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听到你的名字，谁人不心潮涌动

眼前升起雄壮的五指峰

一片红色的山河

在苦难中播种下新中国的种子

每一寸土地，每一株草木

铭记着硝烟滚滚的岁月

多少年轻的面孔，为了理想与中华

握紧抗争的拳头

伟大的领袖，在八角楼上

写下闪光的文字

一条光荣与新生之路诞生

井冈山，你的每一个故事，每一段光阴

我们都熟悉

走进你，像走进了一本历史教科书

处处写满沉甸甸的回忆

捧起红薯饭，喝口南瓜汤

岁月的滋味在心头回暖

党的一百周年，嘹亮的军号

将再次响遍井冈山的山水与村落

我愿像一颗果实，轻轻落在你的根部

八角楼上的灯光
微弱，浅淡，似一只萤火虫

在巨大的黑暗里呼吸

但那么多夜晚过去，它并未熄灭

反而更坚定地，燃烧在寂静的中心

添油，挑灯芯

灯头的火花与思想的火花，共同飞驰

山河动荡的岁月，唯有光能让人安心

夜晚的风，趴在窗外，守着这盏灯

天上的星辰，屏息，俯视着这盏灯

像金色的种子，酝酿着破土勃发

整个井冈山，整个中国

都在等待新生的时刻

一枚枚决定命运的汉字

从灯光里跳出，停顿，思考，凝视

八角楼上的灯光，像一颗定盘星

让苍茫的井冈山安稳下来

会师广场
静静站立在会师广场

遥想当年热烈的场面

两支队伍，两位伟人

像青藤缠绕在一起，像溪水汇聚在一处

无法分开，不分你我

牢牢相握的手，握住革命的希望

真诚有力的拥抱，抱紧五湖四海的兄弟

红色的旗帜交织，如杜鹃漫山遍野

风，吹动广场四周的树林，茂密的绿色

仍在模仿当年的欢呼

云朵在天空，继续会师，远行

我们也不断，从全国向这里涌来

在这里，前可见先辈，后可见来者

党走过了漫长的百年

我们要把幸福的消息，报告给先烈

和他们共同守望着井冈山

一场永不结束的会师，在时光中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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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程礼赞

重温经典·感悟初心

2015年 6月 1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贵州遵义会议纪念馆。在二楼走廊，纪念
馆馆长指着楼旁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槐树
告诉总书记，这棵树，遵义会议时就有了，
当年是一棵小槐树，现在已经长成大槐树
了。总书记指出，要给大家好好讲，告诉
大家我们党是怎么走过来的。

百年风雨路，峥嵘岁月稠。漫漫征程
中，有多少腥风血雨，有多少艰难险阻，又有
多少次转危为安、踏上坦途……

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
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要说清楚这次转折，就要从湘江之战
说起。此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遇到的
一次重大危机。5天 5夜的血战之后，湘
江变了颜色。江边百姓看着血红的江水，
呜咽着发誓：3年不喝湘江水，10年不吃
湘江鱼！

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000余人锐减
到 30000多人。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
以来最壮烈的一战，也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
存亡的关键一战。

在悲壮的气氛中，这支队伍进入湘桂
交界的越城岭山区。如此惨重的损失，像
巨石一样压在红军最高军事领导核心“三
人团”心上。作为党的总负责人，27岁的
博古几乎精神崩溃。他曾举着手枪对着
自己的头部比画。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
伸手夺过他的手枪说：“当心走火……”

下一步的路怎么走？我们要到哪里去？
行进的队伍弯弯曲曲，像一个巨大的问号。

长征队伍中，由于伤病不得不坐担架
行进的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更是忧
心如焚。他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湘江血
战，还见证过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
失败、广昌战役的失利……他们深切感到
党的军事方针、路线出了问题。“中国革命

的道路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这样下去是
不行的”“这支队伍非被断送了不可”。

193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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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红军进军方向问题。周恩
来争取到博古的同意，把并没有军事指挥
权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和政治局
候补委员王稼祥找来一起参会。

有了说话的机会，毛泽东毫不隐讳自
己的观点。他说，情报表明蒋介石已判明
红军是要到湘西去和红二、六军团会师，
因而布好“口袋阵”，集结 20万军队围堵。
如按原定方案，我们等于自投罗网，应该
立即放弃北上湘西的计划，改向敌人兵力
薄弱的贵州挺进，寻机开辟新的根据地。

张闻天、王稼祥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但是，“洋顾问”李德却坚决反对西进，要
按原计划北上。激烈争论中，周恩来提
出，根据现有敌情，先改变行军路线，西进
贵州，再相机北上湘西。党的总负责人博
古点头同意了。当天晚上，中革军委发出
了“万万火急”电令，“我军明十三日继续
西进”“其第一师如今天已抵洪洲司，则应
相机进占黎平”。

红军由此得以进入贵州境内，到达黎
平县城。12月 18 日，长征途中的第一次
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在这里召
开了。

黎平会议上，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
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经过激
烈争论和反复讨论，会议最后通过了根据
毛泽东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
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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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晚上，周恩来把中央政治局决定
的译文送给因病未参会的李德。1972年，
周恩来曾回忆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
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
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
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
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
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
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
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

1934年的最后一天，红军大部队来到
了乌江南岸的猴场（今草塘）。面对波涛汹
涌、吼声如雷的乌江，李德再次变卦。他提
出，红军不要过江，而是在这里建立临时根
据地，再寻找时机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
合，理由为“这是向（共产）国际报过，同意
的”。犹犹豫豫的博古也赞同此说，形势又
一次严峻起来。

中央政治局在猴场那座别具特色的被
称为“一颗印”的藏式建筑中开会，重申了黎
平会议决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
针的决定》，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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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报告”。这就改变了以往由李德、博古主
持下“三人团处理一切”的状态，为后来遵义
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有利条件。

突破乌江、智取遵义，长途跋涉的队
伍，终于有了一个可以休整的机会。欢欣
鼓舞的战士和兴高采烈的百姓当时并不
知道，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正
在紧张筹备中。

这次会议的组织筹备工作，由周恩来
一手操办。而住在遵义新城黔军旅长易
少荃住宅内的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也
在紧张地为会议发言做准备。他们商定
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
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

1935年1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在红军总司令部的驻地——遵义老城枇杷
桥原柏辉章住处的楼上召开。与会者走进
庄重的会场时，他们的脚步是沉重的。会议
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突围
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第一个作报告的是博古，他做了关于第
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中，他把红军的失
利归结为敌强我弱，过多地强调了客观原因。

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做了副报
告。他提出红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
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全
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

张闻天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五次反“围
剿”以来，红军接连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
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下的一系列严重错误，
并揭露了他们试图推脱罪责的本质。1个多
小时的发言逻辑严谨、措辞激烈，发言基调

与博古的主报告完全相反，因而被称为“反
报告”。

张闻天话音刚落，毛泽东接着发言。他
从第五次反“围剿”说起，严厉批评了博古和
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他概括这个错
误在于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
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还具体阐述了
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

随后发言的是王稼祥。他旗帜鲜明地
支持张闻天、毛泽东的发言，批评博古、李德
等人单纯防御的指导思想。他还响亮地提
出请毛泽东出来重新指挥红军，取消博古、
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49岁的朱德是与会者中年龄最大的。
作为红军总司令，他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并
严肃表态：“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
能再跟着走下去！”

随后，聂荣臻、刘伯承、刘少奇、陈云、李
富春、彭德怀等先后发言，对中央军事战略
和军事指挥方面的错误进行了深入剖析，支
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既有报告和“反报告”，也有批评和
“反批评”。李德、博古相继发言，进行了
“反批评”。李德表示，完全、坚决地不同
意对他的批评。博古虽然承认自己有错
误，但不能同意其他同志对他的批评。

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的手稿文献
《（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让我们看到
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成果。这份用蓝墨水
书写的 4600余字的手稿，是遵义会议后，
陈云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
传达提纲。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第一
次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重大
问题的重要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
上开始走向成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里
程碑。

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到贵州视察
时指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
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
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
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
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
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
新阶段”。

伟大的转折
■董保存

几十年来，以“长征”为主题的文艺作
品层出不穷，其中话剧《万水千山》作为新
中国第一部全景式反映“长征”的文艺作
品，更是一部影响深远的经典。

这部话剧的编剧、导演陈其通是一名
老红军。长征胜利后，陈其通采访了众多红
一方面军的战友，以他们的经历为主线，历
时 1年多，完成了《万水千山》剧本的创
作。在剧本中，陈其通真实还原了红
军四渡赤水、爬雪山、过草地、攻破
天险腊子口、飞夺泸定桥等场
景，深刻展现了在风雨如磐的
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
定的信念怎样指引和
激励着红军一路
向前。剧本
完 成 后 ，
由 于

人物众多、故事复杂、场面宏大、对演出场地
要求较高，一时无法排练演出。原总政文工
团成立后，四处找剧本排戏，有人建议时任
总政治部文化部文艺处副处长的陈其通，不
妨把《万水千山》拿来一试。

经过 3 个月的排练，1954 年 6 月，
《万水千山》在北京首演，观众连夜排队
买票，演出场面空前热烈。后来，该剧
又陆续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等场所演
出。很多省市的剧团都专门派人来观摩
取经，然后回去搬演该剧。

在创作、演出和修改过程中，毛主席
观看了话剧《万水千山》，给予了巨大的关
怀和鼓励，并且亲切地接见了作者和演
员，对如何加工修改这个戏，作了极为宝
贵的指示。

1956年，《万水千山》在第一届全国话
剧观摩演出会中拔得头筹，编剧、导演、演

员、舞美设计、舞台管理等均获一等奖。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之际，经

历1年复排的新版《万水千山》公演。老版
话剧展现的是红一方面军的经历，而新版
话剧增加了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情节，并
从六幕剧增加到十幕，更加震撼人心、催人
奋进。

这台话剧也受到了邓小平的重视。
他邀请在京的聂荣臻、王震等老战友
一起观看，共同回顾那段难忘的战斗
岁月。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也
是红军长征胜利75周年。《万水千山》第3
次复排，由陈其通的儿子——一级编导陈
嘉陡执导。这次复排依然继承了原版气势
磅礴的史诗风格，并借鉴运用了多种艺术
手段，再现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演出
借助现代舞美手段，利用声、光、电等技

术，营造了真切的时代氛围和浓厚的戏剧
情境，让写实的画面更真实、写意的画面
更灵动。巍巍雪山、茫茫草原等都全景式
地呈现在舞台上，刚劲有力的舞蹈和气势
恢宏的合唱在幕间穿插，使得场面更加雄
浑悲壮、摄人心魄。
《万水千山》数次复排，带我们重温那

段光辉的历史，感悟永不磨灭的信仰和理
想。经典铸就永恒，经过岁月的淘洗和时
光的打磨，长征精神依然熠熠发光。《万水
千山》每一次复排，都是对长征精神的再
现和弘扬；每一次演出，都是对经典的回
望和致敬。新时代的伟大征程正如一场
接力赛，前进的脚步从未停止。未来，前
方还会有更多的万水千山等着我们去跋
涉，只要我们胸怀远大，追求理想，不懈奋
斗，就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跨越万水千山
■孙 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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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印存心 浩然充两间
葛振亮篆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