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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市朝阳区常营回族乡东高

路东侧“万亩大造林”里，坐落着“北平

和平解放五里桥谈判纪念碑”。70 多年

前，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主要领导与

国民党傅作义部代表，正是在纪念碑附

近的五里桥村张家大院里，就北平和平

解放问题进行了重要谈判。从 1948 年

底至 1949 年初，北平和平解放谈判先

后进行了三次，最后一次就是五里桥谈

判。经过两天富有成效的谈判，傅作义

决定顺应历史潮流放下武器，接受人民

解放军的改编。从此，解放军彻底叩开

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大门。

1948 年 11 月，辽沈战役已取得了

决定性胜利，淮海战役正打得如火如

荼。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全面分析全

国战场形势和敌我实力对比后，决定立

即发起平津战役，力求通过“军事攻势

与政治攻势并举”的方针来解决国民党

军傅作义部，最终实现整个华北的解

放。总体策略上，我军边打边谈，在施

加军事压力的同时，逐步开展对傅作义

部的政治谈判，力争通过和平方式解放

北平和天津。12 月中旬，徘徊不前的傅

作义派代表与我军进行了试探性接触，

因其提出了较为苛刻的条件，未展现出

和平的诚意，第一次谈判未取得实质性

进展。

12 月 底 ，人 民 解 放 军 接 连 攻 克 新

保安、张家口等重要城镇，解放平津乃

至整个华北只是时间问题。在战局对

解放军极为有利的情况下，1949 年 1 月

8 日、9 日，解放军代表分两次与傅作义

部 代 表 在 天 津 蓟 县 进 行 了 第 二 次 谈

判 。 解 放 军 要 求 和 平 接 管 北 平 和 天

津，并接收傅作义部的军队，并要求傅

作义 14 日前给予答复。此后，傅作义

迟迟未予回应，人民解放军遂于 1 月 14

日上午 10 时发起对天津的总攻，经过

29 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天津国民党守

军 13 万人。

天津解放后，北平成了一座孤城，

完全处在解放军严密包围中，傅作义已

经没有了讨价还价的筹码。于是，他派

出和谈代表来到位于北平东部的五里

桥村，与解放军代表进行第三次谈判，

地点就选在村里的张家大院。张家大

院由几个四合院组成，每个院子都有走

廊、石头台阶，房子是双层方挑檐，青砖

灰瓦。之所以选择这里，一是这里的条

件和规格在当时来说都比较好，能够展

现出和谈的诚意；二是出于保密考虑，

这里比较隐蔽，不容易被外界发现；三

是张家大院距离北平城和位于通县的

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都较近，便于双方

人员往来。

早在谈判开始前，北平城内的地下

党组织就通过多种渠道，秘密接触傅作

义部人员，积极做工作，及时掌握傅部

的动态。1 月 15 日，谈判正式开始，参

加谈判的解放军领导有罗荣桓、聂荣臻

等，傅作义方代表有邓宝珊和周北峰

等。双方就北平国民党军队开出城外

指定地点进行改编方案、华北“剿总”和

部队团以上军官的安排原则、北平国民

党军政机构的接收办法等问题初步达

成协议。1 月 19 日，双方代表根据在五

里桥签订的协议，逐条具体化，并将协

议 正 文 增 补 为 18 条 ，附 件 4 条 ，共 22

条，报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修改

后，作为正式协议。21 日，解放军平津

前线司令部代表苏静和傅作义部代表

王克俊、崔载之分别在《关于和平解决

北平问题的协议》上签字。22 日，傅作

义在协议上签字，并发表广播讲话，正

式对外公布了北平和平解放实施协议

的条文。1 月 31 日，解放军入城接管防

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五里桥谈判达成基本协议，实现北

平和平解放，展现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

委将政治攻势和军事斗争巧妙结合的

战争艺术和战略智慧，既收编了具有相

当实力的傅作义部，又保护了 200 万北

平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大量的文化古迹,

使北平这座历史古城免遭战火，为新中

国首都的建立和建设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张家大院的一部分

分给了农民，一部分用作五里桥小学校

舍，还有一部分被生产队征用为办公室

和库房。后来大院拆除，1977 年在原址

上兴建起服装厂。2010 年，原址周边被

划定为北京地铁 6 号线车辆段用地，所

有建筑均被拆除。随后，在原址东侧修

建了“北平和平解放五里桥谈判纪念

碑”，用来纪念那段峥嵘岁月。

五里桥谈判：

叩开北平和平解放的大门
■郑大壮

淮海战役是 1948 年 11 月至 1949 年

1 月间，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野战军 60

余万人，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今

连云港）、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枣庄市

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与国民党

军 80 余万人展开的战略决战，历时 65

天，共歼国民党军 55.5 万人。淮海战役

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的防御计

划，使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获得解

放，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

统治，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

淮海战役前夕，中共中央、中央军

委对人民支前和后勤工作极为重视，一

再强调“对于人民，必须实行耕战互助

的方针”。淮海战役期间，各级党政机

关 积 极 开 展“ 耕 战 互 助 ”运 动 ，实 行 人

力 、物 力 合 理 负 担 ，工 具 、牲 畜 合 理 顶

工，支前工、生产工合理顶替，照顾好民

工家属生产，禁止无价派差，实行发价

包运，累计动员民工 543 万人，向前线运

送弹药 1295 万斤、粮食 9.6 亿斤，真正做

到了要人有人，要粮有粮，要物有物，部

队打到哪里，人民就支援到哪里，实现

了支前、生产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

为争取战役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劳务减征，出工与生产互不影响。

淮海战役期间，劳务出工是人民支前的

重要形式。各级党政机关坚持出工与生

产并重，区分不同情形，采取出工与生产

劳务相抵、特别工种人员劳务减免等方

法，既保证充足的力量支援前线，又保证

足够的劳力不误生产。淮海战役总前委

教育部队特别是后勤部门不要对支前工

作要求过高，尽力帮助支前群众解决好

家庭生产生活困难，并以实际行动节省

物资，珍惜民力。规定“凡服务军工机

关、公营工厂之人，或生活来源全靠做工

者，其本人不担任常备民工。小学老师

不担任常备民工”，确保后方军工生产、

工厂运行和学校教育不受影响。实行

“前后方工的等价相换，解决支前与生产

的具体矛盾”，提升了劳务出工计算、计

酬方法的合理性、公平性。这些紧贴实

际、实事求是的动员措施，减轻了人民群

众的出工负担，人民群众不会因为支援

前线，导致生产生活受到影响，受到普遍

欢迎和积极拥护。

粮食减免，支前与生活互相照应。

战争年代，粮食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粮食

供应成为关系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淮

海战役期间，最多时每天需要粮食 250

多万斤。对此，各级党政机关针对佃户、

荣誉军人、非解放区、灾荒地区的实际，

制定出台具有当地特色、符合地区实际

的粮食征收减免政策，并在后方积极开

展代耕代种等活动，为支前民工外出后

的粮食生产提供必要支持，保证无劳动

力家庭有粮食吃、不断粮，基本生活不受

影响。山东地区就出台政策规定，“无劳

动力之军、工、烈属、鳏、寡、孤、独、生活

困难者，酌情减免其负担的 20%至 50%，

特殊困难确无负担能力者，报区政府批

准可予全部免征。”“凡遭水、旱、虫、雹、

风灾之土地，呈报本府批准后，视灾情轻

重酌量减免其受灾部分负担。”减赋政策

体现了“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

的人民战争思想，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支

前工作的情感认同，赢得了人民群众对

动员行动的理解支持。

计价定制，供应与收入互促并进。

战役期间，各解放区把支前生产与个人

收入挂钩，灵活采取给价包运制、包运

提成制和供给提奖制等经济手段，对支

前民工进行经济补偿，维护人民群众根

本利益，激发人民支前积极性，提升支

前保障质效。“所谓包运制就是动用民

力车辆，完成按市价发给工资，不是义

务动员，这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支援

战争都是有利的……必须努力贯彻。”

有的地方做军鞋不再采取妇女慰劳及

派军鞋办法，改用按件计工，产量越高

收入越多，质量越好收入越高，大大提

升了生产效率和军品质量。1948 年 6 月

陈毅、邓小平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称：

“ 过 去 慰 劳 鞋 、派 军 鞋 穿 上 几 天 就 坏 。

现在定购鞋则经久耐用，群众不但不感

到 支 差 之 苦 ，反 而 增 加 他 们 的 谋 生 之

道。”这种政策既支援了前线，又促进了

生产，群众支前积极性空前高涨，保证

了源源不断的前方供给。

优抚补偿，物质与精神互为支撑。

解放区把支前群众纳入表彰奖励、抚恤

优待范畴，制定了详细的优抚政策，明

确 民 工 负 伤 、牺 牲 和 复 员 后 的 待 遇 问

题。比如，参战民工在完成任务中负伤

的，在附近医院进行疗养，医药报销；牺

牲的民工运往其原籍殓葬，并给予一定

的抚恤补偿。豫西军区规定，牺牲的民

工由各县政府发给棺材费小麦 500 斤，

抚恤小麦 500 斤，家属享受烈属之政治

待遇。同时，还对畜力、车辆损失做出

补偿说明：参战畜力死亡的，除了卖掉

皮肉外，另补助其能够买一头牲口的赔

偿费。山东滨县还要地方领导进行慰

问：“我县支前牺牲一人……除政府抚

恤粮外，该同志出丧时有本区区长亲自

到他家给该同志与给其家庭安慰。”这

些措施，极大地提升了民工支前的积极

性、自觉性和获得感、荣誉感。

从外部环境看，土改翻身后的人民

群众认识到支前是自己的事业，迸发出

空前的支前热情。而“耕战互助”方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顺应人民意愿，维护人

民利益，进一步激发了人民群众千里远

程、随军转战的斗志。

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新的

时代条件下，我们仍然需要坚持和传承人

民战争思想，丰富和充实人民战争内涵，

相信人民、发动人民、依靠人民，凝聚起磅

礴力量，御敌于团结稳固的钢铁长城之

外，歼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从淮海战役胜利看支前运动

“耕战互助”凝聚人民战争伟力
■王少亭 贾 萍

宁远之役

萨尔浒之战后，明军一蹶不振，愈

战愈怯，避战之风蔓延。努尔哈赤则

在东北地区迅速扩张。如此局面下，

袁崇焕站了出来。袁崇焕一直“以边

才自许”，他主动向朝廷表达了赶赴前

线的强烈愿望，被破格提拔为兵部职

方司主事，再被任命为山海监军，前往

辽东前线宁远。

天启六年（公元 1626 年）正月，努

尔哈赤率领 13 万大军进攻辽西走廊，

将宁远城团团包围。面对后金咄咄逼

人的攻势，袁崇焕很清楚明军实力与

对手相差悬殊。面对危局，袁崇焕井

井有条地布置防守战术，铲除奸细，提

振士气，依靠坚固城墙和锐利火炮，紧

锣密鼓地构筑起防御阵地。努尔哈赤

此前一直势不可挡，对宁远这个弹丸

之城更是志在必得。没有想到，他们

对宁远的进攻一再受挫。努尔哈赤的

攻城战车经不住明军红夷炮的打击，

只要被火炮击中就会被炸得粉碎。当

然，明军的火炮也有发射死角，会给对

手攻城留下一定的空间和机会。经过

一 番 猛 烈 进 攻 ，后 金 军 几 乎 就 要 得

手。袁崇焕一直坚持在城墙上与众将

士共同浴血奋战，最终击退了后金军

的攻势。

在战斗中，袁崇焕不幸受伤，但他

坚持不肯后退，极大地振奋了明军士

气。在明军火炮的持续攻击之下，后

金军损失惨重。努尔哈赤也在督军攻

城时受伤，只得下令撤军。宁远之战，

终以明军的获胜而告终。战后不久，

努尔哈赤病故。

宁锦大捷

努尔哈赤死后，继位的皇太极成

为 袁 崇 焕 的 新 对 手 。 他 们 之 间 的 较

量，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明清之交的

历史格局。与皇太极的第一次交手，

袁崇焕取得了胜利。

皇太极继位后，展现出极强的政

治和军事才能。对内，他大力推行改

革，模仿明制，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备的

国 家 机 构 ，大 大 加 强 了 专 制 统 治 ；对

外，他积极扩张，延续了努尔哈赤的强

硬 政 策 。 皇 太 极 还 带 头 学 习 汉 族 文

化，这一举措被此后清朝的历代君主

忠实继承，客观上促进了民族融合，也

有利于政权稳定。

皇太极知道明军的火炮是一大优

势，便下令抢夺明军的红夷炮，还掳走

制 造 火 器 的 专 家 ，命 他 们 仿 制 红 夷

炮。很快，皇太极便将后金军由原来

比较单一的骑兵组成，发展成为一支

由骑兵、炮兵与步兵等多兵种合成的

军队，战斗力大大增强。此后，明军在

火炮方面的优势也逐渐丧失，更加难

以抵挡后金军的进攻。

天启七年（公元 1627 年），皇太极

率兵渡过辽河，直扑锦州，一方面是为

父亲报仇，一方面则是希望通过击败

明军来展示自己的实力。没想到甫一

出手，就被袁崇焕击退。

面对气势汹汹的皇太极，袁崇焕

借鉴宁远之战的经验，继续依靠坚固

的 城 墙 进 行 顽 强 防 守 。 袁 崇 焕 在 城

墙 上 架 设 红 夷 炮 ，用 火 炮 对 付 后 金

军，令其死伤惨重，十多天未获进展。

皇太极本想通过攻打锦州诱使袁崇焕

派军前往救援，再通过“围城打援”的

方式来消灭明军主力。袁崇焕命令明

军严阵以待，不得擅自行动。无奈之

下，皇太极只得重新调集数万援兵，改

道攻打宁远。在袁崇焕、满桂的组织

指挥之下，后金军仍然没能取得任何

进展。袁崇焕固守城内，满桂、祖大寿

力 战 城 外 ，骑 兵 和 炮 兵 互 相 支 援 ，城

里 城 外 互 相 呼 应 ，令 后 金 军 无 计 可

施。皇太极在付出惨重代价后，被迫

狼 狈 撤 退 。 这 次 战 役 ，被 人 们 称 为

“宁锦大捷”。

守城之术

袁崇焕两次成功挫败后金军队的

进攻，得益于他出色的临阵指挥和合

理的防守战术。面对城池受到重重包

围 的 危 险 局 面 ，袁 崇 焕 始 终 临 危 不

乱。他立足于现有装备，充分发挥火

力优势，组织了出色的守城战术。在

及时铲除奸细之外，他非常注意提振

军队士气，将城墙和火炮充分结合，构

筑起严密的防御阵地。

在面对皇太极时，袁崇焕及时进

行 了 战 术 调 整 ，不 再 单 纯 固 守 城 内 。

宁锦之役中，后金军希望发挥野战优

势，调动明军出城作战。袁崇焕则严

令明军不得擅自行动，防止被对手找

到各个击破的机会。不仅如此，为了

对攻城的后金军构成牵制和打击，袁

崇焕还在城外布置一支机动能力较强

的骑兵部队，“绕出大军后决战”。骑

兵依托坚固的城墙和先进的火炮，不

时对后金军的攻城部队展开袭扰，使

对手无法集中精力攻城，攻城战术也

无法施展。

明代后期，明军将领因握有火器，

在守城术、围城术及围城打援战术，乃

至 于 后 勤 补 给 方 法 上 ，都 已 有 所 变

革。尹耕、茅元仪和徐光启等人，都曾

极力主张构筑炮台，依靠火器构筑城

防，通过加强城塞建设来击退敌军，袁

崇焕正是这一思路的践行者。在明军

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他通过出色的城

市防御作战，两次击败后金军。袁崇

焕的战术，正好体现了“依城护炮，依

炮护城”的理念，是火器时代战术发展

的胜利。

袁
崇
焕
两
败
后
金
军

■
熊
剑
平

螺旋桨火车

在火车上装螺旋桨作为推进动力，听

起来是一种颇为有趣的奇思妙想，然而早

在近百年前，这一设想就已被付诸现实。

20 世纪初期，运力需求促使多国开

始开发高速列车。1929 年，德国汉诺威

公司设计制造了一款奇特的列车，它只

有一节车厢，由铝合金制成，车体呈流

线型，长 25.9 米，宽 2.8 米，自重 20.3 吨，

可搭载乘客 40 人，使用的铁轨是传统的

标准铁轨，间距 1.435 米。这款列车的特

别之处在于尾部安装了一台两叶螺旋

桨发动机，用来推动列车前进。因其外

形酷似德国“齐柏林飞艇”，这辆火车也

被称为“铁路齐柏林”。

它 可 不 是 徒 有 其 表 ——1931 年 ，

“铁路齐柏林”在运行中跑出了每小时

230 公里的速度，这一纪录直到 1954 年

才被打破，至今仍是螺旋桨推进陆地交

通工具的最高速度。

虽然实现了超越时代的速度，但这

也给列车的运行带来了安全隐患，尤其

车后高速旋转的螺旋桨，极易损伤铁路

上运行的其他列车。出于安全考虑，“铁

路齐柏林”后来并未投入商业运营。

海豚“当兵”

越南战争期间，美国海军频频遭受越

南“蛙人”的攻击。这些“蛙人”使用炸药装

置袭击美军军舰，美军尝试过布置陷阱网、

动用鱼叉等方法进行反击，均未奏效。后

来，美军调用 6只“海豚兵”专门对付越南

“蛙人”，它们能在 300多米外发现“蛙人”，

不被察觉地逼近目标，有效杀伤潜水员。

古巴导弹危机时，美国海军还曾训练

一只代号为“间谍”的海豚。他们利用这

只海豚将一种微型探测仪秘密地吸附到

停泊在某军港的一艘苏联核潜艇底部，成

功地窃取了燃料数据等重要军事情报。

两伊战争期间，为阻止美国海军陆

战队登陆，伊拉克军队在科威特湾沿岸

布下大片水雷阵。由于海水浑浊不清，

潜水员很难发现水雷。美军利用海豚

独特的声呐系统，训练海豚找到水雷后

在周围转圈，再由士兵前往排雷，最终

船只得以正常通行。

（曹胜杰 张 军）

淮海战役期间淮海战役期间，，浩浩荡荡的人民支前大军浩浩荡荡的人民支前大军。。

北平和平解放五里桥谈判纪念碑北平和平解放五里桥谈判纪念碑。。

明清之交的红夷炮明清之交的红夷炮。。

袁崇焕（公元 1584 年-
公元 1630年），字元素，广东
东莞人（一说是广西人）。
袁崇焕在 36 岁这年考中进
士，也算是个饱读诗书的文
人，但他却并非因文采而留
名后世，他有着更大的志向
和抱负，那就是戍边卫国、
治国安邦。后来，他果然有
了机会。在明朝抗击后金
的第一线，袁崇焕打赢了两
次非常漂亮的阻击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