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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广西剿匪
———解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有关广西剿匪文献

姬文波

　　摘　要：１９５０年１１月 起，考 虑 到 广 西 在 战 略 全 局 中 的 极 端 重 要 性，毛 泽 东 连 续 发 出 一 系 列 指 示，对 广 西 的 剿

匪 工 作 提 出 严 厉 批 评，要 求 限 期 完 成 剿 匪 任 务，以 便 抽 调 部 队 支 援 广 东，应 对 国 民 党 军 队 可 能 的 登 陆。毛 泽 东 提

出 清 匪 反 霸 的 政 策 方 针：清 匪 必 须 与 反 霸、减 租、退 押 或 土 改 相 结 合；必 须 杀 掉 匪 首、惯 匪 与 恶 霸；必 须 由 党 委 统 一

领 导，全 力 以 赴，发 动 群 众，根 绝 匪 祸。为 了 改 变 领 导 方 法，改 进 作 风，毛 泽 东 派 叶 剑 英、陶 铸 去 广 西 帮 助 工 作。不

久 陶 铸 代 理 省 委 书 记。广 西 省 委、军 区 认 真 贯 彻 了 毛 泽 东 的 指 示 精 神，纠 正 了 错 误，取 得 了 很 大 成 绩，胜 利 完 成 了

剿 匪 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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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５０年１１月 中 旬，毛 泽 东 连 续 电 示 中 南 局 和 广 西 军 区，对 广 西 剿 匪 工 作 提 出 严 厉 批 评，要 求

限 期 完 成 剿 匪 任 务。在 随 后 的 半 年 多 时 间 里，毛 泽 东 对 广 西 剿 匪 工 作 作 出 一 系 列 批 示，《建 国 以 来

毛 泽 东 文 稿》中 收 录 了 大 量 有 关 文 献。近 些 年，一 些 人 对 这 段 历 史 进 行 片 面、错 误 的 解 读，甚 至 歪

曲 篡 改 史 实，流 毒 甚 广。为 此，本 文 结 合 历 史 资 料，完 整 解 读《建 国 以 来 毛 泽 东 文 稿》有 关 文 献，还

原 历 史 事 实，回 应 某 些 误 解。

　　一、毛 泽 东 对 广 西 在 战 略 全 局 中 的 考 虑 和 军 事 部 署

朝 鲜 战 争 爆 发 后，国 内 外 时 局 发 生 很 大 变 化。据 中 共 中 央 获 得 的 可 靠 情 报，台 湾 国 民 党 军 计

划 在 美 军 支 持 下，准 备 用２０万 至２５万 兵 力 攻 占 厦 门、汕 头。毛 泽 东 决 定，我 军 在 每 个 方 向 上，须

集 中 两 三 个 军 至 三 四 个 军 予 以 应 对。① 为 此，他 对 包 括 广 西 在 内 的 华 南 地 区 的 剿 匪 工 作 和 军 事 部

署 作 出 了 一 系 列 指 示。

１９５０年８月２５日，毛 泽 东 以 中 央 军 委 名 义 指 示 中 南 局 领 导：“请 考 虑 从 西 面 抽 调 一 部 兵 力（例

如 一 个 强 的 师）及 一 部 炮 火 加 强 东 面，确 保 潮 汕 及 海 陆 丰 沿 海 防 线，并 派 一 个 军 级 指 挥 部 去 担 任 指

挥，遇 敌 袭 击 时 能 坚 决 歼 灭 之。”②９月 中 旬，根 据 形 势 变 化，毛 泽 东 计 划 组 建 机 动 预 备 兵 团 以 应 对

可 能 的 事 变。１６日，他 电 示 中 南 军 区 领 导，要 求 将 江 西４８军 和 湖 南 两 个 军（４６军 和４７军）在１９５１
年春 季 集 中 于 指 定 位 置 支 援 广 东。③ 后 来，军 委 决 定４７军 在 完 成 湘 西 剿 匪 任 务 后 作 为 第 二 番 志 愿

军入 朝 作 战，湖 南 只 有 第４６军 主 力 担 负 剿 匪、守 备 任 务。４８军 在 赣 西 南、粤 北 剿 匪，一 时 也 很 难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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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中 南 军 区 只 有２１兵 团 暂 时 没 有 战 斗 任 务，该 兵 团 由 陈 明 仁 率 领 的 国 民 党 起 义 部 队 改 编 而 成，

下 辖 两 个 军（５２军 和５３军）共４个 师，战 斗 力 有 限，当 时 仍 在 整 训。因 此，毛 泽 东 从 湖 南 和 江 西 抽

调 兵 力 支 援 广 东 的 计 划 难 以 实 现，不 得 不 将 目 光 转 向 广 西。

此 时，广 西 境 内 驻 扎 着 大 量 部 队。１９５０年 初，在 广 西 进 行 剿 匪 作 战 的 主 力 部 队 有 第１３兵 团３
个 军（３８军、３９军、４９军）１３万 人 和 第４５军５万 人 及 第４１军１个 师，共１８万 余 人。① 不 久 因 抗 美

援 朝，１３兵 团②主 力 虽 陆 续 调 出，但 广 西 军 区 固 定 兵 力 仍 有１０个 师 和 独 立 团、县 大 队 等，共１４万

人 左 右。此 后，在 省 内 执 行 剿 匪 任 务 的 主 力 部 队，连 同 地 方 武 装 一 度 达 到２２万 余 人。③ 到１０月

底，广 西 全 省 有 民 兵１６万 余 人、农 民 协 会１３０余 万 人④、公 安 部 队 万 人 左 右 协 助 剿 匪。而 此 时 的 残

匪，虽 具 体 数 字 不 时 变 化，但 广 西 方 面 估 计 的 总 数 最 多 不 过８万 余 人。从 力 量 对 比 看，广 西 是 有 条

件 迅 速 结 束 剿 匪 任 务，调 出 一 部 分 部 队 支 援 其 它 地 区 的。但 实 际 上，由 于 迟 迟 未 能 肃 清 土 匪，广 西

剿匪 工 作 至 少 拖 住 了 两 个 主 力 军（４５军 和４９军），湖 南 的 部 分 兵 力 也 受 到 牵 制。这 样 中 南 军 区 调

兵 增 援 广 东 的 计 划 存 在 落 空 的 危 险。

毛 泽 东 在 了 解 广 西 剿 匪 情 况 后 深 感 不 安。１１月１４日，他 电 示 中 南 局 和 广 西 领 导，明 确 提 出：

“为 对 付 台 湾 匪 帮 可 能 向 广 东 进 犯，有 增 强 广 东 兵 力 之 必 要。为 此 必 须 提 前 肃 清 广 西 匪 患，以 便 从

广 西 抽 出１个 军 增 强 广 东。”⑤中 南 军 区 迅 速 作 出 计 划 并 上 报 毛 泽 东、中 央 军 委。１１月１７日，毛 泽

东 回 电：“为 了 对 付 敌 人 可 能 在 广 东 登 陆 进 犯，必 须 准 备 使 用５个 至７个 军。除 广 东 现 有３个 军

外，拟 在５个 月 后 从 广 西 抽 出１个 军，使 用 陈 明 仁 部 当 作１个 军，以 上５个 军 确 定 用 于 广 东。”⑥同

日，毛 泽 东 指 示 华 南 分 局 第 一 书 记 叶 剑 英：“你 们 必 须 统 筹 两 广，将 两 广 作 为 一 个 对 付 帝 国 主 义 和

蒋 介 石 登 陆 进 犯 的 统 一 的 单 位，不 要 只 顾 一 省。”⑦为 加 快 剿 匪 步 伐，按 照 毛 泽 东 的 指 示，中 南 军 区

抽调 湖 南２１兵 团 和 粤 西 的４３军１２７师 到 广 西 参 加 剿 匪。广 西 全 省 的 剿 匪 主 力 部 队 很 快 达 到１５
个 师、１２个 独 立 团，约２０万 人；⑧民 兵 和 地 方 武 装１７万 余 人。⑨

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３１日，被 派 往 广 西 帮 助 剿 匪 工 作 的 中 南 军 区 政 治 部 主 任 陶 铸 向 中 央 报 告 说：

１９５１年３月 以 前 可 以 完 成 南 北 两 重 点 区 的 剿 匪 任 务，尔 后 移 兵 西 向，解 决 西 北 部 土 匪。瑏瑠 １９５１年

１月９日，毛 泽 东 复 电 陶 铸：“请 考 虑 进 剿 西 北 部 土 匪 是 否 可 以 只 要２１兵 团 去 而 不 要４５军 去，以 便

将４５军 从 剿 匪 中 解 放 出 来 于３月 间 即 开 至 梧 州 地 区 整 训 待 命，准 备 应 付 广 东 方 面 的 万 一 情 况。”瑏瑡

同 日，毛 泽 东 指 示 中 南 局 和 中 南 军 区：“四 十 五 军 应 即 于 三 月 内 集 中 梧 州 整 训，湖 南 的 四 十 六 军 应

于 二 月 内 集 中 郴 衡 线 上 整 训。”瑏瑢１月２２日，根 据 广 西 剿 匪 工 作 的 进 展 情 况，毛 泽 东 对 广 西 部 队 的

军 事 部 署 作 出 最 终 调 整：４５军 尽 早 开 赴 韶 关 广 州 线 整 训 备 战；２１兵 团（后 整 编 为 人 民 解 放 军 第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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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移 防 广 东 湛 江）在 广 西 境 内 剿 匪、驻 防；４９军 在 完 成 剿 匪 任 务 后，集 中 使 用。① ２月，４５军 调 出

广 西 弛 援 广 东。广 西 部 队 的 增 援 稳 定 了 潮 汕 地 区 的 军 事 斗 争 形 势，确 保 了 广 东 地 区 的 安 全，并 在

此 后 福 建 沿 海 岛 屿 反 登 陆 作 战 中，该 部 队 又 及 时 增 援 福 建。事 实 证 明，毛 泽 东 的 战 略 决 断 和 军 事

部 署 是 正 确 的。

　　二、毛 泽 东 对 广 西 剿 匪 工 作 提 出 严 厉 批 评

广 西 的 剿 匪 步 伐 没 有 跟 上 全 国 的 形 势，与 全 国 几 大 剿 匪 区 相 比，明 显 落 后，不 能 不 引 起 党 中 央

和 毛 泽 东 的 关 注。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１４日 和１６日，毛 泽 东 连 续 致 电 中 南 局 和 广 西 方 面，除 指 出 广 西 部

队 增 援 广 东 之 必 要 性 外，对 广 西 剿 匪 工 作 提 出 了 严 厉 批 评：“广 西 剿 匪 工 作 为 全 国 各 省 剿 匪 工 作 中

成 绩 最 差 者，其 原 因 必 是 领 导 方 法 上 有 严 重 缺 点”，②“广 西 解 放 在 西 南 之 前 而 剿 匪 成 绩 则 落 在 西 南

之 后，为 什 么 这 样，请 你 们 加 以 检 讨 并 以 结 果 告 诉 我 们。我 提 议 广 西 军 区 从 十 二 月 份 起 仿 照 西 南

办 法 每 月 发 一 次 剿 匪 通 报，总 结 战 绩，纠 正 缺 点，务 使 全 省 匪 患 在 几 个 月 内 基 本 解 决。”③他 明 确 要

求 广 西 省 委 领 导 对 有 关 工 作 加 以 检 讨，总 结 成 绩，纠 正 缺 点。对 此，广 西 主 要 领 导 感 到 突 然 和 不

解，认 为 部 队 夏 休④整 训 后，广 西 剿 匪 工 作 已 有 新 的 转 变。广 西 剿 匪 工 作 虽 然 有 缺 点，但 成 绩 是 主

要 的。１９５０年 夏 休 整 风 学 习 后，剿 匪 工 作 取 得 重 大 胜 利，剿 匪 形 势 已 由 此 转 为 主 动。

事 实 上，１９５０年７月 部 队 开 始 夏 休 后，广 西 剿 匪 工 作 处 于 半 停 顿 状 态，⑤匪 情 恶 化 严 重。虽 然

广 西 省 委 和 广 西 军 区 开 展 整 风，纠 正 了 前 期 的 一 些 失 误，但 未 能 从 根 本 上 改 变 被 动 局 面。据 广 西

地 方 史 料 记 载，７月 后，匪 特 再 次 煽 动 大 规 模 暴 乱，个 别 地 区 匪 乱 一 直 延 续 到１９５１年３月；县 以 下

政 权 机 关 遭 匪 袭 击、围 攻 达２２０余 次，一 些 县 城 被 匪 长 时 间 侵 占，全 省 有４１个 区、乡 政 府 被 匪 摧

毁、１５０个 曾 遭 匪 围 攻；许 多 农 会 和 民 兵 组 织 解 体，有 的 地 区 股 匪 强 迫 群 众 举 村 暴 乱，仅 象 县 就 有

３０多 个 村 庄 集 体 暴 乱；被 匪 杀 害 的 县 以 下 干 部、农 会 会 员、民 兵、进 步 群 众 达７０００余 人，数 千 名 妇

女 被 匪 强 奸；匪 特 强 抢 民 枪１２００余 支，粮 食１８００余 万 公 斤、牲 畜５万 余 头（匹），焚 毁 民 房１．２万

余 栋；全 省 大 部 分 公 路 与 桥 梁 被 破 坏，桂 黔 铁 路 线 上 前 后 有５个 车 站 曾 被 匪 占 据，导 致 水 陆 交 通 瘫

痪；解 放 军 连 以 下 分 队 一 度 难 于 独 立 活 动。⑥ １９５１年１月，中 南 军 区 广 西 剿 匪 工 作 考 察 组 报 告，过

去１０个 月 并 未 从 根 本 上 削 弱 而 至 消 灭 土 匪，因 此 匪 情 基 本 上 是 严 重 的；土 匪 控 制 的 地 区 很 广，在

宜 山 地 区，匪 控 区 就 有７２１个 村，占５５．１％；我 控 制 区 才４１６个 村，占３１．９％，其 它 约１３％是 匪 活

动 区。⑦ 因 此，在 某 种 意 义 上，“广 西 尚 处 于 一 种 战 争 状 态”。⑧

一 方 面，匪 情 是 严 重 的；另 一 方 面，广 西 省 委、军 区 上 报 的 剿 匪 成 绩 很 大，这 让 上 级 领 导 迷 惑 不

解。从 数 字 上 看，广 西 存 在 着“匪 越 剿 越 多”的 不 正 常 情 况。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７日，广 西 省 军 区 报 告

说：原６月 份 统 计 有 匪５２１１５人；７、８、９月 歼 匪２７９４４人，目 前 尚 有５６８股，计８０４０６人，这 个 数 字

比６月 份 增 加２８２９１人。⑨ １２月 底，中 南 军 区 广 西 剿 匪 工 作 考 察 组 的 报 告 说：广 西 初 解 放 时，总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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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匪 不 过９万，而 经 过１２个 月 进 剿，已 歼 灭１４万 多，至 目 前，还 有７万 土 匪。①

上 述 可 以 看 出，虽 然 广 西 歼 匪 数 字 不 小，但 不 能 从 根 本 上 解 决 匪 患 问 题，以 致 于“匪 越 剿 越 多，

人 民 受 害 极 大”。毛 泽 东 在 充 分 了 解 情 况 并 与 中 南 局 交 换 意 见 后 敏 锐 意 识 到，广 西 省 委 在 剿 匪 领

导 方 法 上 存 在 严 重 问 题。他 对 广 西 领 导 提 出 批 评 和 督 促，完 全 是 及 时 和 正 确 的。

　　三、毛 泽 东 对 广 西 剿 匪 的 政 策 指 导

对 于 毛 泽 东 提 出 的 严 厉 批 评，广 西 主 要 领 导 虽 然 被 迫 作 了 检 讨，但 一 些 人 坚 持 认 为：广 西 省 委

认真 贯 彻 了 党 中 央、中 南 局 的 指 示 精 神，“结 合 广 西 具 体 情 况”所 采 取 的 政 策 是 稳 妥 的，剿 匪 方 针 和

决 策 是 适 时 而 有 成 效 的，剿 匪 进 度 较 慢 主 要 是 因 为 兵 力 不 足。然 而 事 实 并 非 如 此。

在 毛 泽 东 批 评 广 西 剿 匪 工 作 之 前，广 西 领 导 层 内 对 剿 匪 政 策 等 就 有 分 歧。一 些 领 导 自 认 为 对

广 西 的 情 况 比 较 熟 悉，强 调 广 西 情 况 特 殊、复 杂，政 策 要 稳。他 们 指 责 军 队 在 执 行 政 策 上 偏 差 很 大

（指 过 于 严 厉），“军 阀 主 义 太 严 重”、民 匪 不 分，实 行 一 网 打 尽，打 击 面 宽；在 如 何 处 理“民 枪”这 个 重

要问 题 上，他 们 明 明 知 道“民 枪 虽 大 部 分 掌 握 在 封 建 地 主 手 里”，却 反 复 强 调 问 题 复 杂，要 等 到 群 众

自 发 移 交，甚 至 批 评 部 队 缴 枪 是 脱 离 群 众，逼 民 众 上 山 为 匪，等 等。以 广 西 军 区 副 司 令 员 李 天 佑 等

为 代 表 的 多 数 军 队 同 志 认 为，广 西 剿 匪 政 策 的 主 要 错 误 偏 向 是：把 剿 匪 看 成 是 最 简 单 的 军 事 行 动，

致 使 剿 匪 与 发 动 群 众 脱 节；最 主 要 的 还 是 过 分 强 调 了 广 西 的 特 殊 性，而 实 际 上 对 广 西 的 特 殊 性 并

没 有 真 正 的 认 识，因 此 没 有 大 胆 收 缴 所 谓 民 枪 来 武 装 群 众，以 致 大 量 枪 支 仍 掌 握 在 地 主 恶 霸 手 中；

在 执 行 镇 压 与 宽 大 相 结 合 的 政 策 上，宽 大 无 边，镇 压 不 力，有 的 匪 首 七 擒 七 纵 仍 然 为 匪，威 逼 杀 害

群众。② 李 天 佑 与 军 区 政 治 部 副 主 任 栗 在 山 等 建 议 广 西 省 委：广 西 的 恶 霸 和 地 主、土 匪 是 三 位 一 体

的，且 拥 有 大 量 枪 支，必 须 立 即 在 全 省 放 手 大 胆 地 迅 速 展 开 全 面 的 反 霸 清 匪 斗 争。③

对于 李 天 佑 等 人 提 出 的 意 见，广 西 省 委 一 些 领 导 虽 然 口 头 提 出 要 纠 正 政 策 偏 差，但 在 具 体 执

行 上，仍 延 续 一 贯 做 法。１９５０年９月１日，广 西 省 委、省 军 区 联 合 发 布《在 重 点 地 区 对 于 乡 村 中 地

主 和 富 农 枪 支 处 理 的 暂 行 办 法（草 案）》，仍 然 坚 持“谨 慎”态 度，要 求 各 地“劝 说”“守 法”地 主 和 富 农

献 枪 借 枪，“中 贫 农”的 枪 支，一 律 不 动；发 动 群 众 来 搞，军 队 只 准 协 助。④ １７日，广 西 省 委、省 军 区

又 联 合 发 出《关 于 镇 压 与 宽 大 政 策 的 具 体 规 定》，通 篇 强 调 如 何 遵 照 执 行“我 党 宽 大 政 策 精 神”，即

使对 于 罪 大 恶 极 之 匪 首，也 要 经 地 委 审 查 转 报 省 委 审 查 批 准 后 才 能 公 审 镇 压；“有 利 用 者”，还 可 缓

杀 或 不 杀；投 降 匪 首，不 捆 不 押，教 育 反 省，取 保 释 放；匪 特 分 子，不 应 过 早 捕 捉，应 继 续 侦 查 清 楚 再

捕；通 匪“群 众”，不 得 抓 捕，应 警 告 教 育，不 准 其 再 通 匪。⑤ 这 一 规 定 未 提 反 霸 问 题。这 种 做 法 实 际

上 与 以 往 的 宽 大 无 边 政 策 没 有 根 本 区 别，只 能 使 战 斗 在 剿 匪 一 线 的 指 战 员 和 基 层 革 命 群 众 缩 手 缩

脚，严 重 影 响 了 部 队 士 气 和 战 斗 积 极 性。指 战 员 们 反 映：“如 果 这 样 剿，永 远 也 消 灭 不 了 土 匪”。⑥

对 于 广 西 在 剿 匪 政 策 执 行 上 的 倾 向 和 偏 差，中 央 较 早 已 有 所 觉 察。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０日，在 毛

泽 东 的 亲 自 主 持 下，中 共 中 央 发 出《关 于 镇 压 反 革 命 活 动 的 指 示》，不 点 名 地 对 广 西 等 省 在 剿 匪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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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 等 政 策 问 题 上 发 生 的“宽 大 无 边”等 偏 向 提 出 了 批 评。１０月 下 旬，中 南 局 向 各 省 区 发 出《十 种 人

应严 厉 镇 压 的 规 定》。然 而，广 西 并 没 有 采 取 实 际 行 动 坚 决 执 行。１１月２２日，毛 泽 东 指 示 中 南 局、

广 西 省 委，必 须 加 速 进 行 土 改，坚 决 镇 压 反 革 命 活 动，否 则 我 党 我 军 有 陷 入 被 动 的 危 险。① １９５１年

１月１７日，毛 泽 东 电 示 中 南 局 等 大 区 领 导，对 于 真 正 的 匪 首 恶 霸 及 坚 决 的 特 务 分 子，必 须 坚 决 地 处

以 死 刑，特 别 是 那 些 土 匪 猖 獗，恶 霸 甚 多，特 务 集 中 的 地 方 要 大 杀 几 批，要 坚 决 地 杀 掉 一 切 应 杀 的

反 动 分 子。② ２２日，毛 泽 东 指 示 华 南 分 局 并 告 中 南 局：“凡 与 剿 匪 有 关 的 匪 首 恶 霸 大 特 务，可 由 军

区 军 分 区 的 军 事 法 庭 判 处 死 刑；凡 与 剿 匪 无 关 的 反 革 命 重 要 分 子，则 由 地 方 法 院 及 军 管 会 的 军 法

处 判 处 死 刑；乡 村 普 通 恶 霸 及 不 法 地 主，则 由 农 民 斗 争、监 视 及 由 人 民 法 庭 判 刑，如 此 分 三 方 面 进

行，可 期 迅 速，又 较 妥 当”。③ ２３日，毛 泽 东 将 中 南 军 区 政 治 部 关 于 广 西 执 行 镇 压 政 策 前 后 情 况 给

总政 治 部 的 报 告 转 发 中 央 各 大 区，并 批 示：“根 据 广 西 方 面 的 报 告，广 西 军 区 在 剿 匪 工 作 中，曾 经 犯

了 警〈惊〉人 的 右 倾 错 误，宽 大 无 边，不 杀 匪 首 恶 霸 及 其 他 反 革 命 分 子，以 致 匪 祸 猖 獗，达 于 极 点，土

匪 越 剿 越 多，人 民 受 害 极 大。广 西 于 去 年 九 月 起 开 始 纠 正 此 种 错 误，三 个 月 中，正 确 地 杀 了 匪 首 惯

匪 及 其 他 首 要 反 动 分 子 三 千 余 人，情 况 就 完 全 改 变 过 来，匪 焰 大 降，民 气 大 伸。现 将 中 南 军 区 政 治

部１月１６日 转 来 广 西 报 告 一 份 转 发 给 你 们 阅 看，这 是 一 篇 极 有 价 值 的 报 告，希 望 你 们 认 真 研 究，

并 做 出 自 己 的 结 论 报 告 我 们。”④２９日，毛 泽 东 再 次 致 电 广 西 领 导 张 云 逸、莫 文 骅 等，批 评 他 们 到 处

设 防 修 工 事 被 动 挨 打 的 错 误 做 法。他 强 调：目 前 你 们 工 作 的 重 心，应 是 减 租，退 押，清 匪，反 霸，有

步 骤 地 有 把 握 地 实 行 土 地 改 革，严 厉 镇 压 反 革 命，大 杀 几 批 匪 首、惯 匪、恶 霸，及 罪 大 恶 极 的 会 门 头

子 与 特 务 分 子。⑤ ２月２５日，毛 泽 东 在 给 中 南 局 的 电 报 中 具 体 提 出 剿 匪 斗 争 的 指 导 思 想：“清 匪 必

须 与 反 霸、减 租、退 押 或 土 改 相 结 合 进 去，必 须 杀 掉 匪 首、惯 匪 与 恶 霸，并 必 须 由 党 委 统 一 领 导，全

力 以 赴，才 能 发 动 群 众，根 绝 匪 祸。”⑥

１９５０年１１月 广 西 省 委 第 三 次 高 级 干 部 会 议 后，由 于 正 确 地 处 理 了 宽 大 与 镇 压 的 关 系，纠 正 了

以 往 的 政 策 偏 差，广 西 剿 匪 情 况 发 生 了 很 大 变 化。战 场 上，土 匪 不 敢 再 负 隅 顽 抗，纷 纷 投 降，悔 过

自 新。据 广 西 军 区 统 计，１９５０年 的 前１０个 月，共 歼 匪 约１０万，其 中 毙 伤１４９００余 人，俘 虏５０８００
人，投 降 自 新３５０００人，⑦投 降 自 新 比 俘 虏 的 还 少。而 第 三 次 高 干 会 后 的１２月 份，毙 伤 土 匪１２２２
人、俘 虏２４８２９人、投 降 自 新３３７５９人。⑧前１０个 月 被 俘 的 土 匪 为 毙 伤 的３倍 多，而１２月 份 被 俘 的

土 匪 为 毙 伤 的２０多 倍、投 降 自 新 的 土 匪 与 前１０个 月 的 总 和 几 乎 相 等。１９５１年 前４个 月，共 歼 匪

１９２９０６人，其 中 毙 伤 敌６１０４人、俘 敌７６６８１人、投 降１３４２３人、自 新 者 则 高 达９６６９８人。⑨

对 于 所 谓 民 匪 不 分 大 开 杀 戒 杀 人××万 的 说 法，这 里 也 有 必 要 澄 清。据 广 西 省 委１９５１年２月

２４日 报 中 南 局 及 彭 真 的 电 报 称，入 桂 以 来 前 后 共 镇 压 匪 霸１５１８３名，其 中 整 风（１９５０年１０月瑏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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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决２４５４名；整 风 后（１９５０年１２月 至１９５１年２月 中 旬）共 处 决１２６８４名。① 可 见，即 便 当 时 处 于

特 殊 的 战 争 状 态，广 大 军 民 对 匪 首 恶 霸 切 齿 痛 恨，在 政 策 执 行 上 难 免 存 在 偏 差，战 场 击 毙 的 敌 匪 和

镇 压 的 匪 霸 数 量 总 和 也 不 超２万 人。１９５１年３月 以 后，广 西 省 委 已 注 意 到 部 分 地 区 在 镇 反 中 出 现

的 问 题，并 采 取 措 施 予 以 纠 正。省 委 要 求：一 般 杀 人 权 和 没 收 权 归 属 省 府 省 委，禁 止 擅 自 抓 人、杀

人、没 收 等 行 为。反 霸 的 面 决 不 能 宽，须 特 别 慎 重。② 陶 铸 后 来 向 中 央 报 告 说：剿 匪 以 来 我 们 共 杀

了５万 多 人。③ 这 些 数 据 清 楚 地 说 明 广 西 地 区 击 毙 敌 匪 及 镇 压 匪 霸 敌 特 的 数 字，无 论 如 何 不 可 能

达 到 十 几 万 甚 至 几 十 万。

　　四、毛 泽 东 对 广 西 省 委、省 军 区 的 主 要 领 导 的 调 整

为 纠 正 广 西 剿 匪 领 导 方 法 上 的 严 重 缺 点，改 善 干 部 工 作 作 风，１９５０年１１月 中 旬，毛 泽 东 连 续

发 出 指 示，催 派 叶 剑 英 和 陶 铸 到 广 西 指 导 工 作。不 久，由 于 广 西 军 区 司 令 员 兼 政 治 委 员 张 云 逸 患

病 休 养，毛 泽 东 提 议 陶 铸 代 理 省 委 书 记，主 持 剿 匪 反 霸 工 作。

对 此，原 广 西 军 区 一 些 领 导 后 来 谈 到，广 西 省 委 认 真 贯 彻 党 中 央、中 南 局 的 指 示 精 神，结 合 广

西 具 体 情 况 所 采 取 的 剿 匪 方 针 和 决 策 是 适 时 而 有 成 效 的，政 策 是 稳 妥 的，整 个 剿 匪 工 作 成 绩 是 主

要 的。但 是，中 南 军 区 政 治 部 个 别 领 导 人 来 广 西 后，对 广 西 剿 匪 斗 争 却 一 口 否 定，扣 下 几 顶 大 帽

子，如 说 不 收 民 枪、不 杀 土 匪 头，七 擒 七 纵，宽 大 无 边，右 倾 等。他 不 经 省 委、军 区，亦 不 找 省 委 同 志

谈，也 不 经 中 南 局、中 南 军 区，把 自 己 的 片 面 看 法 直 接 电 告 毛 泽 东。他 不 是 善 意 地 帮 助 省 委 工 作，

而 是 动 员 别 人“揭 发”省 委 主 要 领 导 人，不 久，省 委 主 要 领 导 即 被“靠 边”了。这 种 不 正 常 的 作 法，引

起 了 省 委 领 导 人 的 反 感，挫 伤 了 干 部 的 积 极 性。而 张 云 逸 心 情 不 是 很 好，主 要 是 他 对 有 的 人 状 告

广 西 剿 匪 的 不 实 之 词 及 其 种 种 做 法 不 满 意，加 之 有 些 头 晕，便 向 毛 泽 东 告 假 休 养，此 后，他 就 再 没

有 担 任 行 政 工 作。

事 实 是 早 在 毛 泽 东 批 评 之 前，中 南 局 对 广 西 工 作 已 有 所 不 满，意 识 到 广 西 省 委、军 区 领 导 内 部

在 一 些 重 大 问 题 上 存 在 思 想 分 歧，党 政 军 名 义 上 是 一 元 化 领 导，但 互 相 配 合 不 够，缺 乏 强 有 力 的 统

一 领 导。④ 在１９５０年７月 中 南 局 高 干 会 议 上，李 天 佑 等 汇 报 了 广 西 剿 匪 存 在 的 问 题。夏 休 整 风

后，李 天 佑 等 多 数 军 队 领 导 认 为，如 果 领 导 态 度 不 解 决，即 使 制 定 了 政 策 也 难 以 贯 彻。李 天 佑 等 要

求 中 南 局 派 要 员 来 广 西 解 决 问 题，引 起 了 中 南 局 的 注 意。另 外，在 剿 匪 重 点 等 问 题 上，广 西 省 委 与

中 南 局、中 南 军 区 也 产 生 了 分 歧。１０月 中 下 旬，广 西 军 区 制 定 了 冬 季 剿 匪 计 划，以 主 要 交 通 干 线 两

侧 及 人 多 粮 丰 地 区 为 重 点 剿 匪 区。对 土 匪 集 中 的 瑶 山 等 地 区 只 是 监 视，不 采 取 进 剿 行 动。⑤ 而 中

南 局 研 究 决 定：广 西 必 须 集 中 兵 力，主 动 放 弃 一 些 地 区；从 现 在 起，全 省 以 瑶 山 和 桂 南 为 目 前 两 个

剿 匪 重 点 地 区。⑥ １１月３日 和８日，中 南 局 与 中 南 军 区 再 次 发 出 指 示，要 求 广 西 坚 决 贯 彻 中 南 局 重

点 剿 匪 的 部 署 计 划。广 西 省 委 则 回 复 说，目 前 不 宜 改 变 部 署，仍 贯 彻 自 己 制 定 的 冬 季 剿 匪 计 划。⑦

为解 决 上 述 问 题，１９５０年１１月 上 旬，中 南 局 决 定 派 陶 铸 率 领 工 作 组 前 往 广 西 帮 助 工 作。陶 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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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毛 泽 东 通 了 电 话，他 在 电 话 中 问 毛 泽 东，这 次 去，是 打 长 工，还 是 打 短 工 ？ 毛 泽 东 回 答 说，打 短

工。① １１月１０日 晚，中 南 局 常 委 召 开 会 议 讨 论 广 西 剿 匪 工 作。会 议 一 结 束，陶 铸 即 前 往 广 西。

１１月１４日，毛 泽 东 致 电 叶 剑 英 并 告 邓 子 恢、谭 政、张 云 逸 等：“广 西 剿 匪 工 作 为 全 国 各 省 剿 匪

最 差 者，其 原 因 必 是 领 导 方 法 上 有 严 重 缺 点，剑 英 前 去 广 西 帮 助 张 莫 陈 李 诸 同 志 工 作 一 时 期，希 望

迅 即 前 往，并 在 那 里 留 住 几 个 月，抓 住 工 作 重 点 限 期 肃 清 土 匪，发 动 土 改，端 正 政 策，改 善 干 部 工 作

作 风，确 有 成 绩 然 后 回 来，否 则 不 要 回 来。”②１１月１７日，毛 泽 东 又 致 电 中 南 局、中 南 军 区 党 委 并 告

华 南 分 局：“中 南 局 关 于 广 西 工 作 的 决 议 也 是 很 好 的，你 们 派 陶 铸 去 广 西 帮 助 工 作 很 有 必 要，陶 铸

是否 已 动 身 去 了，如 未 应 速 去。我 已 电 叶 剑 英 同 志 去 广 西 帮 助 一 时 期，叶 定１１月２１日 动 身 去，叶

不 宜 离 开 广 州 过 久，大 概 在 广 西 住 一 个 月 左 右 即 须 东 返，因 此 陶 铸 应 在 广 西 久 留 一 会，直 至 剿 匪 问

题 基 本 解 决 然 后 回 来。”③

陶 铸 一 路 走，一 路 调 研 广 西 剿 匪 情 况，与 各 地 委、分 区 的 领 导 多 次 交 谈，听 取 工 作 汇 报。１１月

２０日 左 右，陶 铸 来 到 南 宁。④ 他 迅 速 投 入 工 作，在 与 省 委 领 导 商 议 后，按 照 中 南 局 的 指 示，调 整 了

剿 匪 部 署，准 备 重 点 清 剿 瑶 山、六 万 大 山、十 万 大 山，于１１月２４日 将 计 划 联 名 电 报 给 中 南 局 并 报

中 央。随 后，陶 铸 深 入 基 层，到 剿 匪 第 一 线 作 调 查 研 究，甚 至 亲 自 参 与 剿 匪 战 斗。⑤

１９５０年１１月 底，广 西 省 委 召 开 第 三 次 高 级 干 部 会 议。张 云 逸 作 了《为 坚 决 执 行 毛 泽 东 指 示 在

半年 内 肃 清 全 省 股 匪 的 任 务 而 斗 争》的 报 告，肯 定 了 广 西 剿 匪 的 成 绩，就 执 行 镇 反 政 策、反 霸 斗 争、

收 枪 和 地 方 武 装 建 设 等 问 题 作 了 检 讨 和 解 释；同 时 强 调 指 出，经 过７、８月 份 的 整 风 运 动，这 些 缺 点

已 逐 渐 克 服。他 表 示：责 任 应 当 由 省 委 和 军 区 党 委 来 负，特 别 是 他 个 人 负 主 要 责 任。⑥ 省 委、省 军

区 领 导 先 后 在 会 上 发 言，开 展 了 批 评 与 自 我 批 评。叶 剑 英 总 结 指 出，广 西 党 的 领 导 上 存 在 的 缺 点

是 剿 匪 任 务，压 而 不 倒；重 点 剿 匪，实 际 不 重；一 般 号 召 未 与 具 体 指 导 相 结 合；镇 压 反 革 命，有 布 告

无细 则，不 大 胆，不 放 手，认 识 不 够，贯 彻 不 够，检 查 不 够 等。⑦ 陶 铸 在 充 分 听 取 各 地 委、分 区 的 汇 报

和 大 家 对 张 云 逸 报 告 讨 论 意 见 的 基 础 上，作 了 上 万 字 的 主 题 发 言《争 取 在 半 年 内 消 灭 广 西 全 省 的

土匪》，他 在 讲 话 中 充 分 肯 定 了 广 西 一 年 来 的 剿 匪 成 绩，并 强 调“这 一 条 应 确 定 下 来，以 便 增 强 广 西

工 作 同 志 们 的 信 心”。陶 铸 具 体 从 重 点 剿 匪、收 缴 匪 枪、发 动 群 众、反 霸 土 改 等 方 面 提 出 了 自 己 的

看 法 和 建 议，并 阐 述 了 镇 压 与 宽 大 相 结 合 的 政 策 方 针。他 指 出，在 目 前 国 际 形 势 新 的 变 化 情 况 下，

特别 是 在 军 事 剿 匪 时 期，对 于 坚 决 镇 压 反 革 命 分 子 是 非 常 重 要 的，“镇 压 必 须 严 厉，才 能 显 示 力 量，

使 其 知 有 所 畏，知 有 所 择。今 天 广 西 土 匪 由 于 我 过 去 对 之 有 宽 已 造 成 错 觉，并 给 予 土 匪 以 利 用（有

被 放 五 次 而 仍 当 匪 的）。这 个 问 题 上，我 们 是 严 重 地 脱 离 了 群 众；群 众 说：‘天 不 怕、地 不 怕，就 怕 毛

主 席 的 宽 大’，这 是 很 不 满 的 表 示。加 之 现 在 国 际 形 势 紧 张，反 革 命 跃 跃 欲 试，不 严 之 以 法，他 们 是

不知 道 厉 害 的。应 该 肯 定，凡 是 股 匪 头（不 论 大 小，只 要 是 一 股 之 首）与 坚 决 的 反 革 命 力 子，一 经 捕

获 一 律 处 以 死 刑，而 凡 属 当 土 匪 的 地 主 并 没 收 其 财 产 分 给 群 众。该 杀 的 有 多 少 杀 多 少，不 要 为 数

目 所 限 制，但 也 不 许 乱 杀 错 杀”，“杀 人 的 目 的 在 于 显 示 宽 大 的 意 义，来 更 多 的 争 取 土 匪 自 新 投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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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政 治 上 有 力 的 瓦 解 土 匪，所 以 当 杀 人 已 使 土 匪 恐 怖，要 求 投 降 自 新，就 应 该 少 杀 些，多 讲 些 宽 大，

而 宽 大 就 应 该 是 真 正 的 宽 大，凡 投 降 自 首 的 就 必 须 以 投 降 自 首 待 遇，照 政 策 办 是 对 的，贪 小 便 宜 损

害 政 策 是 错 的”。①

广 西 省 委 第 三 次 高 干 会 议 后，广 西 剿 匪 形 势 有 了 根 本 性 改 观。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３１日，陶 铸 在 给

中 南 局、华 南 分 局 并 报 毛 泽 东 的 剿 匪 工 作 报 告 中，对 广 西 剿 匪 工 作 做 了 充 分 肯 定。他 说：“广 西 剿

匪工 作 经 过 未（指 阴 历７月）整 风 到 申（指 阴 历８月）以 后，已 有 大 的 改 进。自 张（指 张 云 逸）、莫（指

莫 文 骅）由 中 南 回 来 又 接 到 毛 主 席 指 示 召 开 了 省 的 高 干 会，与 叶（指 叶 剑 英）来 桂 对 剿 匪 工 作 更 深

入 一 步，现 在 各 种 问 题 均 已 得 到 解 决。镇 压、收 枪、反 霸、地 方 武 装 建 设 等 几 项 剿 匪 的 主 要 政 策 更

加 明 确，执 行 得 更 好。”②毛 泽 东 批 复：“报 告 已 阅 悉，甚 好 甚 慰”，“我 们 认 为 广 西 最 近 时 期 的 经 验 是

很 好 的，值 得 研 究。”③

正 当 广 西 剿 匪 形 势 大 为 好 转 之 际，张 云 逸 身 体 出 现 问 题，由 于 长 期 患 失 眠 症，神 经 衰 弱，脸 部

浮 肿，难 以 工 作。１９５１年１月１６日，张 云 逸 根 据 医 生 建 议，在 征 求 叶 剑 英 和 陶 铸 意 见 后，向 中 央 报

告，请 求 到 广 州 休 养 三 个 月，工 作 交 广 西 省 委 副 书 记 陈 漫 远 接 替 负 责。④ １月２７日，经 中 共 中 央 批

准，张 云 逸 赴 广 州 休 养。毛 泽 东 认 为，为 完 成 剿 匪 任 务，所 有 军 队 必 须 统 一 于 省 委 地 委 领 导 之 下，

实 行 强 有 力 的 一 元 化 领 导。广 西 需 要 一 位 与 前 任 风 格 和 能 力 不 同 的 领 导，年 富 力 强、魄 力 十 足、被

称 为“党 内 一 头 牛”的 陶 铸 无 疑 是 最 佳 人 选。毛 泽 东 改 变 了 原 先 让 陶 铸 来 广 西“打 短 工”的 想 法，于

１月３０日 致 电 陶 铸 及 中 南 局，提 议 陶 铸 代 理 广 西 省 委 书 记。⑤ ２月５日，陶 铸 正 式 代 理 广 西 省 委 书

记。３月１４日，张 云 逸 致 信 毛 泽 东 报 告 病 情，请 求 继 续 休 养。⑥ 毛 泽 东 回 信：“可 作 半 年 休 养 计 划，

以 便 安 心 调 治，不 为 工 作 所 牵 挂，待 病 好 再 恢 复 工 作。”⑦

１９５１年４月，中 央 对 广 西 军 区 负 责 人 作 了 调 整，李 天 佑 任 军 区 司 令 员、党 委 书 记，主 持 军 区 全

面 工 作。张 云 逸 仍 担 任 军 区 政 委。

以 上 史 实 充 分 证 明，毛 泽 东 对 广 西 领 导 层 的 调 整 的 确 是 知 人 善 任。在 陶 铸、李 天 佑 等 领 导 下，

广 西 省 委、军 区 认 真 贯 彻 了 毛 泽 东 的 指 示 精 神，纠 正 了 错 误，取 得 了 很 大 成 绩，按 期 胜 利 完 成 了 剿

匪 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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