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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1月间，在杜聿明所部的疯狂进攻下，东北我军被迫实施战略退却，期间
驻齐齐哈尔的警备旅发生叛变，1600余人的部队竟有700多投敌，这伙人打死若干
团营干部，再配合敌人组织的伪满警察和地主武装，对齐市进行疯狂血洗，我方损
失极其惨重。

（陈云在东北）

在补充整训的环节上，“东总”政治部提出了四项基本任务，要求部队贯彻落实，
其中的第一条，就是要清洗部队中的坏分子，训令中特别要求：

“各部队应坚决彻底洗清还存留在我们部队中的流氓、地痞、特务、宪兵、土匪、
警察等坏分子，由于缺乏可靠干部率领而巩固性太差的新部队，则应坚决的把它编
入主力”！

谭政主任在讲话中特别强调：要使大家牢记，由于清洗整顿，部队中坏分子数目的
减少，便是部队质的提高。

                                   1 / 12



智行理财网
东北民主联军(东北抗日联军领导)

原因很简单，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常驻兵力逐年增多，始终保持着大几十万兵力的
规模，并不需要太多的伪军存在。

另外，大小鬼子们也对伪军充斥着不信任感，降而复反的部队确实不少，部队搞多
了失控怎么办？主子也是怕奴才造反的。

所以到日本投降的1945年夏天，“伪满军”的总兵力只在15万人左右，跟日本关
东军的兵力对比为一比五，进而能够实现彻底控制。

“伪满军”当时的基本建制为：十一个军管区、一个江上军(海军)和一个禁卫军司
令部，另有一个宪兵总团(2800人)和若干特种兵分队，比如有36个工兵队和15个辎
重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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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冀东军区第十六分区曾克林部，是最先进入东北的我军部队，在沈阳、锦州
、鞍山等城市确有迅速扩军的历史。

不过根据曾将军的回忆，他的部队是从两个团4000余人扩大到40000人，增兵数量
不过36000人，这其中虽然也有些“伪满军”的散兵游勇，但是比例并不大。

更多的是在抗战中被俘后，押送到东北做苦力的八路军、新四军、重庆政府军的战
俘，以及抚顺、鞍山等地的被压迫矿工，关于这一点，不妨可以认真读读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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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投降）

二、“伪满军”绝大部分被蒋军收编

以1946年初这个时间点为例，在当时的东北战场上，东北民主联军的总兵力为34
万人（准确数字340102人），其中野战部队约15万人，余皆为四个二级军区所辖
的地方部队。

而蒋军的正规军兵力，不过七个军247000余人，但是我军却在战场上一退再退，
并且在四平保卫战中也遭遇重大失利，除去装备和火力劣势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
：

那就是熊式辉的“东北行营”收编了8万人以上的“伪满军”，然后用这些地方武
装控制后方，杜聿明才得以集中五个军的野战主力，与东野进行战场角逐。

因此双方在一线的兵力，反而是敌人占据优势（大约是20万对15万），而且收编和
招募伪军的工作，熊式辉和杜聿明一直就没有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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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蒋军在杜聿明指挥时期的兵力峰值，大致出现在1947年3月间，总兵力约为48
万人左右，然而其野战力量仍然只有九个军：

第13军、第52军、第53军、第60军、第71军、第93军、新1军和新6军（另有一个
青年军第207师），平均每个军的兵力在30000人上下。

稍有军事常识便可知道，即便计入东北行辕的直属部队、特种兵部队，杜聿明手下
的正规军兵力也不过30万人冒头，那么多出来的18万人又是什么货色？当然是临时
收编的“伪满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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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新3军的暂编第59师、新7军的暂编第56师和暂编第61师、新8军的暂编第54
师和暂编第55师等等，这都是原来的保安总队升格的。而被抽出主力师的原来各军
，同样也用暂编师来填补以维持建制。

包括新1军的暂编第53师、新6军的暂编第62师、第52军的暂编第58师、第53军的
暂编第30师、第60军的暂编第52师等等。前述十个暂编师，如果认真研究来龙去
脉，你就会发现，全部是“伪满军”改编而来！

经过陈诚的一番折腾，东北蒋军经过拼凑后，达到了14个军55万人的兵力规模，而
外调而来的只有一个49军（2万余人），那么增加出来的10多万人（净增5万，还
得补充被我军歼灭的数量）都是哪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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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帮伪军官以前作威作福惯了，当然受不了这个气，于是编排出来“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的段子。

目的是什么？当然是借以威胁陈诚和东北蒋军高层，以便给他们重新安置而已，其
实根本未付实施。

道理明摆着，连陈诚都看不上的这等货色，又岂能入了东北民主联军的眼，那不是
开国际玩笑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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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总”和101深刻地吸取了这些教训，认为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在今后的战争
中还会出现类似的情况，所以在1947年夏秋的休整期间，下大力气清理部队内部，
继8月29日的训令发出后，林彪还觉得不够分量。

于是“东总”于1946年9月14日，再次
发出《关于整顿地方部队的训令》
，强调了清洗混入我军的坏分子之危害，以及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训令在开篇明
确指出：

“查目前我东北新成立之部队及地方武装，多系在我发展顺利局面下扩大组织起来
的，尚未经过充分的整理和锻炼，内部成分异常复杂，尤以部队中有相当流氓、特
务、警察、宪兵、土匪投机分子，尚未彻底清洗和淘汰，在环境恶劣情况下，便发
生瓦解和叛变”。

训令通报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投敌叛变事例，最后要求：“责成各军区、军分区，
立即取掉政治上的麻痹，加强对新部队和地方部队之掌握领导，而基本上是从政治
入手”，同时规定了七条措施，大力清除队伍中的不良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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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东北我军补充方式的转变

在东北解放战争之初，我军的兵源补充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战斗中的俘虏兵
，其二是从地方农民中招收新战士，需要指出的是，前者的数量其实并不多。

因为东北的几个蒋系王牌军普遍接受过反动教育，加之战争初期敌强我弱，蒋军官
兵心气较高，所以战场投降的数字真心不大。

另外就是，俘虏兵虽然军事技术好，但一旦我军情况不利或者撤退时，叛逃的比例
很大。比如刘震的第2纵队第5师，曾经在怀德战后补充了800余名俘虏兵，刚刚向
松花江以北实施转移，就跑掉了一半多。

部分降而复叛的官兵，还跑回去向敌人告密，泄露了我军的情况，所以东野各部，
此间对俘虏兵是非常慎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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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获大炮）

当然，这样严格的审查制度，也影响了部队兵员补充的及时性，因为清退会造成往
返消耗。而且绝大多数翻身农民出身的新兵，既没有任何军事训练，又缺乏思想教
育，有的想家、有的怕死、有的不习惯部队生活，自然会出现一些逃亡的现象。

比如四平攻坚战失利后，邓华的西满纵队伤亡较大，总共补充了4920名新兵，结果
在很短时间里，清退198名、逃亡高达1097名，实际补入仅3625名，遂使部队建
制不全，不能迅速恢复满编状态。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恰好罗荣桓同志提前回国，他经过反复思考后认为，农民参
军后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正规化训练，具备基本条件后才能向前方部队输送，由此
提出了“组建二线兵团”来解决兵源问题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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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7年9月底至辽沈战役打响前，东北我军实际编成的“二线兵团”共有189个
独立团，总兵力422000余人，从而使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短时间内达到了
百万级的规模，而这其中，哪里还有谣言中的所谓“数十万伪军”？

根据东北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的统计，在辽沈战役打响前，东北人民解放军70余万
野战部队和30余万地方部队中，解放战士比例只占10%左右，为各大战略区中比例
最低的，那就是不超过10万人。

这10万人中，还有一多半是在1947年冬季攻势和1948年春季攻势中，俘虏的敌军
士兵转化而来，因为此时东北战局逆转，“解放战士”的改造较为容易了。如此可
知，其中“伪满军”出身的“解放战士”数量就更少了。

而网络上一些人不懂历史不明就里，胡乱脑补出“伪满军战力强悍”、“四野骨干
是伪满军”等一系列错误结论，简直荒唐而又可笑，是禁不住推敲的，专业的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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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创作者们，也有义务戳破此类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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