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对长征路线的选择及

落脚陕甘战略的确定

刘 仓

摘 要: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迫使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在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险

境下，行军方向的选择，是中央红军谋求生路、寻找出路、探求新路的关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和

指导，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经历放弃湘鄂川转攻川黔边，改变川黔边、经营川滇黔，否定青新康、北
上川陕甘，最后落脚陕甘、奠基西北的过程。长征路线的演变，反映了战略意图和策略变化的统

一。长征的胜利及其落脚点的选择，使党和红军找到了相对安全的地理位置; 宣传北上抗日反蒋

的主张，在政治上赢得了主动; 锻炼了经过艰难困苦考验的红军队伍，将战略退却和战略进攻相

结合，为民族民主革命的最终胜利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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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事业造就伟大的英雄。长征，是

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谁在异常艰

难的条件下引领红军长征取得胜利，谁就称

得上伟大的英雄。肖华在《长征组歌》中称

赞道:“万众欢呼毛主席，马列路线指航程。
……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描

述了毛泽东在长征航船中的舵手和核心作

用。美国学者特里尔评价说:“毛泽东之于

中国犹如摩西率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①

升华了毛泽东的英雄形象。本文从毛泽东

对长征路线的选择及落脚陕甘的战略决策

方面，探讨他在长征中的历史作用。

一 考察于都，选择突破口

1933 年 5 月，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发动

第五次“围剿”。中共临时中央废弃过去反

“围剿”中积极防御的方针，主张“御敌于国

门之外”，犯了军事冒险主义错误;在进攻作

战受挫后，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和“短促突

击”的战术，同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打正

规战、阵地战、堡垒战，拼消耗。1933 年 11
月，李济深等发动“福建事变”，中央红军没

有给予有效的支援，丧失打破“围剿”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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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1934 年广昌失守，粉碎第五次反“围

剿”的可能性更加微乎其微。撤出中央苏

区，实行战略转移，已是时间问题。
1934 年 5 月，中央书记处做出决定，准

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并报共产国

际得到同意。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只在极

少数中央领导人中进行。为此，成立由博

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毛泽

东被排除在最高领导层之外，对此并不知

晓。只是因为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博古、李德才

决定带毛泽东走。
当时，毛泽东正在赣南考察。他到达于

都时，周恩来要求他重点考察于都方向的敌

情和地形。9 月 20 日，毛泽东电告周恩来:

“信丰河【下】游从上下湾滩起，经三江口、
鸡笼潭、下湖圩，大田至信丰河沿河东岸十

里以内一线，时有敌小队过河来扰，但最近

一星期内不见来了。”电报最后说:“于都、
登贤全境无赤色戒严，敌探容易出入。现正

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及肃反。此

复。”①这份电报为中央红军长征提供了突

破口。
10 月初，患疾初愈的毛泽东接到中央

秘密通知，赶回瑞金，到中革军委向周恩来

等报告于都的敌情、地形、河水干枯等情况。
他从洛甫( 张闻天) 那得知，政治局委员要

分散到各军团去随军行动，当即向中革军委

提出意见，要求在转移时将他和洛甫、王稼

祥安排在一起;并应带走一部分女同志。10
月 10 日晚，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和

中央机关人员共 8． 6 万余人，从瑞金等地转

移，选择的地点，正是毛泽东调研的于都。
对于大规模战略转移，党的最高领导层

没有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也没有对干部、
战士充分动员。大搬家式的单纯退却，行动

迟缓，攻无可攻，守无可守，乃兵家大忌。按

原定计划，中央红军西进湘西，同红二、六军

团②回 合。选 择 的 路 线，基 本 上 沿 赣、粤、
湘、桂边境的五岭山脉往西。由于之前与陈

济棠签订停战协议，11 月中旬，中央红军顺

利通过三道封锁线，进入潇水、湘水地区。
国民党判明红军西进意图后，随即部署“追

剿”和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

以东地区”。面这种形势，毛泽东提议，在敌

军尚未合围之时，主动反击，寻机歼灭国民

党军一部。彭德怀也建议中央，在灵活机动

中抓住战机，消灭小股敌军，迫使蒋军改变

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否则，将被迫同桂军

作战，其后果不利。但博古、李德拒绝了这

些建议。
11 月 25 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从

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12 月 1 日，终

于突破湘江封锁线，跳出包围圈，但中央红

军由 8． 6 万余人锐减为 3 万多人。第五次

反“围剿”的失利，湘江战役的惨败，使红军

濒于绝境，直接考验最高三人团的军事指挥

能力。博古一筹莫展，李德诿过他人。红军

干部士兵痛定思痛，认识到博古、李德的错

误路线和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全军想

念毛主席，迷雾途中盼太阳”，反映了全军上

下的心声。
在西征途中，毛泽东、洛甫、王稼祥三人

也多次讨论反“围剿”的教训，认为第五次

反“围剿”的失利，主要原因在于军事领导

上的战略战术错误。12 月初，中央红军翻

越老山界之后，毛泽东、洛甫、王稼祥公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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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在军事战略

策略上统一意见，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

路线在遵义会议中重新居于领导地位准备

了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

二 放弃湘鄂川，转攻川黔边

在行军中争论的紧迫问题，很快集中在

红军战略行动的方向和方针问题上。中央

红军在行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

说蒋介石已经识破中央红军前往湘西的战

略意图，在湖南和贵州沿线布置了四道封锁

线，扎个大口袋等红军去钻。如果仍按博

古、李德的坚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

红军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在这危急关头，

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向中央政治局建议，改

变原定计划，立即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

进军。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等人的主张。12
月 12 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城(今县溪

镇)恭城书院举行临时紧急会议，讨论战略

行动方针问题。李德、博古仍坚持去湘西同

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毛泽东驳斥李德

的意见，根据国民党军情，建议改向敌军力

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周恩

来都赞同这个主张。博古不再固执己见，李

德提早退出会场。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

见，通过西进贵州的主张。
根据通道会议决定，12 月 15 日，红军攻

占贵州黎平。此时，北上、西进之争并未结

束。1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城召集

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博古仍

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

李德托病未出席，但仍坚持己见。毛泽东主

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

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会议通过《中央

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强调“过去

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

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

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

遵义为中心之地区”①。黎平会议及其决

定，使红军变被动挨打，转变为主动防御;连

克黄平、镇远等城镇，缴获颇多，士气为之一

振;打乱了国民党军原有的部署，将战略退

却和战略进攻结合起来。1935 年 1 月 1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重申黎平

会议决定，再次否定李德、博古的主张，决定

和蒋介石主力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

部，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

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最

中心的任务。会议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

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

局会议上做报告。”②实际上取消李德的军

事指挥权。行军期间，王稼祥、张闻天等人

都认识到，需要毛泽东来领导军事。

三 改变川黔边，经略川滇黔

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肯定毛泽

东在反“围剿”中所运用战略战术的基本原

则，指出博古、李德的单纯防御路线错误，是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选举洛

甫、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为政治局常

委，由周恩来、朱德负责军事，周恩来为军事

指挥方面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会后中央

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

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根据变化的

情况，采纳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改变黎平

会议关于先以黔北为中心，再去川南创建根

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准备渡过长江，与红

四方面军取得联系和配合，在成都西南或者

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
根据遵义会议精神，1 月 20 日，中革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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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发布《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指令中央

红军“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

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

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

之交活动，来牵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

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

川赤化”①。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纠集

嫡系部队和川、黔、湘、滇、桂等省地方军队，

向遵义进逼，企图合围红军。
根据敌情变化而选择机动灵活的战略

战术，是遵义会议后的显著变化。中共中央

和中革军委的总方针，不是单纯防御，而是

决战防御;不是阵地战，而是运动战，辅之以

游击战;不是边跑边打，而是在运动中歼灭

敌人。1 月 28 日，红军进攻土城失利，毛泽

东和军委领导人立刻改变北进计划，西进渡

过赤水河，开始了后被称为四渡赤水的神来

之笔。
1 月 29 日，中央红军除少数部队阻击川

军外，主力分三路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

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寻机北渡长

江。2 月 3 日，鉴于中央红军连日在三岔

河、永宁(即叙永) 遭到川军截击，中革军委

电令各军团改向川、滇、黔三省交界处的分

水岭、水潦、水田寨、扎西集结。由于国民党

军加强长江沿岸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

中央红军进逼，2 月 7 日，中共中央和中革

军委决定放弃北渡长江、赤化四川的计划，

致电各军团指出:我野战军原定渡江计划已

不可能实现，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

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

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的方针②。2 月 16
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指战

员书》，强调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停止向

川北发展，而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

据地。同时提出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

胜利的原则，“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

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③。
2 月 18 日至 21 日，中央红军由四川古

蔺县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 即“二渡

赤水”)，回师黔北，28 日再占遵义，歼灭国

民党军两个师八个团，俘获约 3000 人，取得

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3 月 8 日，中共中央

发布《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赤化全贵州告全

党同志书》，指出，遵义战役的胜利“给了我

们在贵州首先在黔北站住脚跟，开始赤化群

众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可能”，号召以更大

的战役胜利赤化云贵川及湖南等地域④。
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指挥军队向遵义

一带合围。中央红军又由遵义向西开进。3
月 10 日，毛泽东在苟坝出席中央政治局扩

大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提出的进攻打鼓

新场(现金沙县) 的建议。最后接受毛泽东

关于不攻击打鼓新场的意见。之后，经毛泽

东提议，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

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作战，以周恩

来为团长。在瞬息万变的战争危局中，为挽

救红军的整体命运，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在新的军事领导集体指挥下，中央红军

忽东忽西，声东击西，穿插于国民党重兵之

间，使蒋介石难以判断红军的真实意图，只

得分散兵力，四面布防。3 月 16 日至 17 日，

中央红军第三次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古蔺

地区，并派一个团伪装主力向西北挺进，主

力在山沟丛林中隐蔽集结。蒋介石误以为

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调军队围堵，致使贵

州境内兵力空虚。在达到调动国民党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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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西向之后，中央红军主力于 3 月 21 日至

22 日，第四次渡过赤水河。31 日南渡乌江，

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合围圈;前锋直逼贵阳，

诱滇军来救。“示形于贵，实指云南”的策

略，果然使国民党军队向贵阳以东开进。中

央红军主力遂同驰援贵阳的滇军背道而行，

4 月下旬进入云南，直逼昆明。
4 月 28 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召集负

责人会议，研究北渡金沙江的行动部署。毛

泽东最后发言说:遵义会议后，我军大胆穿

插，机动作战，把蒋介石的尾追部队甩在侧

后，取得了北渡金沙江的有利时机。云南境

内的地形条件，不像湖南、贵州有良好的山

区可以利用，我军不宜在昆明东北平川地带

同敌人进行大的战斗。我军应趁沿江敌军

空虚，尾追敌人距我尚有三四天的行程，迅

速抢渡金沙江，以争取先机①。4 月 29 日，

中革军委发布《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

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出中央过去决定

野战军转入川西，创建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

方针，有实现的可能。应争取迅速渡过金沙

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

地②。随后，中革军委一面派先锋团直逼昆

明，迫使云南当局调兵回守昆明，削弱金沙

江的防务;一面率主力迅速北上金沙江。5
月 3 日至 9 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渡过金沙

江。真是“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

如神”。这样，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

队的 围 追 堵 截，取 得 战 略 转 移 的 决 定 性

胜利。

四 否定青新康，北上川陕甘

由于采取运动战的作战方式，中央红军

迂回往复，长时间、长距离走路，部队指战员

非常疲惫，抱怨不被打垮也被拖垮。5 月 1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理城郊召开扩

大会 议。期 间，林 彪 致 信 中 革 军 委，提 议

“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

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实际上是

反对大踏步前进或者后退的机动作战方针。
会议否定了林彪的建议，肯定了毛泽东的军

事指挥方针，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

合。随后，中央红军通过彝族区，渡过大渡

河，翻越夹金山，于 6 月 17 日到达四川懋功

县达维镇，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合。红

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大大增强红军的力量，

为党和革命迎来新机，为开拓新局面创造有

利条件。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行动方向指向

哪里，关系到红军的前途命运。然而，恰恰

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产生分歧。两军会合前，

中共中央就收到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来电，请

速决“今后两军行动大计”。张国焘提出，

西进西康、青海、新疆，到经济文化落后的区

域发展，或向南，“直出成都，出长江，打到武

汉去”③。
当时，蒋介石嫡系部队薛岳等部在后面

追赶红军，国民党在懋功东面集结 130 个

团，西面是茫茫草原，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南

下、东出、西进都不可能，只有北上川陕甘，

才是上策。6 月 16 日，毛泽东会同朱德、周
恩来、洛甫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指

出:“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
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

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目前计

划，两方面军宜“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
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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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地区”①。电报分析了不宜在川康展开

的不利因素。6 月 18 日，再次致电张国焘等

人，重申这个意见。20 日，洛甫、毛泽东、朱
德、周恩来联名致电张国焘，分析西进、北上

和向川西南三种方向的利弊，力主北上，并

邀请张国焘到懋功商决一切。
6 月 24 日，张闻天在油印的《前进报》

发表《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分析西进

青康的不利因素，强调北上川陕甘的战略方

针，批评张国焘是逃跑主义。6 月 26 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县两河口召开会议，讨

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

题。周恩来作报告，提出以运动战迅速攻打

松潘胡宗南部，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

略方针，并说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集中

于中革军委。毛泽东发言同意周恩来的报

告，强调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是向前的方

针。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

进攻。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
6 月 28 日，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中央政治

局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

针的决定》，指出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

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

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

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

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②。根据会议精

神，制定松潘战役计划。
然而，张国焘以“统一指挥”、“组织问

题”没有解决为借口，延宕红四方面军主力

北上。7 月，毛泽东等人一面电促张国焘北

上，一面会见徐向前等四方面军指挥员，强

调两河口会议精神。18 日，中央政治局召

开常委会议，讨论组织问题，任命张国焘为

总政委。但张国焘仍拒不执行北上的决定，

导致一再贻误战机，胡宗南乘机在松潘集中

兵力，使红军陷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7
月 31 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撤销松潘

战役计划，改经草地北上。8 月 1 日，红军

总部发出攻占阿坝、北进夏河流域的指示。
3 日，拟定《夏洮战役计划》，提出“攻占阿

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形成在甘南广大

区域发展之局势”。
8 月 4 日至 6 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举

行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蒋介石的统

治状况，西北地区地理位置的优劣，井冈山

会师的经验。会议重申两两河口会议确定

的集中主力北进、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

方针，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红一、四

方面军的团结。张国焘在发言中对建立川

陕甘根据地表示怀疑③。随后，将红一、红

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左

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右

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8 月 19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确

定张闻天负总责，毛泽东负责军事，王稼祥

负责红军政治部;博古负责宣传部;凯丰负

责少数民族委员会。这一决定，将领导权集

中在政治局常委会和党中央总书记，对张国

焘拥兵自重、争夺党军大权是一个制约。20
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毛

泽东作夏洮战役后的行动问题的报告。他

从军事、经济、民族、地形等方面，指出红军

主力不应向西而应向东，后方移至甘肃东北

与陕西交界地区④。同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

决定，分析了周边国民党军的特点，强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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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十五、二十六军汇合，创建陕甘边苏区，

成为西北甚至全国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
针对张国焘坚持西进的主张，指出若主力西

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

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

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因为

这个地区是对敌军有利的地域，并可能会引

起少数民族同汉族的嫌隙，自然条件恶劣、
物质匮乏等。这是危险的退却方针，是丧失

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①。
之后，右路军经过艰苦跋涉，走过荒无

人烟的大草地，成功组织包座战斗，打开通

往甘南的通道。然而，张国焘拒绝向右路军

靠拢。9 月初，张国焘出尔反尔，下令红五

军返回阿坝。8 日，张国焘一面致电左路军

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军委纵队待命，如

其不听，“则将其扣留”;一面致电陈昌浩、
徐向前转中央，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声称

“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9 日，张国焘

不顾中共中央关于南下阿坝的不利因素的

警告，背着中央另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

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在千钧一发之际，叶剑英看到张国焘发

给陈昌浩的那个电报，立刻秘密地赶往中共

中央驻地向毛泽东报告。当晚，毛泽东同张

闻天、博古、王稼祥和周恩来等紧急开会，当

机立断地决定率红一、三军团迅速脱离险

区，立即北上。9 月 10 日，发布毛泽东起草

的《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分析川西北的不利因素，强调南下将是绝

路，号召“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

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②。
9 月 12 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

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中央同张国焘

分歧的性质，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

维主义同军阀主义的斗争。会议根据毛泽

东的意见，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

决定》，指出张国焘错误的实质和性质，是

“丧失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

的信心，主张以向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

(川康藏边) 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

部前进、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的

布尔什维克的方针。”指出张国焘分裂红军

的罪恶行为，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

四方面军带到在战略上不利于红军发展的

川康边境。张国焘的错误是机会主义和军

阀主义③。
根据俄界会议决定，红一军、三军、军委

纵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毛泽东

为政委，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周恩来、
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五人团领导军事

工作。

五 落脚陕甘，奠基西北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迅速

北上，攻占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于 9 月 20
日进入甘肃南部宕昌县的小镇哈达铺。在

哈达铺，毛泽东从天津《大公报》等报纸上

得知，陕北有大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
他在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上提出，到陕北

去，北上抗日，是正确路线，不是机会主义。
22 日，张闻天也根据报纸写下《发展着的陕

甘苏维埃革命运动》，表达了中央红军前往

陕北落脚的意向。
27 日，中央政治局在通渭县榜罗镇召

开常委会议。会议根据当时了解的新情况，

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

决定，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

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以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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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28 日，毛泽东在

陕甘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形势和

任务的报告，阐述了日本侵略北方的严重

性;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状况;北方可成为抗

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红军避免同国

民党军作战，迅速到陕北集中;严格整顿红

军纪律，充分注意群众工作，宣传北上抗日

的意义，号召全支队突破长征的最后关口，

同陕北的同志会合①。
为争取张国焘执行中央北上指示，中共

中央曾在 9 月中旬致电张国焘等人，指出张

国焘多次违抗中央命令，犯有逃跑主义的错

误。强调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要求

张国焘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

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继

续北进。10 月 5 日，张国焘在四川理番县卓

木碉另立“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

军委”，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
张闻天中央委员及党籍，对杨尚昆、叶剑英

“免职查办”，公然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

动。中共中央同张国焘的分歧，最初是南

下、北上的行军线路之争。张国焘成为总政

治部主任后，仍然违背民主集中制，拒绝执

行中央命令，是组织路线的政治错误，另立

所谓“政权”，分裂党和红军，则是分裂主义

错误。
中共中央坚持北上抗日的民族大义，坚

定集体领导原则，在政治原则上没有迁就张

国焘的错误。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跨过

西(安)兰(州) 公路，翻越六盘山，冲破国民

党军队最后一道封锁线，击溃东北军和马鸿

宾的尾追部队。10 月 19 日，红军进驻吴起

镇(今吴旗县城)，看到一间窖洞门口挂着

工农民主政府的牌子，感觉真是到家了。
10 月 22 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举行政

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关于行动方针的

报告和结论。他指出:陕甘支队自俄界出发

已走二千里，到达这一地区的任务已经完

成。现在全国革命总指挥部到这里，成为反

革命进攻的中心。敌人对于我们的追击堵

截不得不告一段落，现在是敌人“围剿”。
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

苏区领导全国革命。陕、甘、晋三省是发展

的主要区域。现在以吴起镇为中心，第一期

向西，以后向南，在黄河结冰后可向东。会

议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批准榜罗镇会

议的战略决策，宣告中央红军长征结束②。
10 月 29 日，陕甘支队发布《给红二十五、二
十六军全体指战员的信》宣布:陕甘支队经

过二万余里的长征，与红二十五军、红二十

六军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

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号炮。将开展

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大局面，为中国苏维埃运

动定下巩固的基础，迅速赤化中国③。
随后，毛泽东直接指挥直罗镇战役，为

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奠基

礼。同时，毛泽东和党中央指导纠正陕北肃

反扩大化问题。解决了落脚陕甘革命根据

地这两个最紧迫问题，使中共中央获得相对

安定 的 环 境，来 思 考 和 统 筹 全 局 性 革 命

问题。

结语

中央红军从瑞金到达陕北，走过赣、闽、
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 11 个省，

经过五岭山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

以及雪山草地等万水千山，攻下许多城镇，

行程两万五千里。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长

征。毛泽东指出:“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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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

播种机。”长征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

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

截的破产。长征是宣传队，它向 11 个省内

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

是他们解放的道路。长征是播种机，它在

11 个省散布许多革命种子，发芽、长叶、开

花、结果。总而言之，长征是以红军胜利、敌
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①。

谁领导长征取得胜利呢? 是中国共产

党，是在革命风浪中逐渐成熟的中央领导集

体。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团结合

作，众志成城，在战略转移的迷途中指明出

路，在国民党围追堵截的险境中选择生路，

在革命低潮的困境中勇担使命，在失败退却

的逆境中组织队伍，在分歧分裂的危局中凝

聚力量，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交织中掌

握主动，在失败、彷徨、胜利、希望的百味思

感中统一意志，才领导中央红军胜利完成长

征。列宁指出:“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

在其斗争过程会造就伟大的人物，使过去看

来不可能发挥的才能发挥出来。”②在遵义

会议后，逐渐成为中央领导核心的毛泽东，

无疑居功至伟。毛泽东是中央红军长征胜

利的指挥者、引路者、组织者、领导者，这是

实践的产物，红军的选择，历史的选择。

在考验中央领导能力的生死棋局中，天

时、地利、人和都异于常态，非有坚定的理想

信念不能承其命，非有革命必胜的信心不能

领其志，非有科学贯通的理论不能明其道，

非有超越寻常的智慧不能定其策，非有随机

应变的能力不能指其路，非有群策群力的团

结不能聚其力。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列宁

在评价斯维尔德洛夫时说:“这位无产阶级

革命领袖所具有的大革命家的一切优良品

质，都是他在各个时期最艰苦的革命工作环

境中锻炼出来的。”③这个论断，也适合评价

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成员。经过浴火重

生，成功实现凤凰涅槃，中国共产党培养了

自己的成熟的领导集体，能够独立自主地解

决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把“军心涣散的溃

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④。经过

长征锻炼的党和红军，虽然经历了 反“围

剿”失利的战略退却，但却也是在新的地点

和新的起点上开始了新的战略进攻。从历

史延续来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是

从长征中走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从

长征中走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是从

长征中走来。

( 责任编辑: 马纯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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