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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屯战役述论

◎王琳
摘要：公主屯战役是东北人民解放军于 1947 年底发起冬季攻势作战中取得的一次大胜仗。本文阐述了公主屯战役战前

敌我军事态势、战役经过、战役胜利的原因及意义，澄清了战役有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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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屯战役又称公主屯地区围歼战。

1948 年 1 月 5 日至 7日，东北人民解放军

经过 54 小时激战，在辽宁省新民县（今

新民市）公主屯一线全歼国民党新 5军军

部和 2个师及援敌共 2万余人，取得了解

放战争东北冬季攻势的胜利。

一、战前敌我军事态势

1947 年 12 月 14 日，东北我军发起了

大规模的冬季攻势作战。我军以突然动作，

挺进沈阳外围，分别包围了法库、彰武、

新立屯等敌军重要据点，主力军进到法库、

新民、沈阳、铁岭之间。我军这一行动，

对沈阳造成了严重的威胁。12 月 28 日，

我军以 2个纵队一举攻克彰武。我军除部

分部队休整、待机外，其余各部南下，展

开了捕歼分散孤立之敌的作战。这给东北

之敌以极大地震撼，也给敌军造成了我军

主力已经分散的错觉。国民党东北行辕主

任陈诚决定抓住这一战机，组成所谓“机

动兵团”，准备反击。

东北我军诱敌出巢，敌三路大军齐

头并进，为我军在运动中歼敌创造了有

利条件。

二、公主屯战役经过简述

公主屯战役经过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48 年 1 月 1 日至 5

日拂晓，东北我军第 2、第 3、第 6、第 7

纵队及炮兵第 1、第 2、第 4 团等部，按

预案接敌部署，在公主屯一线积极备战。

1 月 2 日，国民党新 5 军第 195 师由新民

向公主屯前进。我军第 6 纵队第 16 师对

新 5军节节阻击，诱其深入公主屯地区。

到 5 日拂晓，我军第 2、第 3、第 7 纵队

兼程赶到公主屯预定阵地，最终将新 5军

合围于公主屯及其周围黄家岭、辛家店、

安福屯、川心店等地区。

第二阶段：从 1948 年 1 月 5 日下午

至 7日晚，我军向公主屯被围之敌新 5军

发起猛烈攻击，全歼该敌并胜利完成打援

任务。

三、公主屯战役胜利的原因及意义

（一）公主屯战役胜利的原因

1. 参战部队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和毛泽

东的十大军事原则，适时地制定出正确的

作战计划和部署。

2. 我军在公主屯战役的整个过程中的

勇猛顽强、敢打敢拼的战斗作风，令敌人

闻风丧胆，最终战而胜之。新 5军军长陈

林达被俘后坦承：“我经过数百次战斗，

没有见过这样能打的部队”。

3. 我军采取步炮协同战法，对取得公

主屯战役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4. 敌军对战局判断失误。新 5军骄横

自负，孤军深入，最终导致全军覆没。

（二）公主屯战役取得胜利的意义

1. 公主屯战役是东北我军冬季攻势第

一阶段的重大胜利，为第二阶段更大规模

的进攻战役开辟了胜利道路。公主屯战役

挫败了敌军北犯的企图，为我军夺取东北

战场冬季攻势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我军士

气大振，战后乘胜攻克新立屯，斩断北宁

路，威逼沈阳城。尔后连克辽阳、鞍山，

追击法库突围之敌，解放四平。

2.新5军的覆灭，给东北国民党军“机

动兵团”以沉重打击，使东北战局朝着有

利于我军的方向转变。公主屯战后，蒋介

石于 1 月 10 日飞抵沈阳，追查新 5 军被

全歼的责任，被迫重新部署东北战局，东

北行辕主任陈诚因此战指挥不力被撤职，

1月 17 日成立东北“剿总”，由卫立煌担

任总司令代东北行辕主任。东北敌军在我

军冬季攻势打击下，被压缩于长春、沈阳、

锦州 3个孤立的地区。

3. 公主屯战役为我军冬季作战和大规

模围歼战积累了宝贵经验和教训。

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在总结以往作战

包括公主屯战役经验基础上，发出今后作

战方针指示和《关于纵深作战中五条重要

原则》，要求在战术上实行重点突破、不

要打莽撞仗等。公主屯战役参战部队也很

重视这次战斗经验的总结：“在接近敌人

前指挥员要很好侦察地形、选好主攻点，

并将最大部分的火力、兵力集中于改点附

近，并采取纵深配备，然后先将敌人的建

筑物以炮火实行破坏射击，待已大体破坏

后，即以火力进行数分钟的制压射击，步

兵即开始猛冲猛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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