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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守上海， 决战上海”，

这是蒋介石败退大陆前最顽固

的一次挣扎。 上海之战， 也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得最为激烈

的大规模城市攻坚战之一。 解
放大上海， 更是解放战争史上

的一个奇迹， 因为不仅打的是

一个军事仗 ， 还是一个政治
仗， 不仅要消灭敌人， 还要保

全城市， 还要争取人心。 这一
战 ， 除汤恩伯率 5 万人乘军

舰撤逃外， 我第三野战军共歼

灭国民党军约 15.3 万人， 而
重要的建筑物、 工厂、 码头、

市政及通讯设施都未遭受很大
破坏， 这座全国乃至亚洲最大

的城市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手

中。

渡江战役第三阶段的任

务， 是解放和接管上海。

上海是亚洲最大的城市，

当时就有 600 万人口 ， 也是

中国工业、 商业中心， 能否完
好无损地占领这个大城市， 是

一项艰巨、 复杂的任务。 陈毅
曾对三野干部说： “进入上海

是中国革命的最后一道难关，

是一个伟大的考验 。” 故而 ，

话要从蒋介石下野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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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生死一战：解放大上海
蒋介石“引退”于溪口

1949 年 1 月 21 日， 蒋介石发

布“引退” 文告， 李宗仁以“代总

统” 身份接管南京政府的权力。 当

日下午， 蒋介石乘飞机离开南京回

到奉化老家溪口古镇。 国民党新闻

报道： “总统今着长袍马褂， 临行

前对此紫金山之革命都城， 颇示恋

恋， 而送行人员亦多神色黯然。”

带着卫队的蒋介石住在与母亲

墓庐朝夕相处的慈庵别墅。 除夕，

他派人专门从城里请来戏班， 为家

乡的父老乡亲搭台唱戏， 演出一直

持续到正月十五。 春节后， 祖孙三

代祭扫家庙祖坟， 寻找他少年读书

的学堂……有人认为蒋介石是借山

水之色解忧， 很少人能知道， 当他

驻足于秀丽景色时内心的感受。

那些日子， 他和儿子蒋经国探

讨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时也曾感慨：

“当政二十余年， 我们对于社会的

改造与民众的福利， 毫无着手， 而

党政军事教育人员， 这些年来只看

重做官， 而未注重三民主义的实

行。” 当然， 蒋介石更不甘心长江

以北的溃败， 以下野和谈为掩护，

他在拖延时间以训练 200 万新兵，

准备和中国共产党作殊死一搏， 同

时求得国际舆论的支持和武装干

涉。

1 月 27 日， 代总统李宗仁宣

布接受毛泽东提出的和平谈判八项

条件。 1 月 31 日， 北平宣告和平

解放。 一时间街头巷议， 尽是“和

平”。 但下野在溪口的蒋介石是决

不会坐视李宗仁与共产党的合作

的。 由于政府全部档案已经转移，

富有经验的政府高级官员也已分

散， 李宗仁早已无法交出完整的国

家行政机构了。

4 月 20 日， 和平谈判宣告破

裂， 震撼中外的渡江战役随之打

响。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 第三野

战军在西起九江湖口、 东至江阴的

战线上， 一举突破长江天险， 矛头

直指南京、 上海。 21 日， 正在老

家看戏的蒋介石闻听此讯， 匆忙赶

到杭州， 召开军事会议， 在会上商

定了放弃南京、 死守上海的防御计

划。 由于上海是国民党统治的重要

基地， 国际联系广泛且复杂， 所以

他们将最后的赌注下到了这里。

4 月 26 日， 蒋介石乘“太康”

号军舰经吴淞口驶抵复兴岛， 召集

顾祝同、 汤恩伯、 周至柔、 桂永

清、 陈大庆等国民党高级将领， 听

取他们保卫上海的汇报。

汤恩伯的守备和战令

为了守住上海， 国民党调整、

加强了作战指挥机构和防守力量。

1949 年 3 月， 以汤恩伯为总司令

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由南京迁至

上海， 直接指挥淞沪防务。 4月，成

立了由石觉任司令的淞沪防卫司令

部，负责淞沪守备指挥。原淞沪警备

司令部，仍由陈大庆任司令，负责市

区警备。上海的守备兵力有：原驻守

上海的第三十七军、五十二军、七十

五军，宪兵 1 个团，工兵 2 个团，装

甲兵 3 个团，炮兵 7 个团，辎重兵 2

个团， 通讯兵 2个团， 交警 7 个总

队，保警 2个总队；从江阴东西地段

江防撤至上海的第二十一军、 一二

三军、五十一军、五十四军和第九十

九师， 以及从浙东调至上海的第十

二军。 此外， 海军第一军区有各种

舰艇 30 余艘， 空军 4 个大队， 飞

机 130余架。 也就是说， 在上海担

任防御作战的国民党军队共 8 个军

20余万人。

汤恩伯根据蒋介石防守上海的

意图， 确定的守备方针是： 以陆、

海、 空军协同作战， 坚守市郊， 屏

障市区， 巩固吴淞， 确保海上退

路， 机动使用江湾、 龙华机场， 维

护空中通道。

其实从当年的 1月份开始， 国

民党就将上海地区多年经营的防御

体系作了进一步的完善， 赶筑了外

围阵地、 主阵地、 市区核心阵地 3

道防御工事， 建筑钢筋水泥碉堡

4000 余座， 连同各种碉堡合计万

余座之多， 互相呼应。 同时， 碉堡

周围还有蛛网式外壕、 铁丝网、 电

网、 布雷场、 鹿砦等副防御设施 7

道至 10 道之多。 其外围阵地在浦

西以浏河、 嘉定、 南翔、 华漕、 七

宝、 华泾为一线； 浦东以川沙、 北

蔡为一线。 主阵地浦西方面， 北起

狮子林， 向南经罗店、 绿杨桥、 北

新泾、 虹桥、 龙华至黄浦江边； 浦

东方面， 北起高桥向南经高行、 庆

宁寺、 洋泾、 塘桥、 杨思至黄浦江

边。 核心阵地则利用坚固高大的建

筑结合街道碉堡工事分别构成抵抗

据点， 苏州河南有国际饭店、 汇丰

银行、 海关大楼、 永安公司、 大新

公司、 市府大楼等， 苏州河北有百

老汇大厦、 北站大楼、 国防医院、

四行仓库、 提篮桥监狱、 原警备司

令部大厦等， 共 32 处， 并以国际

饭店和百老汇大厦分别作为苏州河

南北两个指挥中心。 所有这些阵地

既有绵密的火力网， 又有纵横的交

通网； 既有完整的防御面， 又有较

大的防御纵深。 为此， 汤恩伯得意

洋洋， 吹嘘上海的工事是攻不破、

摧不毁的“钢铁阵地”， 号称上海

将成为“斯大林格勒第二”。

为了严密控制部队， 汤恩伯在

南京解放的第二天发布了战令：

一 、 为救世救人自救救国而

战。

二、 为民族独立、 政治民主、

生活自由而战。

三、 确守淞沪复兴基地是我们

的神圣任务。

四、 发挥铁的意志、 正义的力

量粉碎暴力。

五、 坚决完成任务， 放弃阵地

者处死。

六、 确实掌握部队， 混乱作战

秩序者处死。

七、 确守战斗岗位， 擅离职守

者处死。

八 、 随时保证行动之迅速准

确， 迟疑畏缩者处死。

九、 确守爱民军纪， 扰害人民

者处死。

十、 绝对服从命令， 自由行动

者处死。

十一、 忠党爱国坚定信心， 造

谣惑众者处死。

可以看出， 除了几条骗人的动

员外，其余充满了杀机。陷入最后疯

狂的汤恩伯成为蒋介石政权向台湾

撤退时的一个“浴血奋战”的殿后。

总攻时刻终于到来

经过 10 天的激烈战斗， 除吴

淞口尚未完全封闭外， 解放军已从

东、 南、 西三面紧紧地包围了上海

的国民党军。 21 日， 三野司令部

下达了总攻市区的作战命令。 方案

为： 第一阶段， 全歼浦东地区之

敌， 控制黄浦江右岸阵地， 封锁敌

人的海上逃路。 第二阶段， 夺取吴

淞、 宝山地区之外围碉堡， 完成对

苏州河北地区敌军之包围。 第三阶

段， 聚歼可能溃缩苏州河以北、 吴

淞宝山以南、 黄浦江左岸， 以江湾

为中心地区之敌， 达成全部攻略

淞、 沪全区之目的。

5 月 23 日， 炮声渐停， 各部

队同时发起总攻。 攻入市区的解放

军部队有 4个军：

第二十军主力于 22 日向浦东

守军发起攻击。 24 日， 浦东地区

全部解放， 25 日晨由高昌庙西渡

黄浦江， 进入苏州河以南市区。

第二十三军先头部队进至漕河

泾、 龙华地区。 25 日晨进入徐家

汇、 西站一带市区， 所辖六十七师

于 26日清晨由曹家渡强渡苏州河，

于中央造币厂附近俘交警千余人，

尔后向江湾方向前进。 六十八师主

力则于 26 日晨由周家桥渡河， 继

续向真如攻击前进。

第二十六军自南翔向市区逼

近。 26 日， 其所辖各师展开迫击，

当天下午七十七师占领真如车站、

真如国际电台等地。 七十六师沿刘

行、 大场公路向南追击， 由塘桥攻

击前进。 27 日晨， 国民党守军一

部投降， 该师继续向吴淞方向追

击； 七十八师则攻占大场， 向江湾

进军， 并生俘敌人 2万余。

第二十七军于 22日沿青（浦）

沪公路向市区挺进。 当天就占领了

虹桥，打下徐家汇、静安寺，一路向

东挺进，到达黄浦江。 24日，占领虹

桥镇、龙华镇和龙华机场，进至苏州

河以南市区边缘，25 日晨到达跑马

厅（今人民公园和人民广场）。

5 月 25 日， 苏州河以南的上

海市区解放了。 这在中外军事史上

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奇异的景象： 远

处炮声雷动， 苏州河畔流弹时而划

破天空， 但是， 苏州河以南的市区

却秩序井然， 工厂商店照常开工营

业， 电车汽车正常行驶， 水电供应

甚至电话通讯都未曾中断……然而

就是这几十米宽貌似风平浪静的河

流阻碍了我二十七军乘胜追击的步

伐， 河面上的桥梁也成为了攻城部

队的拦路虎和死亡陷阱。

封锁河面、 桥面甚至南岸沿河

马路的是国民党青年军三十七军残

部、 部分交警部队和刘昌义重建的五

十一军残部， 他们凭借苏州河北岸的

高楼大厦和大量桥头堡工事， 居高临

下组成密集的火力网。 根据战前“打

上海， 要文打， 不要武打” 的指示，

各部被要求在上海市区禁用重武器和

炸药， 以减轻对城市的损坏， 解放军

指战员严格执行了这条规定， 并为此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看着战友们一个一个地倒在桥坡

上， 二三五团一营营长董万华下令调

来两门山炮， 炮口瞄准了四川路桥的

地堡和坦克， 呼啸的炮弹极大地压制

了守敌的嚣张气焰， 但也有一发炮弹

打偏了， 在邮政总局二楼的窗户边留

下了弹痕。 这应该是解放上海市区战

斗中唯一的违规动用重武器。

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得知情况后

马上赶来， 克制住自己的情绪， 作了

入情入理的开导与解释： “战士和楼

房， 我都爱！ 我跟大家一样爱惜战士

的生命， 大家也跟我一样， 爱惜人民

的财产。 现在那些楼房还被敌人占领

着， 再过几个小时， 我们从敌人手里

夺过来， 它就不再属于资产阶级， 而

属于人民的财产。 我们没有任何权利

毁坏它， 必须尽最大努力去保全它。”

面对顽敌， 聂凤智等研究决定改

变进攻战术， 在苏州河正面实施佯

攻， 部分主力待天黑后从侧面涉河过

去， 抄敌后路。

后来成为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

的二三五团三营七连指导员迟浩田，

还创造了上海战役中的一个奇迹。 他

探得在苏州河有条下水道后， 就带着

战士王其鹏、 张瑞林从臭水沟般的下

水道偷偷潜过去。 到了苏州河北岸，

桥头堡守敌正是二○四师， 3 位勇士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制服了该师副师

长， 迫使其所属近千名官兵缴械投

降。 迟浩田的出奇制胜， 为七十九师

北渡扫清了障碍。

也正是那天的夜晚， 在设于虹桥

路的二十七军军部， 聂凤智会晤了前

来协商起义改编事宜的国民党淞沪警

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 5 月 16 日，

王秉钺部在浦东被歼后， 部分残兵败

将逃回上海市区， 汤恩伯遂令刘昌义

收编其不足两个团的兵力， 兼任五十

一军军长。 23 日， 汤又委任刘兼北

兵团司令， 统领五十一军、 二十一军

和一二三军， 在苏州河北抵抗。 谈判

告成后， 刘昌义当即电令全体部队停

止抵抗， 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

其他地方的守敌见大势已去， 也

只得纷纷投降。 至 5 月 27 日 15 时，

解放军二十七军在杨树浦受降最后一

批国民党军二三○师残部。 至此， 上

海全部解放。

上海市解放后， 长江口的崇明岛

仍为国民党军盘踞， 解放军二十五军

七十五和七十四师先后登岛， 歼灭敌

军， 于 6月 2日解放崇明全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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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向上海外围发起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