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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侵占缅甸后，利用

历史上中缅关系融洽，疆界

不明的状况，借机侵占中国

领土，制造了中缅边界矛盾

1955年11月初的一天， 在中缅

边境尚未定界的黄果园附近， 大雾

弥漫， 中国边防军与缅甸边防军在

大雾中发生误会，双方都开了枪。 这

就是“黄果园事件”。 开枪误会发生

后， 中缅两国政府都感到解决边界

问题已迫在眉睫。
新中国成立初期， 周恩来就明

确指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

扩张，但人家不信。 一些亚洲国家很

担心，认为大国必然扩张。 所以要用

实际行动使他们慢慢相信， 争取和

平共处， 在10年内要努力解决同邻

国的边界问题，先从缅甸开始，陆续

解决，解决后他们就放心了。 ”
“黄 果 园 事 件”发 生 后，周 恩 来

感慨地说：“解决中缅边界问题应该

加快步伐了。 ”
中缅边界究竟存在什么问题需

要解决， 而且还发生了开枪的误会

呢？
中国和缅甸历史上关系十分友

好，两国没有十分明确的疆界。 1885
年英国侵占缅甸后， 利用这种疆界

不很明确的状况， 借机疯狂侵占中

国领土， 扩大殖民领地。 缅甸独立

后，西方势力又利用中缅边界问题，
挑拨中缅两国人民的感情， 企图制

造紧张局势。
中国与缅甸的边境线长达2000

多公里， 英国殖民主义者当年在三

个地段制造了边境矛盾。
第一段未定边界是佧佤山区的

一 段 。 英 国 与 清 政 府 在 1894年 和

1897年签订的两个关于中缅边界的

条约中，有关条文自相矛盾，这一段

边界长期没有划定。 英国殖民者想

造成既成事实， 便于1934年派兵进

攻班洪、班老地区，遭到当地佧佤族

人民的抵抗，未能得逞。
1941年， 英国乘中国正处在抗

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之机， 以关闭

滇缅公路相威胁， 同国民党政府于

1941年6月18日 用 换 文 方 式 在 佧 佤

山 区 划 定 了 一 条 对 英 方 有 利 的 边

界， 将班洪和班老辖区的一块土地

划入英国殖民地。 这就是所谓“1941
年线”。 同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
这一界线并没有竖立界桩。 缅甸独

立后，继承了这个协定，班洪和班老

在“1941年 线”以 西 地 区 的 土 地，被

划入缅甸的掸邦。

1950年，人民解放军解放云南，
国民党军将领李弥率第八军残部逃

往缅甸掸邦， 在台湾当局的直接指

挥和控制下，利用中老、中 缅、中 泰

边境各国控制薄弱的特点， 盘踞下

来，俨然成为一个独立王国，并对中

国境内进行破坏和骚扰。 1952年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追 剿 国 民 党 军 残 部

时，进 入 了 南 段“1941年 线”以 西 地

区，并在那里驻扎下来。 当时缅甸政

府内战尚未结束， 也没有对这一事

件表态。
第二段未定边界是在南畹河和

瑞丽江 汇 合 处 的 勐 卯 三 角 地 区，又

名 南 畹 三 角 地， 面 积 约250平 方 公

里。 这一地区的边界问题又称“南坎

问题”。 这个地区是中国的领土，过

去英国在条约中也明文承认了这一

点。 但是，在1894年中英两国签订有

关中缅边界条约以前， 英国不经中

国的同意， 强行通过这个地区修建

了由八莫到南坎的公路。
到1897年， 中英两国再一次签

订有关中缅边界条约的时候， 英国

又以“永租”的名义取得了对中国这

块领土的管辖权。 缅甸独立后继承

了对此地区的“永租”关系。
第三段未定边界是尖高山以北

的一段。 这段边界过去始终没有划

定， 英国在这个地区不断地制造纠

纷，企图扩大殖民地，其中1911年初

英国武装侵占片马地区，制造了“片

马事件”，引起中国强烈抗议。
片 马 自 古 就 是 中 国 的 神 圣 领

土。 从唐朝到清朝覆灭前夕，片马一

直为中国政府管辖。 但是，英国侵略

者早就对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垂涎

三尺。
1910年底， 英军趁高黎贡山冰

雪封山、 片马与内地交通暂时阻断

之机，派兵2000多人，武装强占了片

马， 但遭到片马广大人民的强烈反

抗。 北京、上海、昆明等地的学生、工

人和市民也纷纷走上街头， 声讨英

中缅联合勘界警卫作战揭秘
○陈 辉

“金三角”位于缅甸、泰国和老挝三国边境地区的一个三角形地带，是世界上主要

的毒品产地，每年经“金三角”地区贩运的海洛因占世界总量的60％～70％，因而使“金三

角”闻名于世。
“金三角”在缅甸包括北部的掸邦、克钦邦。 1960年11月21日，在缅甸“金三角”地区

爆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与缅甸国防军携手的中缅联合勘界警卫作战，中国人民解放军

越过边境线，追歼外逃到缅甸的国民党军残余。 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史上是一场

鲜为人知的越境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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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声援片马人

民的正义斗争。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

的“片马事件”。
迫于压力， 英国政府不得不在

1911年4月10日 给 中 国 政 府 的 照 会

中，正式承认片马、岗 房、古 浪 属 于

中国， 但却毫无道理地继续侵占这

个地区。
由 于 中 缅 边 界 问 题 由 来 已 久，

问题本身也很复杂，因此，新中国政

府着手处理中缅边界问题时， 采取

了审慎从事的态度，有准备、有步骤

地寻求这个问题的解决。

1954年6月28日到29日，应缅甸

总理吴努的邀请， 周恩来对缅甸进

行首次访问。 两国总理举行了会谈

并发表联合声明， 同意以和平共处

五 项 原 则 指 导 处 理 两 国 之 间 的 关

系。 在这次访问中，周恩来首次谈到

了中缅边界问题。

1954年12月，吴努应邀访华，中

缅两国领导人首次就边界问题全面

而深入地交换意见。

1956年10月25日至11月4日，周

恩来同 前 来 北 京 访 问 的 吴 努 进 行4
次会谈，发表了联合公报，宣布中缅

两国政府取得谅解， 从1956年11月

底 起，中 国 军 队 撤 出“1941年 线”以

西地区，缅甸军队撤出片

马、岗房、古浪地区。 1956
年底以前，中缅两国政府

分别完成了撤军工作，为

解 决 中 缅 边 界 问 题 提 供

了 缓 和 的 气 氛 和 良 好 的

开端。
此后，中国政府为妥

善解决中缅边界问题，又

做了大量工作。 1960年1
月28日，中缅两国政府签

订了《中缅友好和互不侵

犯 条 约 》和 《中 缅 关 于 两

国 边 界 问 题 的 协 定 》，并

发表联合公报。

1960年 10月 1日 ，中

缅 两 国 终 于 正 式 缔 结 了

《中缅边界条约》，使中缅

边 界 问 题 得 到 了 合 理 解

决。
但是，中缅双方政府

都 担 心 中 缅 边 境 勘 界 问

题能否顺利进行。
周 恩 来 是 最 早 关 注 这 一 问 题

的。 1960年4月末，周恩来结束对缅

甸访问后，考虑到《中 缅 边 界 条 约》
签订后， 将 进 行 勘 界 和 立 界 标、界

桩，于是，在昆明短暂 停 留 期 间，他

与陈毅一起， 召见了昆明军区副司

令员鲁瑞林等， 了解逃入缅甸的国

民党残军情况。
周恩来的担心不无道理， 国民

党残军在缅甸侵占了相当于几个台

湾省的领地了。

蒋介石插手， 缅甸遭

殃，国际社会纷纷谴责

中缅联合勘界， 为什么还要警

卫作战呢？ 这是因为国民党残军霸

占缅甸边境领土引起的。

1950年3月9日， 在人民解放军

的穷追猛打下,国民党军800余人，从

云南西盟阿佤山与西双版纳傣族居

住区之 间 的 小 坝 子 逃 出 了 国 境 线。
至此,国民党的最后一支部队被赶出

了中国大陆， 残兵败将逃入了缅甸

“金三角”地区。
这批残军原属国民党军第八军

二三七师七○九团，团长为李国辉。

4月20日，国民党残军来到缅甸

东部大其力市的一个村子———小孟

棒。 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国民党军第

二 十 六 军 九 十 三 师 二 七 八 团 的600
余人。 二七八团副团长是谭忠，团长

罗伯刚已逃到台湾去了。
李国辉和谭忠两人谋划， 不去

台湾了，立足“金三角”求发展。
“金三角”地处缅甸、泰国、老挝

三国交界地带。 这里山高林密、人烟

稀少， 地域范围要比台湾省面积大

几倍。 在军事上，进可攻，退可守，大

规模围剿施展不开， 特别利于游击

战。 缅甸当地的散兵在李国辉和谭

忠他们看来不足一惧。
李 国 辉 和 谭 忠 拉 起 了 队 伍，名

曰“复兴部队”，又称“复兴军”。 他们

要求士 兵 同 当 地 民 众 搞 好 关 系，并

约法三章，不得强抢民众东西，不得

强奸妇女， 不得骚扰百姓， 违者重

惩。 虽然在夹缝中求生，他们的队伍

却壮大了， 原来1500人的队伍增至

3000多人。 1950年6月至7月，缅政府

军曾对他们展开攻击， 但以失败告

终。
消息传到台湾， 蒋介石异常惊

喜， 中缅边境居然还有如此能打的

国军，便立即召见李弥，命 他 赴“金

三角”统率旧部。
李 弥 曾 是 李 国 辉 的 顶 头 上 司，

国民党第八军军长， 黄埔军校第四

期学员。
“复兴军”指挥部副官邓克保原

为李弥贴身秘书， 他带领一营的兵

力将李弥从泰缅边境接至“复兴军”
所在地大其力市。

李弥按照台湾的指令，命令“复

兴军”按缅方要求撤出大其力，选定

50公里外的孟撒为总部。

1951年2月，台 湾 来 电，宣 布 正

式接纳“复兴军”，由李弥统率。
李弥带去了一些部属， 使该地

区残军渐渐扩充到近万人， 占据了

比台湾省面积大得多的地盘。
此时，正值朝鲜战争期间，美国

已注意到国民党军在东南亚的活动，
并开始向国民党残军提供军事援助。

1951年5月，国民党军残部由李

弥坐镇指挥， 分路侵入云南思茅临

洛边防地区。 一路由九十三师师长

李国辉率领2500余人，5月间占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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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沧源、岩帅等地，并向耿马进犯；
另一路由二十六军军长吕国铭率领

2000余人占领腊福、 孟马、 孟连等

地。 并有游击大队、特务大队500余

人窜入孟遮以东地区。
解放军云南省军区在完成“放敌

入境”的战略意图之后，发布了剿灭

李弥残军的命令，以5个步兵团，分4
路追剿。 残军稍作抵抗，立即溃逃，
于5月下旬全部逃入缅甸。

李 弥 第 一 次 窜 扰 云 南 惨 败 后，
重返故土的梦想虽然破灭， 然而在

缅北山区， 他仍以 “云南省政府主

席”、“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
的名义发号施令， 继续指挥国民党

残军进行反共活动。
李 弥 与 解 放 军 对 抗 不 是 对 手，

打缅军却得心应手。 李弥所部迅速

占领了缅北萨尔温江以北， 中国云

南边境外以南的缅甸的科康、佤邦、
悬栋3个省的地区，控制了该地区的

贸易和鸦片种植，并收纳赋税，收缴

公粮，俨然是缅甸的当地政府。

1952年1月，孟撒机场建成。 台

湾C-47运输机每周两次往返， 运来

M-1步枪、五○口径轻机枪、反坦克

炮等武器， 装备了近万名国民党军

新兵。
1952年2月， 台湾又派800名军

官 及 情 报 人 员 到 缅 北 充 实 李 弥 部

队。 到1953年1月，李弥部队已扩充

到1.85万余人， 编制为1个总部，1个

指挥部，4个军区，3个师，12个纵队。
活动范围北到缅甸若懂，南至耶县，
西至孟苏，东至老挝，活动区域进一

步扩大。

1953年春， 缅甸政府组织克钦

族军队和印度兵对“金三角”地区的

国民党残军发起新一轮清剿， 但事

与愿违， 国 民 党 残 军 经 过 血 战、苦

战，又一次转败为胜。
缅甸无奈， 只好向联合国控诉

“中华民国”及美国的罪行。 缅甸政

府向世界提供了大量的数据、照片、
实物及战争状况。 东南亚各国联合

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抗议， 纷纷谴

责台湾当局和美国粗暴侵犯缅甸主

权的行径，要求维护缅甸主权，因为

这些国家都感到了国民党残军存在

的威胁。

美国政府迫于压力， 不得不于

1953年5月22日在曼谷召开美、 泰、
缅及台湾当局四方军事会谈。 国民

党驻缅甸残军副总指挥李则芬出席

了会议。
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迫于各国

压力，最终达成的协议是：国民党驻

缅甸的残军全部撤往台湾。

1953年11月18日， 缅甸国民党

残 军 开 始 乘 美 国 民 航 飞 机 撤 往 台

湾。 整个撤离工作一直延续到1954
年3月，但仍然有一部分国民党残军

潜伏下来。
两年后， 蒋介石再次想到利用

中缅边境一带的国民党残军， 从云

南进犯大陆， 委派曾担任过自己卫

队 副 队 长 的 原 第 八 军 副 军 长 柳 元

麟，潜入缅北，搜罗残部。 柳苦心经

营了两年，残军又扩充到3000余人。
1959年， 蒋介石召柳元麟到台

湾，命他设法策应云南、西藏等地匪

特暴乱， 并告以将增加对残军经费

和补给的供应， 使之巩固和扩充实

力。
柳 元 麟 返 缅 后 积 极 招 兵 买 马，

声称：“不仅缅敌找上 门 来 要 打，而

且要打进云南， 以击引暴， 以暴致

乱。 ”他还制订了袭扰云南的“突击

计划”。 1960年春，台湾当局向缅北

残 军 驻 地 空 投 了400人 的 “特 种 部

队”，柳元麟也加紧了窜扰云南的准

备，培训了2000多名窜扰骨干。
此时，周恩来、陈毅出访缅甸后

逗留云南， 让昆明军区介绍在缅甸

境内的国民党残军情况。 显然，国民

党残军的存在， 不仅缅甸感到芒刺

在背， 中国也感到是个必予割除的

隐患。

中缅都感到消灭国民

党残军势在必行,在缅甸政

府的请求下,中缅两军利用

联合勘界的机会,携手围剿

残敌

1960年10月， 中缅边界问题最

终和平解决，中缅开始联合勘界。 此

时， 缅甸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联合

围剿国民党残军的请求。 一场人民

解放军 从 未 经 历 过 的 山 地 丛 林 战，
悄悄地在中缅边境拉开序幕。

其实， 缅甸政府早在围剿国民

党残军受挫后， 就想请中国边防军

帮忙。
从1957年开始， 缅甸边防军就

几次明求或暗示， 希望中国边防部

队，在缅军对盘踞在缅甸境内“金三

角”一带的国民党残军攻击时，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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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境内给予协助。
中国政府对盘踞在缅甸的国民

党残军也并非无动于衷。
早在1959年5月4日， 毛泽东将

一份 “关于蒋介石接见在缅国民党

残军总指挥，令其准备窜扰云南”的

情报批示给中央军委委员兼解放军

总参谋长黄克诚：“引起警惕， 准备

应付可 能 的 变 乱”；“军 委 亦 应 派 员

去云南布置对策”。 毛泽东批示后，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便对盘踞缅甸

“金三角”地区的国民党残军高度警

惕，并制定了应急方案。

1960年4月，周恩来在昆明听取

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汇报逃入

缅甸的国民党残军情况时指出：“缅

甸国会批准了刚刚签订的 《中缅友

好和互 不 侵 犯 条 约》、《中 缅 关 于 两

国边界问题的协定》，依此协定两国

将共同勘定边界， 而勘界过程中可

能会遭到国民党残军骚扰， 你们要

早有准备。 ”
1960年6月27日至7月5日，根据

《中缅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成

立的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 在缅甸

仰光举行第一次会议， 就对边界进

行必要的勘察、竖立新界桩、修订和

改立旧界桩等事宜，商讨具体细节，
确定日程安排。 委员会中的中方首

席代表是中国驻缅甸前任大使姚仲

明。 代表中还有总参作战部边防处

处长成学俞， 他是总参作战部部长

王尚荣委派的。
在谈到勘界警卫问题时， 姚仲

明根据周恩来的授意指出： 云南解

放之际， 国民党残部千余人窜逃缅

甸，盘踞掸邦地区，声称等待第三次

世界大战“反攻大陆”。 他们不时骚

扰中国边境， 对缅甸人民更是胡作

非为， 还可能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

破坏中缅勘界。 为了保护勘界人员

的安全，必须给他们必要的打击。
缅 方 代 表 听 了 姚 仲 明 的 话，非

常感动，说周总理把问题看透了，他

们也对国民党残军干扰破坏勘界深

感忧虑。 此刻，中缅对携手打击缅方

境内的国民党残军， 可谓心有灵犀

一点通。
王尚荣在得到军委和总参领导

的指示后， 立即召集作战部连续开

了几次紧急军事会议，并亲自执笔，
以总参作战部的名义，拟写了《中缅

边界勘界警卫作战的报告》。
11月初， 王尚荣派成学俞前往

昆明， 与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丁荣

昌一起， 同缅军代表举行中缅边界

联 合 委 员 会 警 卫 问 题 专 门 小 组 会

议。 4日，他们联合签署了勘界警卫

问题的协议。
协议规定： 对盘踞在第四勘察

队工作地段，对勘察、竖桩工作有威

胁的国民党残军， 由中缅双方部队

共同负责加以捕歼清除。 中国人民

解放军驻滇部队负责捕歼清除旧30
号界桩（孟遮以西）至62号 界 桩（南

腊河与澜沧江交汇点） 地段附近的

国民党残军。 中方部队为执行警卫

作战任务， 根据需要可进入缅甸境

内20公里。 清除残军的行动，双方应

同一时间进行， 暂定于1960年11月

20日左右。
协议签订后， 昆明军区立即拟

订了警卫作战方案，以3个战群22个

突击队， 奔袭国民党残军的16个据

点。 然后将此方案送中央军委、总参

审议。
虽说这次只是对国民党几千残

军的作战， 但毕竟是出境与邻国军

队协同作战， 而且是从未经历过的

山地丛林战。 毛泽东、周恩来对此高

度关注，几位老帅、总参谋长罗瑞卿

先后参加了作战方案的审议。
毛泽东、周恩来关注的重点，是

出境作 战 在 国 际 上 的 政 治 影 响：会

不会在东南亚其他国家引起惊恐和

不安？ 会不会以为中国借口打击国

民党残军，炫耀武力？ 会不会给予国

际 上 的 反 华 势 力 诋 毁 中 国 留 下 口

实？ 因此力求将冲击强度压低，把20
公里的出击范围用红线标出， 发给

突击队。 毛泽东的话分量相当重：谁

越过红线就杀谁的头！
时任国防部部长的林彪， 反复

强调他的作战原则：“断退路， 包围

住，先围而后歼。 ”
在作战方案审议过程中， 中央

军委和总参确定了国民党残军设在

孟瓦、阵马、孟育、踏 板 卖 的 据 点 为

重点打击对象； 还拟定了重点捕歼

的6名敌军、师级军官的名单。
王尚荣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

领导的指示， 用电话通知了昆明军

区司令员秦基伟。 毛泽东看了昆明

军区报送的情报， 发现红线南侧的

缅军兵力过于单薄， 难以履行堵截

配合作战的任务， 要秦基伟赶快同

负责与缅军联络勘界保卫的丁荣昌

联系商议，以妥善的方式，把我方的

关注转告缅方。 昆明军区马上将这

一信息传达给缅军， 缅方对中方的

提醒表示感谢。

中缅联合勘界警卫作

战的两个阶段

中缅联合勘界警卫作战后来形

成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中国人

军史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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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解放军在红线内作战， 第二阶段

是越过红线为缅甸国防军解围。

1960年11月21日21点30分，第

一阶段的战斗打响了。 人民解放军

22支突击队迅速向国民党残军的16
个据点移动。 据侦察，总参要求重点

捕歼的敌军、师级军官，有5名 在 红

线附近。 当时周恩来开玩笑说：“谁

活捉柳元麟谁就可以当将军！ ”但敌

首柳元麟，却不在红线区域内。
按预定计划， 战斗应该在22日

凌晨6点30分打响。 然而，这场对解

放军来说十分陌生的山地丛林战却

没能完全按计划行事。 扑击的16个

据点， 最早的4点50分就接火了，最

晚的7点50分才交火。 由于解放军的

扑击行动出其不意，16个扑击点，只

有两个扑空。
最早打响的踏板卖据点， 战绩

最佳， 全歼守敌，“云南人民反共志

愿军” 第一军第二师师长蒙宝业被

击毙；5点40分 打 响 的 曼 俄 乃 据 点，
虽然扑空，但在追击中，击毙了敌第

四军第五师师长李泰。
残军不敢与解放军恋战， 稍一

接触就向密林深处溃逃， 很快都退

到红线区域以外。 解放军由于在红

线内作战的命令很死， 只好在红线

处停止追击。 秦基伟得到战报后，一

面命令 突 击 队 在 红 线 内 清 剿 残 军，
一面向总参请求与缅方协商， 同意

解 放 军 越 过 红 线 追 击 敌 第 四 军 主

力。 但中央的决定依然如故，攻击不

得不在红线处终止。
1961年初， 缅甸军开始实施打

击国民党残军的“湄公河战役”。 缅

军调集了约1万人， 沿湄公河以西，
由西南向东北推进。 号称“丛林游击

战专家” 的柳元麟， 先佯装节节败

退，决意以“引蛇出洞，将 缅 军 诱 入

王南昆狭窄低洼地带伏击”的战法，
瓦解缅军的攻势。

1961年1月2日至9日， 周恩来、
陈毅、罗瑞卿等率领400人的庞大代

表团， 在仰光参加缅甸联邦独立13
周年庆典时，听到的还是捷报频传。
可是没过几天， 缅军就落入柳元麟

的圈套， 被国民党残军挤压在王南

昆至芒林的狭长山道间。 远程大炮

难施威力， 飞机的战术动作受到限

制，缅军陷入孤立无援境地。
此时，周恩来、罗瑞卿等已经离

开缅甸，只有陈毅还在继续访问。 缅

方向陈毅提出： 请中国人民解放军

越过红线，南下百余公里，协助缅军

作战。 19日， 缅方得到周恩来的回

复： 我们愿意参加这一联合作战的

讨论。
与此同时， 中央军委开始商讨

在缅甸的作战问题。 军委副主席贺

龙、聂荣臻等聚集一堂。 贺龙认为：
我军在缅甸作战展开得过宽， 兵力

分散。 聂荣臻认为： 入缅作战的力

量，从整体上看，显得单薄了些。 罗

荣桓提议：作战力量应当加强。 然而

在短期内， 在中缅边界地区集结更

多的兵力，是相当困难的。
军委作战会议后， 昆明军区很

快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 下一步作

战问题比较大，必须把敌情、友军力

量、我军力量、作战方针、作战方法、
作战时间等问题研究透彻再说。 然

而，缅军的求援之声越来越急迫。

1月21日下午，缅军方代表飞抵

设在孟 育 的 中 国 突 击 队 指 挥 部，请

中国人民解放军越过红线， 攻击国

民党残军的孟百了、江拉重要据点，
打掉残军的第三、五两军，以解救王

南昆、芒林被困的缅军。
缅 方 的 要 求 迅 速 传 往 北 京，总

参随即就此进行研究。 总参谋长罗

瑞卿说：“我们在缅甸 访 问 期 间，缅

甸向我 们 介 绍 的 都 是 胜 利 的 情 况，
现在几次三番催促我们参战， 可见

他们现在处境困难。 我以为要去就

快去，送人情要早送。 如果缅方吃大

亏，受蒋残军重创，就会对我方有意

见。 在国际上，缅甸方面不怕，我们

怕什么？ 马上通知前边部队抓紧准

备。 ”
在罗瑞卿的意见报中央定夺的

同时， 昆明军区接到了罗瑞卿的部

署：“按照缅方提供的情况准备，敌约

4000（人），我们使用8个营、2个便衣

队。 孟百了2个营2个便衣队，孟百了

以西2个营，索永2个营，重点是孟百

了。 ”
22日凌晨3点，昆明军区接到作

战部转达的罗瑞卿的指示：“已经原

则上同意配合缅军作战， 但需要时

间准备一下，我军尽量迅速出动。 请

缅军在芒林、王南昆咬住敌人，以待

我军南下配合歼灭之。 ”
22日下午， 周恩来批准了中国

部 队 越 过 红 线 解 救 缅 军 的 作 战 计

划。 15点，罗瑞卿要作战部通知昆明

军区。 他还指示：孟百了以西2个营

不去了，以免口张得过大。 争取25日

打响。
王尚荣在打电话的同时， 再次

重申了作战纪律： 一切行动一定要

按双方协议的范围实施； 力求不伤

害居民；一定不要到老挝边境作战；
枪、炮弹不能过湄公河，湄公河的汽

艇不能打， 靠岸的确系蒋残军的可

以打。
自25日 开 始 的 第 二 阶 段 作 战，

不如第一次顺利。 因为纵深地段的

地形不熟，容易迷失方位，原始山林

阻滞了奔袭的速度， 而国民党残军

具有丛林战的经验，地形又熟，占了

一些便宜， 解放军的伤亡人数比第

一阶段要多一些。
经受了解放军第一次打击的残

军，在逃出红线时，便制定了遇解放

军攻击即逃，在逃中顽抗，以顽抗掩

护逃脱，如解放军穷追不舍，就退入

老挝境内暂避的“保山计划”。 因此，
当国民党残军获悉解放军继续南下

进击的情报后， 便主动放弃了对王

南昆缅军的围困，渡过湄公河，向老

挝境内逃窜， 被困的缅甸国防军转

危为安。
在两个阶段的作战中， 解放军

共歼国民党军740人，击毙国民党军

师长2名，活捉副师长1名，捣毁国民

党残军经营了10多年的巢穴， 协助

缅甸政府解放了拥有30多万人口、3
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保障了勘界

工作的顺利进行。
国民党残军柳元麟的总部，在此

后被迫迁往台湾。剩下的少数国民党

军残余分子， 基本上散布到民间，对

缅甸政府已经形不成大的威胁。
中 缅 边 境 勘 界 任 务 完 成 后，近

百年未能解决的中缅边界问题得到

了圆满解决。 国民党残军遭到毁灭

性打击后， 中缅边境地区出现了和

平、安宁的景象，两国人民迎来了和

睦相处、友好往来的新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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