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隔王慧

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
候，还有几天就冬至了。本
期“人文齐鲁”《冬大似年》
一稿对以往农村过冬至节
的描写会让我们觉得“过
冬”原来可以这么有意思。
中午的包子，晚上的饺子，
还有对祖先的供奉，外面寒
气逼人，屋里热气腾腾，人
们用生活的热情对待寒冷
的冬天。“过了冬，年烘烘”，
冬至一过，离年就不远了，
天寒地冻中，其实孕育着来
年的希望呢！

每每在编辑“人文齐
鲁”中这些民俗来稿时，就
会感受到我们这个民族的
生存智慧和文化趣味。春分
秋分、清明芒种、夏至冬至，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
法自然，我们祖先对于天地
造化的认识就是让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顺应自然就是
造福自己。虽然身处信息时
代的现代人可以享受电脑
手机、飞机汽车的诸多便
利，但就身心健康而言远不
如农业社会的古人清明灵
透。

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
一的淮海战役居然是粟裕
大将在泰山脚下的一个小
村庄运筹帷幄的，这是一段
不为人熟知的历史，《粟裕
坐镇小村谋划淮海战役》就
为您揭开这段尘封的历史。

老作者陈正宽的《裘盛
戎和老潍县戏迷》为您娓娓
道来一段旧时名角与戏迷
名票的交往故事。时局不
济，名角也有落魄时，而戏
院经理雪中送炭，及时周
济，还有点心铺经理送来名
角爱吃的蜜三刀，看得出那
时民风朴实，因此也才有几
十年后裘盛戎夫人李玉英
的感叹：“潍县城的古，踢足
球的热，蜜三刀的甜，戏台
下的彩——— 潍城票友的热
情好客，忠厚待人，叫人难
忘怀啊。”

本期山东大学教授何
中华先生的专栏文章《克己
复礼与文化性格》读来发人
深思，作者写道:“中国文化
的最高偶像是圣人，而西方
文化的最高偶像是英雄。只
有征服自我才能把自己证
成为圣人，而只有征服外部
世界才能把自己证成为英
雄，二者的根本旨趣迥异。”
这种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对
比是很有意趣的，几乎体现
在思想认知和生活方式的
各个方面，了解了这种差
异，我们才会对自身和西方
的文化价值观有一个更加
清醒的认识。西方是向外征
服的，而我们是追求圆融
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想
更多的人会认同我们自身
的这种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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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民俗

意味深长

62 年前的一段尘封历史———

粟裕坐镇小村
谋划淮海战役

□侯中兴

在中国千千万万个村庄中，
地处泰山脚下、汶河之滨的山东
省宁阳县东疏镇大伯集村，只不
过是一个很普通的小村子。但谁
能知道，因了与开国大将粟裕的
缘分，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村
庄却被赋予了神秘的色彩。这是
个只有千把人的村子，解放战争
时期人口更少，却是周围十几个
村庄的中心，自明清时期就形成
了一个小型集市。村子北距济南
1 0 0公里，南距曲阜 2 5公里，正
处于两地的中间地带，在鲁中南
多山地区是少有的平原村落。村
子东头有一处看似很平常的院
落，这就是当年的攻济打援指挥
部旧址。

粟裕三次上书

改变战略部署

1 9 4 7 年底，党中央作出了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
部署，并为此精心筹划。当时中
央军委决定，不要后方实施战略
跃进，在中原地区打中小规模战
役，并电令时任华东野战军副司
令员的粟裕率三个纵队于 1 9 4 8
年夏季或秋季渡江南进。粟裕经
过深思熟虑后认为，集中兵力在
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更有
利于迅速改变中原战局，进一步

发展战略进攻。为此他连续三次
把他的意见上报，引起了中央军
委的高度重视。1948 年 5 月，毛
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当面听取了
粟裕的汇报，采纳了他的建议，
迅即调整了战略部署。豫东战役
胜利结束后，我军已牢牢掌握了
战争的主动权，想打哪儿、怎么
打，已完全由我军决定。1948 年
8 月，华野主力各纵队胜利会师
鲁中南、鲁西南地区，攻取济南、
彻底消灭山东境内国民党军的
条件已经成熟。

8 月 2 0 日，华野前委在曲
阜孟村召开有纵队以上领导参
加的作战会议，决定集中主力组
成攻城、打援两个兵团，由华野
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统一指
挥。攻城兵团以 6 个半纵队，配
属特种兵纵队大部，附地方武装
共 1 4 万人组成（占总兵力的
4 4 % ），由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
友、华野副政委兼山东兵团政委
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统一指
挥。打援兵团以 8 个半纵队，配
属特种兵纵队一部，附地方武装
共 1 8 万人组成（占总兵力的
5 6 % ），由野战军司令部直接指
挥。孟村会议结束后，粟裕于 8
月 21 日带野司指挥机关进驻大
伯集崔家大院，设立了攻济打援
指挥部。崔家大院建于清朝光绪
年间，建筑风格为六进六出，建
筑面积 6 0 0 0 平方米，占地 4 公
顷。粟裕之所以将“攻济打援”指

挥部设在大伯集，最根本的原因
是大伯集村有着重要的战略位
置，从这儿向北可以指挥攻打济
南，向南可以指挥打击和阻止增
援的敌军，不失为承前启后的战
略要地。

村子里一下子来了那么多
兵，还有人们从没见过的一辆辆
吉普车，引得大人小孩围着看新
鲜。乡亲们送米送面，支援亲人。
有几天遇到下雨，部队没法做
饭，大伙就将门板、木床送来当
柴烧。粟裕和几位首长白天在村
里办公，夜晚分散到周围的村子
住宿，不了解实情的人还纷纷传
言是陈毅在这里指挥的战斗。地
方政府从做好安全保密工作的
角度考虑，曾将集市迁到了外
地。敌侦察机虽曾多次飞临村子
上空，企图寻找我指挥部予以破
坏，但他们完全没想到指挥部会
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子里，
所以到济南战役结束也没找到。

坐镇小村

有力策应济南战役

在打援、阻援方面，粟裕和
华野领导在分析了具体情况后，
决定以第四、第八纵队及冀鲁豫
军区独立第一、第三旅组成阻援
集团，在金乡、成武、巨野、嘉祥
地区，构筑若干道防御阵地，坚
决阻击可能由商丘、砀山地区北
援之敌；以鲁中南纵队 4个团及
第七纵队一部于官桥至滕县之
间地区，构筑防御工事，节节阻
击可能由徐州北援之敌。以第
一、第六、第七纵队主力，苏北兵
团第二、第十二纵队及中原野战
军第十一纵队，配属特种炮兵第
二、第三团两个连，组成打援集
团，分别集结于济宁、兖州和滕
县以东地区，待机歼灭沿津浦铁
路北援之敌。9 月 9 日至 1 3 日，
华野攻城西集团和东集团，分别

由济宁、汶上及泰安、莱芜
等地区向济南隐蔽开
进，1 6 日午夜，攻
城部队全线展开
攻击，敌军各线
吃紧，王耀武连
连 告 急 。蒋 介
石 于 1 7 日 下
令徐州“剿总”
副总司令杜聿
明 率 第 二 兵 团
经鲁西南北援，
第七、第十三兵团

由 新 安 镇 及 固 镇 地
区迅速向徐州集结，准

备沿津浦铁路向北行钳形攻
击。当日，粟裕在大伯集获得情
报后，即令攻城集团继续猛攻，
令打援、阻援兵团迅速进入阵
地，做好歼灭援敌的准备。19 日
晚，吴化文率部起义，打乱了国
民党军的防御部署，王耀武便将
主力全部撤入城内。国民党军南
线的 3 个兵团，在蒋介石的督令
下，分别向商丘、徐州集中。

2 0 日，中央军委指示华野：
王耀武部可能突围，应从各方面

部署，勿使漏网，打援兵团应立
即部署，歼灭北援之敌。粟裕随
即令攻城集团迅速向商埠及城
垣攻击，并部署兵力防其突围；
同时，详细研究了徐州国民党军
北援情况，进一步修订了作战方
案，以便随时准备迎歼援敌，令
各地方武装及民兵控制要道，加
强警戒，防敌突逃。

战役期间，粟裕坐镇大伯
集，命令中原野战军严密监视中
原战场之国民党军，有力地策应
了华野攻济作战。9 月 2 4 日，济
南被攻克。济南城内巷战尚在激
烈进行的时候，粟裕的脑海里已
有了要在江北打一场大战役的
构想，于是这天早晨 7 时，粟裕
在大伯集指挥部毅然展开纸笔，
写下了“……建议即进行淮海战
役。该战役可分为两个阶段：第
一阶段以苏北兵团……”的加急
电报，交给他的秘书鞠开于上午
7时发给毛主席，这是最初的一
个“小淮海”作战计划。毛主席和
中共中央军委经过慎重考虑，于
2 5 日 1 9 时复电同意粟裕的建
议：“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
为必要……淮海战役可于十月
十日左右开始行动……”

老秘书故地重游

失声痛哭

2006年 9月 28日，粟裕的秘
书鞠开以 8 4岁的高龄前来大伯
集村故地重游，见到了保存完好
的粟裕坐过的那把木椅。他手抚
木椅，止不住失声痛哭，哽噎着
回忆起与粟裕在这里战斗过的
往事。他说：“首长当年就是坐在
这把椅子上办公的。毛主席当时
想让他率军渡江，他考虑到过江
后群众基础不牢，粮食供应怎么
办？伤员怎么办？认为条件尚不
成熟，应在江北打一个大的战
役，待将国民党的有生力量消灭
后，再渡江环境更好一些。我那
时候才 2 0 多岁，首长每天都起
草好几份电报，我再拿到作战科
去发，指挥着攻城、打援两个兵
团作战。首长经常盯着墙上的地
图，一看就老半天，很多作战方
案就是在看地图的时候想出来
的。”

今天，在东疏镇大伯集村已
经建起了一座“攻济打援”指挥
部旧址纪念馆。济南战役结束
后，粟裕即率军南下，从此再也
没有回来。崔家大院，本是个不
大的地方，一代名将就在这样的
环境里指挥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战
役，筹划了举世罕见的淮海战役，
不能不令人佩服。2008 年 7 月 13
日，中央电视台《决战淮海》摄制组
专程前来，在大伯集村拍摄了专
题。在将军多年的军事生涯中，
这里只不过是他短暂停留的一
个小小驿站，却书写了世界军事
史上的光辉篇章。将军身经百
战，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留
下了一串串闪光的足迹，济南战
役、淮海战役作为他经典指挥艺
术的完美体现将永铭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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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于1948年11月的淮海战役，历时65天，我军共歼敌55 . 5万余人，基本上解

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和中原广大地区，作为光辉的战争经典已经永铭史册。

今年是淮海战役胜利62周年。当年，是谁、在哪里提出了淮海战役的伟大战略

构想？不久前，我们来到山东省宁阳县东疏镇大伯集村，向世人揭开了那段尘封的

历史，告诉大家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粟裕大将用过的物品

大伯集村指挥部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