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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随 笔

步步为营
——三步战役包围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东北野战军主力于
1948年11月下旬隐蔽入关，出其不意地将傅作
义集团分割包围，断其退路，并根据形势变化，
分三步完成战役包围部署，为在有利时机发起
天津攻坚作战，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一步于1948年12月30日至1949年1月
初完成，形成了各部距敌城防20至30余里的包
围圈。第二步于1月3日至13日完成，东野各
部扫清外围据点，向前推进10至20里，各部均
进入攻击准备位置，并形成距敌阵地前沿5至
10余里包围圈。根据中央军委解决平津问题
总体部署，攻津各部队于13日夜至14日凌晨，
隐蔽进入阵地前沿机动位置，完成第三步距敌
1至2里包围圈任务。

这三步战役包围，准确地把握了进入敌前
时机。即：进入预定地区过早，将暴露我军整体
作战意图，也将对和平解放平津的各项进程产
生负面作用；过迟则导致仓促部署，达不到预期
效果，并有可能遭敌反制。而在1月3日前，完成
第一步战役包围，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军仍在
给平津守敌以充分的考虑时间；1月13日前攻津
部队完成第二步战役包围，从军事意义上讲，已
经向傅作义、陈长捷等表明：我军已兵临城下，如
不接受和平改编建议，我军随时可发动攻击；第
三步战役包围，则为全线总攻做好了充分准备。

和平愿景
——“天津谈判”始末

“天津方式”不单为武力解决，其中蕴含着
为和平解决的极大可能作出的努力。为使这座
有着200多万人口的城市免遭战火，党中央和
中央军委希望和平解放天津。

1949年1月5日，平津前线司令部公开发
表《告华北国民党将领书》，指出，在放下武器的
前提下，对“全体将领官兵眷属的生命财产，一
律加以保护”。6日，专门致函天津国民党守将
陈长捷、刘云瀚、林伟俦等人，“希望你在我之总
攻击未发动前，迅速派代表出来与我们商谈”。
陈长捷等接到信后即刻约来杜建时紧急磋商，
但由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与会人员都只说愿
意谈判，但是谁也不敢带头说“可以放下武
器”。陈长捷向傅作义作了汇报，得到的回答是
“坚定守住，就有办法”。因此，和平谈判迟迟未
能进行。

在各界人士迫切想要和平的强烈呼吁下，
在我党统战工作的推动下，市参议会议长杨亦
周毅然决定以市参议会的名义与解放军谈判。
1949年1月10日，刘亚楼司令员亲自与参议会
代表在天津前线指挥部所在地进行了和谈。刘
亚楼在谈判中耐心地讲解了我党的政策，并具
体提出了和平解决天津问题的四个条件：一是
天津为华北主要工业城市，人民解放军甚望和
平解决，避免遭受战争破坏；二是一切国民党军
队应自动放下武器，并保障不破坏公私财产武
器弹药及公文案卷，人民解放军保证这些军队
官员生命财产的安全及去留自便；三是人民解
放军停战24小时，等候天津守军的答复；四是
如果天津守军的首领们不愿自动放下武器，则
人民解放军将发动进攻，天津守军的首领们应
当担负天津遭受战争破坏的责任而受到严厉的
惩罚，不能按照小城市或乡村中战斗被俘的军
官同等对待。四名代表要求将时间推迟至1月

12日以后，刘亚楼当即答复可推迟至11日下午
6时开始放下武器。

11日中午，杨亦周分别向杜建时和陈长
捷报告呼吁和平的结果，并探询意见。陈长捷
认为四点意见过于苛刻，没有作明确答复。但
他对杨亦周等人说：“我指挥的军队可按指示
办理，但是中央直系军队我指挥不了，要求解
放军从天津至塘沽开辟一条狭道，让中央直系
军队离开天津去塘沽，我在天津办理降服手
续。”同时要求只放下重武器，让第62军、第86
军携带轻武器经塘沽撤往江南。从陈长捷的
要求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天津守军派系矛盾纷
争严重，作为名义上的军事指挥官陈长捷无法
统一指挥全部守军，为国民党军溃败埋下伏
笔。二是国民党军随时准备南撤。蒋介石曾
对天津市市长杜建时说：“必须长期保住天津
海口，以待国际变化。”言外之意，确保塘沽出
海口安全，以待情况不利时迅速南撤自己的嫡
系和傅系部队，是蒋首先考虑的重要问题。所
以，在被围困时，陈长捷首先想到的也是确保
蒋嫡系部队南撤。

11日下午5时，四位代表与刘亚楼开始第
二轮谈判。当他们把陈长捷的意思转述后，刘
亚楼立即严词拒绝：如第62军、第86军不愿意
放下武器，则陈长捷可将所属阵地让给我们，威
胁该两军缴械。并指出只有按照四项条件进行
谈判，才能获得和平解决。同时，要求陈长捷必
须在13日12时前答复，否则，我军将立即发起
攻击。陈长捷始终认为平津一体，要由傅作义
统一解决，深信“坚守就有办法”。所以，没有按
照原定答复期限予以响应，从而最终关闭了和
平解放天津的大门。

天津谈判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仍然取得了一
定的积极效果。一是激发了国民党守军的厌战
情绪，加速了天津战役的进程。二是促使天津各
种政治力量开始迅速分化组合，统一战线迅速扩
大。三是加速了北平和平谈判的进程。平津战
役中，傅作义以天津作为讨价还价的资本，直到天
津战役爆发，他才认识到和平是解决北平最优出
路，从而迅速签订《北平和平解决协议》。

知己知彼
——智取城防图

为了迎接天津解放，天津党组织充分调动
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共产党员，出色地完成了
获取国民党守军城防工事及有关军事情报任
务，加速了天津战役的胜利进程。

天津国民党守军自1947年4月起，历时一
年多，在市郊修筑了南北长12.5公里、东西宽5
公里的一道峰腰形防御工事。环城四周筑有大
小碉堡1000多个，埋设地雷数以万计。这个时
期，隐蔽在市工务局第一区第八段的工程员麦
璇琨，接受其上级领导王文源关于绘制出一份
全市城防工程图的指示，利用自己负责监督工
程的便利条件，巧妙地搜集了各个工段的施工
图纸，并对每一个碉堡进行一个点一个点地放
线测量。在他随后绘制的城防图上，不仅有完
备的城防线，还有碉堡的坐标和准确的位置，还
以不同符号标明碉堡的大、中、小等不同类型。
图上附有土墙的横断面图，标明护城河的上口、
下底、深度、两帮坡度及堤埝的高度、顶宽、内外
坡度以及人行道、交通壕等详细尺寸。这份图
纸，城防、街道、桥梁等设施一应俱全，绘制得清
清楚楚，军事价值极高。图纸完成后，麦璇琨直
接送交了天津地下党市政工委负责人王文源。

随后，王文源找到经营大众照相馆的地下
党员康俊山。为缩印好这张珍贵的城防图，康
俊山决定将图纸分片拍成8张8寸的照片，到解
放区后，再将8张照片拼在一起，便能清楚地看
出图纸的原貌。照片做成后，为便于伪装，康俊
山急中生智，将八张漂过的城防图照片，分别裱
装在两张老人照片的背后。然后再装上镜框。
之后，由地下党员赵岩于1948年8月送到了华
北局城工部所在地——泊镇。这一任务的圆满
完成，为解放天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军事情报，
受到华北局城工委负责人杨英的高度赞扬。

1949年元旦，正当人民解放军团团围困天

津城时，国民党守军突然把市内的兵力部署作
了调换。华北局城工委书记刘仁要求地下党立
即摸清情况。隐蔽在大公报社的地下工作者李
光诒接受了这一任务。他通过在国民党守军后
勤部工作的李贻亮弄清了敌军调整后的兵力部
署和火力配备情况，并及时向城工委作了报
告。该情报对天津战役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
用。为此，刘仁特发电报予以表扬，并代表解放
军向地下党致谢。隐蔽在陈长捷身边的警卫连
长王亚川也按照要求，提供了天津警备旅的布
防、天津守备和武力配备、防区范围和重要人员
名单等。

智取城防图的成功，有利于中央军委和平
津前线指挥部更清晰地了解敌方军事部署情
况，制定有针对性的战斗方案；有利于在战场上
避其锋芒攻其软肋，极大地减少人员伤亡，保存
有生力量。天津战役中，天津党组织执行度高、
战斗力强，为天津攻坚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
献，为天津解放锻炼储备了进步力量。刘亚楼
曾动情地说：“天津是解放军和地下党共同打下
来的。”

战斗打响
——激战29小时

天津谈判失败后，中央军委决定以战斗的方
式解决拒绝放下武器的敌人。根据国民党守备
北部兵力强、南部工事强、中部皆平常的特点和天
津市区地形情况，天津战役前线指挥部确定了“东
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的作
战方针。为实现这一作战方针，还决定以部分兵
力由南向北助攻和以小部兵力由北向南佯攻。

1月14日上午10时，天津前线指挥部总指
挥刘亚楼发布总攻命令。首先，由炮兵集中火
力向敌城防工事进行破坏性射击，摧毁国民党
守军的前沿工事，打开城防缺口。然后，炮兵实
施压制性射击，掩护突击部队向前推进。突击
部队冲进突破口后，炮兵实施延伸射击，掩护部

队向纵深发展。
在津西方向，第1、2纵队从和平门南北方向

突破，然后由西向东攻击。在津东方向，民权门、
民族门、中正门等地区是第7、8纵队主要突破地
段。在津南助攻方向，第9纵队并指挥第12纵队
34师，自尖山一带向守敌发起攻击。在津北方
向，4个师实施佯攻。我军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均与守城敌军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在一次次攻
占与反扑中巩固了突破口。以一阈窥全局，在
突破和平门的战斗中，总攻命令下达后，我军
200多门火炮向敌阵地猛烈轰击。顷刻间，摧毁
敌工事大部，并在突破正面打开了几十米宽的
缺口，破坏了敌据守的第三监狱、自来水厂等明
显目标。此时，从青岛飞来的两架敌机企图阻
止我军攻势，随即被我军高射炮击落。随后，第
2师第4团首先发起冲击，该团3连3排在2排掩
护下与1排冲进突破口。11时15分，旗手王玉
龙冒着弹雨将红旗插上了和平门城头。这时，
敌人疯狂向我军反扑，3连与随后赶到的8连与
敌激战，并展开白刃格斗。在连续打退敌人9
次反扑后，1、2、8连攻入突破口，占领自来水
厂。与此同时，第2师第6团9连也在另一突破
口方向打开了前进通道。该连3排与1排连续
爆破，彻底摧毁了敌前沿工事。第1排排长在
肩部受伤的情况下，仍坚持指挥战斗，机枪班长
带4挺机枪边冲边打，全排乘机冲上城墙，班长
李景祥将红旗插上城头。随后，他们又打退了
敌人的多次反扑，巩固了突破口，保障了后续部
队向纵深进攻。

历时16小时，攻城部队从东、西、南3个方
向共打开了10个突破口。各部队备受鼓舞，迅
速按预定作战计划投入纵深战斗，东西对进的
部队迅速向金汤桥方向攻击前进，将天津守敌
拦腰斩断。国民党守军在金汤桥附近设有碉堡
工事，夺取金汤桥的战斗非常激烈。14日夜间
11时，我军攻占金汤桥，随后，国民党守军又夺
回金汤桥头。15日凌晨5时半，金汤桥被解放
军夺回，打通了东西走廊。

金汤桥胜利会师后，解放军各路大军迅速
包围海河两岸国民党守军。特别是解放军攻克
敌人最坚固的支撑点海光寺，构成了对国民党
守军核心区的合围。第38军第112师经几次冲
锋和使用炸药炸开大门，打进警备司令部大院
内。在攻打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的战斗中，
战士们在中共党员、隐蔽在陈长捷身边的警卫
连长王亚川的指引下，冲进敌司令部院内地下
室，活捉陈长捷等人。15日中午，解放军攻占
了国民党天津市政府。下午3时许，东、南、西
三路夺城部队在耀华学校会师。布防在北面的
国民党守军，当发现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在东、西
两面后，自觉已陷入绝境，纷纷投降。至此，历
经29小时的天津战役胜利结束，天津历史掀开
了光辉灿烂的新篇章。
天津攻坚战是平津战役中规模最大的城市

攻坚战，全歼守敌13.1万人，创造了被毛泽东总
结的解决残余国民党军事集团的三种方式之
一、同时又位列第一的“天津方式”，为此后解放
大城市提供了蓝本。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天津战役的胜利，
是党中央正确领导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军事
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人民解放军英勇奋战的伟
大胜利，也是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群众团
结奋斗的伟大胜利。昨日之天津，历经战火考
验，方向愈加明确。今日之天津，在党中央的坚
强领导下，全体海河儿女斗志昂扬，继承光荣传
统，弘扬革命精神，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
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行，奋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天津市委党

史研究室）地方党史研究处三级主任科员、天津

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唐代新登（今浙江桐庐）人罗隐天资

聪颖，才学出众，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才

子，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诗句“今朝有酒

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便出自他的笔

下。可是这个闻名天下的江东才子却

“十举不第”，参加了十次科举考试都没

考上，多少让人大跌眼镜。屡试落选的

原因，有人说因为他长得丑，据说宰相郑

畋的女儿曾经是罗隐的“粉丝”，特别喜

欢读他的诗，有一天罗隐去她家拜访，她

偷偷看了罗隐一眼，从此便再没兴趣读

他的诗了。这或许是个原因，但真正的

原因还在于罗隐的脾气。

虽然长得丑，但罗隐相当高调，恃才

傲物，拿得罪人根本不当回事。有一天，

罗隐乘船与宰相韦贻范的官船相遇，驾

船的兵卒喝令其让道回避，罗隐昂然站

立船头，不屑地说：“什么了不得的朝官，

摆什么威风，我用脚趾缝夹笔，也胜过他

们一群！”韦贻范听了，又羞又恨。这样

的人能让他中举，那才是怪事。

唐朝末年，藩镇的节度使权力很大，

为了壮大自身实力，他们纷纷招揽人

才。眼见京城待不下去了，罗隐决定到

藩镇碰碰运气。他先后去了湖南、淮南、

润州等地，结果都碰了一鼻子灰，于是他

又奔赴河北，因为邺王罗绍威是他的本

家。入境前，罗隐先写信给罗绍威攀叙家

世，谁想按行辈排下来，罗绍威倒成了他

的晚辈，罗隐也没客气，开口便以“侄儿”

相称。

罗绍威幕府的将吏见信后都怒不可

遏，说：“罗隐一介布衣，竟然敢以子侄对

待大王，简直太无礼了！”罗绍威倒很有

涵养，劝解说：“罗隐名震天下，王公大人

往往被他鄙视轻慢，现在他肯屈尊前来，

我能做他的侄子，应是一件荣幸的事

情。”于是安排了隆重的仪仗，亲自到郊

外迎接，执礼十分恭敬。

对此，罗隐欣然接受，丝毫没有谦

让。只是罗绍威并没有留下这尊大神的

意思，过了不久，便“赠钱百万”，又写了

封推荐信，把这位季父礼送出境，让他投

奔镇海军（统辖今江浙地区）节度使钱镠

去了。

罗隐来到杭州，并没有拿罗绍威的

推荐信当敲门砖，而是献上自己的一卷

诗文，并特意把一首《夏口》诗标在卷末，

诗中写道：“一个祢衡容不得，思量黄祖

谩英雄。”借汉末三国时荆州黄祖不用名

士祢衡反而加以杀害的故事，表示自己

的疑虑。钱镠见了大笑起来，提笔写信

给他说：“仲宣远托刘荆州，盖因乱世；夫

子乐为鲁司寇，只为故乡。”罗隐见后，高

兴地说：“他以王粲、孔子的典故相比，这

是告诉我不可离去啊！”于是登门拜见。

罗隐果然得到钱镠的任用，上报朝廷的

表奏都由他来操刀。

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罗隐依然没

改自己的脾气，时不时地拿起笔，讽谏一

番。当时钱镠治下的吴越赋税很多，西

湖上的渔户要日纳鱼数斤，名为“使宅

鱼”，渔民不胜其苦。罗隐得知此事后，

便写了一首诗：“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

钓国更谁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须

供使宅鱼。”钱镠读到后，立刻下令免除

了这项赋税。

天祐四年（907），宣武军节度使朱温

废掉了唐哀帝，自己登上了皇位，国号

“大梁”。朱温为了笼络人心，封钱镠为

吴越王，并且召罗隐任右谏议大夫。钱

镠思量军事实力，想上表称臣，罗隐却愤

然说：“朱温篡唐不得人心，王是唐朝之

臣，当兴兵讨逆义不容辞，复兴唐室，名

正言顺，何愁不胜！纵使不能成功，也能

保住江东吴越十四州天下。怎么能向他

称臣，做羞辱之人呢？”

钱镠闻言，幡然醒悟，他说：“罗隐在

唐朝屡举不第，心中却丝毫不怨恨唐朝，

今反劝我起兵兴复唐室，可见他并不计

较个人得失，而是以道义为重，真是忠心

贯日的义士啊！”自此，钱镠十分钦佩罗

隐的人品，凡事都会认真倾听他的建议，

对他殊加礼遇，官至谏议大夫。

罗隐在一首诗中表达了他的处世之

道：“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

须知海岳归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道德

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

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有些玩世不恭

的罗隐，得到了后人的高度评价，称他

“高节奇气，有可以撼山岳而砥江河

者”。不错,“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一个人生于世上，可以变的是遭遇挫折

时的随遇而安，不能变的却是生逢危难

时的原则与气节。这，或许正是罗隐至

今为我们所深深敬仰的地方。

“大驾”这个敬称直到今天还在
使用，不过已经变成了日常生活中
通用的客套话，比如说大驾光临、劳
您的大驾，此外还有尊驾、劝驾、挡
驾等用法。“大驾”和“尊驾”都是敬
辞，“劝驾”和“挡驾”则是由敬辞引
申而来的委婉语，“劝驾”是委婉地
劝人担任某项职务或者做某件事
情，“挡驾”则是谢绝来客的婉辞。

总而言之，这些敬辞或婉辞都
跟“驾”有关，驾者，车驾也。鲜为人
知的是，“大驾”的称谓在古代可不
是随便能用的，而是专用于皇帝，是
皇帝的代称，除了皇帝之外，任何人
都不准使用。

东汉学者蔡邕在《独断》一书中
写道：“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
有大驾，有小驾，有法驾。”天子的仪
仗队称之为“卤簿”。这是一个很费
解的名词，应劭在《汉官仪》中解释
说：“兵卫以甲盾居外为前导，皆著
之簿，故曰卤簿。”也就是说，“卤”通
“橹”，是一种大盾牌，兵卫持着这种
盾牌，在天子的外围进行防御；“簿”
是簿籍，登记所用的册子。兵卫甲
盾有先后次第，都一一登记在簿籍
之中，天子出行的时候，按照先后次
序作为前导，故称“卤簿”。

天子出行时扈从的仪仗队共分
三种，分别是大驾、法驾、小驾。
“大驾则公卿奉引，大将军参

乘，太仆御，属车八十一乘，备千乘

万骑。”古人乘车，尊者在左，驾车的
御者居中，还要有一人在右边陪坐，
称为“参乘”或“车右”。陪坐的这个
人必须是勇士，以备有突发事件，负
责保卫天子的安全。
“大驾”的规模最大：公卿驾车

在前充当导引车，太仆为皇帝御马，
大将军在右边陪坐，跟随的车辆共
有八十一辆。在以天子为核心的这
个队列之外，尚备有千乘万骑，排场
可谓盛大。
“法驾，公卿不在卤簿中，唯河

南尹、执金吾、洛阳令奉引，侍中参
乘，奉车郎御，属车三十六乘。”“法
驾”的规模次之，公卿不在其中，河
南尹、担任警卫的执金吾、洛阳令驾
车在前充当导引车，侍从皇帝的侍
中在右边陪坐，奉车郎为皇帝御马，
跟随的车辆共有三十六辆。
“法驾，上所乘曰金根车，驾六

马，有五色安车、五色立车各一，皆驾
四马，是为五时副车。”“根车”是用自
然圆曲而非人力加工的树木做车轮
的车子，古人认为如果帝王有盛德，
山中就会出根车，泉眼中就会出黑色
丹砂，乃祥瑞之兆。“金根车”当然就
是用黄金装饰的根车，只能供皇帝本
人乘坐。古人乘车皆为立乘，即站着
乘车，这叫“立车”；只有年老的高级
官员或者贵妇人才可以坐乘，坐乘的
车就叫“安车”，安坐的意思。
“法驾”的排场也很大，除了皇

帝乘坐的金根车之外，还有五色安
车、五色立车各一。“各一”可不是各
有一辆，而是有青、赤、黄、白、黑五
色的安车，和青、赤、黄、白、黑五色
的立车，合起来就是十辆随从的副
车，这就叫“五时副车”。
“小驾”的规模最小：“小驾，祠

宗庙用之。每出，太仆奉驾上卤簿
于尚书，侍中、中常侍、侍御史主者，
郎令史皆执注以督整诸军车骑。”
“小驾”乃皇帝到宗庙祭祀或者逢凶
事举行哀悼仪式时所用。出行的时
候，太仆要将卤簿呈递给尚书，“注”
即仪注，同卤簿一样，也是登记的册
子，侍中、中常侍、侍御史担任主管，
郎令史辅助，皆手执仪注以督率整
顿诸军车骑。唐代时的规模更小，
皇帝仅仅是乘坐四望车（四面有窗
可以观望的车），侍卫清道而已；宋
真宗时期，改“小驾”之名为“鸾驾”。

因为“大驾”的规模最大，最为隆
重，因此皇帝就被尊称为“大驾”，相
应的，陪同皇帝出行的官员被称作
“护驾”。皇帝到某处或者某地视察，
称作“驾临”“驾到”。发生战争，需要
皇帝亲自上前线督战，这叫作“大驾
亲征”，后来也叫作“御驾亲征”。

同样，皇帝死了叫作“驾崩”。
“崩”的本义是山倒塌，古人把天子
和皇帝的死看得很重，就像山倒塌
下来一样，因此从周代开始帝王之
死称“崩”，也称“驾崩”。“崩”或“驾
崩”只能专用于天子或皇帝。

时穷节乃见 一一垂丹青
清风慕竹

“大驾”原来只用于皇帝
许晖

1 948年9月起，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
决战阶段。1 1 月，辽沈战役取得伟大胜利，
华北傅作义集团自认能够自保，决定暂守平
津，确保塘沽，以待时局变化。天津既是国
民党平津防线的重要支撑点，也是华北工商
业大城市，对华北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鉴
于此，中央军委指示东北野战军发起了平津
战役中规模最大的城市攻坚战——天津战
役，并由此诞生了“天津方式”。

解放战争时期
战略决战的城市攻坚地

崔玉田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天津人民欢迎解放军入城。

天津党史 名片红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