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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济南前，毛主席紧急召见陈锐霆
┮ 金涛善

毛毛毛毛泽泽泽泽东东东东与与与与即即即即墨墨墨墨 连连载载

1957年3月，陈锐霆（右一）参观某炮兵展览。

1990年7月，陈锐霆回到家乡留影。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

阶段，毛主席将攻克大城市的战略意

图转向济南。在济南战役前，毛主席

开始紧张地调兵遣将。八月初的一

天，华东野战军特种兵司令员陈锐

霆，突然接到中央军委发来的电报，

令他火速赶往党中央驻地——— 河北

省平山县西柏坡。

　　接到电报后，陈锐霆带着作战科

长从河南濮阳出发，星夜兼程，按时

赶到西柏坡。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参谋长的叶剑英首先接见了他，当

时，叶剑英正在筹办华北军政大学，

需要陈锐霆支援一个连的火炮。接

着，周恩来副主席找到陈锐霆，询问

了华东前线战况。在各项工作完成

时，周副主席带着陈锐霆和西北野战

军炮兵负责人高存信来到毛主席的

住所。

　　毛主席正在和叶剑英谈话，见陈

锐霆和高存信来了，满面笑容地站起

来，一边同他们握手，一边说：“从前

线来的同志，你们辛苦了。”

　　陈锐霆忙说：“主席辛苦！”

　　毛主席拉家常一样询问他们是

什么地方人，很快就切入正题。他用

手形象生动地比划着，跟他俩谈了解

放战争的形势。毛主席自信地说：

“解放战争我们已经跨过了坳子，国

民党正走下坡路。”接着，毛主席又

殷切地教导说，你们都是干炮兵的，

今后炮兵工作很重要，你们一定要把

炮兵搞好！

　　陈锐霆和高存信不约而同地站

起来，异口同声地表示，一定要把毛

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的指示带回去，

向部队广大指战员传达，把炮兵建设

好，在解放战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事

实确实如此，在随后9月份发起的解

放济南战役中，陈锐霆率领的炮兵发

挥了强大的威力)。

　　不知不觉中，谈话持续了1个小

时，为了不占用毛主席宝贵的时间，

陈锐霆和高存信起身告辞。毛主席

送他俩走出房门，坚持走出院子，一

直送到大门外，握手挥别。

　　晚年的陈锐霆回忆说，回到驻

地，他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觉得浑身

有使不完的劲儿。为纪念这段难忘

的经历，陈将军曾写下了一首诗，以

抒发自己的感受和心情：

  决战之前军委召，

  预见炮兵重担挑。

  毛周主席亲接见，

  剖析敌情任务交。

  对比敌军数不少，

  实质战争已过坳。

  战略决战时机到，

  肩负重任应自豪。

  设防大城须夺取，

  重兵集团尚待销。

  破敌攻坚打大仗，

  均须炮火威力高。

  聆听指示振奋甚，

  化作动力永记牢。

　　陈锐霆(1906-2010 )原名陈琯玉，

字瑞庭。从军后，改名陈锐霆，字祥

霖。山东省即墨县盘龙庄(今属即墨

区鳌山卫街道)人，普通农民家庭出

身。1925年，陈锐霆报考了济南师范

学校，毕业后在青岛沧口小学做了一

名教师。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爆

发后，他弃教从戎，考入河北军事政

治学校炮兵中队(黄埔军校第7期)。

　　1930年7月毕业后，陈锐霆任国民

革命军炮兵第28团补充队副队长、国

民革命军32军特务团炮兵队区队长、

炮营连长等职，1936年12月秘密加入

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事变”后，

随军开赴冀中地区抗日。10月，升任

32军直属炮兵团三营营长。1938年参

加菏泽守备战、赣北麒麟峰战斗等。

1939年7月，升任92军142师补充团团

长。19 4 0年3月，调任14 2师4 2 5团团

长，率部参加宜昌防御战。

　　1941年“皖南事变”后，陈锐霆看

清蒋介石真反共、假抗日的丑恶面

目。3月，接到率团进攻新四军第4师

的命令，决定率部起义，并通过新四

军第4师师长兼政委彭雪枫，请求中

央批准。4月17日，毛泽东、朱德、王

稼祥、叶剑英联名致电彭雪枫，同意

陈锐霆的起义请求。4月19日，陈锐

霆率425团在安徽省怀远县褚集镇附

近集结，脱离国民党“剿共”战场，转

移至津浦路东休整。由于该团官兵

长期受反共思想影响，30日深夜，当

起义部队夜宿江苏省上塘集崔庄(今

属泗洪县)时，4连政工员袁锡钰、连长

魏银龙煽动部队哗变，陈锐霆身上多

处受伤，佯装昏死。不久，陈锐霆被

新四军张爱萍部紧急转移，而参与起

义的团干部屠凤麟等11名官兵被哗

变 暴 徒 暗 杀 ，大 部 分 官 兵 被 蛊 惑

逃跑。

　　生命垂危的陈锐霆受到党组织

的关怀，新四军挑选最好的医生和护

士，为其进行治疗和护理。当时，抗

日根据地医院条件简陋，药品奇缺，

连基本的消炎药都没有。为了抢救

陈锐霆的生命，组织上秘密派人到徐

州、蚌埠等敌占区买药，每次只能“按

规定”买几片，再冒险带回根据地。

经过精心救治，陈锐霆终于脱离生命

危险。让他刻骨铭心和终生难忘的

是毛主席、朱总司令、王稼祥和叶剑

英同志联名从延安发来慰问电，不仅

未有半句对起义部队哗变的责备，反

而对陈锐霆慰勉有加。捧读着电报，

陈锐霆内疚、自责与感激交织在一

起，七尺男儿的泪水打湿了手中的

电报。

　　伤愈后的陈锐霆，先到华中局党

校学习了一段时间，随后任新四军司

令部参谋处长，新四军第4师抗大四

分校副校长兼中共淮宝县委书记，新

四军第4师兼淮北军区副参谋长、处

长，山东军区炮兵司令员，华东野战

军特种兵纵队司令员和特科学校校

长、特种纵队司令员兼代政委等职。

他先后参加了“反扫荡”“反清乡”以

及宿北、鲁南、孟良崮、济南、淮海、渡

江、上海等战役战斗。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锐霆为人民

解放军炮兵现代化建设和战略导弹

部队的创建殚精竭虑，功绩彪炳军

史。在距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不到十

年，陈锐霆又一次迎来人生的高光时

刻。1957年3月初，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炮兵战斗训练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上，

与会代表受到毛主席和中央军委领

导的亲切接见。

　　有关毛主席接见这次与会代表

的情况，陈锐霆的回忆录《走过百年》

没有很详尽的记叙，查阅《毛泽东年

谱》也没有记载，出版的党史、军史也

鲜有提及，但陈锐霆再次与毛主席握

手的照片，却清晰地留下这永恒的

记忆。

　　新中国成立后，陈锐霆历任华东

军区炮兵司令员，中央军委炮兵参谋

长、副司令员，第五机械工业部副部

长等职，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

化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55年被

授予炮兵少将军衔，获二级独立自由

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新中国第一

批授衔即墨籍唯一的将军。1978年至

19 8 3年，连续当选政协第五届、第六

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2010年6月

13日，陈锐霆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

北京逝世，享年105岁。

(供稿：区委党史研究中心)

1944年，陈锐霆在淮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