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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9月17日，红十五军团成立，同一天，红一
方面军的先头部队进驻哈达铺。哈达铺是岷县（今属
宕昌县）南部的一个镇子，系汉、回、藏、羌多民族聚居
区。自古以来，这里就是甘川道上的商贸重镇和军事
要地。三国时期，魏将邓艾从此入川灭蜀。哈达铺盛
产当归，是著名的“岷归”的主要产区，素有“当归之乡”
的美誉。因此，这里商贸繁荣，物资充裕。

9月19日，林彪和聂荣臻随红二师部队进驻哈达
铺。在哈达铺，聂荣臻有一个意外的发现，他回忆说：

“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其中载
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
我说，赶紧派骑兵通信员把这张报纸给毛泽东同志送
去，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这时，毛泽东也十分注意收集国民党方面的报纸，
以便从中找到有价值的信息。9月18日，毛泽东随陕
甘支队第一纵队翻越岷山到达鹿原里，召见侦察连长
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要他们到哈达铺找些“精神食
粮”，只要是近期的报纸、杂志都要找来。因此，在到达
哈达铺之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已经收集到国民
党的报纸。李维汉在回忆中说：“在到哈达铺前，在河
边的一个圩场上，我看见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刘少
奇等同志在一起休息。毛泽东向我打招呼：‘罗迈，你
也来休息一下！’我就下马休息，看到他们正在翻阅一
张国民党的地方报纸，上面登了蒋介石派大军‘围剿’
陕北‘共匪’刘志丹的消息。我们才具体得知有这样大
的红军在陕北苏区积极活动。”

9月20日，毛泽东等进入哈达铺。在这里，他们除
了接到聂荣臻派人送来的报纸外，还收集了不少其他
报纸。

那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从报纸上都得知了
哪些内容呢？9月22日，张闻天在《前进报》第三期上
发表《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一文，内引的有
关报纸报道的内容，应该就是中共中央领导同志获取
的关于陕甘红军和红二十五军活动的信息：

天津反动的《大公报》曾经这样讲到陕西苏维埃革
命运动：徐向前朱毛之趋向，尚不尽明，今姑暂不论甘，
而专就陕事一言。第一，国人应注意者，现在不独陕北
有匪，陕南亦然。徐海东一股，猖獗已久，迄未扑灭，故
论陕乱，不能专看北部。第二，过去所谓陕北，系旧榆
林、绥德、延安属，近则韩城一带亦睹匪踪，是由陕北而
关中矣。第三，就陕北言，兵队确不为多，就全陕论，则
目下集中之军队，殆不下十师以上，而匪方总数，通南
北计之，有械者当不过万余。由第一、二点，可知陕乱
严重之轮廓，由第三点，可知迄今为止，军事效率之不
良，证明此后应努力之点，不仅军事上的问题而已也。

……
关于农村赤化问题，陕北确甚于陕南。……陕北

则有广大之区域，与较久之根据[地]故也。大体言之，
陕北廿三县，近唯井岳秀师担之旧榆林府属五县及米
脂县情形较安，绥德以南，迄延安、鄜州一带，七八百里
间，路早不通，多不可问。近月陷城之县有六，即延长、
延川、安塞、保安、安定、靖边。高桂滋师驻绥德，月下
可维持两三县，余不可及。近时最危者，为延安城之运
命，驻有井、高两师部队，已月余不通音耗，延安以南，
情况更不可知。要之纵横数百里间，殆尽成赤化，较之
赣事紧急时，其区域之广大相若。（七月廿九日社论《论
陕乱》）

……

山西老军阎锡山于七月二十三日在绥靖公署及省
府纪念周报告上也说：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
化，完全赤化者有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现在共党力
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威势……全陕北赤化人
民七十余万，编为赤卫队者二十余万，赤军者二万。（见
七月二十三日《大公报》）

……
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则说：盘踞陕北者为红军廿六

军，其确实人数究有若干，现无从统计，但知其枪有万
余。军长刘子丹辖三师，为主力部队，其下尚有十四个
游击支队。此外各种小组及赤卫队等则甚多。现完全
占领者有五县城，为延安、延长、保安、安塞、安定等。
靖边一度陷落，已收复。本自去岁开到陕北接防担任
剿匪后，与匪大小战不下百余次。……当时曾被占有
十县之地，防线延长，交通不便，如是剿匪更为不易。
现在陕北状况，正与民国廿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见
八月一日《大公报》）

……
关于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该报同时有这样的记

载：徐海东于七月中旬率三千余众，由商县、雒南、镇
安、柞水等县突围而出，是役警备第一旅唐嗣桐旅有两
团覆灭，唐旅长被俘……

张闻天文章中还有这样一段话没有注明出处的引
文：“从反动报纸上看，甘南之东部也有红军游击队的
活动，尤其在庆阳五属。”

张闻天看到的这些报道，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
其他中央领导肯定也是看到的，可以想象，毛泽东、张
闻天、周恩来等人看到这些报道时，心里是有多么高
兴。

这些报纸报道的是刘志丹等领导的陕甘红军粉碎
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第二次“围剿”和红二十五军粉碎
国民党军对鄂豫陕苏区第二次“围剿”、威逼西安的情
况，是发生在两三个月前的事，但是说明：红二十五军、
红二十六军不但存在着，而且十分活跃，在不断发展壮
大，令国民党当局十分头痛，烦闷不安；陕甘边界地区
存在大块根据地，情况甚至可以同1931年中央苏区的
情况相比。

张闻天甚至还以所知道的“徐海东同志所领导的
廿五军以前曾占领甘南之两当、徽县，逼近天水，陷秦
安，渡渭水，而至陕甘之交，取得许多伟大胜利”的情
况，推断红二十五军“现在想来已与陕北之廿六军取得
了联系”。这是多么准确的推断！要知道红二十五军
与红二十六军在永坪会师就在5天前！

从沙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一直把红二十五军、红
二十六军的存在作为北上建立新根据地的有利因素，
在张国焘即将分裂党和红军时，中共中央还以陕甘有
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配合，可以开创新局面去劝告
他。那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还不知道这两支
红军的具体情况，他们对红二十六军情况的了解，来自
随军参加长征并任红军总政治部破坏部（即白军工作
部）部长的原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秘书长贾拓夫。贾拓
夫在1933年夏陕西省委机关由于叛徒杜衡的出卖而
被敌人破坏后，曾与省委其他负责人一起撰写《陕西省
委给中央的工作报告》。《报告》第四部分“红二十六与
二十九军”和第五部分“抗日义勇军”是由贾拓夫撰写
的。他所了解的红二十六军的情况，只是红二十六军
第二团南下渭华失利，以及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
六军第四团，并取得袭击敌人胜利，其他则不知道了。
现在，原先知之不清的红二十六军不但依然存在，而且
发展状况要高出预期很多，且判断红二十五军已可能
与红二十六军取得联系。这说明，红一、红四方面军会
师后，中共中央制定北上的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北上才有出路、才有落脚点、才能大发展！中共中央领
导人能不高兴么！

9月22日，在哈达铺关帝庙里，毛泽东召集红一、
红三方面军和中革军委纵队团以上干部开会。毛泽东
在会上做了政治报告，说：“我们要北上，张国焘要南
下，张国焘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究竟哪个是机会主义？
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
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的路线
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北上先遣队人数是少一点，但是

目标也就小一点，不张扬，大家用不着悲观，我们现在
比1929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我们
现在改称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我兼政
委。支队之下，编为三个纵队，林彪任支队副司令员兼
第一纵队司令员，我任第一纵队政委，下辖一、二、四、
五、十三大队，也就是五个团。二纵队司令员是彭雪
枫，政委是李富春。三纵队即中革军委纵队，由叶剑英
同志任司令员，邓发同志任政委。全支队由7000多人
编成。”

参加会议的杨成武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
当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走向会场时，

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毛主席挥挥手要大家坐下，然
后笑笑说：“同志们，今天是9月22日，再过几天是阳历
10月，自去年我们离开瑞金，至今快一年了。一年来我
们走了两万多里路，打破了敌人无数次的追、堵、围、
剿。尽管天上还有飞机，蒋介石连做梦也想消灭我们，
但是我们过来了，过了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
川，过了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过了腊子口，现在
坐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安安逸逸地开会了，这本身就
是个伟大的胜利！”

毛主席谈到这里，略略停顿了一下，然后诙谐地
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给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比较
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
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听到这里，同志们都按捺不住
内心的激动，热烈地鼓起掌来。

毛主席又挥挥手，要大家安静，并且说：“我们和同
志们都惦念着还在四方面军的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
长。我们也都在惦念着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和五、九军
团的同志们，相信他们是赞成北上抗日这一正确方针
的，总有一天他们会沿着我们北上的道路，穿过草地，
北上陕甘，出腊子口与我们会合，站在抗日最前线的，
也许是明年的这个时候。……”

毛主席最后用洪亮的声音号召大家，经过两万多
里的长征，久经战斗，不畏艰苦的红军指战员是一定
能够以自己的英勇顽强、灵活的战略战术、战斗经验，
来战胜北上抗日途中的一切困难！你不要看着我们
现在人少，我们是经过锻炼的，不论在政治上、体力
上、经验上个个都是经过了考验的，是很强的，我们一
个可以当十个，十个可以当百个。特别是有中央直接
领导我们，这是我们胜利的保证。“同志们，胜利前进
吧，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
就是我们的抗日前阵地！”毛主席挥舞着拳头，结束了
鼓舞人心的讲话。顿时，“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
路线！”“到陕北根据地去！”等口号此起彼伏，响彻哈
达铺上空。

9月23日，在中共中央带领下，红军陕甘支队满怀
信心，从哈达铺出发，踏上向陕甘苏区前进的道路。

为了鼓舞大家向陕北进军，第一纵队政治部宣传
科长彭加伦写了一首歌《到陕北去》：

陕北的革命运动大发展，创造了十几县广大的红
区。

陕北的革命运动大发展，成立了十几万的赤色军
队。

迅速北进会合红军二十五二十六军，消灭敌人争
取群众，巩固发展陕北红区建立根据地。

迅速北进会合红军二十五二十六军，消灭敌人争
取群众，高举抗日鲜红旗帜插到全国去。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八辑）

王新生
WANG XINSHENG

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研究

员。主要研究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历史，尤其是

土地革命战争史。著有《穿越历史时空看长征》

等，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共党史研究》

《党的文献》《近代史研究》等报刊上发表论文3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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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1月 9日，我们从天水出发，坐车去 300千米之外

的宕昌县哈达铺镇。一夜的雨淅淅沥沥，到早上 8点
启程时，雨点更加密集，立冬后的寒意阵阵袭来，不由
让人裹紧了衣服。行至武山，云收雨歇，慢慢地，太阳
出来了，天公作美！一路上高山绵延，峡谷如渊，车随
路转，我们与一个个具有藏羌风情的小村子不期而遇，
牦牛、草地、雪山，途中所见，让人意兴盎然，5个多小时
后，终于到达哈达铺镇。

哈达铺镇位于宕昌县西北 35千米处，是红军长征
经过的重要集镇，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正是被誉为“红军
长征加油站”的宕昌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隔着自
动门，远远看见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碑，代表红一、红
二、红四方面军的三支巨笔直挺天际，似乎在苍穹和大
地之间书写那段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长征历史。纪
念馆门口的行道树，叶子全部变红，鲜活饱满的红叶迎
风抖动，像是给前来虔诚瞻仰的人们诉说着 80多年前
发生的一个个激昂悲壮的故事。

一入纪念馆大厅，就是开国元勋群体塑像，行完鞠
躬礼，跟着讲解员慢慢移动，在她饱含深情的讲述中，
我们与远去的历史又一次重逢，恍惚中，那铺天盖地的
呐喊声、冲锋声、枪炮声、风声雨声、长空雁叫、马蹄声
碎、河流的咆哮、峡谷的回响……一切交汇在一起，那
段不平凡的岁月一幕幕浮现于眼前。

在展馆内“义和昌”药铺前，我久久伫立，窗内的灯光
映衬出毛主席奋笔疾书的身影，昏黄的灯光下，那个悬而未
决、困扰了中央红军许久的问题又一次浮上心头——

到哪里去？
二

从1934年10月起，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在第五
次反“围剿”作战中屡屡失利，最后被迫退出中央苏区，
开始战略转移，辗转途中大战、恶战、激战、苦战无数。

1934年11月血战湘江，1935年1月四渡赤水，同年
5月强渡大渡河，5月底飞夺泸定桥，9月17日激战腊子
口，9月 18日，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突破天险腊子
口，占领哈达铺。

1935年9月20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
到达哈达铺，得到《大公报》《中央日报》《民国日报》等
报纸，得知了徐海东率领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合的消息，
这无疑是个天大的好消息。根据报纸提供的消息，22
日，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的住处（原哈达铺“义和昌”药
铺）召开中央领导会议，作出了落脚陕北、建立新苏区
的决定，又在关帝庙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宣布了中央
的决定，并正式改编红一方面军组成陕甘抗日支队。

到陕北去！这一战略在哈达铺的会议上第一次明
确提出。

我又一次想起哈达铺“义和昌”药铺后面瓦房里的
一束灯光，这束灯光伴随着毛泽东的身影出现在每一
个夜晚。灯光下，一位领袖运筹了到陕北去的重大决
策；灯光下，一位诗人欣然写下了“更喜岷山千里雪，三
军过后尽开颜”的恢宏诗篇。这束灯光也照亮了红军
长征的行程。

三
在哈达铺纪念馆的展厅顶部，贴着当年发现的《大

公报》《中央日报》等几份报纸，贴在头顶，寓意便是“喜
从天降”。

圣洁吉祥的哈达铺更是以富庶丰饶的物资滋养了
身体极度疲惫的红军战士。哈达铺自古就是甘川道上
的一个商贸重镇，物资丰富，商业活跃，由于出产著名
药材当归，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药商。据统计，宕昌人民
为 1935年 9月北上的红一方面军和 1936年 10月北上
的红二、红四方面军筹集了数十万斤粮秣和大批军用
物资，使经过长时间行军作战的红军将士身体得到恢
复，被誉为长征途中的加油站！

走出纪念馆，很快便步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第一

街”，这里地势开阔，街道平坦，店铺林立，交易红火，依
然一派繁荣景象。“义和昌”药铺、邮政代办所、同善社、
关帝庙、张家大院等红军长征旧址分布在上街、下街，
原貌修护，保存完整。

顺着指示路牌，我们一行人走进“义和昌”药铺，后
院平房便是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的住所，院内一房一
树一组雕塑，青砖青瓦，古朴宁静。房子是土木结构，
黛瓦粉墙，木格窗棂，初冬时节，不时有树叶簌簌而下，
落满房顶，红黄树叶与半尺高的瓦松相映成趣，煞是好
看。院子里有五人同看一张《大公报》的塑像，同心树
前，合影留念的人很多，而我想，看报纸的五人小组才
是真正同心同德，齐心协力。

在周恩来住所，院子里的雕塑为哈达铺的老中医前
来为总理看病。当年过草地时，周恩来身体极其虚弱，
最后被人用担架抬出了草地，在哈达铺，医术精湛的老
先生主动上门问诊，想必是被红军大公无私的品格和秋
毫无犯的纪律深深打动，军民之间有了鱼水般的情谊。

我们围在邮政代办所的绿色邮筒前，这是一只多
么神奇的邮筒呀！它胖鼓鼓的肚子装载着多少来自全
国各地的报纸，正是这些报纸相互佐证，为中国革命找
到了一条出路。

在这条长街上漫溯，清一色的仿古临街店铺，红彤
彤的国旗一字排开，哈达铺似乎沉浸在一片红色的海洋
里。这是一片红色的土地，也是一片深情的土地，深爱
这片土地的儿女为她抛头颅，洒热血，虽九死而犹未悔！

四
参观完哈达铺纪念馆后，我们前往甘南州迭部县腊

子口战役纪念馆，听讲解员讲述腊子口战役的整个过
程。

夺取腊子口，就打通了红军北上的通道。当时红
军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左侧有卓尼杨土司的上万骑
兵，右侧有胡宗南的主力，后侧有从四川跟来的刘文辉
的川边军侧翼，如不能很快突破腊子口，就会面临被敌
人四面合围的局面，打赢这场战役的重要性可想而
知。腊子口这个“天险”将如何被攻破？当讲解员讲到
一名叫“云贵川”的小战士主动请缨，借助一个铁钩攀
爬上悬崖绝壁，又在身上绑满手榴弹从悬崖跳入敌人

碉堡，玉石俱焚时，我的眼里噙满了泪水，后面播放的
战役影片是透过泪光模模糊糊看完的。

十七岁，多么美好的年华。如果在现代，他才是一
名高中生。他也许调皮又狡黠，单纯又善良，正背着双
肩包走在上学的路上，可当年的小战士“云贵川”已经
走过了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又跟随大部队到了甘肃
境内，在资历上算是“老战士”了。我们现在无法猜测
他跳入敌人碉堡时内心的想法。试问，谁不恋生？谁
无亲人？谁不想好好活着？但是，“云贵川”把生留给
了战友，把死留给了自己，或者，他根本就没多想，完成
任务，让战友们减少伤亡是他唯一的心愿。

我们驱车前往腊子口，沿途绝壁真是“黄鹤之飞尚
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当年激战的硝烟早已飘
散，被攻下的碉堡遗址还在，腊子河水依然川流不息。
我站在温煦的阳光里，倚着木桥护栏，举目向上张望，
哪块岩壁上曾留下红军小战士身上的温热？哪一块岩
石曾留下他奋力攀爬的足迹？哪一朵浪花曾照见他从
天而降的身影？一时间，四周寂寂，风不吹了，时间也
静止了。许久，听见旁边有人说，他一定是天上的神
仙，看到红军有难，就来相助，然后羽化而去，否则，怎
么连名字都没有呢？

那一刻，我觉得，他们说的是真的！
五

从腊子口往南几百米，便是腊子口战役纪念碑，杨
成武题字，纪念在此战役中牺牲的烈士，包括17岁的红
军战士——“云贵川”。

纪念碑宽2.5米，象征二万五千里长征，高9.16米，
寓意1935年9月16日攻破天险腊子口。望着高耸的纪
念碑，让人感慨万千。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这座纪
念碑，铭记着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在无数次战役中牺牲
的烈士，包括那些没有走出雪山的、被茫茫草地吞噬
的、被滚滚河水卷走的，也包括在岷洮西固战役和成徽
两康战役中献出了自己宝贵生命、默默无闻地长眠在
异地他乡的战士。

天地间需要一座座丰碑来铭记英雄们的大德与功
绩！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腊子口一打开，全盘棋
都走活了。”

是的，9月23日，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9月27日到
达通渭县的榜罗镇。10月 5日翻越六盘山。10月 19
日，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历
时一年，纵横 11个省、长驱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结
束，完成了坚苦卓绝的战略转移任务。

六
返程的时候，我们从阳光明媚的下午一直走到天

黑，漆黑的夜，零星的灯光，满天的星星，我知道，我们
的车走的路是当年红军战士双脚丈量过的，是他们一
步一步走过来的，在这么黑的夜里行走是需要灯光指
引的。我又想起哈达铺“义和昌”药铺的那束灯光。这
束灯光，它曾照亮历史，也照亮现实；照亮过去，也照亮
未来。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和平、幸福的生活里，有那束
光的温度！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八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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