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今年 !月 "日是粟裕同志逝世
二十九周年。粟裕同志是久经考验
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
战略家。他征战半生、战功显赫。他
一生高风亮节、三让司令，勇挑重
担，无私奉献。他集立德、立功、立言
于一身。他在 #$"%年军委扩大会议
上曾遭到无端的批判，#$$&年中央
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张震联名发表
经江泽民总书记审定的文章，指出
“#$"%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
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长期受到
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
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
会的意见”，为 #$"%年粟裕同志遭
受错误的批判郑重地做了结论。然
而，近些年有人不顾事实，写了所谓
“粟裕因三次擅权而在军委扩大会
上受到批评”的文章，造成不良影
响。我们作为粟裕同志的老部下和
关心那段历史的人，认为有责任维
护中共中央军委对粟裕同志已做的
正确结论，维护党史军史的严肃性，
把历史的真相说出来，还历史以本
来面目，还粟裕同志以清白。

所谓“三次擅权”的真相
!"所谓!自行布置准备攻占马

祖列岛"

解放金门、马祖，是中共中央军
委的决策。#$"&年 %月 #'日，中共
中央军委提出 #$"(年底解放马祖
岛、#$") 年底解放金门的作战任
务。#$""年初，浙江沿海———江山、
大陈、渔山、披山诸岛相继解放。当
时身为总参谋长的粟裕认为，华东
沿海军事斗争的重心已转移到福建
沿海，解放马祖、金门的任务有可能
提早完成。#$"" 年 ! 月底到 ' 月
初，粟裕邀集各总部、海空军领导同
志一起，听取南京军区领导同志关
于视察福建的情况汇报，研究华东
沿海岛屿作战问题，认为“打金门作
战规模较大，必须有较长时间的准
备”，“打马祖作战规模较小，补给容
易，战斗持续时间不会太长”，因此
建议“以解放马祖岛为下一步军事
斗争目标”，争取于 #$""年 $月底
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月 "日，
粟裕将讨论结果报告主持军委日常
工作的彭德怀副主席并军委。彭德
怀于 '月 $日批示*“同意先打马祖
部署。”

#$""年 &月 #"日，南京军区
作出具体部署，提出*“全面的进行
准备，实施时采取逐岛攻击的作战
手段，并准备先攻高登或同时攻占
高登与北竿塘，而后再攻占南竿
塘”，具体组织指挥工作交由福建军
区负责。南京军区将这一部署，同时
上报中央军委与总参谋部。
粟裕看到上述报告后，认为福

建军区机构不健全，难以担负此种
复杂艰巨的任务，建议南京军区派
员加强。南京军区即派王德副参谋
长率参谋人员去福建军区，参与对
马祖作战的组织准备工作。时过两
个月，总参谋部一直没有得到福建
军区执行情况的报告。(月中旬，粟
裕从在北京参加集训的福建军区副
司令员皮定均那里了解到，攻击马
祖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很不充分，预
定参战部队仍在执行一年一度的训
练计划，所需登陆船只还在 &++至
)++余公里以外尚未集中，他们计
划在 %月份用一个月时间作两栖作
战演习，后即投入战斗。粟裕认为，
“对马祖作战准备工作确实很差，亟
需认真进行”。

(月 #%日，粟裕与陈赓副总长
一起，约见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皮定
均，指出*解放马祖的准备工作应从
困难处着想，战斗与战役实施过程
中力求速决，以显示我军力量强大，
减少美帝干涉的机会。按照南京军
区 &月 #"日所作的全面准备逐岛
攻击的部署，充分准备，确实进行。
粟裕当时将三个茶杯摆成梯阶队形
说*如果先打高登进展顺利，美帝又
不出面干涉，则可以接着打北竿塘，
再而南竿塘；如果情况不利，应以准
备打北竿塘或南竿塘的第二、第三
梯队增援第一梯队，用以巩固高登，
反击敌之反扑。请他们详细研究，具
体计算，将研究结果报告军委最后
确定。这次会见谈话，工作人员没有
作记录，结果造成与会者记忆误差，
引来一场风波。
彭德怀于 )月 %日召开关于福

建沿海作战方针问题会议。粟裕和
陈赓在会上说明，会见皮定均时，只
是说要加紧全面准备，并未说三个
岛同时攻击。皮定均同志可能是把
“全面准备”误解为“全面攻击。”事
情到此本已澄清，可是会议纪要不
顾粟、陈二人的说明，仍然在注释中
写上：“粟总长确曾指示，要全面准
备，同时攻击。”这个会议纪要，经彭
德怀审定后报请毛泽东批示。)月
#'日，毛泽东在这个会议纪要上批
示 *“六月十八日讨论这样大的问
题，不得中央批准，是很错误的。”

#$""年 %月 '#日，粟裕写出
《关于六月十八日约福建军区副司
令员皮定均同志谈攻击马祖作战准
备工作的检讨》，报彭德怀副主席并
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如实报告了处
理马祖战备问题的经过，同时说明
会议纪要中的“注释与上述情况是
有出入的”。彭德怀阅后批注*“已
阅。”毛泽东阅后批示*“已阅，退粟
裕同志。”同时批转刘少奇、周恩来、
朱德、陈云、邓小平阅后“退毛”。一
场风波，终于了结。
上述事实表明，在对金门马祖

战备问题上，粟裕完全是执行中央
军委的决定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领
导的指示，根本谈不上“擅权”的。

#"所谓!忽视外事纪律"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在中国共产
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中央军事
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
军事领导机构，通过各个总部实施对

全军的领导和指挥。这个领导和指
挥体制，经过考验并证明是正确的。

#$"&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
定在国务院设立国防部以后，也没
有改变这个领导和指挥体制，总参
谋部等各总部仍然直接接受中共中
央军委的领导和指挥。但是也出现
了新情况新问题，当时国防部没有
专设办公机构，军委办公厅同时也
是总参办公厅、国防部办公厅，一个
机构三块牌子。此时主持军委日常
工作的领导同志又担任国防部部
长，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作用，要
求有些文电用国防部名义发出。但
是，究竟哪些文电用国防部名义发
出，哪些文电用中央军委或总参谋
部名义发出，没有明确规定。总参谋
部起草的文电，常常因署名问题受
到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领导的批评。
总部机关部门感到难以适从，纷纷
要求有明确规定。因此，中共中央军
委 #$""年 '月 #(日会议决定，责
成总参谋部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谋部
职责条例。从 #$""年到 #$")年下
半年，总参谋部先后 "次拿出条例
草案送审，都一次次被打回来了。主
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领导并多次对粟
裕说*“你们问问人家是怎么分工的
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强调以
苏军为榜样，这个“人家”不言自明，
就是指苏联军队。
不久这个机会来了，#$")年 ##

月，粟裕参加彭德怀率领的军事代
表团访问苏联。粟裕利用拜会苏军
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的机会，向
索科洛夫斯基提出，希望提供一份
关于国防部与总参谋部职责的资料
作参考。索科洛夫斯基说没有现成
的资料，简要介绍了苏联国防部和
总参谋部的职责和关系，说他们的
总参谋部隶属于国防部，没有什么
分工问题。几个月之后，#$"%年 '

月，苏军向我军提供了有关的书面
材料。据随行翻译说：“这是一场礼
节性的拜会，谈话很短，时间不长，
前后加上翻译时间在内，大约二十
来分钟，双方主要谈友谊、友好。”
这件事，在 #$"%年的军委扩大

会议上，被批判为“告洋状”，“争权
夺利，跑到外国去找点根据。”后来
又被无限上纲为“里通外国”。这些
大帽子如今早已被掀掉了。

$"所谓!越权调兵"

中共中央军委关于调动军队权
限的规定，粟裕是十分清楚的。#$"#
年 #!月关于调动部队权限的规定，
就是以总参谋部名义发出的。

#$")年 #!月，中共中央决定

撤回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并
提出在 #$"%年内分三批撤回。#$"%
年 !月，粟裕提出志愿军撤回国内
及回国后具体部署的两个方案，经
军委第 #&'次会议讨论，基本同意
第二方案。根据军委会议的决议，总
参谋部着手进行一系列准备工作，
包括起草部队调动的命令。总参谋
部作战部先是起草了以军委名义调
志愿军回国的命令，没获同意,又改
用国防部名义,仍被打回,主持军委
日常工作的领导说这个命令要用总
参谋部或总参谋长名义下达。总参
作战部只好重新起草了以总参名义
下达的调志愿军回国的命令送给粟
裕。粟裕认为用总参谋部或总参谋
长名义下达这样的命令不妥，但是
已经几次反复，就在电报稿上写上
“请彭总阅后发”，意在给彭德怀思
考审定的空间。彭德怀接到电报稿
后直接拿到军委会议上讨论，结果
被否定了。最后调志愿军回国的命
令还是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的。就
是说，这个以总参名义调志愿军回
国的电报，是根据军委领导指示起
草的，这个电报既未上报中央，也未
下达部队，是一份没有发出的电报
草稿。这样一份没有发出的电报，怎
能成为粟裕“越权调兵”的证据？

粟裕同志在总参谋部
#$"#年 #+月，中央军委任命粟

裕同志为副总参谋长，杨尚昆同志
打电话传达毛主席指示，催他赴任，
他说：“既然组织决定了，我只好服
从。”他到北京后协助聂荣臻代总参
谋长，掌管作战、训练，海、空军和陆
军特种兵的建设。#$"&年 #!月，中
央军委任命粟裕同志为总参谋长。
毛主席亲自找他谈话，向他宣布中
央的这个决定时，他很吃惊。他说：
“主席！我不能胜任！”毛主席说：“你
可以胜任。不过牡丹虽好，还需绿叶
扶持。你努力干吧！”这时他只有四
十七岁。
粟裕同志反对华而不实和搞形

式主义。有一次，他出发到四川凉山
彝族自治州视察一个连队，全连干
部、战士一律换了崭新的军装，还召
开了关于“联合国”问题的时事讨论
会。他说：“为什么我来了，你们就要
统统换上新军装呢？”他问什么是
“联合国”？有的战士答不上来，他还
耐心地作了解释。另一次，他乘坐驱
逐舰在渤海湾勘察，上舰前干部、水
兵在码头列队迎接，还吹喇叭。他
说：“不要吹喇叭，不要照搬外国的
一套做法。”

粟裕同志为党为人民立下了赫
赫战功，但他从不居功骄傲。在战争
年代，他曾“三让”司令，在干部中已
传为美谈。在总参谋部工作期间，他
对中央军委首长和元帅们非常尊
重，处理重大问题都是事先请示，事
后报告。对上级的每一个指示，他都
认真研究和贯彻执行。他对陈赓、黄
克诚、张宗逊、张爱萍、李克农等几
位副总长都很尊重，遇事总是在一
起商量。为了加强集体领导，他建议
成立总参谋部党委。他光明磊落，不
隐瞒自己观点，从不吹吹拍拍。他不
善于交际，全部精力都考虑作战和
军队建设问题。他交待我们在办公
室搞活动图板，在宿舍也挂了地图。
他一不下棋，二不打牌，像战争年代
一样，一有空闲，就手拿几份文电资
料，对着地图聚精会神，伫立思考。
他一口气可以说出几十个军的部署
和任务，思考问题缜密锐敏而有条
理。他实事求是，处理问题总是从实
际情况出发，防止主观片面，不说空
话和大话，更不看风使舵，或者苟且
迎合。他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经过
深思熟虑认为是正确的意见，决不
轻易放弃，总是诚恳地提出来，不顾
个人得失。更令我们钦佩的是，粟裕
同志能经受住委屈和误解。他说：我
相信自己的几十年革命实践是足够
说明自己的。他曾写过一首诗：“半
世生涯戎马间，一生系得几危安。沙
场百战谈笑过，际遇数番历辛艰。松
苍敢向云争立，草劲岂惧疾风寒。生
死沉浮寻常事，乐将宏愿付青山。”
表现出坦荡的乐观主义胸怀。

粟裕同志从班长到总参谋长，
职务变了，人民勤务员和普通一兵
的本色始终不变。他平等待人，热情
和蔼，自己不抽烟不喝酒，但无论是
干部、战士到他宿舍，他总是请他们
抽烟喝茶，不抽烟的吃糖果，到了开
饭的时候就留下一起用餐。他因公
到其他单位去，有时被哨兵拦在门
外，他就自己下车，通报姓名和工作
单位，还怕战士听不懂湖南话，常常
摘下军帽，指着帽子里写的名字。他
体谅部属，关心群众生活疾苦，从
不发脾气，但在工作上严格要求。
他说：“你们要当好我的助手。你
们是参谋、秘书，不是收发、传
达。你们给我看的文件，要作些调
查研究，提出你们的意见，我采纳
了，就成为我的意见，如有失误，
不是你们的责任。”
粟裕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

曾负伤六次，其中两次是重伤。
#$!)年 ##月任班长时，在福建武
平战斗中负重伤，子弹穿过头部右
颞骨，排长取下了他的驳壳枪，以
后他挣扎着顺山坡滚下，赶上了部
队。#$'' 年 " 月，他任军参谋长
时，在江西硝石战斗中，亲自率领警
卫人员打退敌人的冲锋，左臂中弹
致残，住院养伤半年才康复。#$'+

年，他任师长时头部负伤，嵌入的一
块弹片一直未能取出。#$'&年任红
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时，右臂
中弹，直到 #$"#年在北京医院动手
术，取出了一颗已经生锈的步枪子
弹头。他因头部两次负伤，经常头痛
头晕，在解放战争时期指挥大兵团
作战时，有时要戴着铝制的散热器，
使头部降温。
粟裕同志到总参谋部后，每天

到办公室上班，有时下班铃响了，我
们催他下班，他迟迟不走。那时总
长、副总长都在一层楼内办公，有事
随时商量，不用“公文旅行”。部长、
处长、参谋都可以直接来找总长、副
总长请示问题，上下通气，办事效率
很高。在战争年代，粟裕同志一直战
斗在第一线，生活艰苦；到总参谋部
后又肩负重任，操劳过度，当时就患
有高血压和冠心病，经常头痛失眠，
甚至只要摸一摸头发，就像一根根
的针刺在头上，实在不能支持时，就
打开窗户吹吹冷风，或者把头部伏
贴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上。至今我们
一想起来，就倍觉痛心。#$"%年 #+

月，他调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协助
叶剑英元帅开拓我军的军事科学研
究工作，离开了总参谋部。

B!!"#$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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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粟裕在辽东半岛

抗登陆演习场上

" 一身戎装的粟裕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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