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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发起的一江山岛战
役是我军首次进行的陆海空联
合作战，相关作战过程已为人
熟知，但在战役谋划与组织的
过程中，有许多细节体现了孙
子兵法“庙算多者胜”的原则，
值得后人细细品味。

作战方向 争论激烈
按照军委方针，华东军区的议

程里重新把解放大陈等浙东沿海岛

屿当作工作重点。8月27日，中央

军委批准成立华东前线指挥部，华

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

委，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军区海

军副司令员彭德清、军区海军参谋

长马冠三、浙江省军区代司令员林

维三任副司令员，军区副参谋长王

德任参谋长。前指又成立专门的空

军、海军、登陆和后勤联合指挥所，

确保夺岛的指挥协调。

围绕攻击对象，前指有两种意

见，一种是直取大陈岛，因为大陈国

民党军不足两万人，敌指挥中心也

在那里，只要当胸一拳，毁其心脏，

其他岛屿便不战可得。另一种是先

打大陈门户一江山岛，务求首战速

胜。我军判断，专打大陈需投入6到

10万登陆兵，保障人员不少于30

万，按一艘登陆艇装50人，一艘登陆

舰装500人计，也需要几百艘。况且

大陈离台州内陆50多公里，突袭可

能性小，只能强攻，而我军岸上炮兵

无法支援，单纯靠海空

军支援比较困难。大

陈岛面积15平方公里，

敌人经营多年后已完

全要塞化，我军只能在

狭小正面多波（梯）次

投入，很难隐蔽作战企

图，而且航渡组织难度

大。经过考虑，前指把

战役目标选在一江山

岛，它只有1.7平方公

里，守敌千余人，且被

我岸炮覆盖，更重要的

是，有把握在国民党军

主力未有效反应前突击成

功，并威慑大陈敌军撤退。

临战抉择 事波三折
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战役方

案，11月30日电告华东军区，于

12月20日攻占一江山岛。12月9

日，前指报告，作战准备工作完

成，可按计划发起攻击。此时，有

一位军区领导向总参报告，兵力

不够，时间仓促。12月11日，毛泽

东批示：“彭德怀、粟裕同志，因美军

正在浙东海面做大演习，攻击一江

山时机目前是否适宜，请加考虑。”

当日，华东军区接电：不必太急于攻

占一江山，可延至1955年1月。

12月16日，张爱萍、王德署名

报告，力陈攻打一江山岛。鉴于登

陆部队战术训练、三军协同作战训

练、各类舰艇准备和机场扩修，最后

期限为1955年1月10日前完成，可

于1月中下旬进行作战行动，战役目

标“仍以攻取一江山为宜”。12月21

日，彭德怀报请毛泽东，以军委名义

复电华东军区，“关于发动攻打一江

山岛登陆作战时间问题，应积极准

备，只要准备好了，确有把握就发起

进攻”。1955年1月16日，浙东前线

部队进入集结和待机位置，准备18

日正式发起攻击。可是1月17日，

前指接到总参谋部批复：“我们认为

1月18日攻击一江山岛过早，必须

继续充分准备，在气象良好的条件

下，确有把握才能发起攻击。可推

迟至2、3月份。”

张爱萍接到通知后，立即致电

副总参谋长陈赓，表示：一是部队全

部进入待机地域，气可鼓不可泄；即

使撤出来，整个作战企图和相关打

法都将暴露无遗，使敌人警觉，将给

今后重新组织造成极大困难；二是

新的义务兵法刚刚颁布，参战老兵

多经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又经

过长时间的三军协同训练，兵员素

质高，如推迟，都复员回家，以后重

新训练新兵，不知要花多大力气；三

是18日气象预报天气良好，当面敌

情无变化，战区无美机美舰干扰，种

种迹象看，敌人尚未发觉我作战意

图，天时、地利、人和，失之而不再

来。陈赓把张爱萍的意见报告给总

参谋长粟裕。

此时，部队正式接到华东军区

送来的“把部队撤回，停止攻击一江

山岛作战计划”命令抄件，张爱萍看

了一眼，仍然下令部队“出发”。粟

裕得报后，迅速让陈赓速报彭德

怀。此时，彭德怀正在中南海参

加政治局会议。彭德怀立

即打断会议，向毛泽东

汇报前方指挥员的判断和决心。毛

泽东没有马上表态，征询了刘少奇、

周恩来、朱德的意见，然后对彭德怀

说：“授权你来下决心吧！”彭德怀马

上表态：“相信前线指挥员。”他还

说：“我们都是打过仗的，按爱萍意

见办，战斗照原计划进行。”

利剑出鞘 事击必胜
1月17日，海面上还是风浪四

起，令人心焦。1月18日凌晨，天气

终于如预报的那般风平浪静。上午

8时，3个轰炸机大队和2个强击机

大队对一江山岛进行首轮轰炸。12

时05分，岸炮兵4万发炮弹把一江

山岛打成“燃烧的岛”。10分钟后，

70余艘登陆艇满载5000余名指战

员，在40余艘作战舰艇护卫下启

航。14时，经改装的10门船载火箭

炮对一江山岛的北江岛敌军阵地实

施齐射。14时29分，20军60师178

团2营经过30公里航程后率先登

岛，60师是从著名的“沙家浜三十六

伤病员”发展起来的部队，从解放上

海严守入城纪律，到抗美援朝在-

40℃极寒下坚持战斗，堪称军政素

质“双过硬”的英雄部队。

登陆过程中，登陆部队用密语

呼叫，陆军和空军，陆军与海军之

间，步兵与炮兵之间，都衔接自如、

协调一致，形成压倒对方的整体力

量。17时55分，攻岛部队清理战

场，全歼守敌，转入防御。国民党军

吹捧为“击不沉的战舰”“攻不破的

钢铁堡垒”的一江山岛，被我军干净

利落地拿下来。1月30日，中央军

委下达攻占大陈岛预令，两万多敌

人已是穷途末路。

惊慌失措的蒋介石急求美国施

以援手，美国只答应出动舰艇将国

民党军撤走。1955年2月8日起，大

陈全部军民33777人在8天半里撤

往台湾，海峡两岸的军事基本格局

从此易势。而我军战役战术宝库

里，也从此新添了三军联合作战的

新内容。 马沈

争取主动 势在必行
1949年国民党军败逃台湾后，依靠暂

时的海空优势，继续对大陆采取攻势。

1950年，国民党空军八次轰炸上海、五次

轰炸南京，两次轰炸杭州，这些空袭都以台

湾为基地，以闽浙岛屿为前沿，以澎湖为中

间桥梁，形成直接伸向大陆的“打击链”。

“打击链”上，北边以浙江台州外海的上、下

大陈岛为核心，南面以福建厦门当面的金

门岛为核心，两者如同犄角，直抵我东南沿

海，国民党军守可以有几百海里纵深，攻可

以在大陆眼皮底下发起。1950-1952年，

福建平和、南靖、晋江、惠安、莆田、漳州、福

鼎；浙江温岭、黄岩、玉环、洞头、乐清、临

海，都曾遭敌军登陆袭扰，少则几百，多则

数万人。因此，解放军必须遏止国民党军

袭扰，保卫和平建设。

是攻是防 反复斟酌
1951年，华东军区就提出攻打大陈和

金门的作战方针，主张先打大陈，一两年后

完成进攻金门的准备。1952年6月11日，

中央军委回电，同意9月或10月攻占大

陈。6月15日，华东军区颁发《对解放上下

大陈岛登陆作战的指示》。7月19日，从朝

鲜战场回来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看到华

东军区的作战预案，表示美国一直把台湾

海峡作为朝鲜战场的侧翼，“为慎重计，须

待朝鲜停战后举行为宜”。7月27日，毛泽

东主席批示同意彭德怀的意见。

1953年9月7日，华东军区向军委上

报新的作战方案——收复大、小金门岛作

战方案。10月15日，总参代军委正式批复

华东军区，赋予作战行动代号为“联合作战

演习”。考虑金门国民党军有5万余人，开

战后台湾会派援军，而华东军区计划投入9

个步兵师、30个炮兵团、15个高炮团、3个工

兵团和6个航空兵师，还不算海军舰艇、岸炮

兵与布雷飞机分队，光战役预算就要4.7亿

元，这对刚恢复的国民经济有影响。12月21

日，彭德怀批示“攻打金门问题耗费巨大，和

陈毅同志商定，暂不进行，待勘查后再准

备。”毛泽东当时还考虑，经历多年国内外

战事后，国内盼望相对长久的和平环境搞

建设，暂时不宜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

但“形势比人强”，

1954年7月，传出台湾当

局欲与美国签订“共同防

御条约”。为反对这一条

约，当年8月13日，中央

军委下发《关于对台湾蒋

匪军积极斗争的军事计

划与实施步骤》，规定先

打弱小之敌占沿海岛屿，

打则必胜，逐岛攻击。本

年度开始，至1957年逐步

解放浙闽诸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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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工兵爆破
事江山岛敌工事

■ 备军重炮齐射

■ 备军登陆艇正在装载兵员装备

■ 自爱萍司令员亲自
器查战士手中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