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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不归之路

　　教官的一番训导给粟裕留下了深刻印象：“死亡只是一瞬间的事，而艰苦却是长期的、
时刻都会遇到的。如果你们能够战胜艰苦，那么还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呢？”

 多 年之后，王耀武一定还能记起一场名叫谭家桥的战役，在那场他亲身参与的战役中，红军牺牲了一
位卓越战将——寻淮洲。

　　寻淮洲曾任红七军团军团长，他担任军团长时，只有21岁，比林彪还年轻，是当时红军中最年轻的
军团长。寻淮洲如果不死，凭其战功、资历及其善战之名，新中国成立后封将拜帅完全没有问题。

　　那时候粟裕还只是军团参谋长，王耀武无论如何不会想到，正是这个看似瘦小、貌不惊人的幕僚

长，日后不仅替战友报了折戟的一箭之仇，而且翻江倒海，成了他本人乃至整个国民党军队的克星。

　　这是一个天生与战场有缘的人。

　　人各有志，有时候这种志从小就能看得出来。《红楼梦》中，贾政要测试儿子未来的志向，便

将“那世上所有之物”摆出来，让贾宝玉抓取。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宝玉什么都不碰，伸手就把“脂粉钗
环”抓了过去，为此还换来贾老爷一声臭骂：“酒色之徒耳！”

　　如果让年幼时的粟裕来抓，他紧紧攥在小手里的，也许只会是一件东西——剑！

只要“神”还留着

　　作为传统的古老兵器，剑代表着侠客风范和男儿血性。佩剑之人，可以云游四方，除暴安良，好不

快哉。

　　剑客的梦想，支撑着粟裕的整个童年时光，其间还少不了一个很关键的人，他叫阿陀。

　　粟裕虽不是出生于贾府那样的钟鸣鼎食之家，但家境也堪称富裕，阿陀就是受雇于粟家的一位青年

长工。

　　有一种说法，说民国其实是中国武侠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不仅涌现出了霍元甲、杜心武等一批

武侠技击高手，就连近现代武侠小说的源头也正是从此处发轫。那时候的人们，比现在更热衷于谈论武

侠和剑客。

　　阿陀显然自己就是个武侠迷，他成了少年粟裕的启蒙老师。从阿陀那里，粟裕知道了许多蜚声民间

的好汉名字：“草上飞”，这哥们儿轻功了得，能飞檐走壁，尤其擅长在草尖上借力飞奔；“一枝梅”，此
君牛就牛在每次替天行道后，必要在墙上画一枝梅花作为记号……

　　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的“射雕英雄传”、“倚天屠龙记”，听着这些故事，小粟裕激动得血脉贲张，不
能自已。

　　想做一名新生代剑客吗？练吧！

　　“草上飞”训练秘籍：用沙袋捆在腿上，通过不停地跑跳，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能身轻如燕，展示“日
行千里，夜行八百”的奇迹。

　　“一枝梅”训练秘籍：找根一丈长的竹竿，只留一头的竹节，其余全部打通灌沙，这叫“狼牙棒”，一
旦练熟，离替天行道兴许就不远了。

　　在阿陀的带领下，粟裕乐此不疲，经常练到汗流浃背，筋骨酸痛也不肯停手。

　　直到有一天，一件新玩意儿的出现，让他眼前一亮。

　　那是阿陀做的一把“枪”。原料为一个子弹壳，钻洞后放入火药，再添沙子，点燃后沙子就能喷射出



来。

　　粟裕用此“枪”瞄准“假想敌”，一击即中，顿时把他给乐坏了。

　　原来枪比剑更厉害！

　　冯骥才在小说《神鞭》中，描写了一个会用辫子格斗的天津好汉傻二，被称为“神鞭”。他后来发现
洋人的洋枪威猛，就毅然割去辫子，并练出了双手使枪、百发百中的绝活，为此还留下了一段发人深省

的话：“祖宗的东西再好，该割的时候就得割。我把‘鞭’剪了，‘神’却留着……不论嘛新玩意儿，都能玩
到家。”

　　武侠也得随时代进步哇，只要“神”还留着。

　　19岁那年，粟裕终于得到了一支真正的枪。此前，他是湖南省立第二师范的学生，为了迎接北伐军
的到来，几个同学合着凑钱买了一支驳壳枪和两百发子弹。

　　第二年，也就是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共分裂，粟裕和一些同学投向
武汉，加入了中共控制的第24师教导队。

　　粟裕不是军校科班出身，他所受的军事训练，即从教导队开始。

　　一到教导队，教官就向这些学生兵发问：“艰苦和死亡相比，哪一个更难受？”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回答：“死亡更难受。”

　　教官立即纠正：“不对，艰苦比死亡更难受！”

　　接下来，教官的一番训导给粟裕留下了深刻印象：“死亡只是一瞬间的事，而艰苦却是长期的、时
刻都会遇到的。如果你们能够战胜艰苦，那么还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呢？”

　　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武侠小说里吃个丹药就能功力大长那么轻松，只有一轮又一轮艰苦的打磨。

　　第24师师长是北伐名将叶挺。某次作战，因兵力悬殊，士兵纷纷退却，叶挺的参谋长亲自督战，仍
无济于事。这时突然传来消息：“叶挺师长来了！”

　　众人立即止步，转身向敌军发起冲锋。一个营长原先只是受了点轻伤，正哼哼唧唧地要下来，一听

叶挺来了，赶紧跳下担架去打仗。

　　叶挺督军练兵，就一个字：严。

　　一般军队是“三操两讲”，教导队加量加价，为“四操三讲”，即每天要多出一次操，多上一堂课。学
生兵的军事动作稍不合乎要求，便被勒令重做十几次，为了达到标准，一排、一连的人常常要连续重复

做一个动作，直到队伍整齐划一为止。

　　紧张的生活节奏把吃饭时间都包括了进去，吃个饭，必须要狼吞虎咽才行，否则就来不及。有时教

官还会故意在饭中掺入头发和沙子，你要是皱着眉头挑挑拣拣，那就别想吃饱了。

　　粟裕参加教导队的军训统共不过一两个月，但作为入门，已经够了。要知道，黄埔军校受训也很

短，实打实的训练时间不过才3个月。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到战场上去继续练习吧。

青年战术家

　　教官所说的艰苦，可不单是指训练。



　　粟裕随教导队参加了南昌起义，并担任警卫队班长，主要负责保护后勤物资。南昌起义后，起义军

南下广东，警卫队一人背30公斤辎重，还得人盯人地照看挑枪民夫。这些民夫随时有逃逸的可能，人一
走，就把枪扔下来，结果沿途丢弃了不少武器弹药。

　　到了广东，一场仗没打好，撤退过于慌张，好不容易筹集到的冬衣、物资、军饷又大部分被扔掉

了，粟裕心疼得直跺脚。

　　就在这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挫折过程中，粟裕第一次中了招。一颗子弹从头部穿过，人马上就倒

在地上动弹不得。

　　排长一看，脑袋都中枪了，肯定没得救，便说了句：“粟裕呀，我不能管你啦。”

　　卸下他的驳壳枪就走了。

　　粟裕心里很明白，这时候全得靠自己。当他稍能活动时，便挣扎着在路上爬行，终于以惊人的毅力

追上了部队。

　　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都一个接一个失败了，那是起义军最艰苦的一个阶段。叶挺流亡欧洲，黄埔

出身的林彪慨叹：“队伍不行了，碰不得（敌人），一碰就垮。”

　　林彪时任连长，本来已经离队，只是各个要隘都有民团把守，出不去，才被迫于当夜返回部队。

　　这个时候，率队的朱德显示了远见，他说：“蒋桂战争一定要爆发，蒋冯战争也一定要爆发。”

　　蒋桂战争是蒋介石与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斗，蒋冯战争是蒋介石与冯玉祥斗，原先这些人合一块

儿，以革命的名义，和被视为军阀的北洋干仗。那时节，大家都把北洋当妖怪，个个抢着拿投名状，只

是让人料想不到的是，后来他们自己也一个个成了妖怪。

　　在军阀的谱系里，北洋叫作老军阀，蒋桂冯称为新军阀。朱德一针见血地说：“军阀不争地盘不可
能，要争地盘就要打仗，他们一打，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发展了。”

　　果然，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先后爆发，国民党内部打成一锅粥，谁也顾不上料理共产党的部队，起

义军得到了来之不易的喘息之机。

　　随着井冈山时期的到来，一支新型军队——红军诞生了。

　　红军的基本战法以游击战为主。打游击战，练什么呢？

　　爬山。

　　部队每天起床，第一个课目就练这个，不管山多高，你得一口气冲上去。休息几分钟后，再下山。

　　不爬完山，不能吃早饭。

　　红军子弹少，1支枪一般只有3发子弹。作战时，冲锋前打1-2发，冲锋后就不能再开枪了，那最后
一颗子弹还得留着追击时用。

　　这样使用子弹，就必须枪法精准才行。粟裕每天练习单手举枪射击，他的纪录是：一只手举步枪，

可坚持1-20分钟。

　　上世纪50年代，粟裕在苏联养病，疗养院的按摩医生和他比腕力，竟然发现自己无法取胜，让他大
为吃惊，而那时候的粟裕早就过了不惑之年。

　　粟裕的指挥才能也开始露出了尖尖角。1928年6月，在老七溪岭之战中，担任连长的粟裕乘敌疲惫
松懈，猛不丁地突破了对方防线。



　　粟裕能爬山，当他带头冲到制高点时，回头一看，跟上来才9个人，其他人都还掉在后面。

　　都站住了等？那就傻了。所谓萝卜快了不洗泥，白菜滞了剥层皮，继续冲啊。

　　粟裕留下6个人守制高点，带3个人越过山顶，猛追逃敌。

　　一过山坳，发现竟然有百儿八十敌方士兵猬集一处，他当即大喝一声：“把枪放下，你们被俘虏
了！”

　　此时制高点上的司号员也配合着在山顶挥起红旗，吹响了冲锋号。

　　说好听点，这叫疑兵之计，通俗些，就是忽悠加赌博。只要这百儿八十兵里，有那么几个有胆色，

事情就悬了，粟裕也险了。

　　妙就妙在没人有胆色，士兵们早就慌不择路，一听动静这么大，都乖乖地把枪给放下了。

　　粟裕一边只有3个人，没法拿百儿八十条枪，于是命令俘虏把机柄卸下，他们自己背机柄，俘虏们
背空枪。

　　很多年后的解放战争中，如此戏剧性的场面经常上演，红军时期还是不多。朱德知道后非常高兴，

称赞粟裕是“青年战术家”。

敌人非常强

　　在频繁的作战中，机会到处都是，唯一的条件是，你还活着。

　　1930年，第一次反“围剿”开始时，粟裕升任师长。到第三次反“围剿”，他已经是红十一军参谋长。

　　即使在苏区和红军的鼎盛时期，战争的天平也并非完全一边倒，胜利的一方有时亦需付出不小代

价。在战斗中，粟裕的左臂被子弹打中，而且正好击中动脉血管，鲜血喷出一米多远，他当场就昏了过

去。

　　送到军医院时，为避免感染，医生主张将左臂踞掉。

　　只剩一只胳膊，打仗该多不方便。粟裕对医生说：“即便有生命危险，我也不锯！”

　　最后没锯，自此粟裕的左臂一直残疾，活动无法自如，仅能帮助右臂做一些辅助性动作。

　　由于缺乏医药，伤口痊愈很慢，当粟裕伤愈出院时，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一个多月了，红十一
军也早就改编为红七军团，军团长便是寻淮洲，粟裕出任军团参谋长兼第二十师师长。

　　第五次反“围剿”与前面四次都不同，突出表现为，参与进攻的国民党军队从数量、战斗力、武器乃
至战术都有了极大改进。

　　过去讲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好像就赖一个李德，粟裕却很坦白地承认，这次敌人非常强。

　　战场上首次出现了飞机和坦克的影子。蒋介石原来并没有飞机坦克的成型化特种部队，是受了长城

抗战失败的影响后，才开始着手建立的。这些特种部队当时连雏形都算不上，作战能力很弱，地空协

同、步车协同更是无从谈起，不过做个样子罢了，但它对红军的心理威慑作用却着实不容小觑。

　　有个号称“游击健将”的红军团长，从未见过飞机集中轰炸的场面，当敌机投弹时，忍不住失声惊
呼：“不得了啦，不得了啦。”

　　出动的坦克一共才两辆，而且都是轻型的，威力十分有限，可也是因为从没有见过，大家全都手足

无措，不知道该拿这两铁家伙怎么办，结果一个师的阵地眼睁睁就被坦克给冲垮了。



　　打得顺时无所谓，怎么打都行，一旦不顺了，其他弊端也会慢慢暴露出来。

　　寻淮洲参加过秋收起义，他和粟裕都是从战争中学习，凭借一拳一脚在战场上打出来的好汉。可问

题是两人都没有实权，实权掌握在军团政委手里。

　　红七军团政委是乐少华。他有留学莫斯科的背景，是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此人缺乏
军事经验，但行事蛮横霸道，动不动就拍桌子骂娘，看谁不爽，就拿“反政治委员”的大帽子压过去，你
不服还不行，因为他有“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

　　军团开欢迎大会，请刚上任的乐少华作报告，恰巧粟裕从战场回来，寻淮洲上前跟粟裕打招呼，刚

简单谈了几句话，乐少华在台上看见了，便拍着桌子大骂：“他妈的，我在作报告，哪个还在讲话？”

　　当时乐少华还不认识粟裕，他骂骂咧咧，是要当众给军团长难堪，以便树立他自己的权威。

　　很快，矛头又转向了粟裕。

　　某次粟裕率部队打退并消灭了一股敌军，他亲自从前沿跑回军团指挥所，请示是否继续追击。当时

寻淮洲和乐少华坐在一根木头上，寻淮洲一听，这正是乘胜穷追的好时机啊，马上说：“好，好，好。”

　　乐少华没有吱声。粟裕以为他同意了，军情紧急，转身就走，不料乐少华突然跳起身来大叫：“站
住！他妈的，政治委员制度不要了吗？回来，回来。”

　　寻淮洲和粟裕都傻了眼，可又不能不从，只得停止追击。

　　当晚中央军委来电，批评红七军团为什么不继续追击，乐少华才闭口不言，但他随即就把粟裕列

入“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危险人物”，长期对其进行限制和监视。

　　乐少华把粟裕当成了寻淮洲的人，一意打击报复。说粟裕反对某制度云云，不过是挂神圣之名，行

猥琐之事罢了。

　　在这里，对错并不重要，站队最重要，粟裕其实就是站队没站好，不会顺风使舵而已，他后来吃的

许多苦头，可以说都与此有关。

　　外面拼命给压力，里面还在自缚手脚，这仗当然只会越打越憋气，越打越失败。到1934年夏，中央
苏区已由原来的纵横近千里，缩小到300余里，中央军委也不得不考虑离开苏区，进行长征。

　　1934年7月，红七军团被调回瑞金，包括李德在内的中央军委接见了军团领导人，当面宣布由红七
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

　　当时中央军委没有把先遣队的战略意图说得太清楚，只是告诉他们，这次行动的最后到达地域为皖

南，因为那里将举行“皖南暴动”，并由此建立苏区，红七军团到皖南有立足之地。

　　若干年后，粟裕才知道，事情远非如此简单。

　　从字面上看，红七军团是“先遣”，主力红军会随后跟进，但按照后来朱德提供的说明，派先遣队北
上，只是要让他们“去做个引子”，以便掩护中央红军南下。

　　换句话说，中央红军和红七军团的行军方向正好相反，当红七军团北上，从而调开敌军兵力时，中

央红军将从中央苏区的西南部寻求突围。

　　其实早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毛泽东就曾提出过一个挽救中央苏区的策略。那时恰好爆发了“福
建事变”，他主张趁机派红军主力挺进包括皖南在内的苏浙皖赣地区，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决战，以
迫使对方的“围剿”大部队回援。可惜的是，当时毛泽东没有决策权，中央未能采纳这一良策。

　　时移世易，现在再派小股部队深入险地，其本来的效果和意义已一去不复返。毕竟蒋介石也不傻，



在第五次“围剿”胜局已定的情况下，他绝不会因为一个北上抗日的口号，或者一支小股部队的出动而改
变原有部署，更不会放松对中央苏区的继续围困。

　　当然，在情况万分危急之际，中央尝试丢卒保帅也未必就没有一点道理，事情糟就糟在，决策者中

途又头脑发热，对先遣队的要求也远远超出了“保帅”的范围。

橡皮膏药一样粘着

　　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后，按原计划渡过闽江，准备北上浙西去皖南，但这时中央军委忽然改变计划，

命令随之更改为：停止北上，攻取福州。

　　1934年8月，红七军团开始奉令进攻福州城。中央军委下达的这个命令其实具有很大的盲目性，福
州是福建省会，筑有高大城墙以及坚固工事，更重要的是，守城的国民党部队为王敬久第八十七师。

　　第八十七师是当时中国军队中装备最好的部队，也是早期国民党“中央军”里战斗力最强、兵员素质
最高的劲旅，其内外战表现均十分出色，两年前的“一二八淞沪会战”，该师是绝对主力，曾在著名的庙
行大战中与日军常备师团对攻。

　　福州城里只有第八十七师的一个团，可你要想攻破他们固守的城池也不易。

　　另一方面，红七军团经过连续作战的消耗，全军团仅剩4000多人，经过突击补充，才增加到6000多
人，其中战斗人员4000多，分编成3个师，但实际上只相当于3个大团。

　　除此之外，攻城需要重武器，而红七军团只有一些轻重机枪和6门迫击炮，用来攻城远远不够。

　　打了一晚上，打不下福州，只得向闽东转移，结果第八十七师的那个团还从城里追了出来，在背后

一路撵赶，军团为此伤亡了好几个师团干部。

　　福州难以攻克尚是小事，麻烦的是实力被完全暴露了。红七军团渡过闽江时，声势浩大，对方阵营

也弄不清楚究竟来了多少兵力，“围剿”中央苏区的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曾一面紧急调兵，一面亲自飞往
福州进行“视察”。

　　一个回合过去，弄明白了，原来是一支红军的牵制部队，而且力量也并不怎么大。

　　“帅”没有保成，倒是“卒”逐渐被推入了危险境地。蒋介石任命浙江省保安处处长俞济时为“追剿
军”总指挥，从苏浙皖赣就地调集兵力，对红七军团展开追堵，一时间红七军团如同被橡皮膏药粘着，
想脱身都脱不了。

　　闽东有一块苏区，领导人是菲律宾归国华侨叶飞。当红七军团到达闽东苏区时，叶飞发现了一个奇

怪的现象：军团枪多兵少，有一人背两支枪的，有民夫挑着枪的。

　　叶飞是有人没枪，寻淮洲和粟裕却是有枪没人，福州一战后，光伤病员就有七八百人，行动异常不

便。

　　协商下来，双方交换，红七军团留下多余的枪和伤病员，叶飞给红七军团补充了1000多名新兵。

　　当时闽东苏区有一大块根据地，号称“五百里政权”，不仅粮盐供应方便，兵员补充也很容易，如果
红七军团能留下来，可以更好地起到配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的目的，可是军团的中央代表又不同意。

　　中央代表是曾洪易，他和乐少华的经历相仿，能力和见识也差不多，红七军团的领导权就由这两

个“布尔什维克”给把持着。

　　成立先遣队之前，曾洪易是越“左”越好，成立先遣队之后，却像个霜打了的茄子，要多颓废有多颓
废，哪个地方都不敢久待，只想赶紧完成到达皖南的任务就算了事。



　　红七军团北去后，叶飞又集中了1000多人参军，但已经追赶不上部队了。

　　除了军团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军委的命令也让寻淮洲和粟裕倍感困扰。红七军团离开闽东后，在
闽北一连打了几个小胜仗，最后到达闽北苏区时，部队已经疲惫不堪，急需进行短暂休整，然而相应请

求却遭到了中央军委的来电驳斥：让你们在闽北停下来休息，正是敌人的企图！

　　中央红军的长征尚未开始，在中央主持军事的仍是博古。博古在中央负总责时，不过24岁，缺乏军
事经验，打仗只能听李德的，所做决策也都十分机械笨拙。

　　事实上，在红七军团离开瑞金后，“皖南暴动”已经失败，建立皖南苏区自然也就成了泡影，博古、
李德等人都已得到消息。此时若随机应变，让红七军团留在闽东、闽北作战，其牵制作用要比去皖南好

得多。

　　退一步说，要是能够直接去皖南倒也好了，可是博古等人又突发奇想，提出让红七军团在浙西打游

击，而且还规定死了游击的路线和时间。

　　游击的优势，全在“灵活”二字，什么都规定死了，那就不是在打游击，说白了，还是在搞运动战。

　　江浙作为南京政府的核心区域，建有严密的保甲制度，地方上的保安团不仅枪械完备，而且经过纯

熟的训练，这种运动战又岂是好打的。红七军团被迫每天一战，最让人挠头的还不是天天要打仗，而是

战后伤员没法安置，只能抬着走，由此又大大地削弱了部队战斗力。

　　关系到部队存亡，寻淮洲和粟裕再也看不下去了。在要不要机械执行中央命令上，寻淮洲和政治委

员乐少华更是面对面地发生了激烈争吵。

　　自此以后，军团高层要么不开会，要么一开会就吵架，天天如此，几乎造成指挥上的瘫痪。

　　乐少华是专横，不把寻淮洲放在眼里，作为中央委员的曾洪易则是怯懦，尤其在遭到飞机袭击后，

更是吓得脸色发青，嘴唇颤抖，他不仅在作战上毫无主见，还一个劲地嚷嚷着要离开部队。

　　就在决断不下之际，寻淮洲、粟裕获报，敌军主力已从不同方向围拢过来，再留在浙西，有可能全

军覆灭。

　　他们当机立断，决定不顾中央军委的一再指责，离开浙西，向皖赣挺进。

细节是关键

　　1934年9月30日，红七军团到达皖赣边。这才知道，皖南暴动失败了。

　　好在皖赣边也有苏区，不仅地形有利，补给上也较充裕，按照寻淮洲和粟裕的想法，不如在皖赣边

就地开展游击战，先消灭尾追之敌，待时机成熟后再入浙进行袭扰。

　　可是他们的建议遭到了中央军委的否决，军委传来新的命令，让红七军团进入闽浙赣苏区接受整

编。

　　从皖赣苏区到闽浙赣苏区，又是几道封锁线，红七军团到达目的地时，整个军团仅剩下3000多人。

　　闽浙赣苏区是方志敏创建的老苏区，该苏区辖有红十军。两军奉命合并为红十军团，军团长为刘畴

西，寻淮洲仅任师长。

　　这对寻淮洲而言，显然很不公平，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后，整整4个月，前沿都是他和粟裕在进行
指挥，最后别人全是原职调动，唯独他被从军团长职位上撤了下来。

　　中央军委随主力长征后，红十军团改由项英为首的中央军区统一调度，项英下令红十军团以运动战

的方式向外线出击，以创建新苏区。



　　在那种形势下，博古等人还组建红十军团，指望以军团规模打大仗，本身就是一个重大失误，而项

英的决定，则错上加错，进一步把红十军团推向了危险境地——想想看，中央苏区原有8万主力红军，
连他们都守不住老苏区，却要更弱、更小的部队去创建新苏区，这实在是一件强人所难的事。

　　红十军团共有3个师，其中，仅有由原红七军团改编的第十九师能打正规战，第二十、二十一师均
为红十军以及一些地方武装升级而成，主要长于打游击，没有大兵团活动的能力和经验。

　　用朱德的话说就是“编成一个军团，不编不垮，一编正规战打不成，游击战也打不成”，基本上是相
互拖累。

　　1934年12月10日，红十军团集结于黄山东南的汤口，国民党围追堵截的各路部队闻声而动。

　　3天后，红十军团向北转移，由乌泥关进至黄山东麓的谭家桥。他们获悉，大部分追敌距离尚远，
只有补充第一旅紧咬不放，现已抵达汤口。

　　补充第一旅的旅长正是王耀武。彼时的王耀武只是刚刚出道，但他已经受到了蒋介石的注意和器

重。

　　王耀武毕业于黄埔第三期。在国民党将官中，一期、二期黄埔生成堆，王耀武以三期的资历，能让

蒋介石另眼相看，实在是很不容易。

　　让蒋介石动心的，是第四次反“围剿”期间，王耀武死守宜黄一战。

　　驻守宜黄的是国民党第三十二旅，旅长为黄埔一期的柏天民。当红军围困宜黄时，蒋介石已允许柏

天民撤退，但柏天民在时任团长王耀武的竭力劝说下，仍选择了守城，而且一守就是20多天，红军也始
终没能攻下宜黄。

　　柏天民在作战中腿部受重伤，战后他向蒋介石大力推荐王耀武继任旅长一职。于是蒋介石专门召见

王耀武，并饶有兴致地当面问他为何要死守不退。王耀武的回答是，当时已身陷重围，红军又长于打援

和野战，与其突围时失败而死，不如与城池共存亡。

　　王耀武还说，宜黄是战略要地，一旦失守，即便付出1万人的代价，也未必能够重新夺取，所以从
战略整体着想，也不能轻易放弃宜黄。

　　蒋介石听后十分满意，决定重用王耀武，不过他没有让王耀武继任第三十二旅旅长，而是任命其为

补充第一旅旅长。

　　授予此职，蒋介石考虑得很是周到。因为第三十二旅有很多黄埔一期、二期生，就怕王耀武因资历

浅摆不平，而补充第一旅刚刚成立，没有这些问题，便于王耀武指挥调度。

　　当蒋介石把自己的这番用意告诉王耀武时，王耀武感激涕零，练兵作战也更加尽心尽力。

　　正是由于太积极了，所以各路追兵中，就数王耀武冲得最猛最前，队伍也因此显得孤立突出。经过

分析研究，红十军团高层做出决定：打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拿这个王耀武开刀祭旗。

　　从装备上看，补充第一旅胜过红十军团，但红十军团有3个师计5个团以上的兵力，补充第一旅只有
3个团，另外，红十军团还占有地利优势。

　　乌泥关是一个山隘口，从乌泥关至谭家桥段的公路两侧，5公里范围内，自南向北都是小山坡，若
是打伏击战的话，乃天造地设的绝佳地形。

　　打伏击战，细节是关键，围绕细节，军事主官之间产生了分歧。

　　军团长刘畴西拟订的伏击战方案是，以第二十、二十一师为主攻部队，第十九师负责待主攻方向打

响后，向乌泥关穿插，以截断王耀武的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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