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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云贵高原，草木葱茏，青山如黛。
烟雨朦胧中，耳边传来阵阵清脆童声：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
声碎，喇叭声咽……”

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娄山关红军小学
里，孩子们的朗诵字正腔圆。一双双稚嫩
的小手，一板一眼地表演着由《忆秦娥·娄

山关》改编而成的手势操。
86年过去，岁月淘漉早已洗去历史的

烽烟与征尘。这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如
空气一样融入孩子们的学习与生活。

短短几分钟的表演，带着记者穿越时
空的隧道，去感悟那段“雄关漫道真如铁”
的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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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台上的时空对话

细雨蒙蒙，清晨的雾气笼罩着娄山

关战斗遗址。

娄山关北拒巴蜀，南扼黔桂，为黔

北锁钥，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

站在海拔 1788 米的西风台极目远

眺，雾涌云蒸，苍山如海。

娄山关，昔日红军长征途中至关重

要的这一地点，因为毛泽东的诗词，成

为象征革命浪漫主义的红色地标。

其实，这里曾发生过殊死较量。当

年，红军在绝壁间、山路上与国民党军

展开的两次战斗渐次铺展开来——

1935 年 1 月 7 日，红军在长征途中

攻 占 遵 义 ，红 一 军 团 一 部 迅 即 向 北 进

军，第一次攻占娄山关，为遵义会议召

开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年 2 月，经整编后，红军在毛泽东

指挥下挥师东进，二渡赤水，再占桐梓，

激战娄山关，二战遵义城，击溃和歼灭

国民党军 2 个师又 8 个团。这是长征以

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走下西风台，雨势渐大，记者一路前

行至“娄山关”石刻前。今天的娄山关道

路宽阔，坡度和缓，但依然隐隐透着地势

的险峻。

“真是不容易！”一位老人的感叹把

记者带回 80 多年前的烽火岁月。

当年的娄山关壁石呈锯齿形，耸立

于陡峭山巅之上，那时已有可以通行卡

车、汽车和马车的公路。红军却没有选

择这条公路，而是昼夜行军，沿着崎岖

的小路跑步前进，一路奔袭。

跑，一直向前跑，比敌人的汽车跑

得更快，才能赢得胜利……最终，红军

率先占领娄山关，仅仅比敌人快了五六

分钟，领先两三百米。

悠悠历史长河，五六分钟何其短暂？

莽莽洪荒大地，两三百米又丈量出什么？

亘古至今，除去诗人、哲学家，可能

鲜有人会深入思考这个时空之问。

回眸革命历史，红军将士们用自己

的双脚完成了一场场分秒必争的极限行

军，一次次创下世界军事史上的步兵行

军速度之最。于是，中国革命史上，我们

记住了这样一些伟大时刻：“急战”娄山

关、“飞夺”泸定桥、“抢渡”金沙江……

沿着山路拾级而上，曾经的阵地上

矗立起一座高大的纪念碑，上面刻着张

爱萍将军的手书：“遵义战役牺牲的红

军烈士永垂不朽”。

登 上 小 尖 山 ，风 雨 愈 急 。 悬 崖 陡

峭，峻岭横空，昔日红军战斗过的堑壕、

弹坑如今已覆满萋萋青草。用手轻轻

抚摸刻有“娄山关小尖山战斗遗址”的

岩石，指尖传来阵阵凉意。

当年，在这仅十几平方米的山顶，红

军三军团用石头垒成工事，击溃了敌军一

次又一次疯狂反扑，歼敌600余人。

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战史上惊心动

魄的一幕：军号声瞬间嘹亮响起，整个

娄 山 关 群 峰 间 缭 绕 着 不 绝 于 耳 的 号

音。红军战士跟在指挥员身后，端着刺

刀呐喊着冲出掩体，英勇无畏的身躯向

黔军潮水般推过去。

两次战斗，数百名红军将士血洒娄

山关，长眠于这险峻大山之中。听，风

雨中飒飒的林涛，好像是他们一次次吹

响了冲锋的号角。

古塞荒木，烽烟淡去，斯人已矣。今

天，任何高明的艺术家都无法真实还原

当时的战斗场景。置身战斗遗址，人们

却能感受到红军将士们的浩然之气——

狭 路 相 逢 勇 者 胜 ，越 是 艰 险 越 向

前。面对数倍于己的对手，即使不敌，

也要毅然出击；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

座山、一道岭！

于是，红军将士站起来，站成了刚

劲屹立、剑指长空的苍松翠柏；站成了

连绵起伏、昼夜守护的巍巍群山。

绝知此事要躬行

清 晨 ，记 者 冒 雨 驱 车 前 往 遵 义 市

区。红墙，青瓦，翘角飞檐；木门，石柱，

抱厦环绕。遵义市老城区子尹路 96 号，

一幢二层小楼沿街而立，毛泽东同志题

写的“遵义会议会址”匾额跃入眼帘。

历史长河波涛汹涌。不知是历史

的巧合还是必然，28 年中国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间轴上，遵义会议恰好位于“中

点”——

1935 年 1 月中旬，历经 3 天激辩，最

终确立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和红军

的领导地位。这场生死关头的会议，彻

底改变了中国革命的走向。

“娄山关战斗的胜利，验证了遵义

会议确立的路线的正确性，验证了选择

毛泽东作为党和红军领袖的正确性。”

遵义会议纪念馆老馆长雷光仁引领记

者重温了那段艰难曲折的历史，“长征、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都与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

息息相关。”

那时，中央红军面临的形势十分严

峻。“或者是我们消灭敌人，创造新苏区，

求得休息扩大的机会；或者是我们不能消

灭敌人，长期地为敌人追击堵击与截击，

而东奔西走，逐渐消耗我们自己的力量。”

要想突破重围，路在何方？42 岁的

毛泽东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1935 年 2 月 16 日，在一个同样阴雨

连绵的早晨，一封《告全体红色战士书》

让红军将士重燃斗志。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

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

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

战的胜利。”

闯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中国的

革命中国人自己干。“独立自主”，今天

看来是一条再明显不过的常识，在当时

却是一条不能轻易触碰的“红线”。

在毛泽东指挥下，红军完成了战术转

变。四渡赤水、娄山关大捷，长征中这些

最惊心动魄的精彩军事行动，实践了“在

运动中消灭敌人”这一真理。

纸 上 得 来 终 觉 浅 ，绝 知 此 事 要 躬

行。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一条截然不

同的道路。

冬霜尽染、凄月当空，寒风凛冽、万

木凋零。娄山关大捷后，毛泽东登上险

隘，策马驻足。

多年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起起伏

伏，党和红军发展的曲折经历，如波涛在

毛泽东心头翻涌。他即兴咏词《忆秦娥·

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我们常常追问：什么是真正的革命者？

娄山关一役，共产党人在此作出精

彩诠释：真正的革命者，不是那种满嘴

喊着漂亮的革命口号，大段大段背诵马

列主义著作的人；真正的革命者，是那

些在艰难困苦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毫

不退让妥协的人，是那些越挫越战、甘

为革命洒尽最后一滴热血的人。

今天，在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诗词

碑前，记者重读这段笔走龙蛇、豪迈奔放

的文字，悲壮与欣喜，苦难与胜利，迎着

雨雾扑面而来，迸发出激动人心的力量。

后来，毛泽东在这首词的自注中写

道：“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

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

对中央红军来讲，娄山关大捷意味

着时刻命悬一线的境况已成为历史。

正如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

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的那样：“部队才

获得一场大捷，从 1934 年 10 月 6 日长征

开始后一直盘旋在头顶的阴霾已经被

远远甩开。”

站在娄山关山口，凛风渐止，雨雾

渐收。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从这里出发，中国共产党摆脱重重

羁绊，走上了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重

大问题的正确道路。

从胜利走向胜利

“这场景熟悉又陌生！”西风台上，

一位身材魁梧的青年由衷感慨。

“你是本地人吗？”记者随口问。

“不，我来自临近的四川古蔺县。”

这位名叫李伟的年轻人逐渐打开了

话匣子：“从小听着红军四渡赤水的故事长

大，两次夺取娄山关的故事我更是读过很

多次。不过，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娄山关。”

高中毕业后，李伟参军，从赤水河

边出发，一路向北，来到原武警北京总

队十一支队。这支部队现在调整为中

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礼炮中队。

“我永远难忘那一天——2015 年 9

月 3 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阅兵式上，隆

隆礼炮声响彻天安门广场。”当时执行

司礼任务的李伟动情地说。

从赤水河畔到陕北吴起，中央红军

爬雪山、过草地，转战数省，历时 10 个

月；从娄山关到天安门，2000 公里的距

离，人民军队走了整整 14 年。

“娄山关激战，有多少和自己一样

年轻的红军将士牺牲于此？”凝望眼前

的茫茫云海，退伍老兵李伟心中暗思。

此刻，他的背后，群山默然矗立。

关山万千重，山高人为峰。

曾经，在风雨如磐的长征路上，坚

定的理想信念激励着红军越过一个个

“娄山关”，不畏艰险，一路向前。如今，

长征精神如火炬指引全国人民在新长

征路上万众一心，奋勇前进。

距娄山关 20 公里的沙湾社区，在遵

义汇川区人武部的精准帮扶下，2019 年

已经实现整体脱贫，近 1500 亩的林地、

水田、苗圃铺于群山之间，将今日娄山

关绘成一幅美丽新画卷。

娄山关下，板桥邮局启用了一枚邮

资戳，主图便是“遵义战役牺牲的红军

烈 士 永 垂 不 朽 ”纪 念 碑 。 小 小 一 枚 邮

戳，随着万千封邮件飞往世界各地，将

红色娄山关的故事越传越远……

风雨娄山关风雨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雄关漫道真如铁

沙场回访

青年记者对话党史专家

记者：在娄山关战斗胜利之前，

红军多次受挫。同样是在兵力、装备

等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作战，红军为什

么能够取得这次大捷？

专家：除红军将士勇猛顽强作战

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因素来自红军

指挥员正确果敢的作战指挥。娄山

关战斗是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正确指挥下，

根据敌情变化，出敌不意、适时变换

作战方向，变被动为主动的一次作

战。

在 2 月 25 日的娄山关战斗中，红

三军团于当晚攻占娄山关，夺取了制

高点点金山。国民党军调集 6 个团

的兵力多次反扑，妄图夺回娄山关，

都被英勇的红军将士击退。夺取娄

山关，红军对遵义城的守敌形成了扇

形合围，由此揭开了遵义大捷的序

幕。

记者：《忆秦娥·娄山关》是长征

中毛泽东写下的一篇著名词作。您

是怎样理解这一名篇的？

专家：这首词描写了中央红军在

长征中再攻娄山关、再取遵义的战斗

情景，展示了红军在遵义会议精神的

指引下，坚忍不拔、百折不回、战无不

胜的革命英雄气概。词句直入人心，

历经数十载依旧荡气回肠，传递出历

久弥新的精神力量。

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

军队，没有什么雄关、险隘能够阻挡

其前进的步伐。这支军队迈开大步，

夺关斩将，展现出“狭路相逢勇者胜”

的气概。“在革命战士面前，不相信有

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

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记者：在建党 100 周年的特殊时

间节点，重温娄山关战斗，对我们有

什么现实意义？

专家：今天，历经了百年艰苦岁

月和沧桑巨变之后，我们党已经站上

新的历史起点，也面临许多新的历史

特点。正如习主席所深刻指出，在前

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

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

惊涛骇浪。习主席还强调，我们面临

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

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全过程。

在这样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

我们尤其需要回望初心、强化使命、

坚定信心，重整行装再出发，用战斗

的姿态，越过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梦 想 而 不 懈 奋

斗。这是我们新的长征。

正 如 娄 山 关 一 战 ，虽 取 得 了 胜

利，但从总的战略上看，三万余中央

红军仍未跳出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圈，

红军需再接再厉，乘胜挺进，夺取新

的胜利。今天，在这样的新长征中，

必然会遇到更多的“娄山关”，同样需

要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斗争精

神”。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当严峻形势和斗争任务摆在面

前时，我们的骨头要硬，要敢于出击、

敢战能胜。发扬斗争精神，将初心变

为恒心，把使命强化为担当，我们必

将赢得又一个胜利。

而
今
迈
步
从
头
越

寻访娄山关归来，记者与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
作研究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子君
进行了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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