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5年 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
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
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
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端
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
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党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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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雅娟

尽 管 那 次 著 名 的 会 议 已 经 过 去

86 年 ， 在 老 城 遵 义 仍 不 难 看 到 当 年

的 痕 迹 。

红军坟、红军街、长征街道，老鸦

山的石头上还能看到当年的弹孔。不时

有穿着红军服、头戴红军帽、背着“为

人民服务”斜挎包的观众走进遵义会议

纪念馆。

还有一些痕迹留在看不到的地方，

人 们 笼 统 地 称 之 为 “ 遵 义 会 议 精 神 ”。

22 岁 的 蔡 金 洋 身 上 就 有 这 种 痕 迹 。

2016 年 ， 蔡 金 洋 考 入 遵 义 师 范 学 院 。

浑浑噩噩地过完第一学期后，他报名成

为遵义会议纪念馆的义务讲解员。

他面前的第一道障碍是一本 100 多

页的资料册，一名有经验的讲解员带他

每周学习一部分，他花了一个多月时间

终于背下全本。

有 一 次 ， 20 多 名 解 放 军 官 兵 来 纪

念馆参观，蔡金洋讲解时感到这群观众

跟其他人不太一样。讲到长征途中特别

危急的时刻，别的观众都显得很悲痛，

可是这群军人眼里透着坚定。

这样的眼神给蔡金洋留下极深的印

象。他出生于军人家庭，父母一直希望

他参军。当时正值征兵季，蔡金洋考虑

了一夜，第二天就去报了名，而且要求

去西藏。

入伍那天，蔡金洋一下火车，就被

海拔 4500 多米高原上的大风吹得简直

要 窒 息 。 驻 地 在 那 曲 ， 这 里 的 冻 土 很

厚，只有每年 6-9 月能看到一种矮矮的

小草，除此之外看不到其他植物。野外

驻训时，狐狸和狼会来偷吃东西，狼的

嚎叫声和撕咬食物的声音，令他至今难

忘。一年中四五个月大雪封山，物资只

能靠人背上去，每天吃的菜，是几种耐

储 存 的 蔬 菜 ： 土 豆 、 白 菜 、 萝 卜 ， 土

豆、白菜、萝卜。

“知道西藏的条件艰苦，但真没想

到这么苦。”他有时也有点后悔：怎么

就来了这种地方？

蔡金洋想起当义务讲解员时讲过的

故事。遵义会议纪念馆里陈列的草鞋给

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劝自己：无论如

何，今天的环境比当年好太多了。

2019 年 ， 蔡 金 洋 回 到 学 校 继 续 读

大二。2020 年 10 月，蔡金洋参演学校的

音乐舞蹈史诗 《遵义会议放光辉》，扮演

一个被“红军菩萨”救了的男孩，从少年

演到老年。

演出排练时，好几个同学抱怨太苦。

蔡金洋跟同学说，以前自己也这样容易放

弃，但是现在想法不同了：每当想放弃，

就想想自己已经经历了那么多，放弃实在

太可惜了，“每次坚持一点点，就这么做

下来了”——跟红军长征一样。

上 海 大 学 学 生 章 叶 浩 薇 的 身 上 也 有

“ 遵 义 会 议 精 神 ” 的 痕 迹 。 去 年 毕 业 后 ，

章叶浩薇和 4 名同学一起作为研究生支教

团老师来到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八小学。

支教团里刚好有 3 名党员，他们成立

了临时党支部，遵义大大小小的红色遗址

成了党团活动的必选地。

在娄山关，看到群山高耸连绵，白云

环绕在半山腰上，这些年轻人感到极为震

撼。他们从山脚下出发，沿着人工铺设的

台阶爬山还是感到很吃力。章叶浩薇说：

“这么险的山，真不知当年红军是如何取

得娄山关大捷的。”

娄山关大捷是 遵 义 会 议 后 红 军 的 第

一个捷报，也是长征 以 来 最 大 的 一 次 胜

利 。 遵 义 会 议 结 束 后 ， 红 军 离 开 遵 义 开

始 曲 线 行 军 ， 变 幻 无 常 的 路 线 让 敌 人 琢

磨 不 透 —— 敌 人 部 队 刚 部 署 就 绪 ，红军

却 又 掉 头 行 进 。 1935 年 2 月 ， 红 军 第 二

次 渡 过 赤 水 河 后 又 迅 速 折 回 ， 计 划 第 二

次 攻 占 遵 义 城 。 2 月 26 日 ， 彭 德 怀 率 军

抢 先 攻 占 娄 山 关 ， 据 记 载 ， 仅 早 于 敌 人

几分钟。

站在红军当年走过、战斗过的地方，

这 些 年 轻 人 总 会 谈 论 起 当 年 。 2020 年 4
月，共青团贵州省委发起“青春长征”活

动，全年共有 2000 多万人次青少年参加

了线上线下的活动。

近几年，遵义会议纪念馆和遵义市教

育局合作，培养了很多青少年讲解员。小

学六年级女生张瑞凝读二年级时就成为遵

义 会 议 纪 念 馆 的 “ 小 小 红 色 义 务 讲 解

员”，因为表现出色，她还参加了贵州省

外的很多宣讲活动。这个小姑娘把参加宣

讲活动得到的奖金捐献出去，立志不仅要

讲述英雄模范的故事，还要做像他们一样

的人。

蔡金洋也参加了校内的“红 fans 宣讲

团 ”， 他 希 望 告 诉 更 多 年 轻 人 ， 要 有 理

想、有担当。

那次会议还在影响年轻人

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
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
题。这也是一条真理。我们过去就是由
先生抓着手学写字。从一九二一年党成
立到一九三五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
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
也由先生起草，特别是一九三一年的，
使我们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从那之后，

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我们认识中
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中国人不懂中
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
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
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
对，不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摘自毛泽东 1963 年 9 月 3 日同
外宾的谈话

1935 年 1 月 7 日，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

迎来一支士气不算高昂、极度疲乏的部队。

在 这 之 前 ， 曾 任 纳 粹 陆 军 参 谋 长 的

冯·西克特——有人称他是希特勒最得意

的将军之一——和另外几名德国顾问帮助

蒋介石布置了第五次“围剿”。距离日本

发动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了两年多，东

北全境沦陷已一年多，但对于当时的国民

政府来说，更大的威胁来自国内——日益

壮大的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像是一个会夺走

政权的对手。“剿匪”成为蒋介石坚定不

移的目标。

第五次“围剿”开始后，共产国际派

来 的 德 国 顾 问 李 德 搬 用 正 规 的 阵 地 战 经

验，令装备很差的红军同装备优良的对手

打阵地战、堡垒战，遭遇一次次惨败。1934
年 9 月，敌方各路军队加紧进攻中央苏区，

眼看已无在原地扭转局势的可能，红军被

迫踏上转移之路。

“战略转移”其实更像是一次无目的的

搬家——美国记者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

伯里在《长征》一书中提到，毛泽东曾抱怨

说：“长征事前并无计划，没有让我参加长征

的准备工作。”军队带着许多辎重，其中甚至

还有办公桌椅和档案资料。另一位美国记者

埃德加·斯诺了解到，当时多达 5000 人参与

运输工作。这显然拖慢了行军速度，以至于

一夜只能翻过一个山坳。这支庞杂的队伍从

江西出发后就一直向西北方向行进，敌方不

难预见红军的动向，并布下口袋阵。

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 8.6
万人锐减到 3 万多人。这是红军历史上不

堪回首的一页。

李德的指挥引起越来越多的不满。他

甚至对每门炮的位置以及哨兵设在哪里等

具体问题都要指示。这让聂荣臻很恼火。

1934 年 12 月 12 日 ，中 共 中 央 负 责 人

在湖南通道城恭城书院举行紧急会议，毛

泽东说服大家前往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

几天后，在贵州黎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

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前

进，王稼祥、张闻天也都支持他。李德因病没

有参会，会后，周恩来把会议决定的译文拿

给李德，李德看到这份完全异于自己主张的

会议决定后，非常生气。周恩来的警卫员记

得，周恩来和李德用英文吵架，周恩来气得

拍桌子，拍得桌上的马灯都跳起来。

1935 年 1 月 7 日，红军攻克遵义。1 月

15 日至 17 日这 3 天，每天晚上 7 点钟，举行

了后世所称的“遵义会议”，通常每天持续

四五个小时。

在此后的数年乃至数十年里，这次会

议都是一个巨大的谜。杨尚昆记得，书记员

邓小平坐在角落里忙着记笔记。但在颠沛

流离的战时，当时的笔记全都丢失了。1936
年，斯诺采访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时，似乎

也没人提到这次影响深远的会议，至少斯

诺 没 有 将 它 写 入《红 星 照 耀 中 国》（又译
《西行漫记》）。

直到 1948 年，遵义会议决议公开发表，

外界的人们才终于了解到会上讨论了什么。

这份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

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的文件，严厉批评了

博古和李德：“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同志

（指博古——记者注）特别是华夫同志（即
李德——记者注）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

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

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对军

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

取各种压制的办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

行与创造性是被抹煞了。”

遵义会议召开 30 多年后，关注中国的

海外学者们还在争论：会上遭受严厉批评

的“ 华 夫 ”到 底 是 谁 ？决 议 中 隐 去 的 人 名

“××”和“×××”分别指谁？

1985 年 ，遵 义 会 议 召 开 五 十 周 年 之

际，陈云手稿《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

人们终于弄清了遵义会议的召开日期和参

会人员。

不管当时和后世的争论多么纷乱，人

们能够确定的是，毛泽东重新掌握了军队，

此 时 他 被 完 全 剥 夺 红 军 指 挥 权 已 达 两 年

多。而德国人奥托·布劳恩——他在中国更

为人熟知的名字是李德——从此离开中国

共产党的权力中心，1939 年离开中国。

贺子珍回忆，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向她

感叹：“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她注

意到，这次会议后，毛泽东变得更加周到，

更善于团结别人。

疲劳到极点的红军也在遵义得到了喘

息之机。

上世纪 80年代，索尔兹伯里查阅众多史

料，沿着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开车行进，

采访了许多长征幸存者，写成《长征》一书。他

在书中写道：“在遵义，战士们有了新草鞋，有

的人还有皮底鞋，厚实的衣服，竹编防雨斗

笠和新的草编雨帽。他们的米袋里装满了粮

食，医疗队从药铺里补足了碘酊和氯仿，也

补足了草药。甚至还有新的手电筒、电池，此

外还储存了不少煤油、糖和盐。”

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张小灵告诉中

青报·中青网记者：“遵义是长征途中扩红（即
‘扩大红军’）规模最大的地方之一，有四五千

人参加红军，大部分是年轻人。”

在这四五千名普通人中，少数几人在

史书中留下了名字。

有一个年轻的遵义女孩给陈云留下很

深的印象，陈云化名为廉臣所作的《随军西

行见闻录》中写道：“尤有一事可记者，当红

军在遵义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有一女学生

名叫李小侠者，年约二十，同情红军，在大

会上演讲，后被举为革命委员之一，为当地

学生中之长于交际者。当红军退出遵义时，

李小侠亦随红军而去。”

16 岁 少 年 陈 万 清 也 在 此 期 间 加 入 红

军。4 个月后，他所在的连队将担负强渡大

渡河的任务。营长在该连队点了 16 人，正

准备出发。陈万清哭着从队伍中跑出来，要

求一同执行任务。他成为强渡大渡河的第

十七名勇士。这些普通人书写了未来共和

国的历史。

遵义会议期间，形势越发紧张——蒋

介石调集 40 万大军，想要围歼中央红军。

但毛泽东复出后指挥的第一战并不顺利。

在川黔交界打响的土城战斗，因为情报有

误，红军失利。博古讥讽说“狭隘经验论者

指挥也不成”。

一个月后的娄山关大捷，再次证明了

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这是红军长征以

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四渡赤水，则是一次富有想象力的战

争奇迹。遵义会议纪念馆循环演示这场战

争：红军虽势单力薄、且处于重围之中，但

胜在灵活，神出鬼没。敌军则如同步履笨重

的 巨 人 ，跌 跌 撞 撞 地 追 赶 ，但 总 是 晚 了 一

步。3 万多人的中央红军如同一只灵巧的

猴子，在兵力十倍于己的敌军中往来穿插，

最终跳出重围，掌握了主动。

原本士气低落、身心俱疲的红军，终于

又看到了希望。

党史学家倾向于将遵义会议看作一个

连 续 的 系 列 ， 此 前 的 通 道 会 议 、 黎 平 会

议、猴场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前奏，党内

领导人对于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逐渐达

成共识；其后的鸡鸣 3 省会议、苟坝会议

等，则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权和新

一代领导集体。

这 次 会 议 的 重 大 意 义 ， 学 过 中 学 历

史 的 人 大 都 耳 熟 能 详 。 索 尔 兹 伯 里 写

道 ：“ 遵 义 会 议

结 束 了 。 长 征 继

续 进 行 。 毛 泽 东

在 掌 舵 。 中 国 的

道路——至少今后

半个世纪的

道路——就

这 样 确 定

了。”

在此后的数十年里，这次会议都
是一个巨大的谜。杨尚昆记得，书记员
邓小平坐在角落里忙着记笔记。但在
颠沛流离的战时，当时的笔记全都丢
失了。1936年，斯诺采访毛泽东和其他
领导人时，似乎也没人提到这次影响
深远的会议，至少斯诺没有将它写入

《红星照耀中国》（又译《西行漫记》）。

决定命运的十二天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雅娟

【阅读提要】

2019 年 7 月 10 日，遵义会议纪念馆，遵义市文化小学六年级学生王雁池在给参观者讲解。她是该纪念馆的“红色小小义务宣讲员”之一，做红色精神义务宣讲近两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曲俊燕/摄

“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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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为：“替红军送消息”木板标语、《红军识字课本》、中央没收征发委员会通行证。遵义会议纪念馆馆藏文物

参加遵义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