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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立勇，1967年生，贵州省毕节市

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

会员。在《人民日报》《中国作家》《散文

选刊》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 100多万字，

出版散文集《冷面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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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观看电影《突破

乌江》精彩片段

乌江，是贵州的母亲河，孕育了璀璨的民族文化，滋养着一方水土。
乌江也是英雄的江、红色的江。90年前，英雄的红军，在这里展现

震撼人心的勇气与血性，谱写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壮歌。
2021年春节前夕，习主席在贵州考察调研时深情地说：“中国共产

党是为广大人民谋幸福的党，从成立开始，就把为人民服务写在了党的

旗帜上。革命、建设、改革一路走来，已经一百年了，我们党依靠人民战
胜了多少艰难险阻，创造了多少奇迹，取得了多少丰功伟绩，不容易
啊！我们要始终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继续努力，继续前进。”

今天，“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是荣光，是责任。让我们从们从 9090年前年前
那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中，汲取力量，勇毅前行。 ——编编 者者

也许，从发源地到长江入口近 1800

米的落差，注定了它与众不同的野性：

峡滩踵接、波涛汹涌，犹如一条苍劲“巨

龙”穿山裂谷，向东北奔去。

也许，古老神奇的喀斯特地貌，赋

予了它集雄、奇、峻、险、秀于一体的魅

力：两岸悬崖壁立，连嶂耸翠，险峻壮

美，宛如一幅幅天然山水画。

它就是乌江，贵州省第一大河流。

乌江古称延江、黔江，乃长江上游

南岸最大支流。论长度，它在全国河流

中未入前十，但它以流急、滩多、谷狭闻

名于世，自古便有“天险”之称。90 年

前，这道“天险”横在了红军长征途中，

见证了牺牲，也见证了奇迹，在长征史

上留下重重一笔。

2015 年 6 月，习主席考察贵州，首

站遵义，一下飞机，就直奔红军山烈士

陵园，向红军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在

“突破乌江天险”浮雕前，习主席驻足感

叹：“当时要是过不去就危险了……”

2021 年春节前夕，习主席到贵州考

察调研。乌蒙深处，乌江岸边，习主席

陷入沉思：“从这里的悬崖峭壁，就可以

想象当年红军强渡乌江有多难！”

一

人们都称呼乌江是贵州的“母亲河”。

这个称呼，我觉得有两层含义：乌江

发源于磅礴迤逦的乌蒙大山深处，北源

六冲河，南源三岔河，横贯贵州中部及东

北部，其庞大羽状水系孕育了贵州的文

明，此谓一；乌江全长 1037 公里，在贵州

境内有 800 多公里，以母亲般博大的胸

怀，纳百川，集细流，浩浩汤汤汇入长江，

此谓二。

自古以来，乌江就有着重要的军事

战略地位。

《华阳国志·巴志》载，春秋时期，在

南方有一个叫“巴”的诸侯国，与相邻的

楚国战事不断，最终失败。部分巴人退

入黔中，倚靠乌江天险继续抵御楚军。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战国时期，楚威

王遣军循乌江而上，占领了巴国属地及

黔中以西地区。《史记·秦本纪》载，秦国

大将司马错征伐楚国，便是溯乌江而

上，直奔黔中。

时光如水，及至明朝，朱元璋对西南

边疆实行怀柔政策，沿袭唐代以来的土

司制度，始设贵州宣慰司，治所贵阳，由

安氏世袭宣慰使，宋氏世袭宣慰同知。

两宣慰属地以鸭池河（乌江中游黔西段

别称）为界，分别称水西土司、水东土司。

自有“贵州”一名以来，一直到清代

推行“改土归流”，这片土地上沧桑变

幻，演绎了一部西南边地与中原地区的

文明冲突、交融史。

位于乌江北源六冲河上的七星关，

是历代冲突最为集中的地方。

七星关崇崖如劈，悬壁临水，是茶

马古道出滇入黔的第一道关口，与娄山

关、胜境关并列贵州三大名关。

据 传 ，七 星 关 的 来 历 与 诸 葛 亮 有

关。据《西南彝志》《大定府志》《妥阿哲

纪功碑》等古籍记载，诸葛亮南征结束，

率蜀军沿“五尺道”北上回成都途中，于

此处的楚敖山与支持蜀军南征有功的

彝族首领结盟，同时在此设坛祃祀七

星，驻兵七营镇守古道要隘。“七星关”

因此得名。

七星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有

史料及遗址证实的战事就有不少——

1381 年，朱元璋命征南将军傅友德

率大军平定西南，在七星关一带与元军

残部和芒部土司大战数月。次年，傅友

德“得七星关以通毕节”，建关城并派驻

重兵把守。

1859 年，在现赫章县韭菜坪爆发了

陶新春、陶三春兄弟发动的黔西北苗民

起义。为躲避清军围剿，起义军离开韭

菜坪来到七星关。起义军血染江崖，历

经两月攻下这一要塞。

……

而七星关，不过是乌江上游的一处

关隘而已。若纵观乌江全线，要说“十里

一渡，百里一关”亦不为过。才眺古渡孤

舟，又见雄关戍守，千百年来，乌江两岸

不知发生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

二

长征时期，红军在贵州活动时间最

长、活动范围最广。“北渡乌江”和“南渡

乌江”，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两场具有

标志性意义的战役。

“北 渡 乌 江 ”通 常 被 称 为“强 渡 乌

江”。经典电影《突破乌江》展现的就是

红军前卫团 3 次渡江的战斗事迹。然

而，若回溯真实的历史场景，其环境的

险要、战斗的壮烈、场面的宏大，绝非影

片所能完全重现。

1935 年 1 月，贵州正值天寒地冻的

时节。从江西于都河畔走到贵州的红

军，此时所面临的斗争形势远比天气更

为恶劣严峻。

湘江血战后，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

8.6万余人锐减到 3万余人。随后召开的

黎平会议肯定并采纳了毛泽东同志向贵

州西北进军的主张。

当红军一路向黔西北挺进、即将抵

达乌江南岸时，身后的国民党军仍穷追

不舍，薛岳兵团吴奇伟、周浑元部以及

桂军廖磊部距红军仅两三天路程。

黔军侯之担部当时已在乌江北岸

约 100 公里的沿江地带严密布防，不仅

于北岸挖掘战壕、修筑碉堡，还把江上

所有渡船挪到北岸，移不走的便尽数

毁坏。侯之担甚至夸口说，共军远征，

长途跋涉，疲惫之师，必难飞渡。更何

况，乌江本就是“天堑”——江面宽约

250 米，水流湍急，两岸都是悬崖绝壁，

地势险峻，无法攀登，河中暗礁栉比，

摆渡极难。

当时的红军已被敌人围困在长 50

多公里、宽约 30 公里的狭小地带，必须

强渡乌江——渡不过乌江，就极有可能

全军覆没。渡江北上，是粉碎敌人“围

剿”的正确抉择，也是摆在红军面前唯

一正确的路。

1935年1月1日，新年的第一天，雨雪

纷飞。面对前有顽敌、后无退路的处境，

中革军委当机立断，作出分三路渡江的战

斗部署。其中，担任前卫团的红 1军团第

2师第4团，准备抢占江界河渡口。

江界河有新、老两个渡口，两者相距

不远。时任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披蓑

衣、踏草鞋，对地形和敌人火力进行侦察

后，作出决定：佯攻老渡口，主攻新渡口。

1 月 2 日一早，雨雪未停。一部分

红军将架桥材料搬到老渡口边做佯攻，

吸引敌人注意。另一边，由 3 连连长毛

振华率领的几名红军勇士，站在奔腾的

江水边，做好了首批试渡的准备。

毛 振 华 ，是 个 在 湘 江 边 长 大 的 苦

孩子，水性极佳，得知要试渡乌江，主

动请缨。雨雪中，勇士们接过团领导

手中的壮行酒一饮而尽，纵身跃入冰

冷的乌江中。

但由于水流太急、江面太宽，加之敌

人火力阻碍，他们准备架桥的绳索始终无

法拉到对岸，只得返回。首次强渡失败。

到了深夜，4 团又组织 18 人乘 3 只

竹筏再次强渡。因水深浪急，2 只竹筏

被激流冲回南岸，毛振华在内的 5 名勇

士所乘的那只竹筏没有了消息……

1月 3日拂晓，4团接到命令：敌薛岳

兵团离这里不远，须迅速完成渡江任务。

时 间 拖 得 越 久 ，危 险 越 大 。 第 三

次强渡迫在眉睫。上午 9 时许，战斗打

响了。

时隔 90 年，我站在乌江边，听着乌

江那激越水声，看着两岸悬崖峭壁如刀

劈斧削、遥相对峙的险峻景象，不由得想

象，当年那惊心动魄的战斗画面——

执行强渡任务的突击队分乘几只

竹筏，在火力掩护下，冒着敌人的枪林

弹雨，在滚滚波涛中奋力向前划去。敌

人的子弹如急骤的雨点，重重打在江

上、筏上、竹篙上、红军身上……

当竹筏接近对岸时，敌军岗哨下的

石崖里，突然蹿出几个红军官兵向敌射

击，一下子给守敌打了个措手不及。他

们正是前一天晚上失去消息的毛振华

等人。原来，他们当时划到对岸，却无

法联系大部队，便在山崖下潜伏了一

夜。有了援兵，竹筏上的红军官兵士气

大振，趁机快速登岸，合力摧毁了敌人

河岸工事。

未几，敌军预备队匆忙赶来，形势

十分险恶，突击队被迫退守江边。紧急

关头，一直坐镇团指挥所的师长陈光急

调军团炮兵支援，并指挥炮兵连连长、

“神炮手”赵章成连射 3 发迫击炮弹，皆

精准命中目标。红军趁势反击，敌军全

线溃退。

与此同时，南岸渡口处，红军的工

兵们正紧张忙碌地合力架设浮桥。他

们用竹排制作大量门桥，彼此连接后投

入乌江中，形成一座巨大的浮桥迅速向

对岸延伸。这恐怕是千百年来，乌江水

面上的第一座浮桥。

在 4团官兵奋勇作战时，另两路红军

部队也分别在回龙场渡口、茶山关渡口

与敌人激烈交火。红军三路渡乌江，三

路都是“强渡”。1月 6日，中央红军全部

渡过乌江，把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乌江以

东和以南地区。乌江天险被突破！

狭路相逢勇者胜。强渡乌江，是湘江

战役之后，中央红军取得的首个大胜仗，

证明了毛泽东“西进贵州”战略的正确。

更为重要的是，突破了乌江，黔北

重镇遵义城就在眼前了。

9 天后，伟大的遵义会议召开。这

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

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

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

国革命。

三

如果说，红军“北渡乌江”是突出体

现了“勇”的话，那么，“南渡乌江”就更

加体现了红军的“智”。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召开后，中央

红军重振旗鼓，准备由川南北渡长江。

蒋介石急调重兵围追堵截，妄图把红军

消灭在长江以南、乌江以北的狭小地

带。面对危急形势，毛泽东当机立断，

作出了暂缓北上的决定。在经历“四渡

赤水”后，红军突然“回头”向南，返抵乌

江北岸，在金沙县后山拉开了南渡乌江

的序幕。

3 月 29 日，执行先遣任务的红 1 军

团第 1 师第 3 团和军团工兵连先期抵达

江口渡口，砍竹扎排，准备渡江。但白

天强攻未果。当晚，天降暴雨，给红军

先遣部队成功渡江提供了掩护。第二

天拂晓，过江部队迂回到下游梯子岩、

大塘河两渡口，歼灭了守敌，摧毁敌人

江防据点，掩护江北红军从梯子岩、大

塘河、江口等渡口架设浮桥渡江。

乌 江 天 险 重 飞 渡 ，兵 临 贵 阳 逼 昆

明。截至 4 月 1 日，除红 9 军团外，红军

主力均南渡乌江，结束了在黔北地域及

川滇黔边区近 3 个月的辗转战斗，巧妙

跳出了蒋介石亲抵贵阳“督战”部署的

“包围圈”，把几十万敌军甩在了乌江以

北地区，夺取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

四渡赤水战役全面收官，淋漓尽致地展

现了毛泽东同志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声东击西、迷惑敌人，是红军南渡

乌江取胜的重要一招。我们从已解密

的军史材料和参战将士的回忆录中读

到的两则故事，即可窥见一斑。

一 是“遛 敌 探 ”。 当 时 ，在 赤 水 河

东岸负责牵制敌人的红 9 军团抓到一

个敌探，审问后用一块布遮住他的双

眼，故意派两个战士押着他，沿赤水河

岸向北走，让其偷窥战备工事，并“制

造”机会让其逃跑报信，给敌人造成我

军又要渡河北上的错觉。敌王家烈部

本 来 就 要 集 结 于 川 西 南 部 的 古 蔺 地

区，布下“口袋”等红军去钻，这下更确

定了自己的判断。但敌人没想到，几

天以后，红军经枫香坝、沙土，直指乌

江南下。王家烈这才如梦初醒，慌忙

从古蔺撤兵，往南追赶红军。等他们

渡过赤水到达仁怀县时，红军主力部

队已经开始南渡乌江了。

二是“发假电”。中央红军进驻沙

土，在胡家大院设立南渡乌江总指挥

部。此时，敌周浑元、吴奇伟 2 个纵队 6

个师正朝我军追来，红军再度陷入前有

乌江天险和守敌、后有数倍于我追兵的

险境中。中革军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

利用我军掌握的敌军密电码和电文格

式，模仿在贵阳“坐镇”的蒋介石行文风

格和语气，给周浑元和吴奇伟发电报，

要求两军朝泮水、新场、三重堰方向加

速前进……后来，敌军果然中计，偏离

了红军真正的渡江地点，为红军赢得了

宝贵的渡江时间。

如此计谋，令人叫绝。而这次强渡

胜利背后更关键的，是经过遵义会议后

的红军，满怀信心地走到了正确的道路

上。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正义的力量，

人民的力量，红军的力量，坚忍、顽强而

伟大，犹如风疾浪高的乌江，摧枯拉朽，

势不可挡！

四

悠悠往事，历历在目。

在今天的乌江两岸，依然保存着不

少长征战斗遗址，耸立着一座座红军烈

士 纪 念 碑 …… 身 临 其 境 ，顿 感 蕴 含 理

想、智慧和热血的精神气象，从乌江两

岸的林泉烟霞中氤氲而出，穿越时空的

阻隔，化作一束束绚丽、耀眼的光芒。

坐落在金沙县后山乡的钱壮飞烈士

陵园，总有不少人前来祭奠瞻仰。

钱壮飞，是当年中共隐蔽战线“龙

潭三杰”之一。在南渡乌江时，钱壮飞

与大部队失散。当时，周恩来得知消息

后，悲愤地说：一定要把他找到！

但英雄在很长时间内没有任何音讯。

后来，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考

证了英雄失踪之谜，并根据中央党史研

究室的批复，明确——1935 年 4 月 1 日，

英雄钱壮飞牺牲在贵州金沙县后山乡。

据考证，在红军南渡乌江时，钱壮

飞紧急上山制作多个国民党地对空识

别标志；于是，在敌军轰炸机来袭时，

临近渡口的敌机飞行员看到一个个只

有他们才认识的识别标志，便将正在

渡江的红军确认为国民党部队而放弃

轰炸。

钱壮飞下山后，大部队已经离开。

他问路追赶部队时，不幸被地痞黎丛山

图财害命。当地群众冒着极大危险将英

雄的遗体就地掩埋，立石为记。再后来，

乌江渡水库修建时，当地乡政府又将烈

士遗骸迁往后山乡贵山村张家垭口。

为 人 民 牺 牲 的 人 ，人 民 不 会 忘 记

他。2005 年的清明节前夕，由国家安全

部门和金沙县人民政府主持修建的钱

壮飞烈士陵园竣工，对全社会开放。

烈 士 陵 园 里 ，松 柏 高 耸 ，安 静 肃

穆。烈士墓前有两方石柱拱守，上书

“龙潭虎穴建奇功，黔山秀水祭忠魂”挽

联。大山无声，草木无言，悲壮的气息

在四周弥漫，令人肃然起敬。

日月行天，忠烈芳留百世；江河流

地，英雄功存千秋。

喜看今朝，随着洪家渡水电站、东

风湖水电站、乌江渡水电站、构皮滩水

电站等梯级电站大坝的先后建成，在不

少河段，乌江将沉静、澄澈、秀美的一面

展现出来，清凌凌的水面漾动着暖暖波

光。更见那航道疏浚，险滩不复，货物

满仓的船只劈波斩浪、来回奔忙，奏响

了贵州“黄金水道”建设新乐章。

远山如齿，长空染霞，乌江也顿然活

泛起来。江面若镜，倒影流红，宛如一面

面绚烂的旗帜，随风飘扬，绵延远方……

壮哉！乌江。

美哉！乌江。

壮 美 乌 江
■傅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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