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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是怎样炼成的

吴东峰

! ! ! ! ! ! ! ! !第四章 勇毅!连载 !""

杜义德中将!冒着枪林弹雨"挥枪冲在最

前面

!"#$年 #月，中原军区六纵奉命围攻豫
北重镇汤阴。打了一个月，终于啃下汤阴城。
是时，时任旅长的尤太忠将军随二梯队进
城，见侦察参谋徐克达。徐告之：“杜政委已
经进去了。”将军不信，问：“你看真了？”徐肯
定曰：“是杜政委。”将军即命部队快速前进，
果见杜义德将军冒着枪林弹雨，挥枪冲在最
前面。

刘昌毅中将! 指挥作战勇毅不乱" 人称

#四不走$将军

刘昌毅将军指挥作战，处变不惊，历险不
乱，每临大事有静气。人称“四不走”将军，即：
“不吃饱饭不走，不睡好觉不走，不喝完酒不
走，不见敌人来不走。”

%"&$年春。某日，久雪乍停，天气晴朗。
刘昌毅将军率部至两河口八里川，令部队埋
锅做饭。忽警戒哨报告，东北方向发现敌人。
人劝将军走，将军问：“饭熟否？”答：“已熟。”
将军曰：“吃了饭再走。”泰然置之。忽警戒哨
又报，西南方向发现敌人。数人劝将军走，将
军问：“饭饱否？”答：“尚未。”将军曰：“不吃
饱饭不走。”依然镇定自如。忽警戒哨又飞
报，其他方向均发现敌人。是时，枪炮声依稀
可闻。众官兵停筷置碗视将军，见将军蹲一
大岩石上，一手端碗，一手握筷，吃得正香，
仍若无事状。此时，炮弹已落四周，众皆继续
放胆吃饭。饭毕，将军问：“吃饱了没有？”皆
答：“吃饱了！”此时，已可辨敌人影，方从容
率部撤离。

吴效闵少将!南渡黄河勇克石头山

%"&$年夏，陈谢大军挺进豫西。'月，周
希汉将军随先锋第二十九团先行南渡黄河。
()日，偷渡得手。将军上岸后，即命二十九团
团长吴效闵夺取敌石头山阵地。是时，枪炮声
震耳欲聋，吴效闵举冲锋枪大声曰：“放心吧，
旅长！拿不下石头山，我提头来见！”周希汉将

军亦提冲锋枪，大声喝道：“不行！
老子要你提国军的头来见我！”数
小时后，吴效闵克石头山，押大批
俘虏凯旋。后成为著名作家的新
华社记者冯牧见之叹曰：“真是关
云长温酒斩华雄啊！”

钟伟少将!违抗命令指挥了林彪

!"&$年 *月 '日，钟伟奉林彪令，率五
师北进中长路东，配合一纵聚歼德惠东北大
房身之新一军。行进至朝阳川北间，闻前方
人马嘈杂，枪声隐隐。侦察员飞报：“敌八十
八师于靠山屯驻扎。”将军欲攻之。忽收林
彪来电问：到大房身否？将军回电曰，我这
里有条大鱼。其时五师领导均主张走，唯将
军一人主打。此时，林彪又来电，命五师速
至大房身。钟伟将军以拳击桌曰：“我是师
长，我说了算！谁再说走，我就毙了他娘
的！”遂猛攻靠山屯。林彪闻讯即改变原作
战部署，将歼灭大房身之敌改为监视，调其
余部队增援靠山屯。是役，东野歼敌八十八
师大部，重创八十七师。五师获林彪嘉奖。
钟伟之名大噪。

王必成中将!枪林弹雨中亲临前沿指挥"

一步不挪

王必成将军性孤僻，冷面寡语，喜独处独
行。然闻枪炮声则判若两人。某战，部队进攻
受阻，将军纵身跃马，奋臂高呼：“跟我冲啊！”
霎时，众官兵吼声雷动，勇往直前，遂克敌。又
某战，敌进我守，形势危急。王必成将军直奔
前沿阵地，取手榴弹，揭盖垂环，端轻机枪，左
右扫射。众官兵见之，遂奋勇杀敌，敌大溃。其
时王必成将军任华野六纵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某战斗，王必成将军亲临

前沿指挥，距敌仅二三百米。初始，子弹中树
冠，树叶纷纷坠落身上，将军不动；继而子弹
落草地，于身旁“索索”飞过，将军仍不动；再
后，一弹片击中将军望远镜，斜擦而过，将军
一步不挪，仍继续指挥战斗。

曹里怀中将%贺东升少将!乘坐坦克为士

兵冲锋开路

+"&"年 !月 !&日，解放军总攻天津。贺
东生将军与曹里怀将军乘坐一辆坦克，“轰轰
隆隆”驶往金汤桥，穿街走巷，撞大楼，冲地
堡。众步兵欢呼腾跃，随之前进，所向披靡，皆
不知坦克乘员为师长与副军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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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郏亶其人

吴淞江古有“五汇二十四弯”之称，旧时
南支 !"条，北支 #$条，由于地势平坦，河网
密布，无明显流域界限。南宋逐渐改称“吴淞
江”，源出今江苏省吴江县南之太湖瓜泾口，
为古之“三江”之一。《尚书·禹贡》上有“三江
既入，震泽底定”之语。“震泽”则是太湖的古
称，“三江”指松江、娄江和东江，其中松江即
吴淞江，这句话的意思是：只要三江畅
通安定，太湖流域自然平安无事。在西
晋以前，吴淞江河道十分宽阔，是太湖
下游主要出水口。

从烟波浩渺的太湖一泻东来，古代
的吴淞江非常宽阔与壮观。清嘉庆《上
海县志》卷三记载：“唐时阔二十里，宋
时阔九里，后渐减至五里、三里、一里”，
简直比现在的长江口还要宽。从唐宋对
沪渎两岸风物的记载，如静安寺、通济
龙王庙、芦子城（即沪渎垒）、沸井浜、青
龙塔等，表明都是当时的许多重要建筑
物。反映青龙镇成为对外航运港口，沪
渎的水产集贸市场，南跄口与江湾新兴
的盐场等，呈现出沪渎两岸———吴淞江
下游的社会经济逐渐繁荣之景象。
在吴淞江两岸，大约每隔五里开通一条

进入吴淞江的支流，这种支流水道称为“浦”，
其本意是水滨，也指河流注入江海的地方，一
般多指人工河。宋朝郏亶《水利书》云：“吴淞
江南岸有大浦十八条，其中有上海浦、下海
浦。”吴淞江两岸共有十八个大“浦”，至于小
浦小河更是多得难以尽述，可谓港汊纵横，横
塘纵浦，吴淞江两岸是河网密布的水乡泽国。

有必要说一说郏亶其人，郏亶（%&'()
%%&'年）字正夫，江苏太仓人，北宋官吏、水
利学家。著有《吴门水利书》。出生于农家，自
幼酷爱读书，识度不凡，嘉祐二年（%&*+年）
考中进士，授睦州（今浙江省淳安西南）团练
推官，知杭州于潜县，他没有去上任，却终日
跋涉于野外，从事农田水利的考察和研究，深
究古人治水之迹。熙宁三年（%&,&年），朝廷
诏书天下，征集理财省费，兴利除弊的良策。
郏亶即上书建议治理太湖流域的水田，总结
了前人治水的经验教训，指出了以往治水中
存在的六处失误，并指出了治水必须“辨地形
高下之殊，求古人蓄泄之迹”等六得。他的“治

田利害七事”，为当朝宰相王安石采纳和赏识。
郏亶实地考查了太湖地区治水的历史，考察了
$-&多条河流，结合自己治水的体会和设想，撰
写了《吴门水利书》四卷，可惜已佚，唯有《苏州
水利六失六得》和《治田利害七事》两篇保留至
今。对于吴淞江“上海浦”和“下海浦”的记载，
为后人研究上海水利史，留下了重要资料。
今天，黄浦江是太湖主要的入海水道，宋

元以前，史书中几乎找不到“黄浦”
的名字。《宋会要·食货第八》记载：
南宋乾道七年（%%,% 年）丘宗山上
报朝廷的水利条奏曾说“华亭县东
北又有北俞塘、黄浦塘、蟠龙塘，通
接吴淞大江”。

唐宋以后，由于长江三角洲的
下沉以及泥沙在河口地带大量堆积，
原来宣泄太湖水入海的三江，也在海
潮的倒灌下，东江和娄江相继淤塞，
吴淞江也日趋束狭，堵塞了太湖水的
入海去路。于是发生泛滥，使太湖中
部平原洼地沼泽化。不仅太湖本身
水体面积扩大，并在其东、北部先后
形成了大小零星的湖泊，淀山湖（又

名薛淀湖）最早的记载见于北宋郏侨的《水利
书》，是在东江湮没以后形成的。苏州与昆山之
间的阳澄湖则与娄江的湮塞有关。这就是说，
三江的淤塞与阻滞，使太湖的面积扩大，并在
其尾闾一带出现了湖泊广布的局面。
宋元及其以后，是太湖水患最为肆虐的

时期，对吴淞江的治理也越来越频繁，由此也
出现了一批体恤民情、专于治水的官吏。他们
或著书立说，或上请朝廷，开议堂施政计，精心
组织太湖水系的整治，如根据太湖水域历史经
验，精心撰写《吴门水利书》集中体现了治水方
略的郏亶、郏侨；曾向朝廷献其所著《吴中水利
书》的单锷，就连担任杭州知州的苏轼对《吴中
水利书》也颇为赞赏，其提出的疏泄为主的治
水思想，对后世太湖治理影响很大；还有曾主
持开浚吴淞江，撰有《浙西水利议答录》等专著
的任仁发、《论三吴水利》的作者周文英、《水利
议———开吴淞江》的作者归有光，明朝户部尚
书夏元吉，包括那位被后人传得沸沸扬扬的海
瑞等，他们兴利除害，请求整修吴淞江、白茆
河，通流入海，主持、参与或关心过太湖流域的
治理，对疏浚吴淞江有过突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