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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年 4 月 底 ，广 昌 保 卫 战 失 利 ，

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已被攻破，整个局势

越来越危急，红军坚持内线作战打破国

民党军“围剿”已十分困难。9 月上旬，

国民党军开始向中央苏区腹地进攻，苏

区内人力、物力日渐匮乏，在苏区内打

破敌人的进攻已没有可能，突围转移已

势所难免。10 月 10 日晚，苍茫暮色笼

罩瑞金，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

军主力 8.6 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

漫征程。

一

确 定 转 移 后 ，毛 泽 东 同 志 从 张 闻

天那里得知政治局委员要分散到各军

团 随 军 行 动 的 消 息 后 ，立 刻 向 中 革 军

委建议，在转移时将他和张闻天、王稼

祥安排在一起，不要分散到各军团。

在毛泽东看来，转移途中如能与张闻

天、王稼祥结伴同行，便可借机向他们宣

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若能得到他们二

人的支持，对于扭转当时红军面临的极为

严 峻 的 局 势 ，有 着 不 可 估 量 的 作 用 。

毛泽东还意识到，这或是最后一次机会，

因为红军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很

有可能一着不慎全军覆没。

其时，毛泽东因经受了恶性疟疾的

折磨，差点丢掉性命，加上对红军的前

途 忧 心 忡 忡 ，身 体 非 常 虚 弱 ，走 不 动

路。因此，过了于都河，他不得不坐上

了担架。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

被敌机炸伤，弹片还在体内。转移一开

始，他就坐在了担架上。张闻天身体好

些，基本上是骑马行军。转移开始时这

种特殊的状况，给毛泽东、张闻天、王稼

祥三人提供了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的

机会。

他们一路相谈，行军谈、休息谈，宿营

时住在一起仍然在交谈。他们认真分析

了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在中央苏区所

发生的事情以及转移途中的情况，特别是

广昌保卫战惨败的教训。王稼祥不无忧

虑地对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道路不能再

这 样 走 下 去 了 ，这 样 下 去 是 不 行 的 。

毛泽东对此也是心急如焚，他虽然失去了

参与谋划军事的权力，却仍然不时地提出

自己对行军路线的建议。

后 来 ，毛 泽 东 的 身 体 状 况 有 所 好

转，有时便不坐担架，到各个军团去看

看。时隔 30 多年后，李德在《中国纪事》

一书中作了这样的描述：毛泽东“不顾

行军的纪律”“一会儿待在这个军团，一

会儿待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

团 和 师 的 指 挥 员 和 政 委 接 受 他 的 思

想。”

11 月中旬，中央红军从湘粤边界的

郴县、良田、宜章、乐昌之间通过国民党

军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蒋介

石判明中央红军西进的意图后，立即部

署围追堵截，调集 25 个师的兵力，在湖

南、广西交界处的湘江沿岸，精心设置

了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利用湘江天险，

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红军广大

指战员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英勇的献

身精神，与优势敌军苦战 5 昼夜，终于渡

过 湘 江 。 湘 江 战 役 后 ，红 军 虽 绝 地 重

生，但损失惨重，已由出发时的 8.6 万余

人锐减到 3 万余人。

过了湘江，中央红军进入峰峦连绵

的西延、龙胜山区，行军更加困难。天

上是国民党军的飞机跟踪、轰炸扫射，

脚下山险路滑，周围山头上又常有反动

民团的袭扰。

12 月 11 日，中央红军沿湘江西岸越

城岭、老山界进入湘桂黔交界的湖南省

通道县。通道县位于湖南、广西、贵州

三 省（区）交 界 处 ，是 通 往 大 西 南 的 要

地。宋崇宁元年，在此设罗蒙县，翌年

又改为通道县，取其“交通南北”之意。

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主力将北上湘

西，同红 2、红 6 军团会合。但此时国民

党军已在通往湘西的道路上布下相当

于红军五六倍的重兵张网以待。

在这个关系到中央红军命运的关

键时刻，毛泽东主张放弃原定计划，改

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进，到敌人力

量较为薄弱的贵州去。

这 是 红 军 摆 脱 险 境 的 唯 一 选 择 。

在各路国民党军中，黔军最弱，不仅兵

力单薄，而且武器装备较差，缺乏训练，

纪律涣散，战斗力低下，且派系林立，割

据一方，矛盾重重，难以形成统一的作

战 力 量 ，便 于 红 军 各 个 击 破 ，争 取 主

动。同时，中央红军入黔，能够与川北

的红四方面军和湘鄂川黔的红 2、红 6 军

团形成鼎足之势，并有广阔的机动发展

空间，在战略上极为有利。

毛 泽 东 的 主 张 得 到 王 稼 祥 、张 闻

天 的 赞 同 和 支 持 ，这 在 当 时 情 况 下 意

义非同一般。王稼祥时任中共中央政

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

总政治部主任，是实权派；张闻天时任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员 、中 央 书 记 处 书

记，在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王稼祥、

张闻天凭借他们所处的政治地位和作

用，与毛泽东一起向周恩来提出：在同

红 2、红 6 军团会师的道路上，蒋介石已

设 置 重 兵 ，原 定 中 央 红 军 到 湘 西 与 红

2、红 6 军团会合的先机已经丧失，建议

转 向 敌 人 兵 力 薄 弱 的 贵 州 进 军 ，建 立

川黔边根据地。

二

12 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县举

行紧急会议。当时，因情况紧急，这次

会 议 被 称 为“ 飞 行 会 议 ”，史 称 通 道 会

议。据邓颖超回忆：此次会议是在通道

城外一户农民的厢房里举行的，当时这

家农民正在举行婚礼。会议由周恩来

召 集 ，讨 论 红 军 战 略 行 动 方 针 问 题 。

毛 泽 东 首 先 发 言 ，提 出 到 贵 州 去 。 李

德、博古不顾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

仍坚持去湘西同红 2、红 6 军团会合的计

划 ，并 说 ，这 是 报 共 产 国 际 批 准 的 计

划。毛泽东不同意李德的意见，从实际

出发，耐心细致地晓以利害，说明红军

主力如果此时北上湘西，是自投罗网之

举 ，将 会 陷 入 敌 军 重 围 ，后 果 不 堪 设

想。他又根据破译敌台的电报材料指

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

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

“请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人力量薄

弱的贵州进军。

参加会议的张闻天、王稼祥、朱德、

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同和支持毛泽东

提出的主张。李德坚决不同意毛泽东

提出的转兵贵州的战略方针，见自己的

意见被否定而提早退出会场。博古在

严重的敌情面前，不再固执己见。会议

没有达成实行战略转兵的一致意见，而

决定调整行军路线，即西进贵州，随后

沿黎平、锦屏北上，去会合红 2、红 6 军

团。当天 19 时半，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及

纵队首长发出“万万火急”电令：“湘敌

与陶广一路军主力向通道进逼，其他各

路仍续向洪江、靖县前进，企图阻我北

进，并准备入黔”。在此电中，中革军委

一并部署了各部 13 日继续西进的计划。

紧急召开的通道会议，虽然只是对

行军路线作出调整，却避免了全军覆灭

的危险，也引起了党和红军领导人的深

入思考，为随后一系列重要会议的召开

做了重要准备。

经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突破国

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在成千上万的红军

官兵付出血的代价之后，毛泽东获得了

表达自己主张的机会。自 1932 年 10 月

上旬在江西省宁都县境内举行的中共苏

区中央局全体会议（通称宁都会议）后，

毛泽东就未能参加军事决策会议。据康

克清回忆：出了老山界，来到湖南境内，

不久走到通道县的一个村子里……中央

在这里临时开会，研究下一步红军行动

的计划。这是个十分重要的会议。在老

总（朱德）和周恩来的推动下，会议破例

请毛泽东参加。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第一

次在中央层面的会议上成为主题。从一

定意义上说，在通道会议上进行的这次

讨论，正是中国革命命运发生转折的开

端，尽管当时人们尚未意识到这一点。

三

当事人李德多年后这样回忆了当

时的情形：“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

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

战方案……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

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

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浑元）部和其

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

转向北方，与 2 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

靠 2 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

的 部 队 ，可 以 在 广 阔 的 区 域 向 敌 人 进

攻，并在湘川黔三省的三角地带创造一

大片苏区。毛泽东拒绝了这个建议，坚

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

他不仅得到了洛甫（张闻天）和王稼祥

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

‘ 中 央 三 人 小 组 ’一 边 的 周 恩 来 的 支

持 。 因 此 ，毛（毛 泽 东）的 建 议 被 通 过

了。他乘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

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长江以

南同 2 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不

难看出，这段话字里行间充满了为自己

的辩解和对毛泽东的指责。但从他的

叙述中依然可以读出通道会议所具有

的历史意义。

13 日 ，中 革 军 委 急 电 各 军 团 及 纵

队 ：迅 速 脱 离 桂 敌 ，西 入 贵 州 ，寻 求 机

动 ，以 便 转 入 北 上 的 目 的 。 红 军 突 然

折入贵州，是出乎蒋介石意料的，一下

子 就 把 十 几 万 敌 军 甩 在 湘 西 ，赢 得 了

主动。15 日，红 1 军团第 1 师打败贵州

军阀王家烈的守军，攻占黎平县城，赢

得了部队两个月连续行军作战中的第

一 次 休 整 机 会 。 18 日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在黎平县城一家名为“胡荣顺”的店

铺 内 举 行 会 议 ，继 续 讨 论 红 军 行 动 方

针 问 题 。 经 过 激 烈 争 论 ，毛 泽 东 提 出

的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 2、红 6 军团

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西进，到敌

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

据 地 的 主 张 ，得 到 与 会 多 数 同 志 的 赞

同 ，会 议 接 受 了 毛 泽 东 的 主 张 并 通 过

了《中 央 政 治 局 关 于 战 略 方 针 之 决

定》。

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后来

在《回顾长征》一文中回忆道：“当时，如

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

3 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历史已经证明，没有通道会议，就

没有黎平会议，更不会有后来的遵义会

议。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

一次伟大转折，通道会议就是通向这个

伟大转折的起点，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有

着重要地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通道会议：伟大转折的起点
■褚 银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陈

着 一 把 军 号 。 它 长 33 厘 米 ，表 面 覆 着

一层铜锈，在灯光的照射下，表面的划

痕 、凹 印 以 及 边 缘 处 暗 绿 色 的 斑 驳 锈

迹 清 晰 可 见 。 这 把 军 号 是 志 愿 军“ 二

级 战 斗 英 雄 ”郑 起 在 战 场 上 使 用 过 的

军号。

1950 年 12 月 31 日 ，中国人民志愿

军发起了第三次战役。志愿军一举突

破 敌“ 三 八 线 ”防 御 阵 地 ，勇 猛 地 向 南

追 击 。 1951 年 1 月 2 日 ，敌 军 全 线 败

退，志愿军乘胜追击，向汉城进军。在

志 愿 军 全 线 追 击 的 过 程 中 ，英 军 来 复

枪 团 占 据 了 釜 谷 里 一 线 阵 地 ，利 用 有

利 地 形 对 我 军 进 行 阻 击 ，以 掩 护 其 主

力部队撤退。志愿军第 39 军第 116 师

主 力 奉 命 断 敌 退 路 ，其 中 第 116 师 第

347 团 接 到 了 攻 占 汉 城 以 北 40 公 里 的

釜谷里的命令。

3 日凌晨，志愿军率先攻占了釜谷

里 南 山 阵 地 ，卡 住 敌 人 退 往 汉 城 的 道

路。随后，志愿军遭遇敌军猛烈反扑。

为歼灭敌军，志愿军第 39 军第 116 师第

347 团第 7 连奉命抢占并坚守位于公路

上的一个制高点。经过一番激战，我第

7 连攻占了制高点。

敌军不甘心丢失这一阵地，随即组

织了大规模反扑。在敌军猛烈炮火的轰

炸下，工事和掩体几乎被摧毁殆尽。我

第 7连官兵来不及设防，在几乎没有任何

掩体的阵地上，弹坑成为阵地上的防御

工事。志愿军官兵在一片泥水中抵御着

敌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经过一天激

战，他们击退了敌人数次冲锋，但第 7 连

也遭受惨重伤亡。连长厉凤堂身负重

伤，指导员、副连长、排长全部牺牲，最后

全连只剩下司号员郑起和其他几名战士

继续坚持战斗。倒在血泊中的连长将自

己的手枪交给郑起，让他去指挥战斗。

郑起挺身而出，接替连长进行指挥，打退

敌人多次进攻。

看着阵地迟迟攻不下，敌军在坦克

的支援下，再次发起攻击。面对敌人的

进 攻 ，郑 起 把 全 连 仅 有 的 战 士 组 织 起

来，在把仅有的一根爆破筒和几枚手榴

弹 投 向 敌 人 后 ，爬 出 战 壕 ，吹 响 了 军

号。冲上来的敌军一愣，误以为我军大

部 队 已 经 赶 到 ，慌 乱 中 掉 头 向 山 下 逃

窜。战场上形势陡转，敌军被随后赶来

的志愿军主力歼灭。

战后，郑起荣立特等功，获“二级战

斗英雄”荣誉称号。他使用的这把军号，

见证了志愿军官兵的英雄血性和大无畏

的牺牲精神。

左上图：志愿军“二级战斗英雄”郑

起使用过的军号。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供图

奏响英勇歼敌的号角
■朱 埠 黄池敬

1934 年 12 月初，红 25 军在军长程

子华、政治委员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

的率领下，经大别山、桐柏山、伏牛山，

一路艰难转战，冲破敌人持续不断的围

追堵截，向陕西南部挺进。

8 日，红 25 军在豫陕交界处的铁锁

关击溃陕西守关民团后，进入陕南境

内。第二天，红 25 军翻越蟒岭，进入秦

岭山区小镇庾家河（今属丹凤县）宿营。

庾家河，地处洛南、商县、商南县的

接 合 部 ，山 高 林 深 ，地 理 位 置 颇 有 特

点。当地人称“炉道梁上一滴水，黄河

长江两地分”。因此地是高山，一边的

水向北流入洛河，最终汇入黄河，而另

一边的水则流经峦庄、商南，注入丹江，

最终汇入长江。

10 日上午，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庾

家河一间名叫“春茂永”的中药铺里召

开第十八次常委会议，研究在鄂豫陕边

地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问题。

当日午时，会议正在进行。突然，

从庾家河街东山坳口方向传来枪声，而

且越来越激烈。这次来袭的是国民党

军第 60 师。该师原为国民党军第 19 军

旧部，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

原来，蒋介石为防堵红 25 军入陕，

在红 25 军进入桐柏山区时，就令驻开

封的第 60 师先赶至灵宝，又经 200 余里

行军，到达卢氏县城以南的朱阳关、五

里川一带，并构筑工事，控制入陕大道，

企图以逸待劳，堵截红 25 军。此时刚

晋升第 60 师师长不久的陈沛，很想在

这次堵截红 25 军中再立一功，因此格

外卖力。

红 25 军到达卢氏，发现敌布防后

立刻改变了入陕路线，来了个声东击

西，让手枪团迷惑敌人，主力“暗度陈

仓”，沿着一条深山峡谷，直插卢氏县

城，一路马不停蹄，往陕南方向而去。

得 知 红 25 军 已 进 入 陕 南 后,敌 第

60 师师长陈沛立功心切，越过省界，率

部从鸡头关方向尾随而来，并从七里荫

的山路迂回至庾家河街东山坳口。

红 25 军设在庾家河街东山坳口的

排哨，发现敌先头部队已从七里荫迂回

上来，当即向敌开火。

红 25 军手枪团旋即赶到，投入战

斗，并派人向省委送信。省委得信后，

立即中断会议，军领导迅速上山指挥战

斗。徐海东奋勇当先，率领第 223 团立

刻前去增援。

此时，国民党军第 360 团已经攻占

了东山坳口，并凭借有利地形，接连不

断地发起猛攻。如果挡不住这波进攻，

红 25 军就会被压制在山沟里，有全军

覆灭的危险。

徐海东指挥第 223 团奋勇抵抗，反

复 冲 杀 ，终 于 艰 难 地 夺 回 了 东 山 坳

口。程子华、吴焕先率领的第 224 团、

第 225 团随即赶到，迅速占领坳口的南

北两侧高地，协同第 223 团击退敌人的

进攻。

激战中，一颗子弹飞来，从徐海东

眼睛下方穿过，又从颈后飞出，他满脸

是血，当即昏了过去。

午 后 ，国 民 党 军 第 60 师 第 355

团 、第 357 团 增 援 上 来 ，轮 番 向 我 军

发起冲锋，双方在全线展开激烈的争

夺战。

战场上，正举着望远镜观察敌情的

程子华，被射来的子弹一下打穿双手，

鲜血直流，十分危险。

程子华、徐海东身负重伤，吴焕先

继续指挥战斗。全体指战员在吴焕先

的指挥下，殊死奋战，以大刀、刺刀、手

榴弹，与敌进行拼杀。

战斗过程中，一颗子弹飞来，击中

军部司号长程玉林的下颚。顿时，程玉

林满脸是血，无法再吹军号。但是，他

没有停止战斗，而是利用一座小庙作掩

护, 忍着剧痛，向敌人投出数十枚手榴

弹，打退敌人多次冲击。敌人集中火力

向他射击，他英勇战斗，直至生命最后

一刻。

战斗中，我第 224 团第 7 连在与敌

火力对射中连续牺牲 3 名轻机枪手，我

官兵前赴后继，最终把敌人的火力压制

下去。

第 224 团 团 长 叶 光 宏 冲 锋 在 前 ，

率部与敌肉搏时，一条腿受了重伤，但

他仍然坚持指挥战斗，直至昏迷过去。

战至黄昏，红 25 军经过 20 多次反

复冲杀，终于打垮敌军。残敌趁着夜色

向卢氏方向撤逃。庾家河战斗，共毙伤

敌 300 余人。红 25 军伤亡 100 余人，多

名团营以上干部负伤。此战后，被打穿

双手的程子华，虽然经及时救治捡回了

一条命，但双手久久不愈，落下了终身

残疾；身负重伤的徐海东，则整整昏迷

数天才苏醒过来。

庾家河战斗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

的追堵计划，迫使尾追的国民党军不得

不退回河南，红 25 军进军陕南取得了

重要胜利，为在鄂豫陕边区开辟新的根

据地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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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家河战斗经过要图（1934年 12月 10日）。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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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 12月 12日，中革军委发出的“万万火急”电令。 通道转兵纪念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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