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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钢炮”陈锡联为啥受邓小平重用

1930 年 6 月，杨平口战斗，红一师毙、伤、俘敌
数百人，并生俘敌团长，取得了鄂豫皖红军首次全
歼敌人正规军一个团的重大胜利。这时，陈锡联参
加红军不到半年，就在战斗中经受住了严峻考验。

7月，红一师再次出击平汉路，这次是打国民党
军钱大钧部教导师第五团。该团驻防在平汉路一
个叫花园的地方，装备不错，有步枪、机枪、迫击炮，
但由于是教学单位，战斗力相对来说不是很强。于
是，徐向前决定长途奔袭40里，打敌人一个措手不
及。刚刚 15 岁的陈锡联，在长途行军中始终走在
前面。在天亮时，红军发起进攻，陈锡联又奋勇当
先，抓住了敌人一个书记官，缴获了一支红色派克
钢笔。

8月，红一师西越平汉路，袭占湖北省云梦县城，
诱敌深入到黄安县（今红安县）四姑墩（今属大悟县）

一带，对跟踪追击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击，共歼敌2个
团大部又1个营，缴获迫击炮3门、机枪3挺、长短枪
400余支，是为著名的“四姑墩战斗”。

这几仗下来，陈锡联在红一师中出了名，被战
友们称之为“小钢炮”。

1938 年 3 月，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首长刘伯
承、邓小平采取“攻点打援”之策，在山西境内取
得神头岭大捷，陈锡联时任该师第三八五旅第七
六九团团长。战斗中，刘、邓部署第七六九团为
左翼队。其一部于16日拂晓前袭击日军的重要
补给线——邯（郸）长（治）大道上兵站集结地黎
城，成功诱使潞城之敌越神头岭来援，1500余日
军落入刘、邓圈套，仅有100余人逃生，80多名日
军被生俘。这就是著名的“神头岭之战”。神头
岭，成了日军丧魂落魄的“伤心岭”。不过，给兄
弟部队创造了战机的第七六九团，本身战果却不
大。因此，陈锡联和部下有些“抱怨”：“光啃骨
头，没有吃上肉！”于是邓小平公开放话：“陈锡联
这门‘小钢炮’不会闲着，总有他开火的时候。下

次让他吃肉，但啃骨头的劲头不能丢！”
仅仅半个月之后，邓小平就让陈锡联扮演歼

敌主角了。
1938年3月31日9时许，日军辎重部队汽车

180 辆及其掩护部队进入伏击圈，邓小平和副师
长徐向前命令第七七一团放过前面 100 余辆汽
车，让其进入陈锡联的第七六九团主力伏击区。
待其余汽车全部进入伏击区时，邓、徐下令发起
猛烈攻击。八路军伏击部队和护车日军针尖对
麦芒，来了个硬碰硬。激战两小时，八路军共歼
日军少佐以下 400 余人，毁敌汽车 180 辆，缴获
长短枪130余支、迫击炮4门。这就是著名的“响
堂铺之战”。庆功会上，邓小平称赞：“陈锡联有
吃肥肉的胃口，更有啃骨头的劲头！”

B “有吃肥肉的胃口，更有啃骨头的劲头！”

A “小钢炮”绰号不胫而走

1947 年夏天，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蒋介石
急忙调来20多万重兵进行“围剿”，刘、邓首长决
定分兵对敌。当年12月，在研究作战部署时，邓
小平考虑到大别山区不利于大兵团作战，同时考
虑到刘伯承年纪大一些，主动提出让刘伯承带第
一纵队及中原局机关去淮河以北担负外线作战任
务，自己和野战军副司令员李先念、参谋长李达组
成前方指挥所，带着陈再道的第二纵队、陈锡联的
第三纵队、王近山的第六纵队留在内线作战。刘
伯承说什么也不同意，邓小平少有地“独断专行”：

“我是书记，是政委，这个事就这么定了。况且，
‘三陈’（另一陈是陈赓）我已经留下了‘二陈’！”在
关键时刻，邓小平留下“二陈”坚持内线作战，是对
他们的高度信任，陈锡联“当时心里热乎乎的”。

一次，陈锡联到前方指挥所，见到邓小平和红

军时期的老首长李先念，李先念问：“锡联同志，背
得动吗(指背着敌人行动)？”还没等他回话，深知陈
锡联的邓小平就说：“就是要多背一些，背重一
些。我们多背些敌人，多忍受一个时期的艰苦，拖
住敌人几十个旅，就能使山东、陕北的兄弟部队腾
出手来，大量消灭敌人。釜底抽薪就不要怕烫手，
这是个关系到全局的战略行动。”多年以后，陈锡
联还自豪地回忆：“小平同志让我们多背一些敌
人，既是对我们的鼓励，也是对我们的信任。”

淮海大战，是邓小平的得意之笔，同样也是
陈锡联的辉煌之战。对于淮海大战自己能指挥
三个纵队，陈锡联生前说过：“那是总前委书记小
平同志的信任与关怀！作为一个军人，独当一面
谁不愿意？问题是上级会否给你这个机会。感
谢小平，他给了我这个机会！”

“感谢小平，他给了我这个机会！”C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上将陈锡联，14岁参加徐
海东、詹才芳领导的红军游击队，15岁成为鄂豫皖
红军红一军第一师第三团战士，在副军长兼第一师
师长徐向前领导下驰骋鄂豫皖，一步步成长为人民
军队的著名将领。抗日战争中，他曾任八路军第一
二九师旅长、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中，他历任晋
冀鲁豫野战军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兵团司令员；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军委炮兵司令员、沈阳军区司
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常委，一度主持过
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在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留下
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轶事。 ▋据《中国组织人事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