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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定陶攻坚战——解放军入城纪律典型
□ 王贞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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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有力地支援革命战争，进

一步巩固发展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建

设，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建立后，领

导贫苦农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

革命斗争。从南梁中心苏区开始逐

渐向广大根据地推开，到处是“分田

分地真忙”的动人景象。

在此之前，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

就领导南梁和广大陕甘边区农村，进

行了以打土豪、分浮财、废除地主债

权、租佃土地谁种归谁等为内容的土

地革命。南梁中心苏区的土地分配

是从1934年春季开始的，先在华池县

及庆北县的柔远、温台、城壕3个区进

行了分配土地试点工作。到年底又

在赤安、甘泉、合水等县进行了土地

分配试点。各地在土地分配工作中

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情况和偏差。陕

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针对分配

土地工作中的模糊界限和错误做法，

在制定颁布“十大政策”时，首先对土

地政策作了简明具体的规定。到

1935年春（除游击区外），在党政军各

级组织的发动领导、组织配合下，大

部分地区展开了土地分配工作。整

个陕甘边苏区分配土地工作是从

1935年秋季全面展开的，中心是解决

土地所有制问题。在各级苏维埃政

权和土地委员会的领导下，广大贫苦

农民满怀阶级仇恨，斗争恶霸地主、

土豪劣绅，烧毁废除地契、债约，分配

土地、牛羊、粮食和其他财产，在根据

地以凶猛不可阻挡的气势摧毁了数千年的封建土地剥削

制度，建立了耕者有其田、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世界。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按照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土地法》和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决

议案》精神，结合陕甘边地区的具体实际，制定颁布了一

系列土地革命的法令、政策。其主要内容是：

1.没收地主及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

的可以分地。

2.分川地不分山地，因为山地很多没有人种，川地也

是种一年休耕一年。

3.中心地区分土地，边沿地区不分，随着苏区的扩

大，边沿区变成中心苏区后再分配土地。

4.田、青苗一起分，因农民最需要的是青苗，如分田

不分青苗就会降低农民的积极性。

5.没收地主、富农的牛、羊分给雇农、贫农和缺牛羊

的中农。

6.红军家属分好地，具有分地的优先权。

7.阶级划分以主要生产资料的来源和剥削或被剥削

的程度来决定。

8.争取与改造二流子参加生产。

南梁革命根据地土地政策总的原则是：依靠贫农，巩

固地团结中农，区分富裕中农，不与富农混淆，反对富农，

消灭地主（没收地主一切土地，但不主张从肉体上消灭地

主、富农，给他们以自食其力的出路）和封建剥削，按人口

和劳动力的混合原则分配土地。划分成份，先由贫农团

通过，再经全体农民大会通过，再分地。并在实践中不断

总结和改进完善，保证了陕甘边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始终

沿着正确的道路进行。

（文章节选自《南梁革命根据地史》·连载一）

1947年初，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在山

东战场的节节胜利，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蒋介石

为挽救山东战场的危局，急派参谋总长陈诚先后飞

抵郑州、徐州部署“鲁南会战”，调集 53个旅 30余万

人的兵力，分别由陇海铁路的徐海段、津浦铁路的济

徐段与胶济铁路的中段向鲁南进攻，并调在冀鲁豫

战场的王敬久集团到徐州地区作战，企图先击破华

东野战军，再转攻晋冀鲁豫野战军，继续做着他的

“打通平汉路，攻取邯郸”美梦。

1947 年 1 月中旬，毛泽东两次电示晋冀鲁豫野

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要利用王敬久、王

仲廉两集团还在黄河以北的时机，攻取陇海路南北

可能攻克的城镇，尽量消灭一切可能消灭的敌人，将

陇海路南北创造为人民解放军的机动战场，以便吸

引郑、徐两绥靖公署敌人的主力来援，从而一举歼灭

他们。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刘伯承和邓小平立即进行

认真研究部署，为将敌主力吸引在鲁西南地区，使王

敬久集团不能东调鲁南战场，他们决定二出陇海发

起豫皖边战役。

邓小平率领第六、七纵队为路南作战集团，夺取

柘城、太康、鹿邑等地；刘伯承则率领第一、二、三纵

队，为路北作战集团，夺取鲁西南的定陶、单县、曹县

等县城。

刘伯承司令员指挥的路北集团，为吸引敌人的注

意力，掩护路南集团展开，决定在 1月 24日首克敌人

防守相对比较薄弱的定陶县城，并将这一任务交给了

第二纵队。

定陶县城由敌整编第六十八师一四三旅四二八

团把守，并在我军围城之前，已将该团的一、二营调往

菏泽防守，留三营和保安司令石福起的三个营以及国

民党定陶县大队共 1500余人防守。敌人共装备有迫

击炮2门，重机枪3挺，轻机枪33挺，且在我军刚取得

巨金鱼战役重大胜利的威慑下，斗志衰退，士气低落，

战斗力不强，内部矛盾重重。

1月24日，定陶攻坚战正式打响。部队按照计划

首攻驻城四关之敌，很快就攻占了南关、东关、北关。

随后，我军集中兵力猛攻西关，在我军强大火力的攻

击之下，西关守敌招架不住，只好退缩到城内。午夜，

定陶四关全被我军占领。25日，战斗胜利结束。

1947 年 2 月下旬，邓小平从陇海铁路南回到野

战军司令部，同刘伯承商讨下一步的作战问题。看

到二纵关于定陶一战的电报后，邓小平为他们严格

执行群众纪律、创造了许多照顾群众利益的新方法

而大加赞赏。

早在 1946年 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国民党

军胡宗南部的 6个旅，于 7月初渡过黄河向晋冀鲁豫

解放区发动进攻。不久，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由刘伯

承、邓小平组成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挥部，率部 4万余

人，从邯郸出发，转战于冀鲁豫地区。7 月底，刘伯

承、邓小平决定发起陇海战役，历时 12 天，歼敌

16000多人，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南线作战计划。

陇海战役胜利不久，刘邓大军主动撤往鲁西南

解放区，蒋介石便集中 30万大军分东西两路穷追不

舍，妄图以优势兵力一举将刘邓大军合击于定陶。

从 9月 3日到 8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部队在定陶

以西地区同敌人展开了定陶战役，5 天歼灭敌人

17000人，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俘该师中将师

长赵锡田，取得了定陶战役的胜利。

定陶战役前夕的 8 月下旬，刘伯承和邓小平为

了确保取得胜利，两人亲自来到尚在我军控制下的

定陶县城，指示县委、民主县政府做好战备工作。他

们在县城转了一圈后，发现日伪军过去盘踞定陶时

修筑的碉堡等工事都还保存完好，就指示将这些全

部拆除。

县委、民主县政府紧急部署，组织民工三天拆除

碉堡等永久性坚固工事 100 多处，迅速完成了刘邓

首长交办的任务。果然，刘邓大军在定陶战役之后

根据运动战的需要，暂时放弃了定陶，国民党军队占

据了定陶县城。这些被拆除的工事，对我军 1月 19
日的这次攻城作战，确实减轻了很大的阻力。

定陶战役后不久，刘邓大军又在定陶附近的巨

野、鄄城等几个县，先后发起几次重大战役，消灭了

国民党军队的大量有生力量，特别是在前几日的 1
月 15、16日，刘邓大军又在定陶县境内的西台集村，

围歼了国民党军整编六十八师刘汝珍部的三个团，

歼敌 6000 余人，此战是巨金鱼战役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该战役的收官之战。

在陇海、定陶、巨金鱼和这一次的豫皖边战役

中，定陶既是战役的前哨阵地，又是战役的后方，定

陶军民为历次战役的胜利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在陇

海战役中，全县组织民工 2万人，出动大车 1250辆，

担架 2050 副，捐献小麦 22.2 万公斤，小米 10.4 万公

斤；定陶战役时，全县出动支前干部、民工 2.24万人，

运粮食，送弹药，抬担架，救伤员，看管和押送俘虏

等，时任县长孔百川亲自带队奔赴火线抢救运送伤

员，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作战。在巨金鱼战役中，由于

连续战斗，又值农历年关和冰雪严寒，部队后勤供应

任务浩繁，困难甚大。但全县人民在县委、民主县政

府的领导下，出动大批担架、车辆和民工，搞好战勤

服务。仅在西台集战斗中，全县就出动担架 500 多

副，大小车 300多辆，民工 4200余人，圆满完成了战

勤任务，为巨金鱼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定陶人民为刘邓大军做出的重大贡献，当时的

晋冀鲁豫解放区机关报《人民日报》曾多次做过专题

报道；邓小平在部队内部的简报和文件中，也经常看

到定陶人民踊跃支前的消息，因此，他和刘伯承对定

陶等晋冀鲁豫解放区人民对部队的鼎力支援，一直

心存感念。他认为，根据地内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

不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还是我们军队打胜仗的真

正靠山。如果做不好群众工作，甚至出现欺压群众

和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不仅对不起千千万万支持

我们的人民群众，更是部队的致败之源。

2月 22日，邓小平与刘伯承共同签署了一份通

令，对二纵予以通报表扬。通令指出：“……由于纵队

领导上重视这一（群众纪律）工作，事先作了组织上的

准备，旅团以下负责同志也能切实负责，认真执行。

因此，二纵在定陶得到定陶县党政机关的称赞……给

我军增加了良好的政治影响和荣誉……”

通令在刘邓大军中引起重大反响，其他各纵自觉

向二纵看齐，全军出现了在遵守群众纪律上竞相比学

赶超的良好局面。刘邓大军自此更是连战连捷，1947
年6月30日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发起著名的鲁西南战

役，并于7月10日最后一次解放了定陶城。8月7日，

刘邓大军主力 12万余人从鲁西南千里跃进大别山，

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大反攻的序幕，全国解放

战争的局势从此焕然一新。

虎符与虎节 珍 赏

□ 郑学富

在西距敦煌 64公里，敦煌与瓜州县交界处安敦公

路南侧 1.5公里处山下戈壁滩上，有一处始建于 2000
多年前的汉代，并延续使用至唐、宋的著名戈壁驿站

——悬泉置，现知晓者甚少。这座 1987年首次发现，

1991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和“八五”期间

十大考古发现之一，2001年被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出

土文物最多的汉代驿置机构，意外在 30 多年前的一

次文物普查中，在被黄沙掩埋了两千多年后被唤醒

后，从此它揭开了大汉王朝在当时传递律令、上报军

情、接待国宾的秘密，见证了丝绸之路当年的富足和

繁华，再现了被湮没的两千多年前贯通中西方文明的

交流历史。

史载，自汉武帝挫败匈奴后，除了中原疆域外，西

域还有乌孙国等大大小小的 30多国，由于通往京城长

安的路途遥远，人烟稀少，又缺乏食物补给，作为天朝

大汉帝国，西汉想到了这些摆在邻邦面前的实际困

难。同时为便利同中西方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沟通，

促进共同繁荣，及时传达政令，西汉除设立了河西四郡

（酒泉郡、武威郡、敦煌郡、张掖郡）外，又设置了大大小

小的邮驿设施，而悬泉置便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处。

西汉时期，悬泉置是敦煌郡效谷县下辖的一处邮驿机

构，当时编制是“官卒徒御”37人，传车 15辆，传马 40

匹，还有宫牛和牛车，由悬泉置啬夫总领其事，还有置

丞、置佐以为佐贰。汉武帝时名“悬泉邮”，汉昭帝时改

称“悬泉置”，东汉后期又改称“悬泉驿”，魏晋时废置，

到唐代又名“悬泉驿”，宋朝以后逐渐废弃，前后延续近

400年之久。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有组织传递信息的国家之一，

邮驿被视为“国之血脉”。1982年，原邮电部发行的一

张纪念邮票，邮票上的彩绘壁画《驿使图》出自悬泉置

以东300多公里的酒泉市丁家闸壁画墓，跃马疾驰的信

使手持凭信，快马加鞭。这是古代千里河西走廊地区

邮驿工作真实而形象的记录。

整个悬泉置遗址由坞院、马厩、房屋及其附属建筑

构成，为一座方形小城堡，门朝东，四周为高大的院墙，

边长 50米，东北和西南角均设突出坞体的角楼。坞墙

采用土坯垒砌而成。坞内依西壁、北壁建有不同时期

的土坯墙体平房3组12间，为住宿区。东、北侧为办公

区房舍。西南角、北部有马厩 3间。坞外西南部建有

一组长约 50米，呈南北向的马厩 3间。坞外西部为废

物堆积区，整个建筑总面积约2.25万平方米。

悬泉置共出土汉代简牍 3.5万余枚，其中有字简

牍 2.3万余枚，其他遗物 3000多件，当年悬泉置的主要

任务是传递各种邮件和信息。通过对出土的众多简

牍研究和发现，汉代时政令的发布及传播已经形成了

一套严格的制度化规范体系，从而确保了中央政府与

边地郡县等地方政府机构之间的政令畅通，这些汉简

都是由专人书写，他们由国家统一培训或考核，因而

汉简上字体都相差不大。除传递各种邮件和信息外，

悬泉置还是当时大汉朝的官方“招待所”，迎送过往使

者、官吏、公务人员和外国使者等，这其中，往返最多

的便是西汉处理西域外交事务顾问，三朝元老长罗侯

常惠，他曾六次率使团从京城长安出发途经悬泉置前

往西域。汉宣帝元康五年（公元前 61 年）的一天，悬

泉置啬夫一大早就接到中央政府传来的重要信息，常

惠又一次率领三四百人的庞大外交使团出使乌孙国，

途中要在悬泉置短暂留宿，啬夫不敢懈慢。悬泉置简

《元康五年过长罗侯费用簿》这样记录：3只羊，21只

鸡，180 斤牛肉，10 条鱼，4 斗小米，48 石大米，20 石

酒。其中 4斗小米折合现在 20斤，48石大米折合现在

1400 多斤，20石酒折合现在 588多斤酒，可见当时河

西走廊酒肉佳肴的富足和常态。唐代诗人贾岛有一

首五言诗，抒写的正是留宿悬泉驿时的心情：“晓行沥

水楼，暮到悬泉驿。林月值云遮，山灯照愁寂。”到了

悬泉驿，就远离了长安。山上的烛火映照着贾岛的孤

寂和离愁。诗人想举头望月，明月却又被云遮住了，

于是便更加思念中原。

在悬泉置一处倒塌的墙壁上，发现了中国第一套

实证的官方“生态环境保护法”。那是一篇手抄文书，

行文 101行，题为《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

条》，是西汉平帝元始五年由太皇太后颁布的诏令。主

要围绕保护生态环境规定了四季的不同禁忌和注意事

项，比如春天不能捕鱼打猎，夏天不许砍伐树木，秋天

禁止开采矿石，冬天严禁挖地搞土木工程等。现如今

的“休渔期”“封山育林”都可视为其历史的传承，考古

专家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一部环境保

护法规。

在汉朝，作为“五里一邮，十里一亭，三十里为置”

的古代邮驿，为什么叫悬泉？相传汉武帝时，贰师将军

李广利西征大宛获胜后，得汗血宝马3000匹班师回京，

途经敦煌行至此山时，人马疲劳不堪，加上天气炎热，

没有水喝，纷纷倒在戈壁滩上喘气。周围数十里寸草

不生，派去找水的士兵都空手而归，李广利心急如焚，

决定亲自去找水。李广利来到南面山中一看，山是秃

山，谷是干谷，进山谷不远，迎面悬崖挡住去路，悬崖上

不知何时何人写下了三个大字——“滴水石”。李广利

不由怒火冲天，拍打着山石说：“滴水石，不见水，戏弄

行人，徒有其名，毁我三军，留它何用？”说罢举剑上前，

对滴水石奋力一劈，只见青石抖动，火花四迸。第二剑

劈下去，黄风四起，天昏地暗。第三封刺进去，山裂地

吼，岩石开口，一股清粼粼的泉水从青石缝中汩汩地涌

了出来。三军人马顿时欢腾雀跃，争相痛饮。吃饱喝

足，踏上归途。后因此泉有灵，人多水深，人少水浅，总

能满足。人们为了纪念“刺石成泉”的贰师将军，改泉

名为“贰师泉”。在泉旁建了一座庙，名“贰师庙”，供奉

李广利神像。因泉水从山崖上流下，当地人称此为“悬

泉”，不久西汉在此设置了驿站，叫悬泉置。

古丝路驿站——悬泉置
□ 汪志

丝路览胜

虎为百兽之王，在军事上也多以虎形容勇猛之

士，如五虎上将、虎贲之师等。就连古代调动部队的

兵符也铸刻成虎的形状，称为“虎符”。符是古代政

治和军事的凭证信物，它可以用于身份证明，作为出

入国境、关卡、军营、要塞的凭证，又可以作为传达命

令、调遣兵将的信物。

故宫博物院藏有“临袁侯铜虎符”一枚。符作卧

虎状，昂首，虎目圆睁，尾巴上卷，看上去虎虎生威，

随时腾跃而起。此为符的左半，内侧有方形凹槽。

虎背上刻有隶书：“与临袁侯为虎符，第二。”根据史

料记载，临袁侯名叫戚鳃，西汉开国将领，随同汉高

祖刘邦南征北战，为夺取汉朝天下立下汗马功劳。

汉朝初定，刘邦分封功臣，戚鳃被封为中尉，领食两

千石，统帅北军。北军是西汉保卫京师的禁卫军，因

驻扎在长安城的北面而得名。后来，他又被封为临

袁侯。其女戚夫人成为后宫中刘邦最宠爱的女人。

刘邦曾有废掉太子刘盈（吕雉之子），改立戚夫人的

儿子刘如意为太子的想法。吕后因此怀恨在心。刘

邦驾崩后，吕后毒死赵王刘如意，砍断了戚夫人的手

脚，剜掉眼珠，熏聋耳朵，喝下哑药，把她扔在窟室

里，制成了惨绝人寰的“人彘”。后来周勃灭诸吕时，

响应最积极的正是戚鳃曾经统帅的北军。《史记·孝

文本纪》载：“夫以吕太后之严，立诸吕为三王，擅权

专制，然而太尉以一节入北军，一呼士皆袒左，为刘

氏，叛诸吕，卒以灭之。”文中的“节”即调兵遣将的虎

符。

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一枚战国时期的“王命传任

虎节”。虎节体扁平，虎成蹲踞之势，头颅高昂，虎

口大张，利齿尽露，弓腰瞪眼，长尾从臀部向脊背弯

曲，看上去威风凛凛、凶猛异常。一面刻铭文 5字：

“王命，命传赁（任）。”铭文表示持虎节者身负王命，

沿途驿站见此证物要提供食俗接待。

节是君主派出的使节所持的凭信，用于代表君

主出征、节制方面、监察、办理重大案件、出使外国

等重大事务的证明。《周礼·地官·掌节》说：“凡邦国

之使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

金也。”郑玄注：“使节，使卿大夫聘于天子诸侯，行

道所执之信也，土，平地也。山多虎，平地多人，泽

多龙，以金为节铸象焉。”就是说根据任职地区的不

同，分别铸成虎、人、龙等形象。南宋绍兴十一年

(1141年)，宋金议和，曹勋持节出使金国，劝金人归

还徽宗灵柩。写词曰：“常想念、圣主垂衣，临朝北

顾，泛遣聊宽忧寄。辅轩载揽，虎节严持，谈笑挂帆

千里。”

临袁侯铜虎符

王命传任虎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