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孟良崮战役中读出的启示 

杨润曦   2010年9月



孟良崮
 济南东南150KM,徐州以北170KM,

 近黄海120KM



       背景： 1947年4、5月间，国民党意欲以优势兵力，向山
东的华东解放军推进，将华东解放军逼至胶东海边，包围并
剿灭。华东解放军则为了打破国军的围歼，打击国民党因占
据延安而生的嚣张气焰，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积极策划
部队调动，以寻求战机迎敌。大战一 触即发!

• 地点: 山东，临沂 ，孟良崮 
           

• 双方力量对比:
• —国民党军   24个整编师，共45万人。 
• —华东解放军 9个纵队、1个地方军区，共27万人。



双方指挥官与战术

• 华东解放军: 陈毅、粟裕

• 战术: 集中优势兵力“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
    目标: 在运动中歼灭敌王牌74师，突围。

• 国民党军: 顾祝同 (陆军总司令)

• 战术: 以第74师做“钓饵”，以大军实施反包围， 
             实施“中心开花”战术。

    目标: 合围，消灭华东解放军主力。

• 双方主将的战术策略都非常有针对性， 都能在纷繁复杂
的环境下，迅速抓住重点。 



对阵局面

• 国民党军
• 先锋部队第74师 3万2千人,全

美式装备, 直插孟良崮

• 协同作战的有国军83师、25
师, 距孟良崮10公里

• 国军45万大军在其周边100多
公里范围内

• 华东解放军
• 正面迎敌5个纵队10万兵力

• 协同作战有4个纵队17万人, 
穿插包围敌83师、25师

• 解放区人民百万



危险与战机同时产生

• 国民党军：张灵甫的74师率先快速推进到孟良崮山区后，
正面遇到3倍与自己的华东解放军，面临孤军深入的险情！

•  但紧随其后的40万大军使其获得了绝对的战机和优势，
将直接正面影响整个山东战局。

• 华东解放军: 面对进入包围圈的张灵甫的74师，阵前握有
绝对优势兵力，

• 但如不能在两天内迅速消灭74师，就会被其拖住，反会遭
周边围过来的40多万国军的重创。

• 只有48小时，恶战一触即发！



战  况
• 正面战5月13日下午7时打响，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

• 经过14、15日两天的生死激战，解放军只攻下了孟良崮
一旁的几个小山头，张灵甫的74师主力仍固守主峰。

• 孟良崮方圆1·5平方公里正面战场，双方战死超过上万人。
解放军的弹药补充已出现了困难。如不能从孟良崮撒退，
难保大军不落入国军的合围圈 。

• 胜负似乎已现端倪。

• 此时，双方的交战攻势，已从兵力武器装备转到了指挥官
们的决战信心与指挥效率上。 



鹿死谁手？

• 粟    裕：任何人不得言撤退！严令各纵队务必不顾一切牺
牲，不分昼夜，限在24小时内攻克孟良崮，歼灭74师 。

• 张灵甫： 死守待援。开战后蒋委员长和国防部一再电令
83师、 25师驰援孟良崮，抓住时机, 一举消灭解放军主力。

   结   局： 16日下午3时，第74师死守三天后被歼灭，华
东解放军完全攻占孟良崮。师长张灵甫被击毙。

代   价： 民党军共伤亡2万5千余人。华东解放军共伤亡
1万2千余人 。华东战局从此扭转 !



粟裕大将

• 粟裕，大将，湖南省会同县人。

• 1925年春考入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后加入叶挺的部队。参加了南
昌起义和四次反“围剿”作战。

• 1947年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

      先后发起了宿北、鲁南、莱芜、泰蒙、孟良崮等战役。 
      1947年发起淮海战役，指挥济南战役。

• 1949年1月任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指挥上海战役。

• 建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张灵甫中将

• 张灵甫， 陆军中将   抗日名将。 陕西省长安县人（西安市)。 
     1923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后投笔从军。1923年进入广州黄埔军校。

• 1937年参加松沪会战时任团长，“以自损100的代价歼敌500” 。 
• 1938年江西张古山之战，身负重伤仍死守待援，消灭日军两万多人。

• 1939年3月南昌会战负重伤一腿致残 ；
• 1940年参加上高战役任副师长，亲率敢死队反败为胜，消灭日军1万6

千。

 
• 蒋介石曾深为其死而叹息，下令为张灵甫在玄武湖畔树碑，还把一艘巡

洋舰改名为“灵甫号”。也许是曾是知己!



今天，我们从中可以领悟什么？ 



• 无论是粟裕、张灵甫，都有超越常人的高智商。他们之间的较量，已
完全超出来源于文化与知识等作战技术层面，制胜的关键：如何比对
方更有效地实施这些战略、计谋、策划！

“执行力”从哪里来? __“政策方针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 、 “步调一直
才能得胜利”  (毛泽东)

（一）做成就一件大事，战略、计谋、策划
等高层面的东西，常常并不是关键性的因素
，而执行力和效率才是第一位的。

• 在当今竞争性社会，在高等教育日益普及，海量信息瞬间传达的今天，
尤其是在证券这样一个高风险的行业，要时刻提醒自己：没有人的智
商会比你低！只有这样才使你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



（二）任何一项理论、 周密的方案，在局部可能是
正确的。但在一个周期更长、更大的实践领域中就
会有它的局限性、甚至是错误的。只有将它放到发
挥其作用的整体环境中去考察，才能验证其高明与
否，才能评估其优劣

• 张灵甫舍身布下的“中心开花”战术，符合军事理论假设。但忽略了当时的
国民党内派系林立、战场上则以求自保实力、中央政府无法统御的局面。

• 激战的三天内，国军83师只前进到距孟良崮不足5公里。国军25师三天内几乎
未有挪动。最终铸成败局。

• 华东解放军各纵队统一指挥，攻坚和穿插步调一直，军民密切配合，以少胜
多，最终获得胜利!

•  大到国家、小到公司、业务团队，只有统一步调、锐意进取性、通力合作、
直面市场的检炼，方能百战百胜！而商海中的”前瞻与预见”，则是领导者应
提供的最大服务。 



（三）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 “性格决定命运”。
一个人的性格，有时会是决定他能否做成一件大事
的关健

• 陈毅在后曾非常坦白地说：“打张灵甫这三天，我的脑子简直要被压碎了！”

• 张灵甫出自黄埔科班，粟裕成长于杀场，同为军中豪杰。此次对决如同“铁
齿锉钢牙”，拼的是血性。张灵甫估计对了形势，却是选错了对象。粟裕身
经百战，面对泰山崩裂压顶，仍能沉着行事，这就是钢铁意志、大将风度。

• “性格”并非天生，它是人生经验被锻炼、凝变后成为的某种下意识的习惯。

• 在股市博奕中，很多人都有 “做反”的体验，不是因为缺乏操作技能。而是

因为“怕”、因为“贪” 、因为错失了理性，这就是性格使然！ 



注意：培根还有关于性格的另一段论述：

• 注意你的思想，它会变成你的（言论）行动；

• 注意你的（言论）行动，它会变成你的习惯；

• 注意你的习惯，它会变成你的性格。 



• （四）千万不要将自已的命运，寄托于那些自已
无法控制、而其变数又很大的因素 。

• 想成就大事就需要依靠他人与外界的帮助。但，这个依靠是有“度”的：

• 第一，你能否掌控这些因素，使其不能随意中断你对它的依靠与信赖；

• 第二，这些这些因素，客观上是否具有全面长期的稳定性，不会因你没有掌
握它而发生改变。

• 比如我们需要氧气，平日里我们不缺少它，也不用控制它。但当你爬上了四
千米以上的高山，越爬越高时，这个“依靠”就不可控了！

• 当下，正确处理好业务发展与合规经营 的关系，大理也
是如此!



历史有时会重现，却不能被改写！

• 张灵甫在面临三倍于己的大军时没有恐惧、退却，而是“
将计就计”，以74师为诱饵坚守，这是整个战局的核心。

• 就连蒋介石也深解其战术用意，都相信40万国军会迅速靠
拢，不仅能使74师解围，更可一举消灭解放军主力。

• 因此，胜败的焦点已不在于74四师如何英勇，而在于他所
依靠的40万大军会不会迅速向他靠拢。 

• 其实,74师仍然有一条退路，那就是74师守备的垛庄，这
才是全局关键点。

• 垛庄，近临沂，自战国开始，就是诸侯争霸的必争之地。



• 战役打响后，华里鲁南6纵，距离垛庄近100公里，经过两
昼夜的急行军长途奔驰，直取垛庄。而74师守备垛庄的只
有一个辎重连，为加强垛庄防卫，张灵浦临时也增派去了
一个战斗力并不强的的运输团。相比之下，华野攻占垛庄
的部队是6纵队和1纵配合，一棋落下，全盘皆活！

一场双方原本都有资格可能获胜、或可能战败，在战机上几
近相同的战役，最终的结果是华东解放军大胜，国民党大军
惨败而记入史册 ！



战争之外我们未曾了解的东西

• 此后1948年11月到1949年1月由粟裕，刘邓，陈毅指挥的“淮海战役
” (徐蚌会战)。作战以徐州为中心，地域跨越江苏、山东、河南、
安徽、河北5省，纵横3000公里；经65个昼夜的决战，决定并改变了
中国的命运。有这样一组对比数字:

• 国共双方:兵力80万－60万；火炮4215门－1364门；坦克215辆－22辆
；飞机158架－0架。解放军伤亡十余万，国民党军伤亡及被俘55万。

• 解放军60万大军的全部辎重装备、弹药(300万吨)，粮秣(每人至少一
套棉衣、一双棉鞋，每天500万斤粮食)，其中的80%是由支前民工以
人背、肩挑、车推等方式实施完成的。据统计,共出动小推车88万多
辆，挑担31万副，上阵民工达543万人。每一个战士身后，都有9个民
工在支援保障作战。 

• 陈毅元帅名言: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



改变人的固有观念，有时又是非常困难的

• [英]管理哲学大师查尔斯·汉迪(与彼得·德鲁克 ”现代管理之父”齐名 )曾说: “成功的规则，尾巴上都

带着刺” 。

• 查尔斯·汉迪：“成功的悖论” ：使你到达现在的成功的事情和方式, 几乎很少可能是

使你继续到达另一个目标的事情和方式。

• 因此，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要在竞争中取得优势，获得成功，就必须因时、因地不

断调整策略而获得进步。

我们现今所处的时代, 传统主流体系已经崩溃，一个全新体系正待重建。 

    ——(乔治·索罗斯)

公司最终还是一个人的组织，只有有独立文化的公司，才能屹立于世界经济之林!

如果我们想继往开来、继续获得成功的话，我们是否有了足够的能力准备和精神

准备？那就让我们从现在开始!



谢谢大家！

生活很美好,值得我们
大家去珍惜！



 ●  这是第一部深刻探讨公司制度的电视纪录片。拍摄历时两年。它以
世界现代化进程为背景，探讨公司组织与经济制度、思想文化、科技
创造、社会生活等诸多层面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市场经济的演进，探寻
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成长的中国公司的发展道路。

《公司的力量》—猎富的时代 

１．范得菲尔德：１００美元的事业能做多大，一个人靠什么能获得成功。

２．洛克菲勒：工作是一种态度，我不靠运气活着，但可以靠策划运气发达。

４．西门子：一个人能改变世界吗？也许这个人就是你！

   6．对比片中故事，看看与我们今天所处时代有何相似之处？ 

3．卡内基：在事业的道路上是选择和自己强大的人合作还是和他们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