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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法院委托，定于11月22日10时在洛阳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洛阳会展中心A区5楼）
拍卖：1.别克商务车、重型货车各一辆，竞买保
证金为壹万元整；2.洛阳市老城区烧沟村洛阳
市金顺来针织有限公司的设备一批（详见拍品
清单），竞买保证金为伍万元整；3.洛阳市西工
区纱厂西路美城商务1409号房产，建筑面积
76.55平方米，竞买保证金为伍万元整。

有意者于11月21日17时前携带合法证件到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4楼服务大厅办理竞买手续。
展示时间：自公告见报之日起
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报名电话：69921018 监督电话：62325608
咨询电话：65261802 15037988899

河南龙天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眼中的洛阳保卫战”（4）

▲

在蒋鼎文的检讨书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在责怪副手汤恩伯不从军令、贻误战机……

蒋鼎文与汤恩伯，战场上唱起“对台戏”
□记者 王妍 见习记者 余子愚

在《蒋鼎文关于中原会战溃败原因之检讨报告》（以下简称“检讨
书”）中，除了陈述敌我军事装备悬殊、平原地形利于日军进攻等战败
原因，还有一部分内容占了很大篇幅，那便是蒋鼎文向蒋介石打的关
于自己副手汤恩伯的“小报告”。8页的检讨书，“控诉”汤恩伯的内容
占了近5页，国民党中原战场上的两大主要人物，不可谓结怨不深。

蒋鼎文的检讨书分甲、乙、丙三部分，甲部分是
对战前中原战场大背景的陈述分析，丙部分寥寥
200余字，介绍中原战场的群众基础与政治宣传。
两部分加起来仅占3页。

作为主体的乙部分独占5页，以“绪战未能予敌
以严重打击，致遭尔后之不利”“主力部队之使用未
能捕捉战机”“缺乏控制兵团以致无法适应情况”

“任务遂行未能彻底，部队协同亦不确实”“重要情
况缺乏确实报告，以致部署不能周密”五个标题，详

细讲述了中原会战过程中五项失利原因。
细读这五项原因，除第一项外，责怪副手汤恩

伯的内容几乎充斥其余四项。在蒋鼎文看来，汤恩
伯在中原会战、尤其是洛阳保卫战前后，不从军令、
贻误战机、“玩失踪”、阳奉阴违……导致了中原会
战失败。甚至豫西百姓憎恨国民党军队，不与之协
同作战，也被蒋鼎文不动声色地拿来打了汤恩伯的

“小报告”：河南将“水旱蝗汤”并列四害，“政治如
此，更安所望于军民配合之原则耶？”

蒋鼎文为何如此怨怼自己的副手？这还要从
他接手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说起。

据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2 年出版的《汤恩伯
传》，1941年，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因
中条山失守被撤职，蒋鼎文接任其职，成了汤恩伯
的顶头上司。蒋鼎文虽然也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
毕竟并非打仗出身，始终没有自己的部队，是个名
副其实的“光杆司令”。

蒋鼎文深知自己势力单薄，便取以攻为守之
策，上任伊始，就以“老资格”的派头对汤恩伯发号

施令，拿蒋介石、何应钦的“大帽子”来压汤恩伯。
而汤恩伯军事实力雄厚，又有朝中密友为后援，根
本不把蒋鼎文当回事。

就这样，中原战场这两大主要人物各自打起了
“小九九”，中原会战爆发前，二人一个盘踞洛阳，一个
驻扎叶县，唱起了“对台戏”。中原会战爆发后，当汤恩
伯部队在中牟、许昌地区与日军血战周旋20天时，蒋
鼎文的11个军按兵不动，一直守在黄河南岸边。后
来，日军渡过黄河，进攻黄河以南时，汤恩伯也时不
时“玩失踪”，配合怠惰，使得洛阳城最终陷落。

日军进攻洛阳前，蒋鼎文曾拟定了一个作战
计划。然而，汤恩伯对此计划的不屑，使得蒋鼎文
在日军到达临汝（今汝州市）时，不得不抽调洛阳
的守兵去抵挡，造成第一战区司令部兵力薄弱，核
心暴露。

检讨书中说，“敌于四月二十三日窜达密、汜之
线后，构筑工事，改取守势。迄五月一日，其装甲部
队方出现于许昌附近。如我于二十四、五日乘其立
足未稳，以主力猛攻密县，以拊其背，则可于其装甲

部队未到达前，先将密县之敌击破，直逼郑州，虽不
能全操胜算，最少可充分发挥我主力部队之威力，
迫敌局促于郑州以北地区，而使其陷于被动，此实
我整个作战计划之精神也”。

然而，这个计划在汤恩伯那里“打了折”，汤恩
伯未及时按照蒋鼎文的指令出兵，贻误了战机。从
此，“我主力部队渗透于外翼，登封阵地不守，临汝
立陷危急，虽移守备洛阳之兵，以实临汝、龙门之
防，而内线兵单，核心暴露，终无挽回之望也”。

检讨书称，“各部队转进于豫西山地时，大本
营曾告以汤兵团已至宜阳、韩城一带。迨本部到
达洛宁后，方知仅十三军四个营到达韩城南、洛
河对岸之沙坡头”。

1944年5月13日午夜，蒋鼎文“奉委座电话
传谕”，令在韩城的十三军向洛阳“返攻”，谁知
这支汤恩伯的部队却玩起了失踪，“十三军联络
困难”。

检讨书还称，“本部在洛宁及故县镇一带时，
汤副长官在电话上屡次报告长官，谓嵩、卢大道
可无顾虑”。在给蒋鼎文的电话中，汤恩伯信誓
旦旦：敌人前方有我两个军阻击，后方有副司令
李楚瀛率领两个师的兵力开进卢氏追击，加上山
岭崎岖、地势险阻，敌人是没办法深入的。

没了后顾之忧，蒋鼎文算是松了一口气，用
兵布防也懈怠了些。谁知到了5月18日，他却忽
然在去往卢氏的大道上遇到了敌军。

19日下午1点左右，正在卢氏临时司令部
“指示机宜”的蒋鼎文，“忽闻卢氏近郊枪声甚密，
与本部仅一水之隔，始犹以为军民误会所致，孰
知潭头之敌已直迫城下，如此严重情况，事前毫
未据报。……是布置之未周，实由于情报缺乏真
实性所致也”。

长期以来，关于“豫西人民是否曾帮日军打
国民党军队”的争论就从未停息过，但能揭开这
段历史的资料却少之又少。在蒋鼎文这封检讨
书中，我们意外地发现了一些材料，还原了当时
的部分社会情景。

检讨书中记载，“此次会战期间，所意想不到
之特殊现象，即豫西山地民众到处截击军队，无论
枪支弹药，在所必取，同时，并将仓库存粮抢走，形
成空室清野，使我官兵有数日不得一餐者……”

豫西民众为何要打自己的军队？蒋鼎文的
理由是，“一方面固由于绝对少数不肖士兵不守
纪律，扰及闾阎。而行政缺乏基础，未能配合军
事，实为主因”。

洛阳保卫战爆发之前，河南已因连年受灾，
民不聊生，洛阳又聚集了大量逃难的灾民，在此
情况下，汤恩伯仍然横征暴敛，鱼肉乡里，不给百
姓活路。于此种种，老百姓自然要起而反抗，截
击军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不从军令】蒋鼎文细数副手汤恩伯四大“罪状”11

【互不买账】中原战场蒋鼎文、汤恩伯各据一方22

【兵临城下】汤恩伯阳奉阴违，
蒋鼎文被“忽悠”44

【贻误战机】守兵被抽调临汝 内线部队势单力薄33

【水旱蝗汤】民不聊生 截击国
民党军队确有史实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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