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日战争时期的陈赓。

编者按：2月27日是开国大将陈赓诞辰116周年纪念日。陈赓，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军事家。陈赓身经百战，智勇双全，具有卓越的军事领导才能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中央红军

长征中，他率部参加强渡乌江、争夺土城镇、巧渡金沙江等重要战斗；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八路

军旅长、太岳军区司令员等职，参与创建晋冀豫、冀南抗日根据地，指挥了许多著名的战役战

斗；他性格耿直，敢做敢讲，曾对毛泽东下令调其西渡黄河保卫陕甘宁一事向毛泽东直言自己的

想法；他亲民爱民，任何时候都不要“特供”，不与民“争食”。1961年3月16日，陈赓在上海

病逝。

被誉为“黄埔三杰”之一：救过蒋介石的命

陈赓曾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和参谋们亲口讲过这件事。他说：“那是1925年10月，国民

革命军在广东第二次东征讨伐叛变的军阀陈炯明。周恩来和何应钦率第一师打海丰，蒋介石的总

指挥部率第三师行动。我当时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当连长，带着连队警卫蒋介石。第三师与陈

炯明主力林虎部遭遇，在华阳打上了，一打即败。蒋介石急了，就跑到前线去督战，也不顶用，

全师溃散。蒋介石对我说要杀身成仁。我劝他不要自杀，这个部队的军官不是黄埔军校训练出来

的，不是你的学生。我们撤退到安全地点，再收拢部队，还可以再打。蒋介石听了我的话，借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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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台阶，不自杀了。但吓得直打哆嗦，连路都不能走了。我看敌人已离得很近，情况太紧急了，

就背着他跑，跑到一条河边，把蒋介石送上一条船，我就组织部队顶住追击的敌人，掩护蒋介石

过河，然后领他跑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这样就救了他这条命。我的脚在打惠州时负了伤，在背蒋

介石那阵还没有好哩。”

走过长征：刀锋淬火显英雄

二万五千里长征，不仅是攸关中国革命前途的艰险征程，也是我党我军优秀干部成长壮大的

摇篮之旅。1934年10月长征前夕，中革军委将红军大学、公略步兵学校、彭杨步兵学校和特科学

校编成干部团，下设4个营和1个上级干部队，共千余人。这是一支极为特殊的部队，其成员都是

从部队选调上来的战斗经验丰富的军政干部。这支队伍既要为红军培训后备干部，也要保证行军

途中中央和军委机关的安全，是一支重要战斗力量。行军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

久经沙场的高级干部，经常走在这支队伍中。这支精锐之师的指挥者，就是经历传奇、鼎鼎大名

的战将陈赓。长征途中，他率领干部团突破乌江天堑、飞越皎平渡、走过雪山草地，书写了许多

生死关头力挽狂澜的精彩篇章。刀锋淬火显英雄。陈赓，就是这样的英雄。

太行抗日写传奇：神头岭巧妙设伏

经过实地考察后，陈赓决定：伏击战就在神头岭打。一个团在左，一个团在右，埋伏在公路

北边的国民党废旧工事里。补充团则埋伏在对面的方向。同时抽一小支部队向潞河村方向游击警

戒，伺机炸毁浊漳河上的大桥，切断两岸敌人的联系。另派一个营在潞城方向警戒，切断敌人的

退路。一切部署完毕后，陈赓又沉思了一会儿，突然说：“潞城有3000多敌人，我们的兵力是有

点不足，再抽一个连出来，绕到潞城背后打游击去，吸引敌人。”3月15日傍晚，部队出发了。

第二天凌晨4点半，部队进入埋伏地点。国民党军的旧工事都被利用起来，不多时，对黎城的佯

攻也打响了。9点左右，侦察员报告1500多敌人出了潞城前来支援黎城，已经到了微子镇。敌人

很快进入了我军的伏击地，步兵、骑兵、大车队都过来了，后卫连也紧随着走进了伏击圈。顿

时，陈赓命令发出攻击信号。瞬间，平静的山梁变成了一座火山，伏击部队一起开火。战斗正紧

张，陈赓亲自拄着拐杖率领支援部队来到村中，他挥着手杖高喊：“快上，把敌人赶到山梁上

去!”陈赓大无畏精神感染了全体指战员，大家不顾一切地扑向敌人。残敌很快被消灭。这场战斗

持续了2个小时，共毙伤俘敌1500余人，缴获长短枪500余支、子弹万余发。潞城和黎城的援敌

由于陈赓布置的伏兵阻击，无法前来支援。这次闪电式的围歼战，打得敌人失魂落魄。日军在资

料里承认，这次战斗是“典型的伏击战”。

对毛泽东直言：调我西渡黄河不英明

在天赐湾，毛泽东与周恩来商议认为：中央已撤出延安，晋陕交界的黄河两岸，一时间成了

胡宗南和阎锡山的天地，胡宗南派兵从南往北打，阎锡山从西往东挤；陕北虽然有彭德怀率领的

西北野战军，但他还得分出很大精力，尽全力调动仅有的部队对付从西北方向扑过来的诸路敌

军，陕甘宁边区依然处在危急中。有鉴于此，毛泽东说：“调陈赓率四纵回师陕北，摆在黄河两

岸，东扼阎锡山，西挡胡宗南――就做个当阳桥上的猛张飞吧！”陈赓曾对毛泽东下令调其西渡黄

http://www.81.cn/
http://www.81.cn/jfjbmap/paperindex.htm
http://search.chinamil.com.cn/search/milsearch/stouch.jsp


河保卫陕甘宁一事，“叫板”毛泽东，认为“摆错了位置，大材小用”，通过一番据理力争后，

赢得了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并在解放战斗中屡建奇功，传为佳话。

亲民爱民：不要“特供”不与民“争食”

据陈赓子女回忆，在陈赓去世前一年，他和夫人傅涯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故乡

——湖南湘乡。那时正值困难时期，当他来到老乡家里，看到面黄肌瘦的乡亲们和他们饭桌上还

算丰盛的饭菜时，他似乎明白了什么。他说不要看饭桌而要看看米桶和谷仓时，当地干部傻眼

了。对着空空的谷仓，他说：“蒋介石骗不了我，日本鬼子蒙不过我，就你们还能哄过我吗？”

原来当地干部是怕他看到伤心，先给乡亲们发放了鱼肉饭菜。这使他很心痛，而他并没有过多地

责备基层干部们，只是给他们讲了要实事求是，带领群众共渡难关的道理。回到北京后，陈赓想

办法给县里拨了一些部队退役物资以示支持。

1937年，陈赓与毛泽东、朱德等在延安红军大学。

1943年，陈赓（中）在延安中央党校与莫文华（右）、陈郁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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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大连，陈赓与周恩来等在一起。

1954年9月，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在开学典礼上阅兵。

陈赓（左三）和金日成（中）、彭德怀（右二）等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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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和夫人傅涯及孩子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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