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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蒙山乌蒙山，，是云贵高原上的主要山脉之一是云贵高原上的主要山脉之一，，横亘云贵川三省交横亘云贵川三省交
界界。。其山体高大其山体高大，，山势陡峭山势陡峭，，当得起当得起““磅礴磅礴””二字二字。。

红军不怕远征难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万水千山只等闲。。当年当年，，脚蹬草鞋的红军将脚蹬草鞋的红军将
士士，，就是在这片大山中翻山越岭就是在这片大山中翻山越岭、、蹚溪穿林蹚溪穿林，，与数倍于我的敌人展开与数倍于我的敌人展开
回旋战斗回旋战斗，，将我军军事指挥艺术和战斗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将我军军事指挥艺术和战斗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如今如今，，山高坡陡的乌蒙山区山高坡陡的乌蒙山区，，路网纵横交织路网纵横交织，，人民安居乐业人民安居乐业，，处处
处欣欣向荣处欣欣向荣。。春和景明的好时光里春和景明的好时光里，，让我们重回红色旧址让我们重回红色旧址，，感受乌感受乌
蒙山的磅礴蒙山的磅礴，，感悟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感悟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
长征路长征路。。

——编编 者者

重峦叠嶂，沟壑纵横，连绵起伏……

这些词汇，常被人们用来描绘乌蒙

山雄浑阔远的地形。然而，我总觉得它

们难以尽述乌蒙之神韵。或许，是自幼

诵读毛泽东同志《七律·长征》的缘故，

我最为倾心、最为推崇的，始终是那二

字——磅礴！

《现代汉语词典》对“磅礴”有两个

解释：一是（气势）盛大；二是（气势）充

满。当然，面对乌蒙山这一自然与历史

的坐标，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归之于某

一释义；唯有耐心探寻地理、历史、文化

的内在联系，方能领悟其深刻内涵。

外 在 的 磅 礴 ，具 象 而 生 动 。 乌 蒙

山，雄踞于滇东北和黔西北地区，宛如

自青藏高原跃然而下的巨龙猛虎，摇头

摆尾，伸肢展体，大有翻江倒海之势。

牯牛山、韭菜坪恰似其高昂的头颈，仰

望着日月星辰；横江、洛泽河、牛栏江、

南盘江、北盘江，则如同其奔涌的血脉，

滋养着这方土地。

内 在 的 磅 礴 ，抽 象 而 深 邃 。 乌 蒙

山，不仅以其自然景观震撼人心，更以

其深厚的历史底蕴令人惊叹。旧石器

时代，这里便有人类活动；秦汉时期，大

部为夜郎古国领地；在元、明、清三代，

地方彝、苗等部族，或在内部争权掠地，

或与朝廷博弈抗衡。乌蒙山历经沧桑，

见证了当地与中原的文明冲突与融合。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红军长征的

足迹，让乌蒙山的磅礴有了更加深远的

意蕴。

一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召开后，面

对敌军重兵压境，尤其是土城战斗失

利，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根据毛泽东

的意见，决定改变由赤水北上渡江的计

划，向川、滇、黔交界地区集结，再相机

北渡长江。

1 月 29 日，“一渡赤水”取得胜利，

中央红军分三路纵队向川南古蔺、叙永

地区前进。2 月 5 日，在乌蒙山区一个

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政治局召开

会议，讨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随

即，中革军委按中央决定，命令各军团

向滇境扎西（今威信）集中。

扎西地处乌蒙山北延余脉，山势挺

拔陡峻。2 月 8 日，中央政治局在扎西

召开会议，全面总结了五次反“围剿”的

经验教训，讨论了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

和部队缩编等问题。会上，毛泽东提出

了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方

针，得到了一致赞同。扎西会议是长征

中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实际上是遵义

会议的继续。

这一次，中央红军在乌蒙山区的活

动，虽然时间短、范围小，但通过召开“鸡

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等重要会议，让

遵义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得到了落

实，为中央红军回师取得二渡、三渡、四

渡赤水的胜利，并最终跳出敌人包围圈，

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和组织保证。

回 望 历 史 ，如 果 说 中 央 红 军 的 经

历，是“乌蒙磅礴走泥丸”英雄赞歌的

“序曲”，那么，一年后，红 2、红 6 军团在

乌蒙山区与国民党军进行的一场著名

运动战，就是“高潮”了。

2016 年 10 月，习主席在纪念红军

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讲话中，列举了

长征途中 8 次有重大影响的战役战斗，

“转战乌蒙山”便是其中之一。

从 贵 州 省 城 贵 阳 往 西 ，跨 过 鸭 池

河，就进入乌蒙山区。要讲红军乌蒙山

回旋战，就要从抢渡这条河开始。

此时，我正站在贵阳至毕节高速公

路鸭池河大桥一旁的山坡上。极目四

望，群山如髻鬟，岚烟似白鹭。鸭池河

大桥横跨清镇、黔西两县，长 1240 米、

高 434 米。远远望去，它仿佛一只大鹏

展翅翱翔于峡谷之上。

鸭池河属乌江上游，世称“水西要

塞，贵筑藩屏”，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朵朵浪花，折射着血与火的传奇。

红军长征初期，红 2、红 6 军团为策

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坚持在湘鄂川黔

根据地与敌人周旋战斗。在中央红军长

征突破腊子口天险、翻越岷山后，气急败

坏的蒋介石调集重兵，对红 2、红 6 军团

进行残酷“围剿”。军团领导审时度势，

于 1935 年 11 月 19 日率部由湖南省桑植

县出发，开始长征，后进入贵州境内。

他们身后，是数倍于己的敌重兵围

追堵截，恶劣形势依然如阴冷乌云笼罩

着这支红军部队。

1936 年 1 月 19 日，中共湘鄂川黔省

委和军委分会在石阡城召开联席会议，

作出红 2、红 6 军团西渡乌江，到黔西北

建立根据地的战略部署。为迷惑敌人，

军团连克瓮安、平越（今福泉），兵锋直

指贵阳，迫使敌军向贵阳收缩，削减了

其在乌江的防务。随即，他们突然转

向，星夜疾行，直取贵阳以西的鸭池河。

此时正值严冬，寒风凛冽，草木萧

疏。鸭池河水流湍急，两岸悬崖如削。

鸭池河渡口是贵阳通往黔西北的交通

要道，附近驻有敌军 1 个营。

军情危急，刻不容缓！

2 月 1 日，趁着乌江防务空虚，红 2、

红 6 军团以红 6 师为先导，开始抢占鸭

池河渡口。次日凌晨，军团主力相继赶

到鸭池河边，火力压制河对岸敌军，并

夺取船只，开始渡河。

抢渡，速度为先，抢的就是敌人来

不及反应。为了加快渡河速度，红军一

面乘渡船过河，一面在当地群众的帮助

下寻找浅滩架桥。当天下午，红军已全

部渡河成功。傍晚时分，敌人的追兵才

赶到岸边。而此时，军团主力已占领黔

西，开启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新征程了。

“远望一条索，近看鸭池河。敌人

拼命堵，老子硬要过。要过，要过，这就

过！李觉送行蛮不错。你在对岸站岗

哨，我在这里洗个脚。”这首充满革命乐

观主义精神的“标语诗”，出自当时红军

宣传员陈靖之手。

1987 年 3 月，陈靖重走长征路，兴

致勃勃地念起了这首诗。据他回忆，当

时敌李觉纵队尾随红军到了鸭池河南

岸，其前卫哨兵正好同我方后卫哨兵隔

江相望……后卫团领导当即要求搞好

宣传，陈靖灵机一动，脱口而出，随即把

这首诗写在岸边的巨石上，记载下一段

红军传奇。

二

在毕节市七星关区老城区，有一个

叫“百花山”的地方。这一名字因何而

来，少有资料记载。在我看来，山上确

实有“花”，这花非同凡响、十分耀眼。

它 ，便 是 国 家 级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中 华 苏 维 埃 人 民 共 和 国 川 滇

黔省革命委员会”旧址。

走进设在其间的“红军在黔西北”

陈列馆，我的思绪沉浸在一段段精练的

文字里、一幅幅泛黄的图片中、一条条

迂回的路线上。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

命委员会，是红 2、红 6 军团在长征途中

创 建 的 ，其 在 毕 节 活 动 约 有 1 个 月 时

间。在陈列馆展出的珍贵史料中，我看

见当年红军在这里留下的战斗风采——

建立革命根据地。

红 2、红 6 军团抢渡鸭池河后，于 2

月 5 日在黔西县城（今黔西市）召开中

共湘鄂川黔省委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川

滇黔省委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

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在黔西、大定（今大

方县）、毕节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2 月

17 日，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随军迁到毕

节城内百花山福音堂办公。

我在陈列馆看到当年革命委员会发

布的重要布告，其中明确指出：“中华苏

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是

抗日救国政府的中坚支柱，是川滇黔边

省广大民众的临时革命政府。”在黔西北

活动期间，革命委员会派出工作队，深入

城乡发动群众，先后建立 8 个区级苏维

埃人民政权和 95 个乡村苏维埃人民政

权，还建立了中共毕节中心县委。

这些革命政权一经建立，就如一面面

鲜艳红旗飘扬在黔西北大地，极大凝聚和

鼓舞了广大民众的革命斗志与热情。

深入宣传发动。

在红 2、红 6 军团到达的前一年春

天，中央红军长征时就曾在毕节境内活

动，在当地民主人士和劳苦大众中悄然

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为军团开展统一战

线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时任毕节行政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

的莫雄，是国民党阵营中的一股清流，早

年曾为我党情报工作作出重要贡献。

1936 年 2 月，当地地下党组织找其做工

作，莫雄深明大义，率部主动避让，使红

军在三面受敌的危急关头，不费一枪一

弹进驻毕节。莫雄因此被关进南京军法

处监狱，后经多方营救才得以出狱。

辛亥革命元老周素园，乃毕节本地

进步人士，因不满军阀统治，选择归隐

闲居。红军攻下毕节后，红 6 军团政治

委员王震等人亲自上门拜访，诚邀周素

园与共产党合作。周素园欣然应允，牵

头组建“毕节抗日救国会”，并出任“贵

州抗日救国军”司令之职，在毕节掀起

一股抗日救国热潮。随后，他不顾自己

年迈体弱，毅然跟随红军长征到达延

安。其壮举令人动容，传为佳话。

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发动工作，红

军与地方开明绅士、广大贫苦百姓建立

了 深 厚 感 情 。 在 短 短 的 20 多 天 时 间

里，大量当地青壮年纷纷投奔这支“保

护穷人利益的队伍”。

英勇打击敌人。

为了开辟革命根据地、捍卫新生的

苏维埃政权，在这片大山中，红 2、红 6

军团发扬敢于碰硬、不怕牺牲的革命精

神，团结各族人民与国民党军展开了大

小 40 余次战斗，多次成功击退敌人凶

猛进攻，削弱敌人有生力量。

1936 年 2 月中旬，蒋介石调集万耀

煌、李觉等 5 个纵队，气势汹汹地扑向

新成立的黔大毕根据地。其中，万耀煌

部持续向毕节进逼，给川滇黔省革命委

员会带来极大危险。

暗夜沉沉，风拂到脸上，还带着丝

丝寒意。2 月 19 日凌晨，红 6 军团军团

长 萧 克 率 领 红 17 师 官 兵 ，正 在 急 行

军。他们要连夜向毕节城东的将军山

疾进，与先期到达的红 18 师第 53 团会

合，计划在那里打敌人一个出其不意。

将 军 山 ，地 形 复 杂 ，遍 布 密 林 、沟

壑，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抵达战场

后，萧克迅速部署兵力，只待敌人入网。

清晨时分，万耀煌精心挑选 6 个连

500多人组成敢死队，大摇大摆地向将军

山开进，气焰十分嚣张。上午 10时，这支

敢死队进入红军伏击圈。红 50团从正面

率先向敌人开火，红 51团迅速截断敌人

后路。敌人负隅顽抗，但在红军的猛烈

攻击下，很快被全歼。

将 军 山 伏 击 战 ，打 出 了 红 军 的 威

风，使万耀煌部不敢轻举妄动。此后，

红 17 师沿将军山一带高地设防，阻敌 7

天，大大缓解了毕节城区所面临的压

力，为红军赢得宝贵休整时间。

红 2、红 6 军团在黔西北的这些光

辉实践，生动体现毛泽东同志总结的中

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

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

建设。

“三大法宝”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

期革命实践中，历经无数艰难困苦、挫

折磨难，不断摸索、总结、提炼而成的集

体智慧结晶，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高度

概括与升华。红 2、红 6 军团在黔西北

的革命斗争历程，无疑为这一伟大理论

提供了一个生动注脚。

三

怀着崇敬的心情，我驱车从七星关

区出发，一个半小时就到了赫章县哲庄

镇。在那里，我要瞻仰哲庄坝红军战斗

遗址纪念碑。

一路上，车窗外是一望无际的丛林、

连绵起伏的群岭，让人心旷神怡。然而，

在这宽敞平坦的高速公路下，有深谷断

崖，有暗河溶洞，有野径密林……遥想当

年红军长征路，仅凭双脚丈量，其艰难险

阻超乎想象。乌蒙山区独特而险峻的地

理环境，极大限制了国民党军的机动能

力，也为红军创造了绝佳的隐蔽行军条

件和灵活机动的战术契机。

得章坝（今哲庄坝）战斗，是乌蒙山

回旋战中一场至为关键的战斗。它为

红 2、红 6 军团最终冲出敌军包围、继续

北上长征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6 年 2 月，蒋介石调集 100 多个

团、十几万的兵力对黔西北革命根据地

实施“围剿”。敌强我弱，为保存有生力

量，红 2、红 6 军团于 27 日撤离毕节，向

安顺地区转移。红军刚跨过乌江北源

六冲河上的七星关，便被敌人探明动

向。蒋介石急令万耀煌、樊崧甫等 6 个

纵队全力追堵，妄图将这支红军围困于

金沙江以东的川滇黔三省交界区域。

形势危急，红军几乎陷入绝境，如

何跳出敌人包围圈？

3 月 2 日 ，萧 克 、王 震 等 前 往 野 马

川，与红 2 军团军团长贺龙、政治委员

任弼时等见面，召开军团领导人会议

（即“野马川会议”）。

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

会议全面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对

比、兵力布局，以及乌蒙山区的地理位

置、气候条件，最终决定，红军以地处乌

蒙山腹地的赫章为中心，在贵州省的赫

章、威宁和云南省的彝良、镇雄、昭通一

带迂回作战，用虚实结合、声东击西的战

术甩掉敌人追兵，向滇东方向转移。

会后，红军克服种种困难，牵着敌

人的“牛鼻子”在大山深壑里打转，并伺

机歼敌。3 月 8 日，红 2、红 6 军团在取

得以则河战斗胜利后，挥师直指镇雄。

行军途中，获取敌纵队司令万耀煌将率

敌第 13 师经得章坝到镇雄的重要情报

后，贺龙当机立断：设伏得章坝。是夜，

贺龙亲率红 4 师和红 6 师，如暗夜中的

猎豹先期抵达得章坝，预设伏击阵地。

12 日 9 时 许 ，伏 击 战 打 响 了 。 现

在，我们仍能从一些亲历者的回忆录

中，感受这场战斗的激烈——

彼时枪声骤响，雨落地滑。红军战

士如猛虎出山，自西侧制高点向敌军发

起攻势，将正在行进中的敌第 13 师拦

腰截断。敌军顿时乱成一锅粥，首尾难

以相顾，指挥瘫痪失灵。在红军的包抄

之下，敌军迅速溃败。万耀煌被吓得魂

飞魄散，慌忙换上马夫衣服，混杂在溃

兵中逃窜……红军以密集兵力发起猛

攻，与敌短兵相接，反复肉搏 10 余次。

敌军渐渐不支，最终缴械投降。

10 时许，红 6 师第 18 团与沿山坡自

西向东开进的敌军狭路相逢。他们毫不

犹豫，立即向敌军发起猛烈攻击。团政

治委员余秋里在战斗中英勇负伤，失去

了左臂，成为令人敬仰的“独臂将军”。

经过激烈战斗，红军毙伤敌 120 余

人，俘敌 200 余人，缴获轻重机枪 8 挺，

长短枪数百支，辎重弹药 300 余担。

这场战斗，充分展示了红军将士高

超的战术水平和顽强的战斗意志，好似

一记迎头痛击，打疼了国民党军，也为

被围困的红 2、红 6 军团觅得生机。

此战后，惊慌失措的国民党军主力

被红军成功引向东面的镇雄、毕节一带，

西南面仅剩小股军队，防务空虚。红军

抓住战机，如灵动的蛟龙般突然转身西

进，经财神塘战斗后突围，从敌郭汝栋与

樊崧甫两纵队之间穿插而过，成功跳出

了敌人精心构筑的包围圈。随后，他们

继续南下，于 3月 28日顺利抵达南、北盘

江流域之间。至此，历时约 1个月、辗转

千里的“乌蒙山回旋战”胜利落下帷幕。

乌蒙山回旋战，堪称长征途中我军

军事指挥的又一次“神来之笔”。1936

年 11月，毛泽东在陕西与贺龙等同志会

面时，高度赞扬道：“二、六军团在乌蒙山

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

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

江，我们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

巧，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

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

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

四

韭菜坪是乌蒙山脉在贵州境内的最

高峰，海拔 2900米，被称为“贵州屋脊”。

据《威宁县志》载：“九龙山在城东

北 130 里，一名韭菜坪，一峰中峙，九岭

环绕，故名，峰岭盘曲……四面峭壁，惟

鸟道一线通往来。”

春和景明之日，登上韭菜坪之巅，我

心潮澎湃：千山竞秀，万岭奔腾，岚烟缭

绕，仿若一幅浩渺画卷徐徐展开。贵州的

“母亲河”乌江就发源于这莽莽大山中。

我把航拍机放出去，目光紧盯遥控器显示

屏。随着航拍机飞行高度的攀升，“乌蒙

磅礴走泥丸”的景象便汹涌袭来。

巍巍乌蒙，藏不住的雄奇；悠悠岁

月，道不尽的沧桑。

于 此 ，我 深 切 感 受 着 乌 蒙 山 的 磅

礴。它，已不仅仅是一种地理的存在，

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一种伟力的彰

显。这种磅礴之气，与日月同辉，与山

川共存，将永远激励我们昂首奋进！

（学术支持：褚银；版式设计：贾国梁）

乌 蒙 磅 礴
■傅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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