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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鑫昕

30多年前一个偶然的发现，在中国

共产党党史上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

1989 年，时任重庆市委党史研究

室副主任的胡康明，根据川东地下党

老同志提供的线索，在重庆市档案馆

内找到了一份珍贵的党史材料：《关于

重 庆 组 织 破 坏 经 过 和 狱 中 情 形 的 报

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 告 记 录 了 1949 年 重 庆 解 放 前

夕 ，被 关 押 在渣滓洞、白 公 馆 监 狱 的

300 多名革命志士参与地下斗争、监狱

斗争的艰难历程，反映了大破坏带来的

惨痛教训和烈士们的崇高精神风貌。

胡康明根据报告的第七部分“狱

中意见”，总结提炼了“狱中八条”，内

容包括：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

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

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

注 意 路 线 问 题 ，不 要 从 右 跳 到“ 左 ”；

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

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

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

叛徒特务。

这份报告凝聚了许多革命志士的

反思。新中国宣告成立时，重庆尚未解

放。消息传来，狱中革命者备感振奋，

但也有了不祥的预感。于是，他们秘密

开展讨论，并嘱托能出去的同志将来

向党组织汇报这些意见。

罗广斌被认为是最可能幸存下来

的人，因为他的哥哥罗广文是国民党

军第十六兵团司令，与西南长官公署

第 二 处（即 情 报 处）少 将 处 长 兼 侦 防

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有

交情。

一同关押在渣滓洞监狱的中共重

庆沙磁区学运特支委员张国维叮嘱罗

广斌，“注意收集情况，征求意见，总结

经验，有朝一日向党报告”。

1949 年 1 月 17 日，是江姐丈夫彭

咏梧烈士牺牲一周年纪念日，渣滓洞

监狱的狱友们采取各种形式向江姐表

示慰问。趁着慰问的时机，江姐提出了

一份讨论大纲，她建议总结的内容分

为三个部分：被捕前的总结、被捕时的

案情应付、狱中学习情形。

1949 年 10 月 28 日、11 月 14 日，先

后有 40 位革命志士被杀害。面对战友

的牺牲，已在狱中关押了近 10 年的中

共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部长许晓轩向

狱友们提出倡议：“希望组织上能够切

实深入研究，深入发现问题的根源。”

于是，大家决定在牺牲前把地下

斗争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总结出来，供

党组织参考。至此，一直存在于狱中的

小规模讨论汇集成一种强烈的声音、

一场广泛的讨论。

1949 年 11 月 27 日晚，国民党在渣

滓洞、白公馆实施了大屠杀，罗广斌带

领 10 多位难友脱险。为了履行对牺牲

战友的承诺，罗广斌奋笔疾书，完成了

《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

报告》，并在 12 月 25 日向中共重庆市

委上报。

这 份 报 告 一 直 作 为 档 案 材 料 保

管，直到 1989 年被胡康明发现并提炼

出“狱中八条”而公之于众。人们发现，

革命先烈用献血换来的这份嘱托，放

在当下依然有警示意义。

“川康特委、重庆市委等多个领导

干部都叛变了，进而导致党组织被大

破坏、党员遭大逮捕，说明党内出问题

了，需要进行反思。”重庆红岩联线文

化发展管理中心副研究馆员王浩说，

“狱中八条”体现更多的是教训。

2018 年 3 月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参

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

团审议时，将“狱中八条”一一读了出

来。他说：“‘狱中八条’作为烈士们临

终前给党留下的血泪嘱托，至今仍然

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现实意义体现在哪里？王浩举例

说，尽管叛变的党员干部是极少数，但

恰恰是这极少数人的叛变，让党组织

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所以我们今天才

强调，党的教育要抓关键少数。

如今，歌乐山白公馆的陈列室内，

“狱中八条”作为一个单独设置的主题

展示给前来参观的游客。红岩联线还

专门设立一间教室，用于讲述“狱中八

条”的故事。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份宝贵遗

产。”王浩说。

142天摧毁国民党主要军事力量
三大战役写下战争史奇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春艳

时 至 今 日 ， 人 们 谈 起 那 场 决 定 中 国

命 运 走 向 的 人 民 解 放 战 争 ， 总 是 感 叹 其

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辽 沈 、 淮 海 、 平 津 三 大 战 役 ， 历 时

142 天，共歼灭 154 万余人，国民党赖以

维 持 其 反 动 统 治 的 主 要 军 事 力 量 基 本 上

被 摧 毁 ， 为 中 国 革 命 在 全 国 胜 利 奠 定 了

基础。

平 津 战 役 纪 念 馆 馆 长 王 培 军 说 ， 这

场 大 决 战 无 论 规 模 ， 还 是 战 果 ， 都 是 人

类历史上罕见的战争奇迹。

著 名 军 旅 作 家 王 树 增 曾 撰 文 说 ， 这

场 战 争 的 进 程 与 结 局 ， 远 非 通 常 的 军 事

理 论 可 以 解 释 。 很 多 人 一 直 都 在 探 究 ，

到 底 是 什 么 “ 推 翻 了 正 统 军 事 公 式 的 因

素”？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赢？

共产党政令一致、
思想一致、行动一致

解 放 战 争 打 响 之 前 ， 国 民 党 军 事 力

量 优 势 显 著 ， 人 数 接 近 500 万 ， 装 备 精

良 ， 重 炮 全 是 美 式 榴 弹 炮 ， 连 士 兵 的 鞋

带都和美军一样；共产党军队只有 127 万

人，还有部分是民兵，主力步兵部队的装

备就是步枪，民兵则是举着大刀上战场。

在 王 培 军 看 来 ， 中 国 共 产 党 有 一 个

国 民 党 不 可 比 拟 的 优 势 —— 思 想 和 行 动

高度统一。

辽 沈 战 役 中 ， 解 放 军 进 攻 的 第 一 个

目标是有 15 万国民党军固守的锦州，力

图封住东北大门，将国民党军就地歼灭。

攻打锦州的是东北野战军主力，6 个

步兵纵队和炮兵纵队攻坚作战，另有 3 个

步 兵 纵 队 分 别 在 锦 州 西 面 的 塔 山 和 东 面

的 黑 山 、 大 虎 山 阻 击 国 民 党 军 从 华 北 和

沈阳向锦州的增援。

因 《半 夜 鸡 叫》 闻 名 的 作 家 高 玉

宝 ， 曾 亲 历 了 惨 烈 的 塔 山 之 战 。 他 曾 回

忆 ， 解 放 军 击 退 了 国 民 党 军 “ 东 进 兵

团 ” 数 十 次 猛 烈 进 攻 ， 死 守 阵 地 ， 为 攻

克锦州赢得了时间。

坚 守 塔 山 的 很 多 部 队 连 重 机 枪 都 没

有 带 ， 在 阵 地 上 被 压 得 抬 不 起 头 来 ， 但

士兵们都有一股必胜的劲头。

国 民 党 军 上 将 、 东 北 “ 剿 总 ” 副 总

司令范汉杰始终想不通，为什么 11 个师

的 部 队 ， 还 有 飞 机 大 炮 助 攻 ， 就 是 过 不

了小小的塔山。

王培军说， 政令、思想和行动的一

致 ， 为 战 役 的 胜 利 提 供 了 组 织 基 础 。 解

放 军 在 各 大 战 区 形 成 的 以 本 区 主 要 政

治 、 军 事 首 长 为 核 心 的 集 体 领 导 制 度 ，

以 及 军 区 首 长 定 期 向 中 央 军 委 汇 报 军

事 、 政 策 等 情 况 的 汇 报 制 度 ， 在 保 证 军

事 指 挥 上 下 统 一 的 基 础 上 ， 也 增 强 了 各

军区作战的坚定性和灵活性。

而 国 民 党 内 部 却 始 终 存 在 派 系 斗

争 ， 心 思 不 齐 ， 彼 此 意 见 不 和 ， 各 有 私

心，根本无法有效配合。国民党第 9 兵团

惧 怕 半 路 被 解 放 军 设 伏 全 歼 ， 一 路 上 走

走 停 停 。 东 进 兵 团 虽 有 蒋 介 石 的 亲 自 督

战 ， 行 动 比 较 积 极 ， 但 在 塔 山 遭 到 东 北

野战军顽强阻击，迟迟不能靠近仅有 30
里路程的锦州。

解放军为人民而战，信念坚定

被 蒋 介 石 认 为 “ 有 史 以 来 前 所 未 有

的 奇 耻 大 辱 ” 的 ， 是 那 些 毕 业 于 黄 埔 军

校 、 曾 在 抗 战 中 立 下 战 功 的 高 级 将 领 ，

在 解 放 战 争 中 ， 竟 被 我 军 普 通 小 战 士 ，

甚 至 是 民 兵 生 俘 ， 其 中 不 乏 杜 聿 明 、 黄

维等名将。

辽沈战役俘虏国民党正规军 30 多万

人 ， 由 于 没 有 足 够 的 时 间 进 行 甄 别 ， 解

放 军 干 脆 在 旷 野 中 用 树 干 搭 起 一 座 门 ，

名为“解放门”。愿意跟着共产党部队参

军的，从门里走过，就算被“解放”了；

不愿意的从门边走，给两块大洋回家。

最 后 ， 有 2/3 的 国 民 党 士 兵 踏 进 了

“ 解放门 ”。解放战争打到中后期，许多

国 民 党 的 将 士 都 开 始 疑 惑 ， 自 己 究 竟 为

什 么 而 战 ， 被 俘 虏 后 ， 主 动 入 编 成 为

“解放战士”。

而 人 民 解 放 军 则 是 一 支 有 着 坚 定 信

仰 的 队 伍 ， 他 们 为 人 民 而 战 ， 为 了 新 中

国而战，坚信自己做的是正义的事业。

解 放 军 用 顽 强 意 志 ， 死 死 “ 啃 ” 下

一 个 个 听 上 去 不 可 能 完 成 的 任 务 。 辽 沈

战 役 后 ， 为 了 “ 神 速 入 关 ” 抢 占 主 动 ，

东 北 野 战 军 来 不 及 休 整 ， 就 “ 不 惜 疲

劳 、 不 怕 减 员 、 不 怕 挨 冻 受 饥 ” 夜 行 晓

宿 。 一 些 东 北 籍 的 军 人 临 走 前 ， 在 刚 解

放 的 家 乡 的 土 地 上 磕 了 几 个 头 ， 头 也 不

回地奔赴平津战场。

平 津 战 役 纪 念 馆 里 有 一 张 《西 八 里

阻击战》 的油画，那是华北第 2 兵团抱定

“坚决包死敌人”的决心，顽强阻击国民

党王牌 35 军的情景。该部第 12 旅以少数

兵 力 ， 在 冰 雪 冻 石 之 上 构 筑 了 大 纵 深 的

三 道 防 御 阵 地 ， 打 退 敌 人 多 次 进 攻 ， 持

续激战 30 小时，迫使国民党 35 军 1 天仅

仅前进了 16 公里。这为华北兵团主力赶

到 赢 取 了 宝 贵 时 间 ， 为 之 后 全 歼 国 民 党

35 军立下首功。

在天津战役中，东北野战军更是以摧

枯拉朽之势，只用 29 个小时，就攻陷了被

“ 大 堡 垒 化 ”的 天 津 城 ，全 歼 国 民 党 守 军

13 万人，活捉天津警备区司令陈长捷等。

王 培 军 说 ， 正 是 这 些 英 勇 顽 强 的 革

命 战 士 拼 得 的 一 场 场 胜 利 ， 换 来 了 整 个

战略决战的最终胜利。

毛 泽 东 在 平 津 战 役 结 束 后 阐 述 北 平

和平解放的原因时指出，“ 这个事实的发

生，是人民解放军十分强大，所向无敌，国

民党军队中的广大官兵战意消沉，不愿再

作毫无出路的抵抗，北平广大人民群众坚

决拥护真正民主和和平的结果。”

民心所向成为“军事公式
里巨大的未知数”

抗 战 胜 利 后 ， 国 民 党 军 政 大 员 打 着

“接收”的旗号发起了国难财，他们把土

地 、 企 业 、 矿 山 都 拿 来 中 饱 私 囊 。 一 些

国 民 党 高 级 将 领 一 边 指 挥 作 战 ， 一 边 做

生意，物价飞涨，老百姓民不聊生。

而 共 产 党 一 直 在 开 展 土 地 改 革 ， 部

队 纪 律 严 明 ， 让 普 通 百 姓 、 穷 苦 农 民 都

信任共产党，愿意跟党走。

在 东 北 ， 吉 林 市 4000 名 女 工 ， 连 续

奋战 40 天，制成 8 万套军大衣，送往平津

线 。 在 华 北 ， 仅 冀 中 就 出 动 30 万 民 工 ，

半 个 月 内 修 路 3000 多 公 里 ， 架 桥 64 座 。

在攻占天津战役中，4 万余人民群众愣是

用 木 榔 头 、 凌 枪 等 工 具 ， 砸 开 了 安 新 县

至杨柳青间 130 余公里的大清河，破冰运

输，支援攻城部队。

解放区曾流行这样一个民谣，“最后

一 碗 米 ， 用 来 做 军 粮 ； 最 后 一 尺 布 ， 用

来 缝 军 装 ； 最 后 的 老 棉 被 ， 盖 在 担 架

上；最后的亲骨肉，送到战场上。”

在 平 津 战 役 中 ， 解 放 军 参 战 部 队 有

几百万人，而支前民工竟有 158 万人。王

培 军 说 ， 事 实 也 证 明 了 ， 凡 事 只 有 紧 紧

依 靠 人 民 ， 代 表 人 民 的 利 益 ， 才 会 取 得

最终的胜利。

天 津 党 史 专 家 王凯捷从小听邻居讲

解 放 天 津 的 故 事 。 当 时 解 放 军 入 城 后 的

表 现 ， 让 老 百 姓 十 分 赞 叹 ， 战 士 们 都 在

大 街 上 整 齐 地 休 整 ， 绝 对 不 进 老 百 姓

家 。 有 老 百 姓 给 战 士 送 粥 ， 战 士 们 不

接 ， 因 为 “ 解 放 军 有 铁 的 纪 律 ， 不 允 许

拿老百姓一粒粮食”。

一 名 老 战士曾向王凯捷回忆，当年

他 们 在 天 津 城 里 搜 索 敌 人 残 部 时 发 现 ，

一 个 小 杂 货 铺 的 柜 台 上 放 着 一 只 漂 亮 的

手 表 。 为 了 保 护 老 百 姓 的 财 物 ， 战 士 们

将 手 表 挂 在 杂 货 铺 门 外 的 小 树 杈 上 ， 留

下 一 名 小 战 士 看 管 ， 直 到 杂 货 铺 主 人 回

来后物归原主。

“民心所向，是共产党能胜利的一个

根本原因。”王培军说。而这也被外国记

者 认 为 是 “ 大 大 抵 消 了 ” 国 民 党 军 在 战

争 初 期 的 装 备 优 势 ， 甚 至 “ 推 翻 了 正 统

军事公式的因素”，成为“军事公式里巨

大的未知数”。

油画《西八里阻击战》 平津战役纪念馆供图

扫一扫 看视频

先辈用生命换来的嘱托

“狱中八条”警示当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春艳

解放天津战役创造了被毛泽东称为解

决 国 民 党 残 余 军 事 集 团 三 种 方 式 之 一 的

“天津方式”，即以军事手段坚决、彻底、

干净地歼灭一切敢于顽抗的敌军。

当 时 ， 天 津 是 华 北 最 大 的 工 商 业 城

市，人口 200 余万，国民党守军 13 万，并

修筑了极其坚固的城防外围防线。国民党

华北“剿总”傅作义认为，解放军打下天

津最少也需 3 个月。

在天津战役中，解放军灵活运用了东

西对进的作战方针，使用步兵、炮兵、装

甲兵、工兵等多兵种进行大规模攻坚战。

这样不仅“能打乱敌人的整个防御体系，

又能自由地将兵力向两翼扩展”，仅用 29
个小时，全歼守军，创造了在最短时间内

攻克敌重兵设防大城市的先例，成为人民

解放军城市战经典之作。

对北平和平解放的原因，毛泽东曾深

刻指出：“天津打败了，29 个小时内十几

万人解除武装，陈长捷、林伟俦、杜建时

等匪首一齐被俘，北平孤立了，毫无希望

了，决心走第二条路，和平解决北平问题

的可能性从此产生。”

为了和平解放北平，中共中央一方面

调集兵力，紧缩对北平的包围；另一方面

与国民党华北“剿总”傅作义谈判。

傅作义的长女傅冬菊是当时天津大公

报记者，她在 1947 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为了促和谈，傅冬菊以照顾父亲生活

的 名 义 留 在 其 身 边 。 她 一 再 劝 父 亲 要 谈

判，并经常把共产党内部的报纸刊物悄悄

放在父亲桌上，潜移默化影响他。最终，

经过三次谈判，傅作义接受了和谈条件。

1949 年 1 月 3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浩

浩荡荡开进北平，北平和平解放。8 个月

后，新中国成立。

“天津方式”推动北平和平解放

2019 年 10 月 19 日，江苏徐州，淮海战役纪念

馆，几个在此参观的大学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孔斯琪/摄

人民解放军摩托化步兵进入北京。

平津战役纪念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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