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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打天津时间缘何迟迟不定
2024年1月15日是天

津解放75周年。当时天津
问题如何解决，与北平问题
息息相关，甚至决定了北平
和平谈判的进程。75 年后
的今天，回顾解放天津的战
略部署与攻打时机的选择，
就不难理解攻打天津是在
迫不得已情况下才采取的
军事行动。

毛泽东始终希望和平解决

早在 1948 年 12 月初，
刘亚楼代表东北野战军与傅
作义进行了第一次谈判。这
次谈判，刘亚楼表述了我军
的立场——天津问题必须与
北平问题一起解决。并要
求傅作义下令陈长捷驻天
津守军放下武器，出城接受
和平改编。但傅作义始终
不愿首先解决天津问题，天
津问题处于搁置状态。

平津战役中，毛泽东不
愿将攻击目标指向北平和

天津。虽然傅作义利用天
津这张牌与我军周旋，但毛
泽 东 仍 希 望 和 平 解 放 天
津。正因为如此，在 1949
年 1 月 12 日之前，毛泽东
始终没向东北野战军给出
具体的攻击时间。

1 月 7 日，东北野战军
在致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提
出了“拟十三号总攻击”的
作战部署。那时，毛泽东和
中央军委并没有明确表态，
主要是想看看傅作义的态
度。可傅作义一再拖延，鉴
于此，毛泽东指示平津战役
总前委，限陈长捷先头部队
至迟在1月13日12时前开
出城外，否则我军将于 14
日开始攻城。

傅作义拒绝了我军的要求

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
各在野党派利益的国民党
天津市参议会，在当时是一
支重要的政治势力。参议

会议长杨亦周以及久大精
盐公司总经理李烛尘等代
表的实业派，力主谈判，以
使天津免遭战火。1949年
1 月 8 日下午 3 时，市参议
会 四 位 代 表 按 照 规 定 出
城。1月11日，按照中央军
委指示，刘亚楼在接见天津
市参议会四名代表时，向陈
长捷发出最后通牒：必须在
13日12时前开出城外。而
这四名代表回城后就再也
没出来。中央军委感觉到
傅作义和陈长捷已拒绝了
我军的要求。

天津问题能否顺利解
决，是和平解放北平的关
键。因为当时淮海战役已
经胜利结束，东北野战军完
成了攻击天津的部署，形势
已不允许傅作义有任何的犹
豫或者拖延。毛泽东和中央
军委指出：“如天津守敌不在
我限定时间内离城改编，应
迅速坚决地攻下天津。天津
攻克后，傅作义更感恐慌，势

必被迫就范。那时，你们和
傅方代表谈判时，就应要求
傅作义坚决地遵照我们的六
点指示去做。”

鉴于天津守敌拒绝和
平建议，平津前线司令部于
1 月 13 日晚 7 时下达了 14
日开始总攻的命令。

天津战役只用了29个小时

天津战役，是东北野战
军入关后第一个针对大城市
的攻坚战，也是全面内战爆
发以来人民解放军攻取的第
一座大城市，为此调集了当
时位于平津地区东北野战军
的精锐部队。其中参战的五
个步兵纵队中，有四个参加
过四平、锦州攻坚战。在兵
力对比上已形成绝对优势。

早在 1 月 7 日，平津前
线司令部致电中央军委，报
告了攻击天津的作战方针，
对兵力调配等问题解释说：

“我军原拟以五个纵队攻

击，但后因我十二纵主动要
求参加攻打天津，该纵成立
以来，未打过主要攻坚战，
要求借此机会锻炼，故允许
其以两个师参加。此外刘
亚楼要求六纵一个长于巷
战的师参加攻天津，亦已同
意。故我攻天津的兵力略
显过多（共二十三个师的兵
力及全部炮兵）。估计北平
与塘沽之敌均不敢增援，即
令增援亦足够对付，故兵力
虽稍多，但无碍。”“敌以十
余万人之兵力防守近二百
万人口之大城市（比济南大
三倍，比锦州大十倍），必处
薄弱易于突破和发展，且我
军兵力战力均较敌占绝对
优势，故整个战斗当能迅速
解决。”

1949年1月14日早上
10 点整，刘亚楼下令：“总
攻击开始！”战至 15 日 15
时，敌 151 师投降后，天津
战役结束，总共用了 29 个
小时。（摘编自《今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