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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48 年年底， 中国人民解放军重重包围北平，
攻 城 大 战 一 触 即 发。 时 人 形 象 地 比 喻 说，

国民党军队像 “老鼠”， 北平城像无价的 “花瓶”，
“老鼠” 躲进了 “花瓶”。 中国共产党人通过高超的

政治智慧和军事谋略， 以抽丝剥茧般的耐心， 作出

周全缜密的部署， 开展精密细致的工作， 既消灭

“老鼠” 又不打碎 “花瓶”， 充分展现一系列精细化

举措的强大威力。 本文仅举数隅， 以管窥全貌。

一、 战火硝烟中精心保护清华大学

在解放战争走向全面胜利的过程中， 中央军委

和毛泽东更加强调军队纪律， 反复要求保护新解放

区人民的生命财产、 城市工商业、 文化机关和文物

古迹等。 1948 年 11 月 11 日， 毛泽东向全军提出

“军队向前进， 生产长一寸， 加强纪律性， 革命无

不胜” ①的口号。 平津战役打响后， 毛泽东密切关

注平津战局的发展变化， 于 1948 年 12 月 13 日 6
时给平津前线司令部发来电报， 要求 “注意攻城部

队及卫戍部队的纪律事项” ②。
在北平前线作战的解放军严格执行毛泽东关于

“加强纪律性” 的指示。 1948 年 12 月 10 日， 人民

解放军第 42 军 （原东北野战军五纵） 奉命向南口及

其以南地区挺进， 完成隔断平张线的任务。 行动前，
军党委召开会议部署作战任务， 强调说： “我纵作战

地区逐步接近北平， 这里是数百年来几代王朝建都

之地， 城里城外远近郊区文化古迹很多……北平有

名的大学不少。 要教育部队， 加强纪律， 既要完成

作战任务， 又要保护这些目标， 使其不受损失。”

1948 年 12 月 13 日， 解放军第 42 军第 124 师

某团作为先头部队取道颐和园， 完成限期抢占丰台

的任务。 该团行进至万寿山与圆明园之间的平川地

带时， 遭到隐藏在圆明园附近丛林里的国民党军队

的猛烈炮击。 团作战参谋和炮兵指挥员向团长请

示， 用炮火压制敌人， 否则部队无法前进， 无法完

成按期抢占丰台的任务。 团长在得知前方是圆明园

和清华大学后， 果断下令不准开炮， 马上请示上

级。 平津前线司令部很快传来指示： “部队火速避

开 圆 明 园 古 迹 学 校 区， 从 万 寿 山 以 西 打 开 通 路，
抢占丰台。” 部队遵令避开圆明园绕道前进， 于 14
日攻占丰台。 次日， 解放军进驻海淀， 清华大学完

好地回到人民手中。

二、 攻城准备时万般牵挂古城安危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深知， 要让手握重兵的华北

“剿总” 司令傅作义放下武器、 接受改编并非易事，
于是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策略。 平津

前线部队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 在通过各种渠道去

争取傅作义走和平道路的同时， 积极做好不得已攻

城的各项准备， 给北平城内国民党军队造成强大的

军事压力。

1948 年 12 月 17 日 18 时， 中央军委给平津前

线司令部发去由毛泽东起草的电报， 指示说： “尤

其 注意与清华、 燕京等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 和

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 ③次日晚，
有解放军干部在清华大学政治系主任张奚若的带领

下， 深夜造访建筑学家梁思成。 解放军干部说明来

意： “假使不得已要攻城时， 要极力避免破坏文物

建筑。” 梁思成遵嘱在地图上标出北平重要文物和

古建筑的方位， 以防止炮击的损毁。 北平城内的中

共地下党员和情报人员为配合攻城作战， 也积极向

城外传递有关国民党军队城防部署情况的情报。
攻城部队一边进行攻城演练， 一边进行深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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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 反复强调攻城时一定要保护

好城市居民、 学校和文物古迹。 时任华北军区第三

兵团司令员的杨成武后来回忆说： “为了保护北平

的名胜古迹和居民安全， 我们决心在攻取这座城市

的过程中不惜做出重大的牺牲， 规定炮火、 攻击的

矛头一定要避开需要保护的地方。” ①

1949 年 1 月 16 日 18 时， 在等待傅作义做出

和平抉择的重要时刻， 毛泽东再次致电平津战役总

前委， 明确指出： “你们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

的调查， 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 哪些地方

可以攻击， 哪些地方不能攻击， 绘图立说， 人手一

份， 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 为此， 你们必须召集各

攻城部队的首长开会， 给以精确的指示。 为此， 你

们指挥所要和每一个攻城部队均有准确的电话联

系。 战斗中每一个进展均须放在你们的指挥和监督

之下。” ②总之， 攻城部队做好各种周全准备， 充满

既能攻下北平又能保护好古都文化和居民安全的壮

志决心。

三、 隐蔽战线斗争中知己知彼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也深知， 对古都北平来说，
攻城作战时的任何一个意外， 都可能造成令人遗憾

的损失， 不战而屈人之兵显然是上上之策。 平津前

线部队按照指示， 在军事打击的同时， 与傅作义展

开三次谈判， 积极争取北平和平解放的实现。 在此

过程中， 中共地下党员以 “点穴式” 的情报收集和

思想工作， 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正确决策提供了重

要参考。
中共地下党员傅冬菊以女儿的身份做傅作义的

思想工作。 傅冬菊是傅作义的长女， 时任天津 《大

公报》 记者。 1948 年 11 月初， 华北局城工部部长

刘仁指示说， 北平很快就要解放， 为配合解放， 党

中央决定找傅冬菊做争取傅作义的工作。 地下党南

系学委王汉斌根据指示， 立即把傅冬菊从天津调来

北平全力做争取傅作义的工作。 傅冬菊反复劝说傅

作义同共产党谈判， 不然没有出路。 她对傅作义

说： 您现在是仗打不下去了， 如果逃到南方去， 从

以往的历史经验来看， 在蒋介石那里， 您没有军

队， 也是吃不开的。 还是同共产党谈判， 能争取较

好的前途。 傅冬菊每天都到傅作义的办公室观察情

况， 并每天向王汉斌汇报一次。 那时， 傅作义思想

矛盾激烈， 有时唉声叹气、 脾气暴躁， 有时接连咬

断火柴棍。 这些情况都由地下党组织及时、 详细地

汇报给华北局城工部。 ③

中共地下党员阎又文， 是傅作义的秘书， 长期

在傅作义身边工作， 深得信任和器重。 阎又文以身

份之便， 一方面为中央军委提供了许多战略情报，
另一方面积极劝说傅作义走和平道路。 中央军委根

据阎又文的情报， 及时作出一系列战略调整， 把傅

作义集团抑留于华北地区， 使蒋介石南撤华北军

队、 加强长江防线的企图落空。 东北野战军入关

后， 阎又文多次坦诚进言， 战和走都是对历史、 对

人民、 对部下不负责任的做法， 只有和才是唯一正

确的选择， 要尽早开始和平谈判。 傅作义在其嫡系

第 35 军被歼后， 情绪十分低落， 和谈面临流产可

能。 阎又文连续十几天不回家， 和傅冬菊日夜轮班

守护在傅作义身边， 同时继续做思想工作， 主张决

不能放弃谈判、 放弃和平。 第三次和平谈判时， 中

共中央根据阎又文的情报， 有针对性地制定和修改

谈判的政策和方案， 促成了和平的实现。 ④

傅冬菊、 阎又文与众多中共地下党员及时提供

准确、 详细的情报， 配合了当时的军事斗争和政治

斗争， 有力地推进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实现。 正如聂

荣臻回忆指出： “几十年来， 我打过许多仗， 能够

如 此及时了解对方最高指挥官的动态， 还是不多

的。 这对我们做出正确判断， 下定正确决心， 进行

正确部署， 具有重要的作用。” ⑤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北京 100009；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

研究室 北京 100044）

① 《杨成武回忆录》 下册， 解放军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281 页。

② 北京市档案馆编： 《北平和平解放前后》， 北京出版

社 1988 年版， 第 40 页。

③ 本刊特约记者： 《派傅冬菊做傅作义的工作———王

汉斌细说北 平 和 平 解 放》， 《百 年 潮》 2011 年 第 1
期。

④ 阎恩兰、 阎京兰： 《父亲阎又文与北平和平解放》，

《党史文汇》 2012 年第 8 期。

⑤ 《聂 荣 臻 回 忆 录 》，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2007 年 版 ， 第

557 页。

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