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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记者来到位于海安市长江中路的
苏中七战七捷纪念馆。蓝天下，高耸的苏中七战
七捷纪念碑像一把巨大的刺刀刺向苍穹。纪念馆
内，那些记录当年战争场面的照片，那些华中野
战军指战员曾经用过的武器和物品，带我们走进
70多年前硝烟弥漫的苏中战场。

1946年6月下旬，全面内战爆发。7月上旬，
国民党以正规军58个旅约46万人向华东解放区
发起进攻。苏中解放区是华东解放区的前哨阵地
和粮食基地，直接威慑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是
国民党军进攻的主要方向之一。华中野战军司令
粟裕根据苏中地区实际情况，向中央军委提出华
野主力先在苏中作战，而后出击淮南的建议。7月
4日，根据形势发展和敌情变化，中央军委采纳了
粟裕的建议，确定了“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的作
战方针。

1946年7月13日，苏中战役打响，至8月31
日，面对进攻华东解放区的国民党军，华中野战
军同优势敌人连续进行七次战斗，共歼灭国民党
军5万余人，占进犯苏中解放区总兵力的40%。
苏中战役结束后，延安总部盛赞了这七次作战，
称这一战役为“七战七捷”。

先机制敌，首战宣泰

1946年7月中旬，蒋介石任命黄埔一期的李
默庵为进攻苏中解放区的总指挥，所部五个整编
师，五个旅共计12万人，集结在扬州、泰州、靖
江、南通一线，企图占领我方在苏中的华中野战
军司令部所在地海安。

1946年7月10日，华中野战军召开作战会
议，决定集中第1师、第6师和第7纵队于宣泰地
区，用12个团的兵力去攻打敌驻宣家堡、泰兴的
2个团，形成6比1的优势。

13日晚，宣泰战斗打响，第1师陶勇、王集成
部攻击宣家堡的3个团，很快扫清了外围之敌。
炮兵分队利用青纱帐、坟包实施抵近射击，充分
发挥炮火威力，支援步兵突击，取得了很好效果。
但因敌增强了兵力，当晚几次攻击未能奏效。14
日，攻击部队反复观察地形，重新调整部署，黄昏

发起总攻。在我军连续冲击和猛烈炮火杀
伤下，残敌向西南方向溃逃，15日

拂晓被我军打援部队在纪家
沟、郭家舍等地全歼。

宣泰战斗在不到60
个小时的时间内，取得
了苏中战场的首战胜
利，歼灭了在湖南号
称“铁军”的美式装备
第 19 旅山炮营及 56
团、57 团 3000 余人，

缴获山炮10余门，轻重
机枪200余挺及大批美式

装备。此次战斗打乱了敌军
的进攻部署，挫折了敌人的锐

气，增加了我军民对美械化顽军作战
的经验与信心。

转兵奔袭，再战如南

宣泰战斗打响后，敌军测不准我军虚实，急
令整编第49师从白蒲缩回平潮，以保南通。7月
15日，当发现华中野战军主力在宣泰地区时，又
火速命令整编第49师从平潮返回白蒲，妄图乘
虚进攻如皋。

华中野战军根据敌情变化，以部分兵力围歼
泰兴残敌，示形诱敌，命主力转兵东进，奔袭60
余公里，乘整编第49师处于运动之中立足未稳
之际，18日在如皋东南出其不意，我军第1师主
力5个团将敌军第49师师部及第26旅全部压缩
于如皋以南二十余里之鬼头街一带，展开激战。
战至19日晚，歼灭整编第49师师部大部和第26
旅全部，仅师长王铁汉率领百余人向西突围达至
第79旅驻地。

18日拂晓，前晚已埋伏在东开贺家坝、宋家
桥地区的第6师主力两个团与防守如皋县城的
第7纵队密切配合，对敌第79旅形成南北夹击，
将敌压缩、包围于宋家桥、杨花桥地区。20日在友
邻部队配合下发起总攻，歼敌79旅大部。

此次战斗，华中野战军采取远程奔袭、出敌
不意、南北夹击的战斗方式，歼敌1万余人，其中
俘虏6000余人，缴获各种口径炮约200门，轻重
机枪约500余挺，长短枪4000余支。

运动防御，保卫海安

如南战斗以后，敌人认为海安是苏中解放区
的首府，我军必守，故欲与我军在此决战。当时华
中野战军已连续作战10多天，十分疲劳，为保卫
和巩固已得胜利，争取部队短期得到休整补给，
经中央军委及华中分局同意，粟裕决定在海安实
施运动防御作战。

7月30日至8月3日，敌军集中7个旅的兵
力，在正面不足30里、纵深20余里的战场，以锥
形阵势，从南、西两个方向向海安进犯，企图与华
野决战，进而配合第7军进攻淮阴。我军7纵以
3000兵力在海安及外围地区实施运动防御，英
勇抗击敌军5万人的进攻，阻击部队与敌军激战

4昼夜，以伤亡200多人的代价杀敌3000多人，
创造了敌我伤亡15比1的纪录，掩护了第1师、
第6师主力在海安、李堡东北地区休整补充，完
成了运动防御作战的任务。8月3日，我军主动放
弃海安。

攻其不备，奇袭李堡

敌军占领海安后认为，苏北共军一败涂地，
伤亡过大，即分兵对泰州、海安、李堡以南一线进
行清剿。这时，在群众的掩护下，华野主力已休整
15天。敌人的频繁调动，造成了我军歼敌的有利
战机。

8月10日晚，我军第1师乘敌新7旅副旅长
田从云率第19团在李堡交接防务之机，突然向
李堡发起攻击；至11日拂晓，第1师第3旅第84、
第9团先后攻入李堡，与敌展开巷战。敌军第19
团大部被歼，残敌逃往杨家庄，与第314团会合。
我军第1旅在第3旅配合下，14时攻克杨家庄，
全歼守敌，敌军仅第105旅旅长等少数人逃脱。

在我军围攻李堡进行激战时，不明详情的
海安之敌，于11日晨率第21团继续由海安东到
李堡接防，立即被我军部署的第6师第18旅和
第7纵队的两个团设伏围歼于洋蛮河地区，敌军
仅新7旅旅长黄伯光所属300余人向西南柴湾方
向逃脱。

李堡战斗，我军集中优势兵力，乘敌换防、混
乱之机，仅用16小时就歼敌9000余人。

猛虎掏心，勇夺丁林

李堡战斗后，国民党军被迫调整部署，加强
点线守备，调整编第65师、第49师至海安、如皋
地区，第83师至泰州、曲塘地区；交通警第7、第
11总队共7个大队驻扎在丁堰、林梓地区，以加
强海安、如皋、南通地区点线公路两侧地区控制，
企图北犯邵伯、高邮，威胁两淮。

华中野战军主力在李堡战斗后，集结于一仓
河、三仓河一带休整补充，战斗力得到加强。8月
13日，中央军委指示华中野战军：“苏中分散之敌
利于各个击破，望再布置几次作战。即如交通总
队，凡能歼灭者一概歼灭之。你们如能彻底粉碎
苏中蒋军之进攻，对全局将有极大影响。”

21日晚，我军第3旅第7、8两团和第6师深
入敌后腹地，集中优势兵力、火力，突然对南通、
如皋一线兵力较薄弱的丁堰、林梓国民党交警各
部发起攻击；激战至23日，歼灭敌交通警察5个
大队及整编第49师第26旅残部一个营共3000
余人，切断了南通至如皋的公路，打开了主力西
进泰州、泰兴、如皋地区作战的通道。

阵地反击，固守邵伯

邵伯是华中解放区首府淮阴南部的门户，河
流港汊密布，仅运河堤一条陆道，地势险要。国民
党军判定华野主力在如皋附近，遂以驻扬州的整
编第25师沿运河向邵伯、高邮方向进犯，并将黄
桥的第99旅东调如皋，企图沿运河北进，配合邻

部夹击淮阴。
华中野战军为粉碎敌人企图，决定坚守邵伯

地区，由第10纵队4个团和第2军分区2个团负
责防守。同时，中原军区突围出来的皮定均部
5000余人进至苏中高宝地区，担任纵深防御。

8月23日拂晓，敌军在炮火准备后，开始分
三路向丁沟、乔墅、邵伯进攻。进犯邵伯的敌军整
编第25师拥有日、美式装备。师长黄百韬夸口
说，“拿下邵伯少则数小时，多则几天”，国民党报
纸亦吹嘘“邵伯指日可下”。在敌军强大火力进攻
下，我军顽强抵抗，使敌军数次进攻受挫，敌军被
迫重新调整部署。24日至26日，师长黄百韬亲自
督战，敌军第25师在飞机、大炮掩护下，沿运河
堤正面再次发起攻击。我军与敌军恶战数日，经
反复肉搏，将敌击退，除乔墅一线阵地被敌军突
破外，其余各阵地始终屹立不动。26日，敌军获悉
我军主力在围歼如黄路战斗中取得胜利，其侧背
受到严重威胁，被迫于黄昏后溃退，邵伯防御保
卫战结束。此役歼敌2000余人。

激战如黄，围魏救赵

丁堰、林梓战斗结束后，敌军判断华野主力
将进攻如皋，急调整编第69师第99旅由黄桥向
东增防如皋，并令如皋守敌分三路西出接应。粟
裕获悉敌情后，决定采用“围魏救赵”战术，策应
邵伯作战。令第1师、第6师西进泰州，牵制敌军
第25师回援；同时准备与可能由黄桥向如皋调
防的敌军99旅在如黄公路上打遭遇战。

8月25日晨，国民党军第99旅从黄桥出发，
向东到达分界及芹湖地区，被华野第6师包围，
经一夜激战，26日拂晓，敌军压缩至东分界、荡里
一线。26日中午，第6师在第1师第1旅的密切协
同下，对分界弱敌第99旅发起总攻，激战两小
时，歼灭该敌。

由如皋出动接应之敌军第187旅及第79旅、
第99旅各一部，被我军第1师第3旅截击。我军
第5旅切断了其向如皋的退路，完成了合围。我
军第1师第1旅、第6师第18旅，会同第1师第3
旅和第5旅，共15个团，总攻加力、谢家甸之敌。
27日晨，加力之敌在如皋之敌的救应下，分路向
东突围。我军各部队全线出击，将敌军第187旅
和79旅一个团大部歼灭于如皋以西谢家甸以东
地区，并乘胜攻占黄桥。

苏中战役作为全面内战爆发后在主要战场
上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初战，带有战略试战和
战略侦察的性质。战役实践证明，处于兵力、装备
等劣势的一方，只要采取正确的战役指导和灵活
的战术原则，完全能够战胜优势的一方。毛泽东
主席亲自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将这一战役作为
我军执行“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
范例通报全军。“七战七捷”也因此成为解放战争
的经典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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