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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 ，红 25 军 对 敌 斗 争 愈 加 频

繁。从 2 月到 7 月，接连粉碎国民党军两

次大“围剿”，先后进行了文公岭、石塔

寺、紫荆关、袁家沟口等战斗。其中，袁

家沟口一仗，全歼国民党陕军警 1 旅，毙

伤 300 多人、俘敌 1400 多人，缴获轻重机

枪 40 挺、长短枪 1600 余支，红军仅伤亡

100 余人。这一歼灭战是红 25 军长征中

的一次大胜仗。

7 月 15 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长安

县丰峪口召开紧急会议，独立自主地作

出战略决策，决定率红 25 军西征北上，

以“配合主力红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

造 西 北 新 的 伟 大 的 巩 固 的 革 命 根 据

地”。同时决定将鄂豫和豫陕两个特委

合并成鄂豫陕特委，由郑位三和陈先瑞

领导当地游击队等武装，继续坚持鄂豫

陕革命根据地斗争。这一战略决策，完

全符合当时全国革命形势的需要，符合

党中央率领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意

图，反映了红 25 军全体指战员心向党中

央、与主力红军会师的愿望。

16 日 ，红 25 军 踏 上 继 续 长 征 的 道

路。8月 3日，进入甘肃，一路上攻克两当

县城，围困天水。这时，红 25 军得知红

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并继续北上的消息，

果断决定前往陕甘苏区，迎接党中央和主

力红军。为此，政委吴焕先等命令部队到

静宁县城以北 25公里的兴隆镇单家集休

息，开展群众工作，然后向陕北进军。

单家集一带是回民聚居区，在部队

到达前，吴焕先就在红军中进行了党的

民族宗教政策教育，并制定了“三大禁

令，四项注意”：禁止部队驻扎清真寺，禁

止毁坏回族的经典文字，禁止在回民地

区吃大荤；注意遵守回族人民的风俗习

惯，注意使用回民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

回避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

红军到达单家集的第二天，吴焕先

召集当地有声望的老人和阿訇座谈，宣

传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政策，并

讲明红军来此只是稍作休息，不征粮要

款、不拉夫抓丁，以解除回民群众的思想

顾虑，安定人心。会后，吴焕先、程子华、

徐海东等红军领导拜访了清真寺阿訇，

并赠送了绣有“回汉兄弟亲如一家”的锦

幛和 6 只大绵羊、6 个大元宝等礼品。阿

訇们看到红军如此敬重回民，也按照民

族礼节宴请了红军领导，并赶着 30 多只

染成红色的羊，到红军驻地作了回访，并

回赠一面锦旗，上面绣着“劳苦功高”四

个大字。

进驻单家集后，红军严格执行党的

民族政策，普遍开展群众工作，进行助民

劳动。在红军的影响下，很多回族青年

积极加入革命队伍。8 月 17 日，红 25 军

离开单家集，回族群众齐聚街头，为红军

送行。阿訇们望着红军远去的背影，由

衷 感 叹 ：“ 红 军 真 是 仁 义 之 师 ，正 义 之

师。红军好啊！”

红 25军沿着西兰公路东进，9月 7日

到达陕甘苏区边缘的豹子川（今属华池

县）。在这里，省委开了一次会，解决了

两个问题：一是因政委吴焕先牺牲调整

了领导班子。二是对部队进行了进入陕

北革命根据地同陕甘红军会师的动员。

9 月 9 日，红 25 军到达保安县（今志

丹县）永宁山，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

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得到红 25 军到来

的消息后，要求各级党组织立即动员起

来 ，用 各 种 方 式 欢 迎 和 慰 问 红 25 军 将

士。15 日，红 25 军到达延川县永坪镇，

与陕甘苏区的红 26、红 27 军会师。

至此，红 25 军历时 10 个月，途经 4

个省，转战近万里，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这时，红 25 军总共 3400 多人，是各路红

军在长征结束时，总人数比长征开始时

增多的唯一一支部队，成为红军长征史

上的一个奇迹。

10 月 5 日，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路

经兴隆镇，受到回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毛泽东后来在陕北见到徐海东、程子华

时，特意表扬了红 25 军路过兴隆镇时所

做的工作，高度称赞红 25 军路过回民区

时 留 下 了 好 影 响 ，称 红 25 军 政 策 水 平

高，民族政策执行得好。

“仁义之师”红 25军
■孙 彤

正当中央红军的四渡赤水进行到

高潮时，活跃在千里之外的另一支红军

主力——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嘉陵江

畔，也上演了一出可歌可泣的恢宏史

剧，与川南的中央红军遥相呼应。

1935 年 2 月中旬，为配合中央红军

在滇黔边作战，打破国民党军“川陕会

剿”计划，以向四川、甘肃边界发展，红

四方面军回师川北，强渡嘉陵江。

3 月 初 至 11 日 ，红 四 方 面 军 先 后

取得仪陇、苍溪战役的胜利，控制了嘉

陵江东岸除阆中、仪陇以外的北起广

元、南至南部县城的大部分地区，清除

了渡江作战的障碍。而后，红四方面

军开始勘察地形，隐蔽造船，为渡江作

战做准备。

嘉陵江江面宽广，水深流急，沿岸

多是峻岭峭壁，易守难攻，堪称天堑。

此时，国民党川军邓锡侯第 28 军和田

颂尧第 29 军以总共 53 个团的兵力，正

布防于北起朝天驿，南至南部新政坝，

长约 300 公里的嘉陵江西岸上。敌军

在抢走、破坏掉东岸的一切渡河工具

后 ，还 在 西 岸 沿 江 大 修 碉 堡 ，加 强 警

戒 ，企 图 凭 险 固 守 ，阻 止 红 军 渡 江 西

进。能否渡过嘉陵江，不仅关系着红

四方面军的生死存亡，更关系着整个

红军长征战略协同的展开。具有丰富

战斗经验的红四方面军领导深知其中

的 利 害 关 系 ，他 们 实 地 考 察 、反 复 斟

酌，终于将目光锁定在敌军整个江防

的薄弱部——苍溪县塔子山。

3 月 28 日，经过紧张的准备，红四

方面军按计划拉开战斗序幕。由红 9、

红 30、红 3l 军组成的第一梯队，首先投

入战斗。当晚，江面大雾弥漫，随着渡

江令下，50 多只木船如离弦之箭，向敌

岸疾驰而去。借着江涛和夜色的掩护，

直到离敌岸五六十米远时，船只才被敌

哨兵发现。红军如天降奇兵般突然出

现，使沿江守敌措手不及。乘敌军火力

尚未充分展开之时，第一梯队中路红

30 军立即改偷渡为强渡，在火力掩护

下，不顾一切泅水登陆，占领沿江地带，

歼敌 1 个营。随后，又击溃前来增援的

敌江防总预备队 1 个旅，胜利完成突击

渡江任务。与此同时，第一梯队左右两

路也捷报频传。红 31 军在苍溪城北鸳

溪口强渡成功，一举攻占对岸险要阵地

火烧寺，击溃守敌 1 个旅；红 9 军一部在

阆中城北涧溪口顺利渡江，向敌纵深方

向扩展。紧接着，第二梯队红 4 军也从

苍溪渡江投入战斗。而后，方面军各部

队兵分三路，迅速向敌两翼和纵深发展

进攻，席卷沿江敌人。

31 日，红 30 军及红 9 军另一部攻

占剑阁后，向东北疾进，协同红 31 军攻

打剑门关。4 月 2 日，红 9 军一部在红 4

军一部配合下，攻占南部县城，歼敌 3

个团；红 31 军击溃敌刘汉雄部后，迅速

向剑门关推进。剑门关自古为兵家必

争之地，敌军在此广筑碉堡，狂妄地叫

嚣“要使红军插翅难飞”。英勇顽强的

红军将士经过半天激战，全歼剑门关守

敌，使敌军嘉陵江防线彻底崩溃。蒋介

石急忙重新部署，企图形成新的防线，

阻止红军前进。

4 月 10 日，红军先后占领梓潼、青

川，渡过涪江，围攻江油。14、15 日，在

江油城南大量歼灭敌援军。至 21 日，

攻占平武、中坝、彰明、北川等地，声势

浩大的嘉陵江战役宣告结束。

历时 24 天的嘉陵江战役，红军共

歼敌 1 万余人，攻克 8 座县城，控制了东

起嘉陵江、西迄北川、南起梓潼、北抵川

甘边界的广大地区，为红四方面军向川

甘边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从战略上

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

强渡嘉陵江
■史波波

1936 年 2 月 27 日，红二、红六军团

退出毕节，兵分两路，按计划沿毕威大

道向西转移，以期转向安顺。此时，探

明红军动向的蒋介石急令万耀煌、樊崧

甫、郝梦龄、孙渡、李觉、郭汝栋等 6 个

纵队追堵红二、红六军团，企图在毕威

大道以北地区“三方夹击”，一举围歼红

军。形势严峻，再继续南下“黔之腹、滇

之喉”的安顺地区，必将是死路一条。

3 月 2 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

克、王震等军团总指挥部的领导在赫章

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决定改变行军路

线，向西行军，进入贵州省威宁以东的

妈姑地区后，折行向南，以赶在李觉、郭

汝栋两纵队之前，再进入滇东的南北盘

江之间地区，而后相机到达安顺。然

而，就在红二、红六军团加速西进时，敌

军已逐步对其形成三面包围之势，情况

万分紧急。

4 日，红二、红六军团到达妈姑、回

水塘地区，总指挥部经过慎重考虑，令

部队以“打圈子”的战术，甩掉尾追之

敌。随后，部队改变行军路线，向云南

省奎香、彝良方向转进，以利用乌蒙山

山高坡陡的地形地貌，充分发挥机动作

战的优点，与敌周旋。

瑟瑟寒风夹杂着雨雪迎面扑来，红

军将士踏着泥泞的山道，向乌蒙山开

进。红军突然向北转移，令敌军大感意

外。云南军阀龙云急令孙渡纵队到达

滇东昭通地区，企图与国民党中央军首

尾夹击、堵截红军，并急电顾祝同，向其

求援。四川军阀也惧怕红二、红六军团

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在四川建立根据

地，连忙将部队设在川南和金沙江沿

岸，严防红军入川。顾祝同判断红军要

经彝良、盐津北渡金沙江，急忙命令樊、

万、郝 3 个纵队转向西北追击，并调动

川军南出川滇边之白水江岸堵住红军

去路，企图利用川、滇重兵形成严密防

守 ，消 灭 红 二 、红 六 军 团 于 滇 黔 川 边

境。此时，尾追之敌樊崧甫纵队对红军

步步紧逼，与红军殿后部队红 16 师不

断交火，直接威胁红军主力部队转移。

在这种情况下，红二、红六军团总指挥

部决定率主力部队突然南返，杀敌军一

个“回马枪”，以保障红军主力部队顺利

转移。

3 月 7 日，红二、红六军团总指挥部

令红二军团第 4 师和红六军团第 16、第

17 师从奎香回转到以则河、法冲一线

以北山地伏击敌军。为了打击敌人，红

六军团第 16、第 17 师克服重重困难，突

然折头回来，星夜兼程，一口气赶了 50

余里，悄悄进入以则河一带设伏。

8 日清晨，以则河地区浓雾弥漫，

红军将士不顾行军的疲劳和寒冷的天

气，静静埋伏，等待敌人自投罗网。自

负 的 敌 军 根 本 没 想 到 红 军 会 掉 头 回

来，躲在自己眼皮底下。6 时许，敌樊

崧甫纵队先头部队全部进入伏击圈，

红军立刻开火，分左、中、右三路向敌

发 起 包 抄 猛 攻 ，敌 仓 促 抵 抗 ，死 伤 过

半。剩下的敌人又被分割成几股，其

中一股敌人从红军包围圈缺口中狼狈

逃出，向赫章逃窜。当时浓雾仍未散

去，几步开外就无法识别目标。巧合

的是，这股逃窜之敌刚好碰到前来增

援的敌军后续部队，已被红军吓破了

胆 的 双 方 都 以 为 自 己 遭 遇 了 红 军 部

队，于是开始拼命厮杀。双方对射了

好一阵子，才知道打的是自己人，于是

又懊恼地调头去追赶红军。

经过 12 个小时的激战，红军毙伤

和俘虏敌军约 600 余人，缴获大量武器

弹药，虽然未能重创敌军，但是痛歼敌

两个先头连，使其再不敢轻易突进。红

军则乘机迅速撤出战场，返回奎香地

区。随后，红军挥师镇雄，进入西南的

崇山峻岭之中，待敌大部队赶到前，红

军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以则河首战告捷后，红军即转入深

山，沿山路向东南绕行，拟从镇雄以南

跳出敌人包围圈，再经杨家湾穿过毕节

威宁大道去安顺。此时，顾祝同狂妄地

认为，红军是被打得溃不成军，走投无

路才闯入深山，便妄想借机歼灭红军。

于是，他急令各纵队向镇雄疾进，切断

红军去往安顺的道路。当红军行至镇

雄 西 南 面 时 ，敌 万 耀 煌 纵 队 第 99、第

47、第 54 师已到达镇雄县城，其后续梯

队第 13 师拟经过则章坝（今哲庆坝），

向镇雄县集结。

3 月 11 日，红军从万耀煌部两名俘

虏口中得悉，万耀煌亲率第 13 师从赫

章途经则章坝前往镇雄。贺龙、任弼时

当机立断，果断决定改变原计划，立即

命令部队火速赶到则章坝，沿途封锁消

息，准备伏击敌军。

12 日，细雨霏霏，红军将士分三路

轻装前进，分别进至指定位置，设好埋

伏，静待敌军到来。此时，向来自视甚

高的敌纵队司令万耀煌，仗着装备优

良 、兵 多 将 广 ，根 本 没 把 红 军 放 在 眼

里。他带着第 13 师趾高气扬地进入则

章坝，浑然不知自己已踏入红军设好的

陷阱。随着红军指挥员一声令下，轻重

机枪一齐开火，敌军顿时惊慌失措，很

快被红军分割包围于桃园和则章坝，首

尾不能相顾。

则章坝战斗是红军在乌蒙山回旋战

中进行的第二次较大战斗，沉重地打击

了敌军的嚣张气焰。但由于进至镇雄的

敌第 13师收缩较快和第 99师迅速回援，

这场战斗歼敌有限，红军最终未能突破

敌包围。这时，尾追在后的郝梦龄、万耀

煌两个纵队已渐渐逼近，南面的李觉纵

队与红军也相距不远，北面樊崧甫纵队

也在不断寻找红军的踪迹，红二、红六军

团陷入自长征以来最为险恶的处境。

在这危急关头，红二、红六军团果

断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直插樊崧甫纵

队和郭汝栋纵队的接合部，向西北方向

突进。3 月 14 日，红二、红六军团根据

贺龙“谨慎行军、秘密突围”的指令，将

草人置于阵地前，并在树丛中插满红

旗，误导敌军以为红军还在原地。然

后，红军昼夜兼程，悄无声息地从敌夹

缝中穿插出去，突然西进到敌人纵队外

侧，跳出了敌人包围圈。

16 日，红二、红六军团再次进入奎

香地区。两天后，敌军才如梦初醒，连

称中了红军的“空城计”。得知红二、红

六军团再次进入奎香的消息后，顾祝同

急忙重新布阵，妄图在镇雄、威宁和昭

通地区围歼红军。同时，蒋介石判断红

军将北渡金沙江，于是下令沿江修筑严

密工事，加强警戒。但是，红二、红六军

团再次出敌不意，在昭通、威宁之间穿

过孙渡纵队的防线，而后改向东南行

军，直趋滇东，待敌匆匆赶赴滇东时，红

军又突然折回贵州。

3 月 23 日，红二、红六军团血战宣

威城，打退滇军两个旅的进攻，并击溃

郭汝栋的先头部队。随后于 28 日南进

到南北盘江之间。至此，红二、红六军

团历时 1 个月，辗转千里的乌蒙山回旋

战胜利结束。

乌蒙山回旋战是红二、红六军团

战略转移中的一次成功战例，给围追

堵截之敌人以沉重打击，摆脱了强敌

的围攻。

乌
蒙
山
回
旋
战

■
梁

捷
1935 年 10 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

队（由红一方面军第 1、第 3军和军委纵队

改编）长征到达陕北的吴起镇。11月初，

在甘泉地区同红 15军团会师。11月 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下寺湾开会，决定

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

席。同日，西北军委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

番号，陕甘支队改为红 1 军团，红 15 军团

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红一方面军以

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两军会合，令蒋介石极为震惊，立即

令西北“剿总”重新调整“围剿”部署，胁

迫东北军组织 5个师兵力，首先构成沿葫

芦河的东西封锁线，并打通洛川、鄜县、

甘泉、延安之间的联络，构成沿洛河的南

北封锁线，限制红军向南发展，而后采取

南进北堵，逐步向北压缩的战法，企图消

灭红军于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

为了打破国民党军“围剿”，毛泽东

仔细研究了敌情地形，认为国民党军进

攻的关键是构建纵横交错的两道封锁

线 ，而 这 两 道 封 锁 线 的 中 轴 线 是 葫 芦

河。葫芦河成为敌我双方争取主动、夺

取胜利的战略和战役枢纽。

毛泽东与周恩来、彭德怀周密筹划，

将首战目标指向沿葫芦河东进的敌第

57 军，决定集中优势兵力，采取诱敌深

入的战法，力争歼灭东进之敌第 57 军 1

至 2 个师，而后各个歼灭，打破敌之“围

剿”，并向洛川、中部、宜君、韩城以及关

中、陇东一带发展进攻。

为了确保战役胜利，毛泽东等人与

红 15 军团领导反复协商，最终敲定歼敌

战场——位于葫芦河中游，陇东通往鄜

县、宜川的必经之地直罗镇。11 月 6 日

和 7 日，红 1 军团进至鄜县西北的秋林子

和甘泉西南的老人仓地区；红 15 军团攻

占了直罗镇以东的张村驿、东村等地，扫

清了预定作战地区的敌军势力。同时，

红 15 军团第 81 师继续围攻甘泉城，阻止

敌人东进。

11 月初，敌第 57 军到达太白镇后，

停滞不前达半个月。红一方面军决定加

紧对甘泉之敌的围攻，以造成敌人判断

失 误 ，调 动 第 57 军 东 进 。 国 民 党 西 北

“剿总”果然上当，即令第 57 军立即东

进 。 17 日 ，第 57 军 以 1 个 师 留 守 太 白

镇，主力沿葫芦河向鄜县方向前进。

18日，根据敌情发展，毛泽东在张村

驿主持召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做战

役动员与部署，确定了战役计划：主力集

结待机，红 15 军团以 1 个连在阎家村北

山担任警戒，与国民党军接触后，节节抵

抗，把其先头部队第 109 师引进直罗镇，

然后红 1 军团由北向南、红 15 军团由南

向北，两面夹击，求歼敌于直罗镇地区。

19 日下午，红 1 军团进至直罗镇地

区。当日晚向毛泽东、彭德怀报告：敌第

109 师向直罗镇前进，可能会先占领和

巩固北山寺北端高地，不太可能长驱直

入直罗镇，建议红 1 军团除以一部分人

员进行侦察外，主力继续隐蔽待机。

20 日，敌先头部队第 109 师，在飞机

掩护下，分三路沿葫芦河谷及南北山地

向直罗镇推进，在担任警戒任务的红军

部队节节抗击下，16 时进入直罗镇，敌

军 部 及 第 106、第 111 师 进 至 黑 水 寺 地

区。敌军到达直罗镇、黑水寺后，杀鸡宰

羊，大吃大喝，疏于戒备。

红一方面军决定抓住有利战机，集

中两个军团的优势兵力，求歼该敌于直

罗镇地区。

20 日夜，红 1、红 15 军团分别由待机

地域向直罗镇开进，并将进入直罗镇的

敌第 109 师包围。21 日，发起直罗镇战

役。红 1 军团由北向南、红 15 军团由南

向北发起猛攻。激战至 14 时许，该敌大

部被歼，师长牛元峰率残部 500 余人，退

入镇东南的土围内，固守待援。此时，东

西两路国民党援军迫近直罗镇。红一方

面军遂以少数兵力围困第 109 师残部和

阻击由鄜县西援的第 117 师，主力向西

迎击由黑水寺向直罗镇增援的第 106、

第 111 师。该两师被阻击后，因惧怕被

歼，于 23 日下午沿葫芦河西撤。红军冒

雪跟踪追击，在张家湾至羊角台途中，歼

第 106 师 1 个团，敌余部退回太白镇。西

援的第 117 师遭红军阻击后，退回鄜县

县城。23 日午夜，被红军围困于直罗镇

土围子的第 109 师残部待援无望，开始

突围，红军立即发起追击，全歼残敌。

直罗镇战役，红一方面军共歼敌 1

个 师 又 1 个 团 ，毙 敌 1000 余 人 ，俘 敌

5300 余人，缴枪 3500 余支。这次战役的

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

三次“围剿”，为苏区的巩固与发展赢得

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正如毛泽东后

来评价说：“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

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

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

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

行了一个‘奠基礼’。”

左上图：红 15军团庆祝直罗镇战役

胜利大会合影。 资料图片

下图：《奠基礼——欢庆直罗镇大

捷》（油画） 刘文西作

“奠基礼”之战
■褚 银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85周年，本版撷
取了党领导下的四路红色铁流在战略转移中波澜
壮阔的历史瞬间，再现了红军长征的苦难辉煌，以
及红军将士不怕流血牺牲、勇于战斗的革命精神。

长征的历史虽已远去，但长征精神早已融入我
们的血脉，激励着全军将士汇聚起磅礴力量，在新
长征路上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

——编 者

关向应的日记中关于乌蒙山回旋战之则章坝战斗的记载。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