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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红军长征是中华民族史上空前未有的创举 。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 ,粉碎

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及路途上的艰难险阻 ,终于胜利完成了战略大转移 ,把抗日救国斗争推进

到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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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英勇队伍 ,为了救国救民 ,历尽千辛万苦 ,跋涉万水千山 ,战胜千难

万险 ,历时两年 ,跨越 11省 ,行程 25 000里 ,终于由赣南达到抗日前线陕北。这就是 20世纪 30年代的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在中华民族史上 ,这是绝无仅有的壮举;在世界历史里 ,这也是惊天动地的奇迹!

一 、两种态度 ,两样结果

20世纪 30年代 ,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 。东邻的日本帝国主义 ,野心勃勃 ,执意要吞并中

国 ,将中国沦为殖民地。早在 1927年 ,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就提出全面侵华计划 ,声言“欲征服支那(中

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 ,必先征服支那” 。1929年 ,世界爆发空前深重的经济危机 。日本工

业生产总值下降 32.4%,失业人口达 300万 ,各地罢工事件 3 280起 。日本统治者为转嫁危机 ,缓和国

内矛盾 ,积极扩军备战 ,加快侵华步伐。

1931年 ,日本发动了侵吞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初 ,又发动了攻打上海的“一·二八”

事变 ,并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国”。1933年 ,日本侵占热河省 ,同时把魔爪伸向冀东北与察哈尔省

(今属内蒙)。1934年 ,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声明:日本对中国有特殊权利 ,要求各国不要

干涉日本侵华 ,反对各国贷款给中国和向中国出售军火及派遣军事顾问 ,公然将中国当作它的保护国。

1935年 ,日本增兵华北与内蒙 ,同时收买汉奸 、蒙奸 ,制造“华北五省自治运动” ,企图使华北在“自治”幌

子下 ,变成第二个“满洲国” 。日本的节节侵犯 ,使中国亡国之祸迫在眉睫 。冯玉祥感叹:“国事至此 ,惨

过于印度 ,耻过于高丽。如不急谋补救 ,来日大难 ,实有不忍言及者。”
[ 1]
(第 1页)

日本的疯狂侵华 ,中日矛盾迅速上升为最主要矛盾。如何应对日本侵略 ?事关民族危亡和人民死

活 ,是对国内各党派的严峻考验。在这个关键问题上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 ,采取的

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 ,由此也导致两种不同的后果。

针对日本疯狂侵略 ,中国共产党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摆在首位 ,高举抗日救国旗帜 ,积极推进全国

抗日运动 。“九 ·一八”事变的第三天 ,中国共产党即发表宣言 ,斥责“日本帝国主义是压迫中国 ,屠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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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众的万恶强盗 , ……现在它更公开更强暴的占领中国土地 ,其明显的目的显然是掠夺中国 ,压迫中

国工农革命 ,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宣言》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动员起来 ,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

占东三省 !”[ 2](第 1-4 页)“一·二八”事变后 ,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又提出实行民族革命战争 ,抗

击日本侵略 ,号召全国工农兵及劳苦群众 , “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 、被压迫民族与苏联 ,来实现以民族

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 ,彻底争得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与解放。”

1933年日本侵入华北后 ,毛泽东和朱德又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宣言 ,

表示只要同意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 ,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 ,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等

三条件 , “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 ,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3](第 317 , 318

页)由号召民众到联合一切愿意抗日军队共同抗日 ,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真诚联合一切抗日力量 ,共

同抗日的强烈愿望。

1934年 4月 17日 ,天羽声明发表 ,中国共产党立即于 4月 20日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

会”的名义提出《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 。大声疾呼 ,中国已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生死关头” ,

“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 ,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 ,强调“这是保障中国民族生

存的战争 ,这是拯救四万万人民的战争 ,这是为保障我国国家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的战争 。”
[ 4]
(第 611

页)这个抗战纲领经宋庆龄 、何香凝等 1 700人签名后于 5月发表 ,3个月内 ,军 、政 、商 、学 、农 、工界签名

者达 30万人 ,表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 ,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最根本利益 ,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

支持 。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 ,采取的则是另一种态度 。他们以“不抵抗”主义出卖中国领土 ,以“逆来顺

受”的态度屈从日本一切要求 。早在 1927 年 ,蒋介石就溜到日本 ,和田中内阁搞了一次肮脏的政治交

易:“日本承认由反共反苏的国民党统一中国 ,中国(指蒋介石)则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地位” 。“九 ·

一八”事变前 ,日军不断在东北挑衅 ,蒋介石电令张学良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 ,我方应予

不抵抗 ,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 ,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
[ 1]
(第 24 页)“九 ·一八”事变当晚 ,张学

良在一夜之间 10多次电蒋请示 ,蒋却 10多次复电“不准抵抗”。当时日本的关东军加上宪兵只 10 000

多人;而东北驻防军与地方武装共有 30多万 ,挫败日本侵略并不困难 。结果却因蒋介石坚持不抵抗 ,致

使日军在 4个多月内就轻易占领东北全境。“一·二八”事变后 ,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浴血奋战 33天 ,

以 40 000多军队抗击日军 70 000多人。日军三易主帅 ,死伤 10 264人。驻在上海周围的 60个国民党

嫡系师却不予支援 ,以致数次失去全歼日军良机。后来由于英美害怕伤及本身利益 ,积极促成停战 ,双

方才签订了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淞沪停战协定》 ,允许日军长驻闸北 、吴淞等地 ,为日军后来大举进犯

提供了基地。

1933年 ,日军继续向长城内外侵犯。由于蒋介石不派一兵支援 ,结果日军一路侵入河北 ,在冀东北

连陷抚宁 、遵化 、滦县 、密云等 22县;另一路侵占察哈尔 、多伦 、沽源 、宝昌 、张北等城 。蒋介石的妥协退

让 ,造成大片国土沦丧 ,平津岌岌可危。最后只得在不许修改一字的屈辱条件下 ,与日本签订《塘沽停战

协定》 :中国军队“撤退至延庆 、昌平 、高丽营 、顺义 、通州 、香河 、宝坻 、林亭口 、宁河 、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

南之地区 。尔后不越该线而前进 ,又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
[ 5]
(第 930 页)协定之外 ,中国代表熊斌

还答允今后彻底取缔排日运动 。此后两年 ,日本加紧对华北实施军事 、政治 、经济控制 ,蒋介石继续执行

妥协退让政策 ,鼓吹“中日亲善” ,与日本签订《何梅协定》 、《秦土协定》 ,迫使中国军队从河北 、察哈尔撤

退 ,取消河北 、察哈尔境内的国民党党部 ,取缔一切抗日官员 。中国对河北 、察哈尔的主权丧失殆尽 。

上述事实表明 ,围绕日本侵华 ,中国共产党和蒋介石集团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中国共产党主张联

合一切抗日力量 ,共同抗日;蒋介石却对日本侵略妥协退让 ,认敌为友 ,鼓吹“中日亲善” 。态度不同 ,结

果各异:中国共产党号召抗日 ,全国由此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高潮;蒋介石对日妥协退让 ,导致国土沦

丧 ,国家陷入亡国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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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战胜千难万险 ,实现战略转移

蒋介石对日本侵略推行不抵抗主义 ,对坚持抗日的工农红军却要竭尽全力剿灭 。他要消灭红军 ,固

然出于他的反动本性 ,同时是奉行日本帝国主义旨意 。当他 1927年赴日本和田中密谈时 ,田中就对他

说:“反对共产主义的您如能巩固南方 ,这对日本来说乃是最大的希望 。 ……日本对此必将给予最大限

度的援助 。”原来 ,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 ,实是充当了日本侵华的帮凶 ,为日本征服中国扫除障碍 ,用心十

分阴毒。蒋介石消灭工农红军的借口 ,是“攘外必先安内” 。他公开说:“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

(按:指红军)”。还把日本侵略比作“皮肤小病” ,将工农红军视为“心腹之患” ,这完全是欺人之谈。试

问 ,日本要灭亡中国 ,要 4万万中国人当亡国奴 ,还只是“皮肤小病”吗 ?! 共产党和工农红军 ,坚持抗日

救国 ,一心为国为民 ,反而是“心腹之患”吗? 这完全是颠倒黑白的强盗逻辑 。实际上 ,蒋介石卖国求存 ,

导致国土沦丧 ,人民流亡 ,才是中国真正的“心腹之患” 。他的说教 ,荒谬绝伦 ,不值一驳。当年他即以此

为借口 ,对工农红军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围剿”。

蒋介石打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号 ,从 1930年 12月到 1933年3月 ,在两年多时间内 ,连续调集10

万 、20万 、30万 、50万兵力 ,对中央苏区红军发动了 4次“围剿” 。红军在毛泽东 、朱德 、周恩来指挥下 ,

采取诱敌深入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等策略 ,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共计歼敌约 10万

人 ,缴枪 6万多支。蒋介石在 4次“围剿”均遭惨败之后 ,不但毫无悔改之心 ,反而更加疯狂 。1933年 4

月 10日 ,他在南昌对各将领说:“中正来赣督剿 ,实本有匪无我 ,有我无匪之决心 ,凡我剿匪将领 ,嗣后再

以北上抗日请命 ,而无决心剿匪者 ,当视为贪生怕死之辈 ,立斩无赦。”
[ 6]
(第 112 页)他总结历次失败教

训 ,决心采取更严厉措施 ,发誓消灭红军。国民党将士屡遭失败之后 ,垂头丧气 。他先后发表 14次演

说 ,为他们打气 。为了强化地方统治 ,他加强地方武装与保甲制度 ,实行“连坐法” 。经济上则实行严格

封锁政策 ,不让一粒米 、一撮盐 、一尺布流进苏区。为了筹集军费 ,他大量举借内外债和发行纸币 ,竟然

不惜签订卖国的《塘沽协定》 ,换取日本两亿日元的贷款
[ 7]
(第 360 页)。军事上则改革军队编制 ,改变战

略战术 ,广建碉堡 ,稳扎稳打。从 1933年秋起 ,调集 50万兵力 ,向中央苏区发动第 5次“围剿” 。

敌人采用堡垒战术 ,到 1934年 1月 ,已在江西筑起 4 000多个碉堡 ,向中央苏区逐步推进。红军阵

地日益缩小 ,已无法从内线打败敌人。此时 ,毛泽东建议 ,红军主力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

赣地区去 ,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 ,迫使敌人回援浙江 ,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
[ 8]
(第 236 页)。彭德怀也

有同样看法。可是 ,红军的指挥权此时已落到新来的德国顾问李德手中。他在博古(秦邦宪)支持下 ,实

行单纯防御 ,采取以堡垒对堡垒 、处处设防 、节节抵御等错误作战方针 ,完全背离了前四次的有效作战方

略。结果屡吃败仗 ,元气大伤 。到了 1934年 9月末 ,中央苏区已由原来的 28县区缩小到只剩瑞金 、会

昌 、于都 、长汀等少数县份 。在这种形势下 ,为了避免全军覆没 ,惟一出路就是突出重围 ,实行战略转移。

离开经营多年的根据地 ,实行战略转移 ,使红军避免了被“剿尽杀绝”的命运 。但前进的道路上 ,依

然荆棘丛生 ,困难重重 ,稍有不慎 ,仍有全军覆亡的危险 。不过红军是铁打的英雄汉 ,尽管征途上遇到千

难万险 ,最后还是被一一征服了 ,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移。

首先是英勇机智 ,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军突围后 ,蒋介石凭借兵力和物力上的绝对优势 ,穷追

不舍。红军每前进一步 ,几乎都要经过艰苦的斗争 。据统计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1934年 10月

从江西出发到 1935年 10月抵达陕北。在一年的时间里 ,共进行了 380多次战斗。红军在长征途中 ,天

上几乎每天有几十架飞机跟踪侦察轰炸 ,地上有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 。红军一突围西征 ,就遇到敌人设

置在粤赣湘桂边境的四道封锁线。蒋介石调集 40万军队 ,布防于湘江两岸 ,妄图将红军“聚歼”于湘江

以东 。红军渡过湘江后 ,蒋介石估计其将沿湘西北上 ,与红二 、六军团会合 ,于是紧急调遣 15个师的兵

力 ,在武冈 、城步 、绥宁 、靖县一带抢修碉堡 ,扼守要道 ,命国民党军和桂军跟踪追击 ,企图把红军歼灭于

湘桂边境 。蒋介石复调 150多个团的兵力 ,从四面八方合围 ,妄图把缩编后的红军 16 个团围歼于川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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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 。他急调川军 40个团封锁金沙江 ,阻止红军渡江 。1935 年 5月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 ,蒋介石又调

动 10多万兵力 ,准备把红军“根本消灭”于大渡河畔 ,成为“石达开第二”。然而 ,红军毕竟不是石达开 ,

不但渡过了大渡河 ,而且在川康边境屡次挫败了敌人的堵截 ,于 1935 年 9月由川北进入甘肃地区 。此

时 ,民族危机更加严重 ,蒋介石仍然置国家危亡于不顾 ,自任西北“剿匪”总司令 ,以张学良为副总司令 ,

并由张学良代行总司令职权 ,调集国民党中央军 、东北军 、西北军共 30多万人对红军进行“围剿” 。红军

再次面临覆灭的危机 。只是由于红军给予了围剿军以沉重打击 ,加上东北军 、西北军在全国抗日怒潮的

影响下 ,在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劝说下 ,觉悟到需要联合抗日 ,共赴国难 ,才最后迫使蒋介石放弃了“围

剿” 。

当时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军力有天壤之别。红军为什么能以少胜多 ,以弱胜强 ?最根本的原因是 ,

红军是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 、一心为了救国救民的队伍 ,是中华民族的精

英。他们有最大的勇敢 ,也有高度的机智。正是凭着英勇与机智 ,才能以少胜多 ,以弱胜强 ,粉碎了敌人

一次又一次“围剿” 。1934年 11月 27日 ,红一师和红四师在广西兴安与全州间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

线 ,渡过了湘江 ,控制了界首到觉山之间的渡河点 。为了保卫中央纵队安全渡过湘江 ,必须坚守觉山 、界

首和灌阳新圩等战略要地 。负责守卫的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 ,与十倍于红军的湘军 、桂军及国民党中央

军激战 5昼夜 ,每天都顶住敌机的狂轰滥炸 ,打退敌人无数次进攻 ,即使阵地“被敌人打得稀巴烂 ,第一

道工事连影子也没有了 ,山上松树也只剩下枝杆”
[ 9]
(第 89 页),阵地仍是岿然不动 。直到 12 月 1日中央

纵队安全渡过湘江与湘桂公路 ,守卫部队才奉命撤离 ,走上新的征途 。

红军战胜国民党的围追堵截 ,固然靠英勇无畏 ,更靠灵活机智。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 ,队伍已损失

大半 ,战斗力空前削弱 ,大家已极度疲劳 。指挥红军的李德 ,仍执意要沿湘西北上与红二 、六军团会合。

这无异钻进敌人早已准备好的口袋去送死。幸亏毛泽东在通道会议上及时建议 ,改向敌人防守薄弱的

贵州进军 ,才避免了全军覆灭。1935年 1月 ,红军进入黔川边境 ,如果仍然像突破湘江防线那样硬打硬

拼 ,以缩编 16个团的兵力对抗敌人 150个团 ,即使不是全军覆没 ,必将造成重大伤亡 。好在此时召开了

遵义会议 ,清算了王明 、博古的“左”倾路线 ,调整了领导班子 ,才挽救了党 ,挽救了红军 。此后 ,在毛泽

东 、周恩来等指挥下 ,红军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化被动为主动 ,四渡赤水 ,再占遵义 ,佯攻贵阳 ,西袭

昆明 ,终于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于 5月 9日胜利渡过金沙江 。这主要是以机智胜敌。而渡过大渡

河 ,则可说是英勇与机智结合的典范。没有红军的英勇 ,一天怎能跑 240里? 哪会有 17勇士强渡大渡

河? 哪会有 22英雄飞夺泸定桥? 而没有中央革军委的英明果断决策 ,就不会有日行 240里的急行军。

其次是治病救人 ,纠正党内的错误路线。第 5次反“围剿”以来 ,由于以博古为首的党中央 ,“拒绝了

解任何的特殊情况 ,拒绝红军血战史的经验 ,轻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力量 ,轻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 ,对

敌人采用的新战术视若无睹。结果 ,是丧失了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 ,使红军由三十万人

降到了几万人 ,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 ,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

失。”[ 8](第 187 页)长征初期 ,他们继续执行错误路线。出征之前 ,对长征决策秘而不宣 ,大家被蒙在鼓

里。即使谁走谁留 ,也未认真研究 。起初连毛泽东都不带走 。后来考虑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 ,才改为随

军转移。实践表明 ,当时如果毛泽东真被留下 ,长征前途将不堪设想。决定长征后 ,又不向群众进行动

员 ,无法发挥大家积极性 。特别是对行军中的困难毫无思想准备 ,把许多笨重机器及非必要物件一齐带

走 ,严重影响行军速度 ,以致强渡湘江时 ,由于行动迟缓 ,错过了渡江的最佳时机 ,致使掩护渡江的红军

造成惨重损失。红八军团出发时有 10 992人 ,渡过湘江后只剩 1 000人。红五军团 34 师负责总掩护 ,

走在全队最后 ,正准备渡江时 ,被敌人重重包围 ,最后打到只剩下 200人突围。红三军团第 18团也未能

渡过湘江 。

血的教训擦亮了大家的眼睛 ,广大共产党员与红军将士逐渐认识到错误路线的严重危害 ,纷纷要求

纠正 。在中央政治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内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许多中央领导人 ,纷纷利用各种场合 ,对

错误路线不断提出批评。到了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又从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及长征以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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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入手 ,对错误路线进行了系统清算 ,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

的总结决议》 。决议除批判了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错误 ,还严肃批判了李德 、博古等在组织路线和领

导作风方面的错误。通过清算错误路线提高了大家的认识 ,在此基础上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

取消了李德 、博古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常委会内由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 ,毛泽东 、周恩来负责

军事 。后来在行军途中 ,为便于统一指挥 ,又由毛泽东 、周恩来 、王稼祥组成三人指挥小组 ,对军事行动

实行集中领导。自从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中央一直未形成一个正确的领导核心 ,致使革命不

是犯右倾投降错误 ,就是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导致革命屡遭失败。遵义会议采取治病救人方针 ,从

提高思想路线认识入手 ,进而解决组织路线问题 ,逐步形成一个正确的领导核心 。遵义会议成为中国革

命由失败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

纠正“左”倾路线不久 ,党内又发生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 。1935年 6月 ,红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

在懋功(今小金川)会师 ,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开会 ,确定两军会合后继续北上 ,开辟川陕甘根据地 。8

月初 ,又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过草地北上。右路由毛泽东 、周恩来率领 ,左路由朱德 、张国焘领导。当时

一方面军只剩 1万多人 ,四方面军号称 8万人 。张国焘作为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 ,凭着人多枪多 ,公开

与党中央闹分裂 。他以躲避敌人优势兵力为由 ,不但不让左路军过草地 ,而且秘密电告已过草地的右路

军中原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 ,嘱他率军再过草地南下 。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得知 ,即刻禀告党中央 ,毛

泽东 、周恩来等研究后 ,迅即决定率左路军中的一方面军一 、三军团连夜离开险地 ,改为“北上先遣支

队” ,紧急北上。陈昌浩得信后准备派军截击 。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愤慨地说 , “哪有红军打红

军的道理” ,才制止了这一不幸事件发生 。

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及一方面军的五 、九军团南下再过夹金山 ,于 1935年 1月攻占川康边境地

区。国民党军队立即调集 80个团进行围攻。红军与国民党军在川康边境搏斗 3个多月 ,虽然歼敌两三

万人 ,红军也减少到只 4万人 ,被迫向西康西部甘孜等地转移。张国焘分裂红军南下期间 ,还另立中央 ,

破坏了党的统一 。党中央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耐心的说服与教育 ,严肃批评了他的逃跑主义路

线和宗派活动。张国焘率军南下屡遭失败之后 ,四方面军的广大官兵逐渐有所觉悟 ,后来由于朱德 、刘

伯承及前去与红四方军面汇合的红二方面军任弼时 、贺龙的规劝 ,他才回心转意 ,宣布取消伪中央 ,同意

北上 。不过 ,经过一年的折腾 ,红军损失已十分惨重 ,到 1936年 10月 ,红一 、二 、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

师时 ,全军已不足 3万人 。党内错误路线给革命事业造成何等严重祸害 ,于此可见一斑。

第三 ,舍己助人 ,共度生死难关 。长征途中 ,红军食不果腹 ,衣不蔽体 ,饥冻致毙者 ,日有所闻。红军

经过之地 ,多是极端贫困地区 。衣食住行 ,经常遇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贫困地区长期缺粮 ,要在当

地筹得大批粮食 ,几乎难于登天。特别是进入川康边境 ,人烟稀少 ,当地民众吃的是低产的青稞 ,筹粮益

发艰难。红军过雪山草地 ,不少战士就因饥寒致死 。为了拯救同志的生命 ,许多人舍己助人 ,谱写了无

数令人感激涕零的动人事迹。收容队员萧新书 ,登雪山时 ,身上仅存一块银元大小的干粮 ,几次饿得想

吃都舍不得 ,准备饿得爬不动时再吃。当到达雪山顶时 ,掉队的同志很多 。有的很快就失去了生命;有

的起来倒下 ,倒下又起来挣扎着。他赶忙把没舍得吃的那块干粮掏出来 ,送给倒在他身旁的一个同志。

“那个同志接过干粮 ,可是他只咬了一口 ,又递给旁边的一个同志。这样 ,一块银元大的干粮 ,传了几个

人才吃完。”[ 9](第 545页)经过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 ,要走六七天 ,粮食益发困难 。因为筹不到粮 ,每人每

天只配发 2两半炒熟的青稞。肚子饿得难忍 ,只有采摘野菜充饥。野菜吃光 ,就煮牛皮带吃 。草地的

水 ,腐臭有毒 ,半数的人因此染上疾病 ,不是饿死就是病死 。时年不到 20 岁的胡耀邦 ,原是红三军团收

容队的负责人 ,由于饥寒交加 ,快走出草地时 ,疟疾复发 ,晕倒在一条沟边 。不知过了多久 ,他看到表哥

杨勇骑马过来 ,呼喊求援 。杨勇原是红三军十团政委 ,因负重伤才骑马随休养团行走。他听到呼唤声 ,

发现是胡耀邦 ,立刻把他扶上马 ,自己则忍痛牵马随行。要不是巧遇杨勇 ,也许就没有后来的胡耀邦

了
[ 10]

(第 58 页)。

疾病对于长征战士 ,是又一种生死威胁。由于生活条件极差 ,抵抗力减弱 ,最易招致疾病。红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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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南方各省 ,蚊蝇滋生 ,疾病尤易流传。长征途中 ,红军将士患疟疾痢疾者 ,屡见不鲜。因疾病致死

者 ,不计其数。毛泽东在长征出发前 ,就染上恶性疟疾 , “高烧 40度 ,嘴唇干裂 ,两眼深凹 ,脸颊烧得通

红。卫生员给他奎宁片 ,打奎宁针 ,高烧依然不退” 。红军医院院长傅连暲赶来诊断 ,经过精心治疗与护

理 ,病情才慢慢好转[ 11](第 330 页)。周恩来主持军委工作 ,经常通宵不眠 ,白天照样和大家一起行军 ,饮

食上和大家一样吃青稞与野菜 。由于操劳过度 ,到快过草地时 ,终于支持不住病倒了。连续几天高烧 ,

五六天不吃东西 ,原以为患了疟疾 ,后来才诊断为阿米巴肝脓肿 。为了使他过草地 ,彭德怀果断决定 ,专

门组织担架队 ,陈赓自告奋勇 ,亲任队长 ,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坚持亲抬担架 ,才把他和早就受伤的

王稼祥抬过草地 。长征中这类舍己救人的事迹 ,不胜枚举 。正是同志间饥饿互救济 ,疾病相扶持 ,才保

证了长征的胜利 。

最后 ,排除万难 ,征服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红军为了避开敌人 ,走的都是山间小道 ,而且经常碰到

敌人狙击 。一天两天容易 ,成年累月如此 ,实有说不尽的艰辛。特别是过雪山草地 ,路就更难走了 。夹

金山海拔 4 900多米 ,一上一下 70里 。山上高寒缺氧 ,气候变化无常。红军过雪山时 ,正是 6月大热

天 ,山下赤日炎炎 ,汗流浃背;山上白雪皑皑 ,寒气刺骨 。越是接近山顶 ,山势越发陡峭 ,道路更加崎岖。

雪水浸透了草鞋 ,十个脚趾冻得通红。“空气也越来越稀薄了。胸口上好像压着千斤重担 ,透不过气来 ,

走几步就得喘半天。”到了山顶 ,一块乌云“迅速挨着山头压过来 。接着暴雨夹着冰雹 ,劈头盖脸地打来 ,

不一会又变成鹅毛大雪。真是瞬息万变 。我们身上的单军衣被浸透了 ,有的地方还结了一层薄冰 ,冷风

一吹 ,把大家冻得上牙直打下牙。”“脚陷在一尺多深的雪里 ,费老劲才能拔出来 。”他们因而深有感慨说:

“蜀道难 ,难于上青天 。这简直比蜀道还难!”[ 9](第 539-541 页)

长征路上最艰难的 ,是过草地 。位于四川北部的松潘草地 ,方圆几百公里 ,除了无边无际的野草之

外 ,没有一棵树木 ,没有一块石头 ,也没有飞鸟 ,更没有人烟 。草地下的泥沼 ,野草覆盖 ,深浅莫测。稍有

不慎 ,掉进泥潭 ,越陷越深 ,就有生命危险。草地空气稀薄 ,气候多变。“时而狂风四起 ,大雨滂沱;时而

漫天飞雪 ,冰雹骤降 。”红三军团走了 6天 6夜 ,终于走出草地 ,到达班佑。不少战士在途中倒下了 。四

方面军第四 、三十军 ,由于张国焘闹分裂 ,曾经三过草地 ,数次翻过大雪山 ,牺牲更大 。据第四军军长许

世友回忆 , 1936年第三次过草地前 ,为适应过草地时打敌骑兵 、侦察道路 、筹集粮食的需要 ,上级要他组

建了一个骑兵师 ,下辖 3个团共 3 500人 ,由他任司令。1936年 6 、7月两月 ,这个骑兵师经过 72次战

斗 ,最后只剩两百多人。一个 3 500人的骑兵师 ,仅剩 200多人 。其伤亡之大 ,可想而知 。

但是 ,工农红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英勇队伍 ,不管经历了多少挫折 ,付出了多大牺牲 ,最后

终于以超乎寻常的英勇机智及毅力 ,战胜了重重的围追堵截 ,征服了千难万险 ,实现了战略大转移 ,这是

一个空前巨大的胜利 。

三 、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

红军长征 ,从中国工农红军本身的发展来说 ,是一次生死存亡的最严峻的考验。蒋介石连续对红军

发动五次“围剿” ,目的就是彻底铲除红军。红军被迫突围长征 ,蒋介石一次又一次地组织大过红军七八

倍以致十多倍的兵力进行围追堵截 ,目的仍在把红军剿尽杀绝。红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 ,以无比的英

勇与机智 ,粉碎了占绝对优势的敌人的一次又一次追剿 ,最后胜利实现了战略转移 ,这在古今中外的军

事战争史上 ,是没有先例的 ,称得上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绝唱 。她的光辉将永远照耀人间 ,彪炳史册 。

红军长征胜利 ,使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斗争实现了战略大转移 ,把抗日救国斗争推进到新阶段 。此

前 ,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南方;此后 ,中国革命和抗日的重心移到了华北。当时日本侵略势力已深入到陕

西北边的绥远和东部的山西境内。红军到达陕北 ,接近前线 ,更有利于担当起领导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的

重任 。同时 ,有利于深入敌后抗击日本侵略 ,为后来推进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大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

红军实现战略大转移 ,实际成了抗日救亡的新起点 。自从“九·一八”事变起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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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红军 ,一直高举着抗日的旗帜 ,一再呼吁全国军民联合起来 ,共同抗日。由于蒋介石死心塌地要消灭

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共产党被迫走上“抗日反蒋”的道路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剧变 ,国际上正在组织反

法西斯统一战线 ,国内也需要组织更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所以 ,共产党为了争取蒋介石加入抗日队

伍 ,也调整了对蒋政策 ,由“抗日反蒋”转变为“逼蒋抗日” 。早在 1935年 8月 1日 ,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

共中央就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郑重宣布:“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 ,只要任何

部队实行对日抗战 ,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任何旧仇宿怨 ,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

有何分歧 ,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 ,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到

达陕北后 ,就把抗日救国作为最紧迫的任务 ,通过各种形式 ,组织和动员全国各阶层各集团投入抗日运

动。针对国民党对共产党与红军采取剿抚两手新策略 ,共产党也采取又团结又斗争 、以斗争求团结的策

略 ,最后通过正确处理“西安事变” ,达到了“逼蒋抗日”的目的 ,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把全国抗日斗争

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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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d A rmy' s Long March is an unpprecedented pioneering w o rk in the chinese

histo ry.This article emphases The Red Army overcoming multi tudinous dif ficulties , comminuting the

besiegment and assault f rom Kuomintang .Finally , The Red Army which set out f rom the South of

Jiangxi province , arrive the Nor th of Shannxi province , and successful ly complete the st rategic shif t ,

which make The Anti-Japan' war ente r a new ph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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