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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四川、陕西、甘肃三省交界处的摩天

岭，是甘肃文县与四川青川县的分水岭。山因

史而著名，史因山而增辉。三国时期，邓艾伐

蜀偷渡阴平，翻越摩天岭，一举灭蜀，摩天岭从

此蜚声中外。1935 年，红四方面军为建立川

陕甘革命根据地，激战摩天岭，写下了光辉的

一页。

红四方面军是红军长征途中进入甘肃省

的第一支队伍，也是红军长征途中进入甘肃陇

南境内的第一支队伍。红四方面军是第二次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诞生

和成长起来的一支劲旅。1932年 10月，红四

方面军主力在连续粉碎敌人的四次“围剿”后，

冲破敌人重重包围，转战到陕西南部的城固，

四川北部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在这里建立

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到 1934 年春夏之际，红

四方面军已由入川时的 1万 7千余人发展到 8
万余人，根据地面积达到 4万多平方公里，人

口5000多万。川陕苏区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

的第二大红色革命根据地。

1935年4月上旬，担任西北路主攻任务的

红三十军、三十一军抵达川甘边界的四川省青

川县一带，开始发起“摩天岭战役”。准备北进

文县，进而攻占天水，夺取甘肃南部，实施创建

川陕甘新苏区计划。红四方面军在青川县蒿

溪镇拱北设立了作战指挥部，徐向前亲自指

挥。

首战五龙山

五龙山位于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沙州镇

（即白水关下古白水县）南侧，山势突兀高耸，

位于川、甘、陕三省结合部，是青川县东北之屏

障，白龙江之咽喉，是进入甘肃南部必经的要

道，古称白水关。胡宗南部丁德隆旅常派一连

兵力驻守沙州中街，并调遣了以陈朗峰为首的

平武民团 30余人驻沙州南坝，以曹子太为首

的广元民团 30余人驻沙州镇下街，另有川军

邓锡候部一个团驻扎在白龙江北岸曹坪村。

1935年 4月 6日，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二

七一团先遣队，从茶坝经天隍赶到了沙州附近

的龙坝嘴抢占了街头制高点五龙山。第二天，

敌军企图偷袭五龙山。红军指战员粉碎了敌

人的两次反扑，在战斗中歼敌百余。五龙山一

战，是摩天岭战役前的一次重要的战斗，这次

战斗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为红军长征进入川甘

边境地区打开了前进的通道。

平台山之战

平台山，海拔1800多米，位于甘肃文县中

庙乡境，与文县碧口镇、青川县沙州镇毗邻，山

高地险，是青川县通往甘肃南部重镇碧口的天

然门户。

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二七一团攻克五龙

山之后，4月 11日，在青川县沙州分兵两路向

平台山顶逼进：一路经狮子梁、桦坪岭、石圈

子、寒坡垭等地进入平台山；一路经严家院、碱

家湾、上岩山、三包口进入平台山。与此同时，

九十三师二七九团也从昭化县宝轮镇（今广元

市利州区宝轮镇）翻越白龙江西岸的高山，由

广元县罗家坝，经截刀梁、茶园，进入青川县茶

坝、骑马，到达沙州，直奔平台山，协助二七一

团作战。

驻守文县碧口镇的敌丁德隆部得知红军

占领平台山并向碧口进攻的消息，慌忙调遣兵

力和碧口镇民团头目赵子厚的200余团丁，于

4月17日，分三路向平台山祖师庙红军营部进

攻。

4月18日，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四团

和红九军一部奉命增援平台山。在敌众我寡、

武器落后、弹药缺乏的情况下，战士们坚持战

斗了 18天，胜利完成了阻敌任务。4月 28日，

红四方面军奉命西进。坚守平台山的红军当

晚全部撤离战场。

血战悬马关

悬马关，地处川甘交界的文县碧口镇李子

坝的北部边缘，地势险要，道路崎岖。关口两

面为悬崖绝壁，中间只有一条一米多宽的通

道，自古以来是甘肃南部的武都县、文县通往

四川平武县、江油县等地的交通要道。

1935年4月10日，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九十

师二六八、二六九团由江油县青林口进入凉

水，途经青川分县（现为青川县）的关庄坝、古

城沟、乐安寺到达薅溪，攻占青川分县，青溪古

城（原青川分县县城）。第二天下午赶至青川

县和文县交界处的黄土梁，红军集结了3个团

的兵力于黄土梁至悬马关一带（相距约 20公

里），准备向驻守碧口的胡宗南部丁德隆独立

旅发动进攻。悬马关一失，碧口无险可守。敌

军丁德隆向胡宗南告急，胡宗南亲驻碧口镇督

战，并招收了一个土匪、地主混合的地方民团

为别动队，在悬马关一带同红军展开争夺战。

4月 12日，国民党第六十师的 3个团开往

悬马关附近的大刀岭一带，并于当晚派1连兵

力在九道拐偷袭红军，激战十多天后，红军粉

碎了敌军第六十师的多次进攻。

激战摩天岭

摩天岭又名青塘岭，为甘川交界处的一座

著名山岭，海拔2227米，关口只有一条一米多

宽的通道，两端多系悬崖绝壁，自古以来就是

甘肃文县通往四川平武、江油等地的交通要

塞。阴平古道就通过于此，历来为兵家必争之

地。史载，魏景元四年（263 年），魏大将邓艾

奉命攻蜀，出奇兵走文县，越摩天岭(又称青塘

岭),偷袭江油关，蜀汉守关将领马邈不战而出

降献关。邓艾最后攻入成都，后主刘禅自缚投

降，蜀国灭亡。

1935年4月10日，红三十军由江油县青林

口进入青川县境内，经凉水、关庄、古城到达青

溪城 (原青川县城)，立即派出一支部队经关

庄抢占川甘交界的自古战略高山险地——摩

天岭。4月11日凌晨，红军指挥部发出了进军

摩天岭的命令。二六三、二六八、二七六团 3
个团的红军战士行程 40多公里，于当天下午

赶到了摩天岭山脚下的蒲家院。

胡宗南深惧红军大部队突破摩天岭而进

入甘肃南部，电令驻守四川松潘的四十九师伍

成仁部从西面向摩天岭逼近，另增调2个旅的

兵力，在通往文县沿途的怀抱树、沙坝里、梁家

坝、石磨河、九洋坝等地设防。

战斗激烈地进行了 18天，敌我双方都有

较大伤亡。红军根据战斗情况判断：从摩天岭

进入甘肃南部已不现实。为保障红军顺利撤

离摩天岭战场，红军指挥部派二六七团增援摩

天岭。

“摩天岭战役”东、西战场近百华里，双方

投入兵力 30个团，数万兵力，战斗十分激烈。

摩天岭一带山大沟深，地形险要，红军后因给

养不足，弹药缺乏，在持续战斗近20天后主动

撤离战场。4 月 28 日，红军奉命全部撤出战

斗，转移到四川平武、江油县境内。

此次战役后，国民党军重兵集结陇南全力

围堵，红四方面军遂改变北上战役计划，继续

向西转移。1935年6月12日，三十军李先念部

率领八十八师及九军一部占懋功，红四方面军

同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四川

省小金县城东部夹金山北麓的达维胜利会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大力提倡军民因陋就

简开展形式多样的体育运动，炼就钢铁般的筋骨，增强综合素质，以

适应革命战争需要。红军各军团、苏区政府机关和各团体热烈响

应，经常组织体育竞赛活动。为全面检阅和促进苏区体育运动的开

展，纪念五卅运动八周年，1933年5月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

央政府决定于5月30日举办中央苏区第一届体育运动大会，并为此

专门成立了运动筹备会。《红色中华》1933年 5月 8日第一版刊登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卅运动筹备会5月5日发出的通知：“在争取完

全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攻时，发展赤色体育运动，养成工农

群众的集团精神与强健体格，适合阶级斗争需要，是非常必需的。

因此，决定于五卅在赤色首都举行全苏区运动会，向敌人作总示威，

要求各苏区于25日前派选手热烈出席(伙食自备)比赛。”临时中央政

府主席毛泽东特地为之题词“锻炼工农阶级铁的筋骨，战胜一切敌

人”。

1933年5月30日下午6点，在瑞金叶坪红军广场，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第一届体育运动会举行开幕式，驻瑞金的各机关、部队和群众

代表近万人参加了开幕式，推举了运动大会主席团、总评判主任和

总裁判。

6月 1日比赛正式开始。比赛项目共有 18项，其中球类包括篮

球、足球、排球、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等；田径项目有跳高、跳远、撑

杆跳、三级跳、铁球、铁饼、标枪、越障，以及50米、100米、200米、400
米赛跑。《红色中华》1933年 6月 4日第四版报道说，早晨 5点 30分，

160名运动员全部集合在运动场，他们有来自前方红一、三、五军团

的代表，红军学校学员，中央政府机关干部，江西、福建各县市选派

的运动员。“当时虽天空阴云密布，小雨纷纷，然仍个个抖擞着自己

的精神。未几银角一吹，比赛开始，这一天全是球类竞赛，篮球、足

球、排球、网球，满场是球。顺次比赛，一军团队，红校队，中央政府

队，国家保卫局队，江西队，身强力壮，跳跃敏捷，特别是少共中央局

队在篮球比赛时，竟以33比1大败江西队，20比0使保卫局队吃了一

个鸭蛋，同时红校的足球队亦颇不弱，以2比0战胜江西队。一直赛

至午12点钟方暂时休息。”下午2时，又进行了室内乒乓球比赛。中

央政府队选手所向无敌，连胜第五军团和保卫局队，取得决赛权。

6月 2日，举行决赛，少共中央局获得篮球、网球和乒乓球的冠

军，保卫局获得田径赛冠军，红校获得足球冠军。

6月3日下午，又举行了各种球类的友谊赛后，中革军委招待了

全体参赛运动员，并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赤色体育运动委员

会，经民主推荐，以项英、王盛荣、邓发、张爱萍、施碧晨等 5人为委

员。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早的主管全国性体育运动的组织

机构。晚上，举行闭幕式，评判主任为运动员颁发奖状和奖品，工农

剧社表演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运动会在热烈喜庆的气氛中圆满

闭幕。

在首都北京中央档案馆，保留着

一份珍贵的《蒙古农民》期刊创刊号

原件，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

少数民族期刊。

《蒙古农民》创办于 1925年蒙古

族青年们在蒙藏学校就读时期，由多

松年负责主笔，乌兰夫负责约稿、编

辑，奎璧负责排版、印刷、征订和发行

工作。

1923年 9月，多松年、乌兰夫、吉

雅泰、奎璧等30多名蒙古族进步青年

考入北京“蒙藏学校”，为培养这批有

生力量，中共北京区委派何孟雄、朱务

善、黄日葵等人轮流深入学校，向他们

宣讲马克思主义理论，明确只有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斗争，才是民族

解放的根本出路。

1924 年 10 月，“蒙藏学校”13 位

进步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李大

钊、邓中夏等人的指导下建起党支

部，多松年任支部书记。1925 年 2
月，负责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编务

的李大钊，深感“蒙藏学校”党支部需

要一个指导工作、宣传发动、鼓舞斗

志的舆论阵地，便指示多松年负责创

办一份党的少数民族期刊。

多松年接受任务后即前往察哈

尔、绥远等地，深入农牧民聚居区调

查、采访，并写下两大本采访笔记。

一个多月后他回到北京，与党支部同

志一起商议，定刊名为《蒙古农民》，

开始议定内容、赶写稿件、设计排版，

很快做出了《创刊号》。

《创刊号》栏目有：“政论”“诉

苦”“醒人录”“好主意”“蒙古曲”等，

文章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置身处地的

实例，讲述蒙古族同胞的苦难现状，

揭露军阀王公的凶狠残暴，旗帜鲜明

地呼吁要翻身解放，就必须奋起反

抗、团结斗争。多松年在《发刊词》中

说：“蒙古族农牧民必须改变三个坏

命运：军阀压迫剥削、王公专制压迫

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创刊号》

的“卷首语”只有 15个字，简洁有力、

直击要害：“农牧民的仇人是——军

阀、帝国主义、王公!”《创刊号》还载有

民歌、漫画等，比如把“外力、军阀、王

公、租税”画成压在农牧民身上四块

大石头；歌谣《蒙古曲》写道：“天光

光，地光光，军阀不倒民遭殃!天光光，

地光光，王公不倒民悲伤!天光光，地

光光，列强不倒哭断肠!”
李大钊看到《创刊号》样本赞扬

道：“松年同志，想不到搞得这样漂

亮，完全像一个老手办的，辛苦，辛

苦！”

1925年4月28日，中国共产党创

办的第一份少数民族期刊《蒙古农

民》在北京出版，刊名用蒙汉两种文

字书写，64 开，每期 15 页，与《新青

年》《向导》等革命报刊一同发行到热

河、察哈尔、绥远等地。它旗帜鲜明，

通俗易懂，体裁多样，有幽默讽刺的

漫画，有简明扼要的政论，更有催人

泪下的故事，深受蒙古族群众欢迎。

封面上有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每份

铜元两枚，农人半价。

《蒙古农民》不但有效地传播了

革命道理，指导少数民族同胞奋起斗

争，还为党培养、锻炼出了一批素质

高、能力强的少数民族干部，参与编

撰《蒙古农民》的多松年、乌兰夫、奎

璧、佛鼎等人先后被党组织派往莫斯

科中山大学、共产国际党校(蒙古)、广
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成为我党少

数民族工作的优秀领导人。

《蒙古农民》诞生于艰苦而危险

的环境中，虽然只出了几期，存在的

时间不长，但仍在宣传影响广大蒙汉

进步青年积极投身革命产生了重要

作用。载入内蒙古革命史册的归绥

各族人民声援“五卅”惨案的反帝运

动、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和内蒙古农工

兵大同盟的相继成立、震惊全国的

“孤魂滩事件”，无疑与《蒙古农民》的

宣传、教育、引导有关。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

御柳斜”，我国很早就有清明时节

插柳植树的传统。植树活动首次

正式成为法定节日是在 1915 年 7
月 31 日，北洋政府规定此后每年

农历清明日为植树节，并举行植树

节仪式。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为

纪念孙中山先生，将他逝世的 3月

12日定为植树节，原来的清明植树

节即告废止。

绿化祖国多植树宣传画（图

一），该画的作者为邬华敏，由四川

人民出版社 1983 年出版。画面

中，两名风华正茂的女青年并肩站

立，右边扛树苗的女青年身着粉红

色毛衣，灰色长裤。她身材苗条，

面目清秀，微侧着脸庞，脸上的笑

容比身后的桃花还美。左边身穿

桔红色针织衫、梳着小辫的女青

年，肩扛铁锹，目视前方。这幅宣

传画色泽艳丽流畅，人物栩栩如

生。其“绿化祖国多植树”的主题

至今仍不过时，观之能激发人们植

树造林的热情。

植树粉彩小碗（图二），这只粉

彩小碗制作于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碗的正面有图案，画面中，青

山如黛，树木葱笼，春光灿烂。两

名少年正在认真地植树。女孩蹲

在地上培土，男孩站在旁边扶树

苗。在他们身边，横放着一把铁

锹，图案的左上方写有“绿化”两个

字。碗底有标识“中国景德镇”5
字，表明这只碗的产地是景德镇。

该碗小巧精致，釉质光洁细腻，画

面色彩搭配和谐一致，清新自然，

展现了时代精神和风貌。

植树节彩绘大瓷盘（图三），瓷

盘绿意盎然，盘中心圆圈内的白底

上绘着5棵大树，寓意“森林”，树下

有“中国植树节”“3.12”的字样，表明

这只瓷盘是为纪念植树节而作。圆

圈外，淡绿色的底子上由内向外有

三层纹饰，最里面一层是如意纹，中

间满绘缠枝纹，上面点缀着菊花和

彩蝶，最外面那层是浅绿和深绿错

落排列的树木。盘子外壁的绿底上

绘有如意纹、菊花纹和缠枝纹，盘底

中间的白底上写有“首都绿化委员

会奖”“1990”字样，表明了这只瓷盘

的用途和制作时间。该瓷盘色彩艳

丽，设计精巧，器型规整，花纹繁而

不乱，确为工艺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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