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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少将的舟山情怀
□庄林林

那是2010年初，为庆祝舟山解放六
十周年，普陀区政协组织文史委员前往
北京采访当年解放舟山主力部队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21军61师原师长——胡炜
将军。

胡炜（1920～2018），河南省新蔡余
店乡人，原名胡守德。1949年任三野21
军61师师长时，年仅29岁，是三野最年
轻的师长。他率部作为突击师，突破国
民党长江防线，5月解放杭州、绍兴、溪
口、奉化，严格执行党的政策，被誉为“仁
义之师”；7月参加宁象战役，歼灭敌军一
个团。8月开始担负从南侧攻击舟山群
岛的任务。

我们在2010年3月13日到达北京，
那天风和日丽，但第二天一早睡醒，窗外
银装素裹，刺骨冷风吹来，不免担心今天
是否能按原计划见到胡炜将军。上午打
胡将军家里电话，才知道将军住在301
医院，当我们介绍是普陀政协的，想探望
胡将军时，胡将军的夫人吴旸女士马上
答应我们一会就去医院安排，一定让我
们今天见到将军。

下午按预定时间我们到达医院，早
已在大门口等着的司机告诉我们，将军
怕我们早到，雪天外面等着会冻着，老早
就催着他出来等我们了。还没见到将
军，我们心中就已有一股暖意流动。

在颇具神秘色彩的南楼，老将军早
已在病房中央摆好了椅子准备了水果。
一进门将军和夫人马上迎上来，一边询
问我们是坐什么车过来的，路上有没有
冻着，就像是自家长辈一般细心和亲切，
一时让我恍惚，如此慈爱的老人怎会是
闻名全军的铁血男儿。坐下后，老将军
第一句话就说他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是离
开舟山后一直未能再踏上这片土地。夫
人在一边说，她在2000年舟山解放五十
周年的时候，随当年的文工队战友故地
重访，登上了他们夫妇战斗过并为之一
生魂牵梦绕的登步岛、桃花岛，夫人笑着
告诉我们那一趟回普陀可是让胡炜将军
羡慕不已。

将军体弱多病，但记忆力极好，对自
己以前经历过的事记忆犹新，连驻守桃
花岛时房东的样子都能清晰道来。从驻
守杭州讲到解放舟山，老将军似乎又回
到了那个年代，精神抖擞，声音洪亮，在
我们面前的已不是病中的九旬老人，而
是纵横驰骋的61师师长。听将军娓娓
道来，就像自己亲历着战争，一幅幅画面
就在我们眼前展开……

老将军回忆着，连日子都那么精确，
他说1949年10月6日兄弟部队攻占金塘
岛后，师长兼师政委的他率61师跟上，
在8号就攻占了六横岛，9号解放虾峙
岛，夺回两个岛屿都很顺利，当时发现六
横岛有残敌逃往桃花岛，为了麻痹敌人，
严密封锁解放两岛的消息，两岛群众为
配合部队连渔民也不出海了。部队积极
筹集船只，训练水手，作攻击桃花岛的准

备。10月13日，他组织营以上干部对桃
花岛进行隔海侦察，发现桃花岛溃敌防
御体系尚未形成，遂确定了“抓紧战机，
乘敌立足未稳之际，迅速攻击桃花岛”的
作战方针。18日晚上，他命61师的183
团和182团1营向桃花岛发起攻击。桃
花岛守敌有4个营的兵力。18时40分，
在我炮击的同时，183团各营和182团1
营分别起渡，利用大雾掩护向桃花岛前
进。只不过十几分钟的时间，我各船队
陆续突破敌前沿阵地。继而分割穿插，
夺取要点，战斗进行十分顺利。至19日
天亮时，已切断了敌人退路，控制了所有
渡口，击退了敌人增援。守岛的国民党
军除被击毙外，被俘1100多人。老将军
颇自豪地说，这是他一生中打得最轻松
最漂亮的一战，战后上级（即第七兵团、
22军、21军）发来嘉奖电报，称“桃花岛
战斗是抓紧战机，大胆突击，以迅速果敢
的动作，实行插断，为获取胜利的典范”。

桃花岛被61师攻取后，登步岛因扼
舟山国民党军海运咽喉，就成了敌我必
争之地。国民党军派 221师进驻登步
岛，并在它周围的朱家尖和蚂蚁岛还驻
扎一个团。而我军在舟山南线只有61
师，且战线长达数十里，既要巩固已占领
的六横、虾峙、桃花诸岛，又要攻击前进，
兵力与火力显然不足，特别是缺了船
只。在困难面前，胡炜冷静分析敌情，加
强部队备战，为执行兵团解放舟山的整
体作战计划，于1949年11月3日，奉命
对登步岛发起攻击战斗。当时登步岛守
敌为敌第221师第661团及第662团第1
营，第221师师长坐阵指挥。我61师主
攻部队为183团、182团3营和4连。181
团坚守已占各岛，防敌反攻，做下一步攻
占朱家尖的准备。第一梯队当晚8时起
渡，在炮火掩护下，陆续突破敌防御，顺

利登陆，并在拂晓前将敌主力打退，抢占
了流水岩、野猪塘山、炮台山等制高点。
但因半夜突起逆风，潮水疾退，加上61
师渡海工具落后，第二梯队未能及时投
入战斗，后续部队接济不上，登陆部队兵
力太单薄，当夜未能将守敌全歼并控制
渡口。

4日凌晨，国民党有2个团在飞机和
军舰掩护下向登步岛增援，我61师登陆
的7个连队英勇抗敌反击，战斗打得十
分激烈。双方激战一日，几乎打得玉石
俱焚。当晚，胡炜亲率步炮兵13个半连
队冲破敌舰封锁，增援登步岛。回忆中，
老将军还告诉我们5日天亮后，敌人援
兵增至6个团，这可是黄埔嫡系6个美械
团，我方只有两个团，尽管是能攻善守的
两个老红军团，但敌我兵力悬殊，而且敌
人派出六架战斗机围绕登步岛低空轰炸
阵地，一分钟就可以环岛一圈，他们要等
见到第二批六架战斗机接替后才飞回，
这样轮流不间断地交替轰炸，后来又派
B26轰炸机对桃花岛不断轰炸，还有六艘
军舰围着桃花岛、登步岛不断射击……
很多都是各种记载中没有提到过的。战
斗到激烈时，国民党的 87军军长朱致
一、67军军长刘廉一都跑到登步岛督战，
双方又血战一天，伤亡甚重，我61师有
的连只剩下十几个人。

指挥这场战役的国民党指挥官是
时任舟山防卫司令官的石觉上将，他是
国民党中的老将，参加过北伐、中原大
战和抗日战争，“围剿”过苏区，参加过
内战，当时是国民党上将；而胡师长当
时才29岁，是三野最年轻的师长。石觉
曾于4日下午1时40分得意忘形地下达
电令：“在黄昏前将登陆之匪全部肃清，
否则军、师、团长均以军律论处。”而年
轻的胡师长却比石司令更有决断力。

在敌我兵力悬殊，整个势态于 61师不
利，忍饥挨饿不说，更为关键的是无法
补充兵力与火器的情况下，和国民党海
陆空三军奋战两天三夜。在最危急时
刻，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不在于一城一
池的得失，胡师长毅然决定以佯攻掩护
撤退，令182团、183团组织100名左右
的兵力分成若干小分队入夜以后向敌
发动佯攻。撤退的序列是先把烈士遗
体和伤员提前运到登船点，按一烈士遗
体、二伤员、三师团机关、四俘虏、五部
队的顺序先后撤退。我部队于5日半夜
12点开始撤回桃花岛。6日晨3时前，
61师的登步岛部队全部顺利撤回桃花
岛，还带回来400名俘虏。61师虽损失
惨重伤亡千余人，但国民党军伤亡3200
余人，胡将军在背水作战的极其困难情
况下，实施了海岛上的撤出战斗，保存
了有生力量。战后61师名声大振。胡
炜将军这一仗是我军最年轻的师长大
战国军上将，也是我军最年轻的师长大
战国军两个军长。后来胡将军还被周
恩来总理称为“文武全才”。

登步岛血战也成了将军一生的记
忆，用将军的话说，他把心留在了登步
岛。舟山解放后，师部搬迁到沈家门，他
却在登步岛上住了一星期，还在那里办
了连以上干部学习班，实际上也是战地
学习班。后来61师的181团驻守普陀山
和朱家尖，182团则留在登步、桃花和六
横，直到1950年6月61师调防温岭，为
了巩固舟山群岛防线，预防国民党重占
舟山群岛，61师又于1951年春奉命驻防
宁波，以便就近支援舟山，到1952年底
参加抗美援朝，部队离开宁波转到上海
附近整训，已是21军参谋长的胡炜率军
入朝作战，1958年归国，驻太原。1959年
3月奉命开赴青海、西藏平叛……以后一
来工作繁重，二来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严
重影响了他的健康，多少次想回登步岛
看望长眠于斯的战友，然健康状况总不
允许，只能在心中时时缅怀。将军于
1961年晋升少将，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
一级解放勋章，后历任21军副军长、21
军政委、21军军长。1969年任兰州军区
副司令员兼21军军长，兼任陕西省委书
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当选第9、10届候
补中央委员。1974年12月任中国人民
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
1988年胡炜获独立功勋荣誉章。在中国
人民解放军的军史上，有一本书——《血
战：十大王牌师》,61师位列第三，被誉为
“铁胆雄师”；有一本书——《解放军最善
于打仗的十个军：十大常胜军》，第一章
就是21军，被称为“陆军之王”。

将军动情地说，这些年最想的就是
回普陀旧地重游，看看牺牲了的战友，
现在的身体状况是不是能走出病房都
是未知数了，只能请我们把他的感激带
回普陀。他一连声地说一定要替他谢
谢当地政府谢谢当地百姓对部队的支

持，他说没有普陀的老百姓他们就不可
能在各个岛屿打出一个个漂亮的胜仗
……多么朴实的老人，不居功不自傲，
听着他的嘱托，我们有着发自内心的感
动。

将军长时间的叙述终于引起了医务
人员的“关心”，我们也不好意思再打扰
老人的休息，于是在护士的催促之下，我
们决定告辞。临别，我请老将军在我的
笔记本上留句话，老人虽然眼睛已看不
清楚字，但还是欣然拿起笔，摸索着在我
的本子上写下“祝普陀人民在现代化建
设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那珍贵的一
页在当年5月我出差登步时赠送给了登
步岛上的纪念馆。2011年1月，我担任
登步乡副乡长，到登步后的第一件事，就
是用双脚丈量了登步岛上每一个山头，
不仅仅为了解登步地貌，也为了重走当
年61师的战斗路程。

那天结束采访时，不顾我们的再三
阻止，将军非要送我们到病房门口，还嘱
咐夫人要送我们到电梯口，嘱咐司机开
车送我们到地铁口。在电梯口，吴女士
终于忍不住眼角的泪水轻轻地告诉我
们，第二天医院要召集专家和单位负责
人确定将军的治疗方案了，但这次将军
住院前已对她立下遗嘱，死后要把骨灰
撒到登步岛，他要去陪伴长眠于岛上的
战友。吴女士告诉我们将军的这个愿望
她对谁都没说起过，他们夫妇是把普陀
看成了他们的家，把登步岛当作了他们
的归宿，今天见到我们就像见到了家乡
的亲人，她情不自禁要告诉我们将军最
终的愿望。

感受着老人对普陀的深情，我们的
眼角也被温热的泪水蓄满，大家相望无
语，唯愿身经百战都不败的老人在疾病
之前也能打个大胜仗。而的确，将军这
回还真又打了个大胜仗，倒是他的夫人，
那年我们见到时还是那么开朗健康，却
比将军更早地离开。2018年6月20日，
将军以98岁的高龄去世，也许是因为夫
人过早离世，也许是后来出现什么变故，
最终将军想长眠登步岛的遗愿未能实
现，但我相信，舟山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英
勇的61师，不会忘记胡炜将军。

作者（后）与胡炜夫妇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