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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松涛

1935 年 10 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

完成两万五千里长征，奠基陕北。1948 年 3
月 23 日，毛泽东东渡黄河离开陕北。中共

中央在陕北 13 年，以坚贞之志节和务实之

作风，办党，办政权，办人民武装，办群众组

织，办工农业生产，办文化教育，办一切革

命事业⋯⋯移风易俗，建立起一个新世界。

陕甘宁边区成为抗战的堡垒，民主的模范，

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圣地。本文采撷革命

者和边区人民过春节的几个片段，由此可

以窥见延安时代艰苦奋斗、朝气蓬勃的崭

新气象⋯⋯

1936 年春节，准备东征，
毛泽东创作《沁园春·雪》

这 是 党 中 央 达 到 陕 北 过 的 第 一 个

春 节 。

陕北穷，经过长征的中央红军更穷，穷

得揭不开锅了。春节前，毛泽东写信向当地

驻军红 25 军军长徐海东借钱，一开口，借

2500 块大洋。这可不是小数目。这是借钱，

同时包含着试探与考量。红 25 军是红四方

面军的部队。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在长征

中另立中央，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一直在苦

口婆心地做张国焘的工作，希望他纠正自

己的错误。徐海东对党忠心耿耿，以前不认

识毛泽东，见毛泽东亲自开口向他借钱，十

分吃惊，他问供给部部长：咱们的家底有多

少 ？部 长 说 ：7000 块 。徐 海 东 命 令 ：留 下

2000 块，拿出 5000 块，送中央。这笔钱为中

央红军解了燃眉之急。后来毛泽东深情地

说：“徐海东是对革命有大功的人。”

1 月 22 日，腊月二十八，中共中央政治

局 开 会 ，通 过《关 于 张 国 焘 同 志 成 立 第 二

“中央”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成立第

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

革命。”党中央电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他的一

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

1 月 24 日，大年初一，瓦窑堡街头响起

零零星星的炮仗声。没有肉，毛泽东只能吃

了几个素馅饺子。然后，他一声不吭地面对

地图思考着什么。

当时的陕北根据地只有保安、安塞和

瓦窑堡三镇，地域十分狭小，养活本地人都

很困难。中央红军和红 25 军加起来 1 万余

人，要维持生存并寻求发展，必须向三镇之

外想办法。毛泽东提出，组成“中国人民红

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毛泽东和张闻

天商定，在延长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具体作

战方案。

1 月 26 日，正月初三，毛泽东、张闻天

带领随行人员从瓦窑堡出发前往延长。这

天徒步 85 华里，中午啃了几口冷馍馍，晚

上达到延川县王家圪凸村，住老乡家的窑

洞里。

1 月 27 日，正月初四，毛泽东一大早出

发，翻山越岭，下午 4 点多赶到延长县后断

家河村，晚上住在段成章家。段成章看到一

个大个子红军和他的随从个个和蔼可亲，

专门包了肉馅饺子给他们过年。

陕北高原，沟壑纵横，很容易迷路。正

月初五早晨，大个子红军请段成章引路，去

延长县城。段成章二话没说，就领着红军上

路了。第二天段成章返回时，大个子红军递

给他一块银圆，说：“你们一家人很好，在你

们家吃了饭，住了宿，你又给我们带了路，

这 是 补 偿 钱 ，到 街 上 买 几 个 烧 饼 ，路 途 好

吃。”段成章不要钱，转身要走，大个子红军

一 把 拉 住 他 说 ：“ 那 干 粮 也 得 拿 ，要 不 然

50 多里山路你饿着肚子怎能走回去呀！”

说 着 ，拿 了 两 个 馍 馍 ，硬 塞 到 段 成 章 手

里 。段 成 章 走 在 街 上 ，有 人 悄 悄 告 诉 他 ：

“ 那 位 大 高 个 就 是 毛 泽 东 ，你 可 做 了 件 大

好 事 哩 。”段 成 章 一 听 ，后 悔 没 有 多跟毛

主席说几句话。他回到村里见人就说：“我

给毛主席带了路。”

1 月 31 日，正月初八。毛泽东在延长主

持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东征问题。东征的意

见一提出，就引起争论。大家记得，红军长

征经过湘江、大渡河、金沙江、乌江等几条

江河，都是生死之战，现在好不容易有个落

脚之地，又要离开根据地东渡黄河，许多同

志心存顾虑。林彪不赞成东征。彭德怀拥护

毛主席的东征决定，提出东征之后须“绝对

保证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毛泽东不高兴

地说：“你去绝对保证，我是不能绝对保证

的。”他采纳了彭德怀的意见，强调说：“东

征开始后，一定要保证黄河各渡口在我手

中，使我进退有据。”

会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

锋军”东征，由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任

总政治委员。

2 月 7 日，元宵节。毛泽东从袁家沟出

发，冒着大雪，登上高家坬，观察黄河两岸

地形，为渡河东征做准备。高家坬处于群山

之上，极目远眺，千山万壑，白雪皑皑。毛泽

东浮想联翩，诗兴大发，回到袁家沟，在白

育才家窑洞的小炕桌上，挥毫写下千古绝

唱《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
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
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
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
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
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

一等真诗”。古老历史造就的深邃的历史胸

怀，美丽深沉土地培养的宽阔目光，唯人民

独尊意识打造的革命史观，身为草莽而心

在庙堂的创世纪意识，枪杆子笔杆子横扫

一切的强大气场，在这首词中水乳交融般

完美体现，营造和呈现出自然美、历史美、

风流美、今朝美“美美与共”的美妙意境，承

载了中国共产党的豪迈气质和博大精神。

2 月 20 日，毛泽东率大军东渡黄河。两

个多月里，席卷山西 50 余县，筹款 40 余万

块，补充新兵 8000 人，获得大批物资，极大

地改善了红军的补给状况，提高了战斗力，

还扩大了陕北根据地。但令毛泽东无比伤

心的是，陕北根据地的创建人刘志丹在东

征中牺牲了。

1939 年春节，《黄河大合
唱》诞生，毛泽东创词“为人民
服务”

1939 年，中国的半壁河山沦于日本侵

略者手中，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战略相持

阶段。不甘心做亡国奴的大批流亡学生，看

到中国共产党才是可以拯救民族希望之所

在，纷纷涌向陕北，寻求抗战救国的出路，

一时间，天下人心归延安。

延安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陕甘宁边

区 1939 年颁发的《各机关津贴标准》将机

关工作人员的津贴划分为五级，最高的一

级，5 元，发给中央领导及各部门局长以上

干部，毛泽东、张闻天、朱德以及陕甘宁边

区 政 府 主 席 林 伯 渠 ，都 是 每 月 5 元 ；营 团

级 4 元 ，连 级 3 元 ，排 级 干 部 每 月 2 元 ，最

低的五级是 1 元，发给勤杂人员、战士等。

同时期，鲁迅艺术学院的教员一律 12 元，

助 教 6 元 ，知 识 分 子（包 括 作 家、艺 术 家、

医生、技术人员等）的待遇，明显高出党政

军系统。

国民党在 1 月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上

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

并 且 对 陕 甘 宁 边 区 进 行 政 治 和 经 济 的 封

锁，扬言“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

针 对 国 民 党 的 反 共 政 策 ，毛 泽 东 为 了 维

护 抗 日 统 一 战 线 ，提 出 了“ 人 不 犯 我 ，我

不 犯 人 ；人 若 犯 我 ，我 必 犯 人 ”的 应 对 策

略 。“ 人 不 犯 我 ，我 不 犯 人 ；人 若 犯 我 ，我

必 犯 人 ”这 16 个 字 ，后 来 广 为 流 传 ，成为

毛泽东的金句。

为了应对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对边区

的封锁，1939 年 1 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

第 一 届 参 议 会 上 提 出“ 发 展 生 产 ，自 力 更

生”的口号。2 月 2 日，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

上，毛泽东号召大家 ：“自己动手、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边区的部队、机

关、学校的生产运动逐渐开展起来，最终发

展成大生产运动。

春节前夕的 2 月 12 日，印度援华医疗

队到达延安。医疗队的五位大夫为表示对

中国的热爱，均在各自的姓后面加了一个

“华”字：爱德华、柯棣华、巴苏华、卓克华、

木 克 华 。印 度 的 传 统 饮 食 是 甜 的 ，几 位 医

生 在 延 安 吃 不 到 糖 ，个 个 想 念 糖 的 甜 蜜 。

春 节 期 间 ，他 们 看 到 延 安 纷 纷 扬 扬 的 大

雪，感叹说 ：“ 看上去像糖，如果下的是糖

该有多好。”

2 月 18 日，除夕夜。在延河边上的一个

窑洞里，煤油灯忽明忽暗，在医院疗伤的词

作家光未然（张光年）一口气朗诵了 400 多

行的《黄河大合唱》。光未然 1938 年秋冬在

黄河两岸行军，祖国壮丽的山河让他激动，

八路军奋勇抗战的事迹让他感动，他创作

了朗诵诗《黄河吟》。根据作曲家冼星海的

建议，他把《黄河吟》改写成《黄河大合唱》

歌词。除夕之夜，是《黄河大合唱》歌词的首

次亮相。冼星海一听完光未然的朗诵，霍地

一下子站起来，一把把歌词本子抓在手中，

激动地说：“这个东西由我来谱，我有把握

把它谱好。”

光未然知道冼星海谱曲时有吃水果糖

的习惯，可是满延安没有一个卖水果糖的

店，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卖白砂糖的柜台，买

了二斤给冼星海，那砂糖 1 元 1 斤。

《黄河大合唱》的歌词为天才的飞腾提

供了有力的跳板。冼星海一边拿着铅笔写

谱，一边抓把砂糖吃，转瞬间，糖水化为美

妙的乐句。没有钢琴，作曲家打着手势，摇

头晃脑地哼唱，眼睛熬红了，头发散乱了，

嗓子沙哑了。在第五天晚上，他放下手中的

铅笔。伟大艺术的母胎里，新的生命哇哇诞

生。这一年，冼星海 34 岁，光未然 26 岁。

“鲁艺”是世界上最困苦的艺术学院。

学院乃至整个延安没有大提琴、小提琴和

竖琴，更没有钢琴。演奏《黄河大合唱》的乐

器不够，鲁艺音乐系的师生自己动手做。洋

油桶蒙上晒干的羊肚皮，插上一根一米多

长的木头作琴杆，又从饲养员那里讨来马

尾做弓弦，做成了延安历史上第一把大低

音胡。茶缸里装上沙粒做成沙锤，把钢勺子

放 在 水 缸 里 搅 动 出 水 声 波 浪 声 ⋯⋯ 这 些

“土乐器”为《黄河大合唱》的伴奏作出了历

史贡献。

4 月 13 日晚，《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

北公学礼堂首演，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前来

观看。《黄河大合唱》以黄河象征中华民族

的性格和人民的命运，展现了抗日战争的

悲壮画面，展现了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表

现了中华民族阅尽苦难、排山倒海的力量。

演出取得空前成功。冼星海在日记中写道：

“《黄河大合唱》今晚演得相当成功。当我们

唱完时，毛主席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都站

起来，很感动地说了几声‘好’。我永不忘记

今天晚上的情形！”

历史还不会忘记 2 月 20 日，这天是大

年初二。毛泽东在给张闻天的信中，第一次

提出“为人民服务”概念。在中共七大政治

报告中，毛泽东把“为人民服务”定为中国

共产党的宗旨。“为人民服务”成为共产党

人不可动摇的政治伦理和价值认同，成为

每 个 共 产 党 人 心 中 的 信 条 和 行 动 准 则 ，

成 为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最 显 著 标 识 。“ 为 人 民

服 务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取 得 一 切 成功的最

根本秘诀。

1943 年春节，扭“拥军秧
歌”，看“大片”《南泥湾》

“正月里来是新春，抬上猪羊出了门，

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勇的八路

军，嗨呀梅翠花嗨呀海棠花，送给咱英勇的

八呀路军⋯⋯”

1943 年的春节，延安的老百姓敲锣打

鼓，吹着唢呐，扭着秧歌，将猪、羊、鸡、鸡蛋

还有军鞋等，送到部队驻地，慰问八路军，

那真是热闹啊。

1943 年，是中共中央进驻陕北的第 8
个年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仍处于战略

相持阶段。在中国军民的顽强抗击下，侵略

者的败势初显，战略反攻指日可待。大生产

运动的开展，打破了敌人对陕北的封锁，改

善了老百姓的生活，在一派红红火火的气

氛中，延安人民迎来了春节。

2 月 4 日，农历除夕。延安南门外的广

场 上，几 十 支 文 艺 团 体 竞 相 表 演 ，各 显 其

能，热烈的气氛驱走了凛冽的寒风。最引人

注目的是鲁迅艺术学院 150 人组成的“鲁

艺秧歌队”。他们的节目以拥军优属、宣传

生产为主题，“踢场子”“推小车”“跑旱船”

“挑花篮”⋯⋯抒发人民群众对翻身解放的

感激之情，表达对革命胜利的喜悦与期盼。

这些经过改造的秧歌，去掉了旧秧歌中的

低俗内容，紧密结合现实生活，成为寓教于

乐的“解放秧歌”和“翻身秧歌”，古老秧歌

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最受欢迎的是王大

化和李波的《拥军秧歌》。鲁艺戏剧系教员

王大化放下身段，一身民间秧歌手的扮相，

头上扎个朝天小辫子，腰间系着一根红布

条，手拿一面小铜锣，脚上穿着一双带彩球

的鞋子；学员李波穿着红花棉袄红棉裤，背

一只小鼓，一副陕北村姑扮相。王大化会表

演，只见他，上得场来，左右扭着腰，腿抬得

高，脚落得轻，步子飘飘，几步扭下来，赢得

一片喝彩；李波嗓子亮，“猪啊羊啊送到哪

里去⋯⋯”一声未了，赢得一片叫好声。演

出场地周围，屋顶上是人，草垛上是人，墙

头上是人，树杈上是人，半面山坡上也站满

了观众。老百姓说：“过去鲁艺的戏看不懂，

这回看懂了。”延安的春节，成了人民的艺

术节。

“天下闻名的朱总司令，一心爱咱们老

呀百姓，为咱们日子过得美，发动了生产大

呀运动，嗨呀梅翠花嗨呀海棠花，发动了生

产大呀运动⋯⋯”

2 月 5 日，正月初一，秧歌队闹春闹到

枣 园，毛 泽 东、朱 德 等 中 央 领 导 都 来 看 演

出。鼓声隆隆，脚步声声，尘土飞扬，黄尘滚

滚。毛泽东身上落了一层黄土，他看得哈哈

大笑。这时身边有人给毛泽东拿来一个大

口罩，毛泽东不戴，一把把口罩扯了下来。

演出结束后，毛泽东说：“这还像个为工农

兵服务的样子。”朱德总司令说：“不错，今

年的节目和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艺创

作，就是要密切结合政治运动和生产斗争

啊！”他意犹未尽地说：“这都是去年开了文

艺座谈会，你讲话的新气象！”曾几何时，日

寇的飞机空袭来了，延河边的人们都慌着

跑警报，老乡跑老乡的，知识分子跑知识分

子的，两拨儿人连跑警报都不在一条道上

跑。经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的洗礼，“土包子”和“洋包子”打成一

片，同心同德同娱乐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的方向找准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打心

眼里高兴。

这个春节，鲁艺等单位的新秧歌引起

轰动，鲁艺秧歌队演出 40 场，观众两万多

人 。同 时 引 起 全 城 轰 动 的 还 有 电 影《南 泥

湾》，这 是 延 安 文 艺 工 作 者 拍 摄 的 第 一 部

电影。

大生产运动中，三五九旅把没有人烟

的“烂泥洼”建设成陕北的好江南——“南

泥湾”。总政电影团把这一辉煌事迹拍摄成

电 影《生 产 与 战 斗 结 合 起 来》（即《南 泥

湾》)。因 为 条 件 限 制 ，拍 出 来 的 是 无 声 电

影。为达到更好的放映效果，在军委三局、

鲁艺的支持下，电影团的同志借来扩音设

备、留声机和唱片，在放映现场为影片配上

音 乐 ，现 场 进 行 解 说 ，达 到 有 声 影 片 的 效

果，创造了延安自制“有声电影”的奇迹。这

部影片除夕首演，受到朱德、叶剑英、贺龙

同志的高度赞扬。根据朱德总司令的指示，

电影从 2 月 5 日开始在各单位轮流上映。大

年 初 一，在 总 政 军 民 联 欢 会 放 映 ；大 年 初

二，在八路军大礼堂招待劳动英雄及文化

界；从大年初三开始，到部队直属单位和中

央直属单位放映。正月初九，在杨家岭大礼

堂招待中央机关⋯⋯

这 一 年 的 春 节 ，延 安 第 一 次 开 展“ 双

拥”（即“拥护政府、爱护人民”和“拥护军

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运动。春节之前的

1 月 15 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关于拥护

军队的决定》，确定 1 月 25 日至 2 月 25 日为

边区拥军运动月。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

元月 15 日《解放日报》上撰文《造成拥军热

潮，增强拥军工作》，强调“军队的利益和人

民的利益是血肉相连而不可分开的”。八

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和政治部也在 1 月 25
日发布《关于拥政爱民月的工作指示》，确

定 从 2 月 5 日 至 3 月 4 日 为 拥 政 爱 民 运 动

月。2 月 1 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公布《拥政爱

民公约》十条，这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的第一

个拥政爱民公约。

“八路兄弟们个个能，保卫咱边区陕呀

甘宁，帮咱们种来又帮咱们割，哪一家百姓

不呀领情，嗨呀梅翠花嗨呀海棠花，哪一家

百姓不呀领情。你领情来我也领情，赶上那

猪羊向呀前行，一心爱戴咱朱总司令，一心

拥护咱八呀路军，嗨呀梅翠花嗨呀海棠花，

一心拥护咱八呀路军。”鲁艺秧歌队、延安

县秧歌队到部队慰问演出，陕甘宁军区司

令员贺龙翘起大拇指说：“好节目，我非常

赞成你们！”当即命令军需人员：杀猪，蒸馒

头，招待秧歌队员。从这个春节开始的“双

拥”运动，找到了进一步密切军政、军民关

系的载体和抓手。久而久之，“双拥”成为一

个革命传统，一个革命仪式，成为革命文化

的一部分。

黄土高原呼啸的西北风吹得窑洞门口

的春联哗啦啦地响。春节期间，有人得知毛

泽东今年 50 岁了，提出给毛泽东“做生”祝

寿，毛泽东坚决不同意。他话题一转，说：邀

请枣园村年过 60 岁的老人来做客，为他们

集体祝寿。

正月十五这天，毛泽东站在枣园小礼

堂的门口，把 20 多位老人迎进屋子。炭火

烧得屋子里暖洋洋的。毛泽东问大家：干部

和军队砍柴的时候，砍你们的树没有？借你

们的东西还没还？把你们的家具用坏了赔

没赔？放羊的时候，吃没吃你们的庄稼？买

你们的东西，钱给够了没有？他们对群众的

态度好不好⋯⋯老人们争相介绍说，干部

和军队好得很，说话亲切，态度和蔼，见了

老汉叫老大爷，见了老婆子叫老大娘；见人

不笑不说话，做事商商量量的；农忙时候，

他们还帮助我们干活儿，不吃群众的饭，亲

热得跟一家人一样；你想，对这样好的干部

和军队，还能有什么意见！毛泽东说：“你们

批评我们，就是帮助革命。只有批评我们，

才能纠正错误把工作做好，革命就能早日

胜利！”

延 安 革 命 者 接 待 客 人 的 最 高 标 准 是

“四菜一汤”。毛泽东给老人们夹菜、看酒，

他说：“我是这里的一个居民，跟大家接近

得少了，这不对，今后，得和大家多接近。”

其实，每年春节，毛泽东都要给驻地的乡亲

拜年，乡亲们也年年拿着油馍和稠酒给毛

主席拜年。一位老人说：过去，成年累月给

地 主 干 活 儿 ，没 吃 过 饱 肚 子 ，没 穿 过 好 衣

裳，谁还给我祝寿？自从闹革命，翻了身，吃

穿没困难了，毛主席还给我祝寿⋯⋯

毛泽东说：祝你们健康长寿，希望你们

发挥种庄稼的丰富经验，大大地发展生产，

过上更好的日子。

从枣园回家的路上，老人们乘着酒兴，

高兴地扭起了秧歌，撒下一路歌声：“正月

里来是新春，抬上猪羊出了门，猪啊羊啊送到

哪里去，送给那英勇的八路军，嗨呀梅翠花嗨

呀海棠花，送给咱英勇的八呀路军⋯⋯”

1948 年 春 节 ，党 中 央 在
陕北的沟壑里战斗

1947 年 3 月 18 日，国民党胡宗南部队

占领延安。毛泽东说：“我们要以一个延安

换取全中国。”撤离延安之后，毛泽东转战

陕北，拖住国民党的大批军队，为全国的战

略反攻创造了条件。毛泽东说：“我决心与

陕北人民在一起，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

河！”他率领中央机关转战于陕北的沟沟壑

壑，指挥着全国的解放战争和西北战场。彭

德怀率领西北野战军 2 万多名指战员与 20
多万敌军周旋，寻找和制造机会歼灭敌人。

1948 年的春节，鞭炮声与枪炮声交织

在一起。老百姓忙着支前和过年，毛泽东住

在榆林市米脂县杨家沟的窑洞里，忙着制

定政策，忙着写电报，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

利进行精心的谋划。这是中共中央在陕北

过的最后一个春节。

2 月 7 日，腊月二十八，乡亲们悄悄地

在毛泽东窑洞的门口贴了春联。毛泽东在

窑洞里起草了《刘邓部宜组织中等的及大

的歼灭战》，以及《东北野战军应利用冰期

歼灭大批敌人》。

2 月 9 日，除夕，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

草致东北局电报，纠正东北土地改革中打

击面过大的问题。

2 月 10 日，大年初一。陕甘宁边区各机

关庆贺春节，秧歌队、新剧团到各村表演。

西北文艺工作团演出的《地主哭穷》《双报

仇》，群众日报社业余剧团演出的《全家忙》

《参军》，受到欢迎。大胡子诗人柯仲平登台

朗诵，即兴创作了《胜利的秧歌》：“千年古

树开了花，人民力量从来没有这么大；扭呀

扭，歌呀歌，人民要稳稳当当地来当家⋯⋯

我们就要打到南京去，我们就要活捉‘蒋该

杀’！扭呀扭，歌呀歌，加油加油把油加，古

树开花要结果，胜利果实大又多；扭呀扭，

歌呀歌，我们的扭是胜利的扭，我们的秧歌

是胜利的秧歌！”

2 月 11 日，大年初二。毛泽东为中共中

央起草《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

误》，这篇文章收入《毛泽东选集》。这一天，

毛泽东还收到林彪 2 月 12 日致中共中央宣

传部的电报，电报请求有关部门编印《毛泽

东选集》时，如果选用 1930 年 1 月 5 日毛泽

东给林彪的那封信，“不必公布我的姓名”。

这封信对林彪有所批评，他心里一直有些

犯忌。毛泽东为了照顾林彪的面子，后来把

这篇文章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把批

评林彪的话也删掉了。

2 月 12 日，大年初三。彭德怀、习仲勋

命令西北野战军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纵

队分别从米脂、绥德、清涧、延安地区向宜

川开进，准备宜瓦作战。2 月 23 日，噼噼啪

啪的枪声响起来，西北野战军发起了宜川

瓦子街战役，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3 月

3 日，战役胜利结束，击毙敌军长刘戡，敌

人心理和精神都已经崩溃了。4月 22日，人民

解放军收复延安，胡宗南部队仓皇而逃。这

一天，距毛泽东撤出延安 1年 1个月零 3天。

1948 年 3 月 23 日，毛泽东一行在吴堡

县川口渡口东渡黄河，离开战斗了 13 年的

陕北。黄河波涛汹涌，磨盘大的冰块互相冲

撞着发出巨响。过了黄河，毛泽东深情地回

眸陕北，他说：“我们不会忘记他们对共产

党、对人民解放军的一片深情和友谊。”

中国共产党从陕北走向西柏坡，走向

北京，走向全中国的胜利。

抗战期间，在延安召开的群众大会。 本版图片均由视觉中国提供

2009 年 8 月 29 日，北京，中南海新华门影壁

上的“为人民服务”题词，该题词为毛泽东手书。

1938 年 5 月。毛泽东在延安写《论持久战》。

延安时代的春节

2021 年 10 月 18 日，陕西延安，红军长征革命圣地红色旅游景点南泥湾党徽广场，成为中小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