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桥战役：
粟裕做的三道“数学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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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 9 月，朱德在中共八大上的发
言中有这样一句话:“共产主义者应当是没
有私心的人。”这位名列新中国十大元帅之
首的开国功臣，从不居功自傲，自始至终都
对自己严格要求。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
军实行军衔制，他坚决不要元帅工资，直至
他去世的 21 年间，从未领过元帅的工资。
朱德多年的秘书郭仁回忆说：“委员长从来
没有拿过元帅的工资，委员长逝世后大家
才知道这件事。”

在生活上，朱德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
的光荣传统。尤其是在担任中央重要领导
职务后，每顿饭也都是三菜一汤，三盘菜是
两素一荤。即便是这样简单的“特灶”也只
有他一个人才能吃到，而他的夫人康克清
一般都是在普通食堂里吃饭。按照当时的
伙食标准，这仅仅是一个中层干部的水
平。只有到了节假日，孩子们回到家后，全
家人才在一起吃饭，但也只是一些家常便
饭而已。早上洗脸也舍不得多放水，朱德
总是对服务人员说:“要注意节约，节约一
滴水、一分钱。自来水不是自来的，不能浪
费。有钱不能乱花，要支援国家建设。”

1959 年，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长后，接见外宾较多，考虑到国际影响，工
作人员准备为他做两套新衣服，好在参加
外事活动时穿，他就是不同意:“我的衣服
不是很好嘛！把钱省下来可以支援国家建
设嘛！”后来经过各方面人员的共同劝说和
动员，他才勉强同意只做一套新衣服，并且
坚持自己出钱。

朱德生前不止一次讲过：我只有两万
元存款，这笔钱不要动用，不要分给孩子
们，作为我的党费交给组织。他还曾对孙
辈们说：“我是无产阶级，我所用的东西都
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交国家。我最珍
贵的是屋里那张毛主席像，可以留给你们；
我读过的书，你们可以拿去读。”

1975 年，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上，朱德第三次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长。为了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而艰
巨的使命，朱德多次书写“革命到底”的条
幅以铭志。晚年的朱德更加珍惜时间。他
每天睡眠时间很短，到了吃饭的时候，总得
再三催促才能走出办公室。他总是说：“我
能做的事情就应该去做，这样可以为毛主
席分担一些工作，年轻的同志也可以腾出
手来做我做不了的事情。”

▋据《党史文汇》

朱德：
21年从来没有拿过元帅工资

战前：
7000余人＞30000余人

1940 年 7 月，陈毅、粟裕率部进军苏
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并于8月进驻黄
桥（今江苏泰兴东）。国民党顽固派担忧新
四军壮大，妄图趁陈粟部立足未稳之际予
以消灭，命在苏北的“反共专家”韩德勤
（时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司令）

不断制造与新四军的摩擦，并于 9 月进逼
黄桥。

9月30日，韩顽军向黄桥出击，行动甚
为隐秘。新四军未及时发现，第二天才获
知韩顽进攻的消息。黄桥的防御工事十分
简陋，加紧布置势必造成部队极度疲劳。
更严重的是，新四军兵力不到对方的1/4，
处于绝对劣势。但黄桥之战关系到新四军
能否在苏北立足，被逼到墙角，只能打不能
退。陈毅坐镇黄桥西北5公里的严徐庄统
揽全局，粟裕在黄桥前线负责战场指挥。
此战成败难料，连陈毅也没有取胜的把握。

表面上看，韩顽 30000 余人，新四军
7000 余人，兵力悬殊。不过，粟裕看到了
常人看不到的另一面，做起了第一道数学
题，得出了 7000 余人＞30000 余人的结
论：韩顽尽管有 30000 余人之多，但兵分
三路进攻，兵力分散，直接投入进攻黄桥的
实际只有中路韩顽第 89 军和独立六旅
15000 余人。这样一来，新四军的压力在
无形中就减轻了一半。粟裕还看到，韩顽
师出无名，冒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之大不韪，
其官兵情绪低落；新四军则是正当防卫，事
关生存，群情激昂，战斗精神倍增，再加上
群众支持，对韩顽可运用分化瓦解、各个击
破的战法。如此，韩顽兵力优势又被抵消
一半，我军胜算就大了。下定决心后，粟裕
立即进行了精心部署。

10月4日凌晨4时，韩顽第89军33师
（共4个团）在黄桥东门发起猛烈进攻。该
顽军初战即投入3个团，且来势凶猛，不但
突破了新四军前哨部队的防御，其一部还
攻入了东门，几乎就要拿下黄桥。千钧一
发之际，第三纵队司令员陶勇和参谋长张
震东把上衣一脱，挥动马刀，带领部队硬是
将韩顽赶出东门，然后架起机关枪，死死顶
住，使其难越雷池一步。

战中：
3000余人×1.5米≈四五公里

黄桥激战时，韩顽后续梯队也向黄桥推
进，企图增援第33师。4日16时，粟裕登上黄
桥镇北门的土城观望，发现韩顽第6旅成一路
纵队正向黄桥开来。他迅速做起了第二道数
学题：“如果两人之间的距离为 1.5 米，全部
3000 余人的队形将是长达四五公里的一路
长蛇阵。从黄桥到高桥约7.5公里，其先头部
队抵达黄桥以北2.5公里时，后尾必然已过高
桥，也就是说敌人已经全部进入了新四军的
设伏地区。”

粟裕见“肉馅”已全部包进“饺子皮”，遂
令叶飞立即发动进攻，速歼韩顽第6旅。叶飞
遵照粟裕指示，采取“黄鼠狼吃蛇”的战法，将
该顽军截成数段，歼其大部，迫使其旅长翁达
绝望自杀，打开了局面，扭转了黄桥战役的不
利态势。

同日24时，王必成率第二纵队进占分界，
断绝了韩顽第 33 师退路，并与陶勇的第三纵
队前后夹攻，迅速全歼该师，还活捉了其师长
孙启人。接着，王必成部与陶勇部兵锋北指，
与叶飞部合力围攻韩顽第89军军部。韩顽见
势不妙，渡河逃窜，连军长李守维也在混乱中
落水淹死。

至 6 日晨，进攻黄桥的主力韩顽第 89 军
军部被彻底歼灭。为痛打落水狗，粟裕下令
乘胜追击，进占海安和东台等地。

战后：
5天100公里＜1天90公里

黄桥一役，新四军以不到 1000 人的代

价，歼韩顽 1.1 万余人。黄桥决战胜利后，粟

裕没有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而是清醒地看

到了部队在这次战役中暴露的不足。10 月

10 日，他在战役总结大会上做起了第三道数

学题：“过去一天一夜走90公里还打仗，而我

们从黄桥到东台近100公里路追了5天……”

也就是说，新四军克服疲劳、连续作战的能力

没能充分发挥出来。

战前，沉着冷静，在不利条件下看到有利

因素；战中，精确计算，正确指挥部队运动歼

敌；战后，保持清醒，在光辉胜利中细察缺点

不足。这就是常胜将军粟裕的非凡之处。

在 1940 年的黄桥
战役这场以少胜多的著
名战役中，作为前线总
指挥，粟裕是怎样带领
新四军赢得胜利的呢？
“打仗就是数学”——一
向善于险中求胜的他用
这句话诠释了黄桥战役
的胜利秘诀。在这场战
役中，粟裕一连做好了
三道“数学题”。

▋据《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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