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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在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斗争中 ,

在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 。它是中国无产阶级英勇气概的体现 ,是

中华民族顽强拼搏的象征 ,是红军长征取得伟大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长征精神具有十分丰

富的内涵。艰苦卓绝精神是其表征 ,百折不挠精神是其底蕴 ,团结进取精神是其中坚 ,实事求

是是其内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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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精神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 。艰苦卓绝是长征精神的表征 ,百折不挠是长征精神的底蕴 ,团结进

取是长征精神的中坚 ,实事求是是长征精神的内核 。长征是艰苦卓绝的长途跋涉 ,是百折不回的意志磨

砺 ,是溪流归大海的团结颂歌 ,是北上搏击的号角 ,是不断求是的见证。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的民族传统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人井冈山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是红军长征取得伟大胜利的精神

力量 。

一 、艰苦卓绝———长征精神的表征

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进一步实现民族兴旺发达的重要基础 ,是中国共产

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和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 ,是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

集中体现 ,也是长征精神的表征。

长征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次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当时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革命处于生死存

亡的危急关头 ,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 ,红军被迫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虽然在长征中 ,中国共产党和

它所领导的红军遇到的艰难险阻几乎超出人类所能耐受的极限 ,但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以超乎常人的

意志与险恶环境和凶恶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首先是物质上的艰苦 。红军长征中 ,敌情异常严重 ,行军和作战十分紧张 ,斗争和生活极其艰苦。

红军衣食无着 ,枪弹不继 ,兵员匮乏 ,药物奇缺 。吃草根 ,咽树皮 ,忍饥受冻是常有的事 。有的部队有时

一天一顿稀饭 ,饿着肚子走路打仗。指战员们没有鞋子穿 ,赤着脚在深山密林中行军 ,历尽艰辛。从

1936年 1月 8日红五师的一个报告中 ,可以看到当时的困难情况:“药品材料现在完全是中药 ,现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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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的是解热剂及收疮剂 、纱布 、棉花 ,丹巴附近买不着 ,早已用完 ,现在也感困难”。伤病员“每天一餐

馍两餐稀饭 ,吃的菜是萝卜 、酸菜” 。“斗笠 、脚马子因无材料全未制造” 。据有的将领说:“我军在懋功 、

宝兴 、天全 、芦山等地瘠民贫的县内 ,兵员 、补给都十分困难。在百丈关附近作战的部队稍好些 ,能吃上

粮食 。而散布在夹金山南北的后方机关和医院的同志们 ,则靠野菜树叶充饥 。有不少的同志 ,因饥饿 、

疾病而牺牲。”
[ 1]
(第 219 页)

其次是长途行军的艰苦。长征途中红军的战斗不同于井冈山时期 ,也不同于延安时期 ,由于王明错

误路线领导者在战争指导上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 ,导致长征是一种无后方的 、无根据地的斗争。

这使得红军不得不常常依靠长途行军奔袭敌军。战斗之频繁 ,跋涉之艰辛真可谓史无前例。据统计 ,中

央红军长征从 1934年 10月至 1935年 10月 ,历时 13个月零 2天 ,纵横 11个省份 ,长驱二万五千里 ,途

中总共爬过 18座山脉(其中 5座终年积雪 ,雪山行程共 2700里),走过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草地行程

共 600里),渡过 24条河流;红二方面军长征从 1935年 11月至 1936年 10月 ,历时 11个月 ,转战 9省 ,

行程一万六千里;红四方面军长征由 1935年 5月至 1936年 10月 ,历时长达 18个月 ,转战数省 ,行程八

千余里。正如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写:路上一共三百六十天 ,有二百三十五天用在白天行军上 ,十八

天用在夜间行军上。 ……总长五千英里的路上只休息了四十四天 ,平均每走一百一十四英里休息一

次
[ 2]
(第 179 页)。显然 ,二万五千里长征 ,是红军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 。与此同时 ,红军还要同恶劣的

自然环境作斗争 。挡在红军前进道路上的山山水水 ,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敌人 ,如空气稀薄 、终年积雪

的重重高山;人迹罕至 、沼泽遍布的茫茫草地;激流汹涌 、难以渡越的条条江河。这些都加重了长途行军

的困难。此外 ,战争环境使得红军在长征中的处境更为艰难 。从 1934年 10 月中央红军离开江西苏区

开始长征到 1936年 10月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 ,在整整两年的长征中 ,红军将士几乎每天都要面对

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其中 ,中央红军长征打过大小战斗 300多次;红二方面军进行大小战斗 110

次;红四方面军长征进行过大小战斗千百次。

可见 ,“红军长征中所经历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是人间少有的 ,也是战争史上罕见的 ,是生活在今天

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 3]
(第 1 版)。但是 ,红军没有因此懦怯 、沮丧 ,他们凭借艰苦卓绝的拼搏精神 ,克服了

重重困难 ,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追击 ,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

二 、百折不挠———长征精神的底蕴

红军长征的目的就是在于打破敌人的“围剿” ,发展新的苏维埃区域 ,赶走日本帝国主义 ,解放全中

国。在长征途中 ,不论头上有敌机狂轰滥炸 ,不论地上有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 ,不论遇到人世间多大的

艰难险阻 ,中国工农红军始终不渝地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 ,坚持实行北上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和坚定的

革命必胜的信念 。

百折不挠是长征精神的底蕴 ,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主要体现在长征过程中两组鲜明的对比。

一是长征路途的百折与北上目标的坚定不移之间的对比。长征时期 ,红军转战于福建 、江西 、广东 、

湖南 、广西 、贵州 、云南 、四川 、西康 、甘肃 、湖北 、河南 、陕西 、青海等十四个省份 ,穿越了苗 、瑶 、壮 、侗 、布

依 、土家 、纳西 、白 、彝 、藏 、羌 、回 、裕固等 1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 ,涉过了数十条大江 、大河 ,翻过了数十座

高山峻岭 ,越过了数座终年积雪的雪山 ,跨过了数百里的茫茫草地 ,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 ,行程长驱数万

里。尤其是为了摆脱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追击 ,红军不得不迂回 ,四渡赤水;面对张国焘大搞党内分裂 ,不

得不三过草地等等。可以看出 ,长征的路途是异常曲折的 ,但红军却是坚定不移地为实现北上抗日目标

而奋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 ,中国共产党曾多次发表宣言 、通电 ,主张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

帝国主义出中国 ,明确提出了北上抗日的口号 ,但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 ,北上抗日未能实现 。红

军长征初期 ,北上抗日不是红军转移的行动方针。遵义会议是党开始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转

折点 。会议虽然没有解决政治路线问题 ,也没有明确确定北上的方针 ,但会议关于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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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决议 ,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使一批熟悉中国国情 、努力探索把马列主义与中

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家掌握了领导权 ,为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创造了条件。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摆脱了国

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之后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适时将“北上抗日”由战略口号转变为战略

行动方针 。在 1935年 9月中旬的俄界会议上 ,党中央提出向北进攻 ,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地区建

立模范的抗日苏维埃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9月下旬的榜罗镇会议明确指出:陕甘根据地是抗日的前线 ,

我们要到抗日的前线上去 。北上抗日成为红军长征后期十分明确的主张和目标 。不论国民党军队的围

追堵截 ,不论张国焘的分裂行为 ,不论路途多么曲折 ,党和红军矢志不渝地坚持“北上抗日”目标并为之

奋斗 。而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 ,则标志着“北上抗日”方针的初步实现。

二是现实中的挫折 、失败与革命必胜信念的坚定不移之间的对比。长征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

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一个“不得以”的选择 ,是以红军的失败(暂时)和敌人的胜利(暂时)开始的。

在长征过程中 ,红军遇到了来自敌军 、党内 、大自然等各方面的挑战 ,经历了数次挫折与失败。但长征最

后却以红军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终 。究其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坚信革命必胜。可以说 ,长

征的胜利是无产阶级革命必胜信念所激发的革命精神的胜利。创造奇迹的红军将士并不是三头六臂的

超人 ,他们只是中华民族普普通通的儿女。然而 ,当他们集合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 ,为民族解放 、为共

产主义理想忘我奋斗的时候 ,也就有了压倒一切困难 、战胜凶恶敌人的力量 。这力量源于革命必胜的坚

定信念。所以红军在战场上不怕流血牺牲 ,英勇地同敌人拼杀 ,受了重伤下来 , “不哭也不叫” , “没有任

何要求” , “没有任何怨言” ,许多红军战士“为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 ,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前途 ,英

勇无畏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们想到的不是自己 ,而是他们信仰的革命事业”[ 4]

(第 39页)。坚信毛主席 ,坚信党中央 ,坚信工农革命事业一定会胜利 ,这就是红军指战员的坚定信念。

“信念 ———对事业 、对革命 、对北上抗日的路线和信心 ,对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我们坚信一定会胜利!

坚信党中央 、毛主席 、周副主席和张闻天总书记一定会带着我们冲破困难 ,走向胜利 。这个信念鼓舞着

我们咽苦如饴 ,鼓舞着我们忍饥受寒 、以致献出自己宝贵生命而在所不惜。”[ 4](第 190 页)二万五千里长

征路程是怎么走过来的? 中国工农红军靠什么战胜敌人 ,创造了这人间奇迹? “红军是靠着对党和在党

的领导下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 ,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5](第 161 页)正如邓小平指出的 ,

“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 ,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 就是因为我们有理

想 ,有马克思主义信念 ,有共产主义信念 。”
[ 6]
(第 110 页)

三 、团结进取———长征精神的中坚

团结进取是红军在长征中所表现出的最为突出的精神 。它是红军历万难不气馁 ,经百折而不回 ,始

终保持强大的前进动力和蓬勃朝气的内在因素 ,是红军长征胜利的根本的精神力量 。由此表明 ,团结进

取是长征精神的中坚 。

团结进取精神首先集中体现在战胜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上。1935 年 6月 12日 ,中央红军的先头

部队翻越夹金山后到达四川懋功东南的达维 。接着 ,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了红一 、四方面军会师大

会。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 ,兵力达 10多万人 。会师大会的第二天 ,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 ,

6月 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会议精神作出《关于一 、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 ,指出:“我

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 ,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 ,首先取甘肃南部 ,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

据地”[ 7](第 516 页)。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 ,不仅实力猛增 ,而且有正确的战略方针 ,局势本来十分有利。

但是 ,张国焘却在此时拥兵自重 ,个人野心急剧膨胀 ,大搞分裂主义活动。他自恃红四方面军有 8万多

兵力 ,而中央红军只有 3万人左右 ,企图吃掉红一方面军 。两河口会议时 ,他口头上表示同意北上的方

针 ,但会后却处处作梗 ,借以要挟 ,取得红军总政委的职位。同时 ,暗中酝酿南下四川 、西康 。8月 3日 ,

红军总部在《夏洮战役计划》中 ,将红军分为左 、右两路军北上。从 8月 21日起 ,右路军历尽艰辛 ,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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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6夜时间 ,终于走出草地 ,等待着左路军会合。此时 ,张国焘寻求各种借口 ,反对北上 ,并要右路军南

下返回 。9月 9日 ,他背着中共中央电令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军南下 ,企图分裂党和红军 。张国焘的分

裂主义行径遭到朱德 、徐向前 、叶剑英等许多人的抵制和反对 。为了避免红军自相残杀 ,为了贯彻北上

方针 ,毛泽东当机立断 ,连夜决定率红一 、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 。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由于不明真

相 ,主张武力阻拦。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坚决予以制止 ,维护了红军的团结和全党的统一 ,维护了

大局 。9月 10日 ,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 ,要他立即率部北上 ,但他漠然置之 。9 月 12日 ,中央政治局采

取断然措施 ,召开俄界会议 ,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并将北上红军改称为陕甘支队 ,迅

速率部北上 ,于 10月 19日抵达陕北吴起镇 ,胜利完成长征 。而坚持南下并蓄意同党中央分裂的张国

焘 ,于 10月 5日公然另立“中央” ,自任“主席” 。朱德 、刘伯承等面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 ,讲大

局 ,严守党的纪律 ,自觉维护党的团结 ,对右倾分裂主义造成的损失竭尽全力进行遏制 。红二方面军与

红四方面军会师后 ,贺龙 、任弼时 、关向应等与朱德 、刘伯承一道 ,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做坚决

的斗争 ,迫使张国焘同意红二 、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的行动方针。1936年 10月 ,一 、二 、

四三大主力红军会师 ,长征宣告胜利结束。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也以红军长征胜利为标志 ,遭到

彻底的破产。红一 、二 、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是革命队伍团结进取的一件大事 ,震惊中外 ,在中

国革命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徐向前所说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

折点 。长征是红军由各自为战走向统一的历程 ,是中国共产党战胜党内最大的分裂势力 ,走向团结的历

程。这充分说明团结进取是红军长征得以胜利的重要的内在因素 ,是红军不可战胜的主要原因 。没有

团结进取精神 ,就没有长征的最后胜利 。

团结进取精神还鲜明地体现在红军锐意开拓新的革命根据地和抗日战场上 。如前所述 ,自确定北

上抗日方针后 ,红军就始终如一的坚持 ,不论遇到多大的险阻都从没有动摇 ,即使是张国焘以强大的武

力相要挟 ,也不能改变。所以能够如此 ,并非仅仅是意志的作用 ,而更深层的动力源自于新的革命任务

的召唤。而长征是革命的熔炉 ,它锻造了一支在党领导下团结进取的充分体现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革命

队伍 。“长征二万五千里 ,剩下二万五千人”。这二万五千人是经过千锤百炼的革命精英。正是这批精

英在抗日战场上 ,深入敌后 ,创建敌后根据地 ,开辟敌后战场 ,成为坚持抗日的中坚 。由长征至抗日 ,是

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军队以民族生存为己任的壮举 ,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军队发展壮大

的关键一步。可以说 ,团结进取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力量 ,是长征精神的中坚。

四 、实事求是———长征精神的内核

实事求是精神是长征精神的内核。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思想路线 、作风和方法。邓小平

同志指出 ,实事求是既是哲学理论 ,又是一条思想路线;既是实践活动中的一种作风 ,又是一种精神 。红

军长征和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 ,不是盲目的行动 ,也不是偶然的历史事件 ,而是党中央根据当时的

革命形势发展实际做出的英明战略决策 。可以说 ,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

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典范。

首先 ,北上抗日这一长征目标是不断求是的结果。如前所述 ,长征最初是一次由于“左”倾冒险主义

错误而导致的“仓猝的出动” ,也由于长征前期仍然热衷于与国民党的军事对抗所招致的巨大损失而不

得不如此 ,并没有明确北上这一目标。在红一 、四方面军会师前 ,关于中央红军的去向问题 ,在中央领导

层中是存在着争论和不同意见的。在 1934年 12月 12日 ,中央临时召开的通道会议上 ,多数同志鉴于

军情 ,赞成毛泽东关于红军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的主张 ,但博古 、李德等坚持与红二 、六军团会合的原

意 ,会后继续命令部队经黎平 、锦屏地区北上与红二 、六军团会合 。后来的黎平会议则否定了博古 、李德

等的方针 ,通过毛泽东的意见 ,决定在川黔边界建立根据地 。黎平会议解决了中央红军到黎平后的进军

方向 ,到什么地方建立新根据地这一战略问题 ,是中央红军长征路上战略转变的开始 。在随后召开的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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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会议上批评了博古 、李德不过乌江以及回头和红二 、六军团会合的主张 ,决定强渡乌江。强渡乌江终

于使红军摆脱了以往的被动局面 ,使红军北上抗日成为可能 。遵义会议后 ,中央明确作出渡江北上的决

定。从此 ,红军有了十分明确的坚定目标———北上抗日 。由长征的历史可以看出 ,北上抗日这一目标的

确定是根据多方面的不断变化的情况 ,包括国家整体情况的变化 、敌我双方情况的变化 ,不断地做出及

时的科学分析和判断 ,调整进军方向的结果 ,是实事求是的结果 。

其次 ,党内是非 ,尤其是红军在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 ,得到了实事求是的回答。在第三次“左”倾路

线全面统治时期 ,王明错误路线领导者排斥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全盘否定了毛泽东从红

军作战中总结提出又被红军反“围剿”斗争实践检验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 ,在战争指导上完

全违背土地革命战争的实际 ,先后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 、防御中的保守主义 、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 ,

结果丧失了除陕甘宁苏区以外的一切苏区 ,全国红军由 30 万人降到几万人 ,全国党员由 30 万降到几

万 ,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长征前期 ,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建议仍然遭到王明错误路线

领导者的拒绝。在前述的通道会议 、黎平会议 、猴场会议对红军进军方向的讨论基础上 ,于 1935年 1月

15日至 17日的遵义会议 ,清算了王明“左”倾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

误这一关系到党和红军之生死存亡的问题 ,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战术原则 ,从而澄清了第五次反

“围剿”以来红军战略战术的是非 ,解决了当时党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军事问题 。这一澄清是非的过程就

是实事求是的过程 ,恢复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指导是遵义会议实事求是的重要成果。

第三 ,实事求是地选择了党的领导集体。在遵义会议上 ,全党经过 14年正反两方面的反复比较和

考察 ,终于找到了自己合适的领袖 ,把毛泽东同志推上了中国革命的领袖舞台。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

过程 。长征初期 ,推行“左”倾错误的博古 、李德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 ,一直把红军限制在内线作

战的被动地位 ,使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出发时的 8余万人锐减到 3万余人。在严酷的事实面前 ,广大

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产生明显的怀疑和不满 ,他们强烈要求改变党的领导 。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

误的领导人也逐渐改变了态度 。在此背景下 ,遵义会议在解决当时最为迫切的军事问题的同时 ,集中力

量解决了组织领导问题 ,基本上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 。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 ,选举

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 ,仍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周恩

来 、朱德指挥军事 。随后 ,红军在转战途中又进行了一些组织变动:2月 5 日前后 ,政治局常委分工 ,决

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中央总的责任;3 月 4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设置前敌司令部 ,以朱德为司

令员 ,毛泽东为政委;3月 11日 ,成立由毛泽东 、周恩来 、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 ,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

行动 。尽管毛泽东此时还不是党的总的负责人 ,但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红军三人小组成员 ,表明

他已经进入中央和红军的领导核心 。由于他是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 ,由于其

他领导人周恩来 、张闻天 、王稼祥都很尊重毛泽东 ,因此在遵义会议后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

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自此开始形成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成

熟的党的领导集体 ,中国共产党才能胜利完成长征 ,进而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历史已经充分证明红军长征中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正是由于在长征中 ,党和

红军找到了正确的行动方向 ,澄清了党内是非 ,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才使中国革命得以转危为安。

显然 ,长征不仅是一个长途行军打仗的艰难跋涉过程 ,更是一个不断求是的艰难“跋涉”过程。长征精神

在本质上就是实事求是精神。

综上所述 ,艰苦卓绝 、百折不挠 、团结进取 、实事求是的精神构成了长征精神的主要内涵。艰苦卓绝

是长征精神的表征 ,百折不挠是长征精神的底蕴 ,团结进取是长征精神的中坚 ,实事求是是长征精神的

内核 。长征是艰苦卓绝的长途跋涉 ,是百折不回的意志磨砺 ,是万千溪流归大海的团结颂歌 ,是北上搏

击的号角 ,是不断求是的见证 。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和井冈山精神的继承和弘扬 ,是当时时代

特征的鲜明反映 。它既是历史的传承 ,又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作为一种精神 ,它已经融入到中国共产

党博大精深的精神系列之中 ,铸入我们民族的血脉之中 ,成为我们优秀的民族传统的一部分。在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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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阶段继承和弘扬长征精神 ,必将如历史上的长征一样 ,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获

得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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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strugg le o 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Workers' &Peasant' s Red Army wi th

the erroneous line o f Wang Ming “ left” adventurism , the spirit of the long march came into being and

i t w as show n in the arduous Long M arch of 25000 Li.The spirit of the long march is the suggestion of

Chine se Proletariat brave lo f ty quality , the symbo l of Chinese national hard w orking and plain

st rugg le and the spiritual powe r w hich helped to bring about the great t riumph of the Long March.

The spirit of the Long M arch own abundant conno tations.Ex treme hardships and dif ficul ties are i t s

manifestation;being indomitable is it s inside info rmation;uni ty and so lidarity are it s leading

exponent;seeking t ruth f rom fact is it s co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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