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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至心处诗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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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新时代的军人

要用文字的车轮，把对你的爱

一行一行搬运出来

我调动起一个诗人的想象力

想着你的好，也想你的难

想着你大风中

把头埋下像一头牛

用头颅顶着风雨

爬坡过坎

行走在大漠

行走在草地雪山

从今天的角度看过去

行走在无人区里的一支队伍

那每一个驱动的身影

多像一个个跳跃的音符

在用自己的生命为一首大合唱

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

多像一个个深情的汉字

向脚下的土地表达自己

发自内心的情感

噢，不——请再仔细看看

那分明就是一首诗在走啊

一首前无古人的诗在走着

一直走了二万五千里

才走出一首诗的题目

叫作——长征

那是一个国家

沿着一首诗的韵脚在走着

一块意志的铁，在走

多少年来真的不知道

在这样一场气势磅礴的行走中

是一条道路走成了一首诗

还是一首诗被走成了一条道路

行走在这条路上的人

直到今天依然没有停下

是的，她是迄今为止

世界上最独特的一首长诗

二万五千里的长句，一气呵成

至今我仍然喜爱这首诗的意境

让你在阅读中不仅仅

发出一声声赞叹

而且会让你从内心深处肃然起敬

那是一群人为另一群人

用生命铺设出的一条有韵脚的长路

后来，在这条道路上

行走到最关键时刻，人们坚信着

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

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

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噢，这不仅仅是提醒

这是告诫，更是新长征途中

一声伟大的号令

是啊，无论走到今天还是那些

没有走到今天的人们

在这样一场伟大的集体创作中

把自己融进了一首诗

不可或缺的一个字一个词

把自己化作了红色江山的一部分

像一面鲜红的旗帜

无论是在晴空下还是风雨中

你从任何一个角度看上去

那都是无数颗心织就的锦绣

一支队伍就是追随着心中

那一道红——在走

而这样一条路就是

从上海滩石库门里走出来的

就是从江南烟雨中

那只红船的内心走出来的

在这样一条长长的路途上

无论是那条

走了千年的古丝绸之路

还是今天启航的海上丝绸之路

抑或是沿着二万五千里长路

继续往前走

每一条都是落在后来者

肩上的责任与使命

你看，全球瞩目的杭州峰会

让世界坐在了同一条船上

这条船，从南湖到西湖

沿着一条古老运河

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

两条船，一条轨迹

两个湖，已经是两重天地

当年南湖里的那条红船

在桨橹声里

把身处灾难中的中国人民

划进安全水域

这是让全世界惊叹的一条船

这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条船啊

行进在风平浪静的

西子湖里的这条船

让多少华夏儿女

心潮起伏久久难以平静

群山沸腾的土地上每一寸都有血

鲜花盛开的村庄里每一朵都有心

黎明前提灯的追梦人

每一位怀里都揣着一支歌上路

从石库门走到天安门

每个人都有一颗不变的初心，如同

每一条河流都有着源源不断的热爱

因为，还有那么多路等着我们去走

中国道路上繁花似锦

那是一个国家在走

——中国正在进行新的长征

新长征的脚步
■陈 灿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

后期唯一完整保存的革命根据地。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

主力完成战略转移，长征胜利到达陕

北。陕甘革命根据地从此走上了新的发

展道路，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

的落脚点，也是后来全国抗战爆发后由

红军改编的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的

出发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特殊

而重大的贡献。本文作者习仲勋当时是

陕甘边区的负责人之一，是全程参与陕

甘革命根据地创建、巩固和发展的亲历

者。这篇文章以简洁朴素的语言、客观

细致的笔触，追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

建和发展历程，深情回顾党中央和毛主

席直接领导陕甘革命根据地斗争的难忘

岁月，为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铭记光辉

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提供了生动教材。

1935年 10月，毛主席率领中国工农
红军胜利完成战略转移，长征到达陕北。
从此，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着陕甘革
命根据地的斗争。迅速克服了王明“左”
倾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危机，扭转了局
势，使陕甘根据地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当时，我作为陕甘边区的负责人之一，有
幸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多次聆听
他的教诲。这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在王明“左”倾机
会主义路线失败后保留下的最后一个根
据地。毛主席到达陕北前，陕北的革命
斗争几经起伏。早在大革命时期，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陕西各地就曾经出现
过蓬蓬勃勃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士兵
运动和学生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刘志
丹、谢子长等同志坚持武装斗争，先后组
织了反帝同盟军和陕甘工农红军游击
队，并在陕、甘两省交界的照金创立了小
块的革命根据地。我于 1932 年春在甘
肃两当发动兵变，失败后转到照金。
1932年冬，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正
式成立，由于军政治委员杜衡推行王明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诬蔑刘志丹同志
所坚持的正确路线是什么“游击主义”
“梢山主义”“土匪路线”“老右倾机会主
义”“逃跑路线”，等等，硬要红二十六军
离开根据地，南下终南山，杜衡则借故私
自离开部队。当我军进到蓝田时，被敌
人重兵包围，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
全军覆没，而杜衡这个胆小鬼不久也被
捕投敌，做了叛徒。1933年 8月，我们在
照金根据地陈家坡开会，克服了存在于
一些同志中的右倾失败主义情绪，决定
恢复红二十六军，拉起队伍再干。我们
吸取过去的教训，决定分三路建立游击
区：第一路陕北，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
陇东，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关中，以照
金为中心。1934年冬到 1935年春，我们
分别建立和发展了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
根据地。陕甘边根据地把二、三路连接
起来，北起定边、盐池，南抵三原、淳化、
耀县，东至延安、延长，西达陇东的合水、
庆阳、曲子、环县一带，建立了人民政
权。陕北根据地在陕北特委领导下也建
立了一大片人民政权。这时，在陕北地
区活动的红二十七军也建立起来了。两
个根据地分别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
正式成立了陕甘边区工农民主政府和陕
北省工农民主政府。为了统一党和红军
的领导，1934 年底，陕甘边特委派刘志
丹等同志去延川永坪地区和陕北特委开
联席会议，成立了以刘志丹、马明方、惠

子俊等同志为核心的党的西北工作委员
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同志
任军委主席。刘志丹以军委名义发布了
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命令
红二十六军主力北上陕北作战。1935
年 5月，刘志丹同志兼任前敌总指挥，彻
底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根据
地进一步扩大到二十几个县，陕甘边与
陕北连成一片。后来红二十五军转战千
里来到陕北。这一段，是陕甘革命根据
地和人民武装力量大发展的时期。

不幸，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

影响到陕北。他们不调查研究，不了解
陕甘革命历史，不了解敌情、我情，全凭
主观臆断，强调对外是一切斗争，否认联
合；对内凡不同意他们错误观点的就残
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指责刘志丹同
志等只分川地，不分山地（陕甘边某些地
方土地多，光川地平均每人就有十几亩、
几十亩，群众只要川地不要山地），不全
部没收富农的土地和牛羊，不在游击区
分配土地，是“不实行土地革命”；指责我
们纠正一些人领导赤卫队侵犯贫、中农
利益的违法乱纪的土匪行为是“镇压群
众”；还说我们同杨虎城有联系，是“秘密
勾结军阀”。他们无中生有，无限上纲，
先说我们“右倾”，继而说我们“右倾取消
主义”，更进而说我们是“右派”，诬蔑刘
志丹同志是“白军军官”。当时，蒋介石
正在对陕甘边区进行第三次“围剿”。于
是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怪现象：红军在前
方打仗，抵抗蒋介石的进攻，不断地取得
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
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把刘志丹同志等
一大批干部扣押起来，红二十六军营以

上的主要干部，陕甘边县以上的主要干
部，几乎无一幸免。敌人乘机大举进攻，
陕甘根据地日益缩小。“左”倾机会主义
路线的执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群众
的极大疑虑和恐惧；地主、富农乘机挑拨
煽动，反攻倒算，以致保安、安塞、定边、
靖边等几个县的群众都“反水”了。根据
地陷入严重的危机。

我被扣押了。起初关在王家坪，后
又押到瓦窑堡，和刘志丹等同志一起被
关在一个旧当铺里。“左”倾机会主义路
线的执行者大搞逼供信，搞法西斯审讯

方式，天气很冷，不给我们被子盖，晚上
睡觉绑着手脚，绳子上都长满虱子；一天
只放两次风，看守人员拿着鞭子、大刀，
看到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刀背砍。在
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人被迫害致死。

千里雷声万里闪。在这十分危急的
关头，党中央派的先遣联络员带来了令人
无比高兴的喜讯：毛主席来了！1935年
10月，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进入陕甘边的
吴旗镇，他立即向群众和地方干部进行调
查。当时陕甘边特委的龚逢春同志去迎
接毛主席，向毛主席汇报了陕甘边和陕北
根据地红军胜利发展的情况，又汇报了当
时乱搞“肃反”，把刘志丹等红二十六军的
干部抓起来的问题。毛主席马上下达指
示：立即停止任何逮捕，所逮捕的干部全
部交给中央处理，并派王首道等同志去瓦
窑堡办理此事。我们这一百多个幸存者
被释放了。毛主席挽救了陕甘红区的党，
也挽救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出现了团结战
斗的新局面。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中央
红军和西北红军在直罗镇歼敌一○九师
和一○六师一个团，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

次“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
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毛主席对陕甘根据地的创始人刘志
丹同志和广大干部十分关怀，非常爱
护。志丹同志出狱后，毛主席安排他担
任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
任、北路军总指挥和红二十八军军长。
后来，1936年春，刘志丹同志率部队渡黄
河东征，不幸牺牲于山西中阳县的三交
镇。毛泽东同志题了挽词，称赞刘志丹
同志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
同志题诗说：“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

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同志称
他是“红军模范”。毛主席、周副主席、朱
总司令给予刘志丹同志高度评价，使那
些同刘志丹同志一起工作的干部也受到
很大的鼓舞。

我被释放后，到中央党校学习，以后
相继在地方、部队担任领导工作。在这
些日子里，我有机会多次同毛主席接
触。他有时吸收我参加中央有关会议，
有时找我谈话，有时写信给我，以至题词
勉励我，使我不断受到教育。1935年 12
月 27 日，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
上，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会上，毛主席
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
告，系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完整地阐
述了我党的政治策略，批判了党内过去
长期存在的“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决定
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
略。我凝神谛听毛主席的报告，觉得他
讲的完全合乎实际，路线完全正确。
我感到迷雾顿散，信心倍增。1939 年，
毛主席亲笔在一幅约一尺长、五寸宽
的漂白布上写了“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8 个大字，上款写“赠习仲勋同志”，下署
“毛泽东”。这个题词，我长期带在身边，
成了鼓励我努力改造世界观的一面镜
子。毛主席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倾注了许
多心血，这鲜明地体现了他为党制定的
爱护地方干部和广大干部的政策。

陕甘根据地的危机克服后，毛主席
立即着手把陕甘根据地建成争取北上
抗日的出发地。他根据全国形势和陕
甘根据地的特点，提出在“发展中求巩
固”的方针，命令红军依托陕甘，东渡黄
河，以模范的抗日行动，推动全国抗

日。东征战役扩大了我党我军在全国
人民中的政治影响。那时，蒋介石顽固
地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妄图阻
挡红军向抗日第一线前进，调动了十余
万军队，向陕甘根据地进攻。陕甘一
带，东有晋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北有地
方军阀井岳秀、高桂滋，西有甘、宁、青
马家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南有东北军和
十七路军，我们四面被包围。敌人侵占
了根据地的许多县，地主反攻倒算，群
众遭到残酷杀戮。国民党又在这些地
方复辟了反动统治，建立保甲制度，实
行连环保。为了稳定陕甘根据地，毛主席
命令红军打退了西面和北面的敌人。
我也随军西征，在李富春同志为首的陕
甘宁省委领导下，在陇东的环县、曲子
一带做群众工作。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民族危
机日益深重的形势的发展，1936年9月，毛
主席在保安（今志丹县）召开了中央政治局
会议。这次会议吸收了两个地方干部参
加，我是其中之一。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
央的会议。毛主席一见到我，便亲切地叫

着名字，同我握手。这次会议，主要讨论
《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
国的决议》，讨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
军，反对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会上，
毛主席还总结了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指出
在中心区和边沿区、游击区，因情况不同，
工作方针和任务也应有所不同。他还批评
了王明路线的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参加
这次会议，我受到一次深刻的路线教育，进
一步懂得了：任何革命理论、原则的实行，
都必须同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教
条主义之所以错误，就因为它不问实际情
况，完全从本本出发，生搬硬套；政治路线
错了，组织路线也必然是错的，政治上搞
“左”倾机会主义，必然在组织上搞宗派主
义。同时，思想上也明确了：必须根据形势
的发展，积极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
后，张闻天同志同我谈工作，说对民团、保
甲，都可以搞统一战线，可以先试试。

这次会议后，我被调到关中地区担任
特委书记。关中地区包括甘肃的新宁（宁
县）、新正（正宁）和陕西的赤水（旬邑）、淳
耀（淳化和耀县）等县，像一把利剑插入国
民党统治区，直逼它的战略重镇西安。当
时，我们的游击队只能隐蔽在深山里，活
动很困难，生活很艰苦。根据中央九月会
议决议的精神，我们一面恢复各种秘密组
织，一面建立和发展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关
系。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派别、每一个
社会团体、每一个武装队伍，都根据他们
不同的情况，在抗日救国的总方针下，同
他们接洽、协商、谈判，以订立各种地方
的、局部的，暂时的或长久的，成文的或口
头的协议，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一些单
位，建立起各种不同程度的统一战线关
系。有个国民党的县长同我们有老关系，
我们也同他建立了联系。在四个县的保
安团中，除了一股顽固的地主武装反对我
们以外，其余的都同我们建立了统一战线
关系，他们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情报和枪支
弹药。这样，到“双十二”西安事变时，关
中根据地就全部恢复了，我们的游击队又
壮大了。虽然国民党的政权仍存在，但我
们的政权组织也秘密地建立起来了，公开
的名义叫作“抗日救国会”。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合作后，党
中央、毛主席又领导我们纠正了王明在
那时所搞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领
导权拱手让给蒋介石的右倾错误，克服
了当时边区党委的某些领导人在统一战
线中采取的机会主义立场，粉碎了国民
党的摩擦、蚕食等破坏阴谋，使根据地日
益巩固；还开展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教育等方面的建设，使陕甘宁边区逐步
成为全国的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党中
央、毛主席所在的延安，成了中外闻名的
革命圣地。陕甘宁根据地每前进一步，
都是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分
不开的。陕甘宁根据地人民和全国人
民，都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

习仲勋 出生于 1913年，陕西富平

人。文中身份为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

政治委员，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

席，中共陕甘边特委代理书记、军委书

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关中特

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宣

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中共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广州军

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2002年逝世。

红 日 照 陕 甘
■习仲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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