回答说：“我营奉令跑步赶去攻击孟良

崮，任务紧急。”廖政国回身向硝烟弥漫
的天马山一指：“天马山阵地的得失，关
系重大。如果敌人打通联系，全局皆
输。我手里只剩下七八个警卫员，只有
使用所有到达这个地区的部队。”

从隶属关系上来讲，第 28团第 2营
既不属于第 1纵队，也没有配属阻援部
队使用，完全有理由拒绝廖政国的要
求；从名利得失角度来看，继续东进、会
同纵队主力强攻孟良崮是奉命行事，谁
都无可非议，转而支援天马山阻击战则
是自作主张，一旦影响到纵队主力的作
战进度，便有可能遭到严厉惩罚。但
是，营长考虑了片刻之后，回答说：“好，
为了整体利益，我们执行你的命令！”

接下来，天马山阻击战出现了戏剧
性的一幕。第 28团第 2营迅速转换方
向，紧急占领天马山有利阵地，加入阻
援作战，予援敌以迎头痛击。援敌连日
猛攻，力量使用也已达到极限，在我原
阻援部队和生力军的联合打击下，最终
支持不住，败退下去。

在此前后，国民党军其他几路救援
部队也被死死地阻拦在救援途中。华
东野战军集中兵力发动总攻，于 16日下
午攻克孟良崮等处高地，整编第 74师及
整编第 83师第 57团全部被歼。蒋介石
对各部队的救援行动十分不满，不久后
将整编第 74师所属的第 1兵团司令官
汤恩伯撤职，整编第 25师师长黄百韬也
因“救援不力”而受到处分。

孟良崮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
军的“鲁中决战”计划，对挫败国民党军
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具有决定性
意义，有力地配合了陕北和其他战场的
作战。

天马山阻击战
■赵延垒 陈玉华

在海军东海舰队军史馆里，陈列着
一张历经70多年沧桑岁月的旧报纸——
1949 年 6 月 12 日上海版《大公报》。在
人民海军发展史上，这是一件重要文
物：报纸在显要位置以大字标题登载了
人民海军成立后的第一号文件。

1949年 4月 23日，华东军区海军成
立，拉开了人民海军建设的序幕。人民
海军成立后，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专业
技术人员的短缺。

5月 27日，上海解放。翌日，张爱萍
即率海军机关进驻上海。在对国民党
海军遗弃设施、机构接管的同时，张爱
萍着手考虑吸收国民党海军起义、投诚
人员参加海军建设的问题。

这时，曾在国民党海军做过地下工作
的金声同志（曾任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办
公厅主任），详尽地向张爱萍介绍了国民
党海军的内部情况。金声说，国民党海军
总司令桂永清撤离上海时，曾全力动员海
军官兵随他一起逃往台湾，但其中很大一
部分人没有走。他们或因留恋家乡故土，
或因不满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而决定
留了下来。这批人中，有的为安全起见逃
到外地，但大部分人隐瞒身份分散在上海
的各个角落。这种情况在上海有，在其他
海军部队集中的地区，如青岛、福州、广州
等地也有。讲到最后，金声特别强调：“在
福州还有一部分年事已高，但确系懂技
术、有经验的海军元老，是组建海军不可
多得的人才。”

听了金声的介绍，张爱萍心里豁然
开朗，当即说：“眼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把
这些人集合起来，为我所用。你多动动
脑子、想想办法。”

经过初步调查分析，张爱萍于 6月 3
日主持召开临时党委会，专题研究对起
义、投诚的原国民党海军人员的教育管
理问题。会议研究通过了以招募原国民
党海军人员为内容的华东军区海军“人
字第一号”文件，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华
东军区海军司令部、政治部通告》；成立
了以华东军区海军政治部办公厅主任孙
克骥为处长、金声等为副处长的原国民
党海军人员登记办事处，专事应招原国
民党海军官兵登记接待工作。《通告》报
经华东军区党委批准，由张爱萍以司令
员兼政委的名义签署，刊登在上海 1949
年 6月 12日的《大公报》上。全文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

海军司令部、政治部通告

（人字第一号）

南京上海，次第解放，全国胜利，为

期不远。本部为创建人民海军，罗致海

军人才，业已成立登记国民党海军人员

办事处，不分畛域，广为容纳，俾免流离

失所，并使其有贡献才力于建设人民海

军之机会。凡一切曾在国民党海军中工

作，而今后决心献身新民主主义革命事

业，志愿为人民海军服务者，均可前往该

处报到登记，以备量才录用。特此通告。

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张爱萍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一日

为了表示诚意和便于应招的原国民
党海军人员登记，华东军区海军于次日
又以登记办事处处长、副处长的名义在
《大公报》上刊发《登记国民党海军人员
办事处通告》，具体说明办理登记的时
间、地点、要求。《通告》强调：“凡曾在国
民党海军服务，不论脱离迟早，不论官佐
士兵或阶级高低，不论航海、轮机、制造、
枪炮、通讯、气象、测量、军需、医务，或其
他行政人员，均可前来本处登记……”

接着，张爱萍又分别派人到青岛、
福州、厦门、广州等地，在报纸上刊发华
东军区海军第一号文件及登记办事处的
通告，并设立登记接待机构。
《通告》发出后，社会各界反响强

烈。有识之士纷纷奔走相告，交口称赞
共产党的眼光、气度和雅量。仅上海当
月就登记录用了 500 多人（其中舰长 9
人，将校级军官 102人）。其他地方的登
记工作也进展顺利。

张爱萍看到人员登记册里，既有原
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曾以鼎中
将这样的高级将领，也有舰长、艇长及
有各种专长的校官、尉官和水兵，他非
常高兴。但是，有一个人与登记办事处
比邻而居（上海重庆南路 182 号，原国
民党海军服务社），却一直没有露面，这
引起了张爱萍的沉思。这个人就是原
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办公厅副主任徐
时辅。

金声曾将徐时辅的情况向张爱萍
做过比较详细的介绍：徐时辅早年毕业

于青岛海军学校，1943 年赴美学习。
1946年回国后，曾任国民党海军“兴安”
号舰长、海军总司令部办公厅副主任等
职。他和国民党军政界上层过从甚密，
与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结拜过兄
弟。《通告》发出以后，张爱萍每天听汇
报，希望他能前来登记。一个月过去
了，却一直见不到他的影子。于是，张
爱萍决定亲自登门拜访。

徐时辅一直没有露面，并非他不为
《通告》所动。从心底说，他热爱海军事
业，一起共事过的金声也一再劝他去登
记，但他总是拿不定主意。作为桂永清
的结拜兄弟，他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人
民海军，能得到信任吗？这天晚上，徐
时辅正在家里翻书解闷，张爱萍在金声
的陪同下来到他的寓所。

张爱萍跨进门去，人未落座便开诚
布公地说明了来意。徐时辅双手抱拳，
诚惶诚恐，迭声说道：“鄙人不才，劳司
令大驾，罪过罪过！”

张爱萍说：“海军初创，急需人才。
如不能请您出山，那才是我的罪过。”

当晚，张爱萍与徐时辅进行了推心
置腹的交谈。张爱萍说：“你上学学的
海军，毕业后干的海军，还亲自将一艘
4000多吨的军舰横跨太平洋开回来，这
都说明你的能力，说明你适合海军工
作。至于经历如何，那已经是历史了，
关键是今后怎么走。从另一个角度看，
有经历才有经验，经历也是财富……”
徐时辅见张爱萍情真意切，也坦诚地谈
起自己对组建人民海军的看法。

此后，徐时辅全身心投入到海军创
建工作中。在张爱萍的推荐下，他先后
担任了华东军区海军学校技术教育科科
长、军区司令部军训处副处长。军委海
军组建后，他又担任了军事学院海军系
司令部工作教授会副主任、海军学院军
事学术研究部副部长等职，为海军发展
壮大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张爱萍始终对原国民党海军官兵
招募工作高度重视。凡有人到机关，他
都亲自接见；成批的人到了，则召开隆
重的欢迎会。华东军区海军热情欢迎
原国民党海军人员的举动和周到细致
的工作，一时成为上海、青岛等沿海城
市的重大新闻，原国民党海军官兵更是
备受鼓舞。到 1949年，全国各地共登记
录用了 1000多人。他们报到后，经过短
期的解放军传统作风教育，其中一部分
直接进入机关、海校，参与部队筹建或
教育训练工作；多数人上舰成为海军舰
艇部队的骨干，为人民海军的创建、发
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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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第一次为海军题词，是在新
中国诞生前夕的 1949年 8月。当时，开
国大典正在紧张筹备中，解放长江以南
的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着。

8月 28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由华
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委张爱萍带队
来京参加人民海军组建的原国民党海
军的部分将领。

中南海怀仁堂内，毛泽东坦诚地向
在座人员表达了共产党人建设新中国
强大海防的愿望和要求，对大家参加人
民海军创建给予真诚欢迎和鼓励。大
家怀着满腔激情聆听，表明献身新中国
海军建设的信心和决心。接见即将结
束时，张爱萍向毛泽东提出：“我们准备
办一份报纸，请主席题写报名，为部队
题词。”毛泽东当即答应，但是提了一个
要求：“你们回去要帮我想想，看题什么
内容好。”

当晚，张爱萍一行回到住处后，对
题词内容进行了热烈讨论。最后草拟
了 3 条：其中两条反映海军建设宗旨
和目的，一条表明建设强大海军决
心。随后，题词内容被报送至毛泽
东。毛泽东沉思后，挥笔写道：“我们
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
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
义的可能的侵略。”他又题写了 3张报
头，均为“人民海军”4个字，横排两
张、竖排一张。毛泽东在自己较满意
的一张字迹上方打了个钩，并对张爱
萍说：“用哪一张，你们自己挑。”

回到南京后，筹备办报的工作人员
经过仔细比较，最后从毛泽东做了记号
的那张纸上选了 3个字，又从另一张上
选了 1个字，横排在一起，作为华东军区
海军机关报《人民海军》的报头（海军党
委机关报至今仍然沿用这一报头）。
毛泽东的题词，连同此前朱德、刘少奇、
周恩来的题词，一并刊登在华东军区海
军《人民海军》报 1950年 1月 1日的创刊
号上。

毛泽东再次为海军题词，是在
1953 年初。 2 月 19 日上午 11 时半，
毛泽东乘海军“长江”舰，由“洛阳”舰
护航，从汉口出发，开始对长江中下
游省市视察。从毛泽东上舰那天起，
“长江”舰官兵就有一个强烈的愿望：
希望与主席合影，并请主席题词，给
这次难忘的航行留下永久的纪念。
“洛阳”舰党支部也以全体舰员的名
义给毛主席写了报告。毛泽东欣然
答应了大家的要求：“好，同舟共济好
几天，应该题词、合影！”

2 月 20 日晚，“长江”舰停靠在安
徽省安庆市。毛泽东在住舱里与安庆
地委和市委领导谈话至深夜。23 时，
送走安庆地方的同志后，毛泽东又与
秘书、卫士谈起部队希望题词的事。
直到凌晨 1 时，秘书、卫士见时候不
早，相继离开舱室。但毛泽东仍没有
休息，他住舱的灯光一直亮到天明。
在这期间，毛泽东将中华民族的百年
期盼和共产党人的壮志豪情汇聚于笔
端，以力透纸背的大字行草庄严题词：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我们一定

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第二天上午 8 时，毛泽东离开舱

室，在两舰甲板上与官兵合影。秘书
走进毛泽东的住舱，见写好的题词已
放在办公桌上。八开宣纸，一式两
张。另有一张，主席可能不太满意，折
了一下丢在纸篓里。按照毛泽东的指
示，题词交给“长江”舰、“洛阳”舰各一
张。扔进纸篓的那一张，被秘书收了
起来带回北京。

2月 24 日下午，毛泽东由陈毅、罗
瑞卿、张爱萍、王宏坤、陶勇等陪同，
视察海军舰艇部队。在听取汇报时，
毛泽东说，我们国家穷，钢铁少，海防
线长，帝国主义就是欺负我们没有海
军。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侵略我们
都是从海上来的，不要忘记这一历史
教训。
“长江”舰抵达南京后，毛泽东应部

队请求，在“南昌”舰的海图室里为“南
昌”舰和一起接受视察的“黄河”舰、“广
州”舰再次书写了同样内容的题词，每
艘舰各一张。

望着一张张散发着墨香的题词，
陪同毛泽东视察的华东军区司令员陈
毅及海军、舰队的领导，都激动不已。
五张题词，一字不差，这是伟大领袖反
复的叮嘱，是对全体海军官兵的希望
和要求，是对全军、全国人民发出的战
斗号召！

此后，中国万里海疆，从营房、码头
至军舰舱室，很多地方都能见到这个题
词。几十年来，像灯塔一样，指引着海
军官兵和全国人民为建设强大海军、巩
固海防共同奋斗。

毛泽东为海军题词背后的故事
■季长空

军史撷珍

记 史

图①：毛泽东题写的“人民海军”。
图②：毛泽东为华东军区海军题词。
图③：毛泽东在视察海军舰艇部队时的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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