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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极泰来

老道： 从两军分裂后的巴
西会议到俄界会议， 这个阶段
被毛泽东称之为政治生涯中
“最为黑暗的一刻”。 而仅仅半
个月后的榜罗镇会议， 则是柳
暗花明、前景大好，这真是一个
戏剧化的变化。

斑竹： 当时张国焘带着几
万人的红军主力南下了， 北上
的中央红军只剩下几千人，而
国民党却按原定计划， 在甘南
一带布置了重兵把守。 对于中
共中央来说， 北上的前景十分
险恶。

孟子：在俄界会议上，毛泽
东有一个讲话， 大意是说我们
过去反对到苏联边界去， 但现
在不行了，因为力量太弱，如果
不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得
到他们的帮助， 我们会成为瓮
中之鳖的。

酒徒： 史家认为毛泽东在
俄界会议上的发言， 对前景的
描绘是长征途中最为灰暗的，
也表现了毛泽东坚忍不拔、绝

境苦斗的个性。
老道： 俄界会议的有些内

容， 反映了毛非常现实和灵活
的一面， 比如在讲话中强调中
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再
比如重新起用李德， 这都是为
下一步与苏联及共产国际打交
道做准备的。

孟子：正因为如此，刘志丹
开创的陕北根据地， 对于中央
红军结束长征， 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斑竹： 就在中央政治局召
开榜罗镇会议的前十天， 徐海
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先期到达
陕北， 与刘志丹的陕北红军胜
利会师， 为迎接党中央打下了
更为坚实的基础。 所以毛泽东
说， 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
功的！

老道：有研究者认为，毛泽
东是在两个最为困难的时刻凸
显出杰出政治家的气魄和能力
的。一是在湘江战役“惨胜”后的
遵义会议上挺身而出；二是在面
临张国焘的严峻挑战时独撑危
局。这种逆境中的奋斗促成了毛

泽东领袖地位的迅速形成。

张国焘的失算

孟子：两军会师时，张国焘
领导下的红四方面军兵强马
壮， 比起经过长途跋涉疲惫不
堪的中央红军来，实力强很多。

斑竹： 拥兵自重的张国焘
野心膨胀， 以清算中央错误政
治路线为名， 伸手向党中央要
权。

酒徒： 在北上南下的问题
上，张国焘犯了方向性错误，与
高举北上抗日大旗， 并最终在
陕北根据地立足的毛泽东相
比，政治上被动得不是一点点。

老道： 在抗日战争的版图
中， 陕北的区位优势是显而易
见的。 长征中的中共中央提出
北上抗日的主张， 对鼓舞红军
士气， 争取人民大众及国内外
政治势力的同情和支持， 彰显
中共和红军存在的合法性及正
当性，作用巨大。

斑竹： 毛泽东的政治谋略
也高人一筹。在俄界会议上，有

人提出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毛泽东是不赞成的， 会议通过
的批判张国焘分裂红军的文件
也只发给中央委员， 没向全党
公开。 这些都为一年后张国焘
随红四方面军重新北上留下了
余地。

酒徒：比较起来，张国焘在
两军分裂后召开大会，“开除”了
毛泽东等人的党籍，甚至非法另
立“中央”，事情就做得太过了。
以后被迫撤销“中央”， 重新北
上，等于自掌其嘴，危机处理的
能力和毛泽东显然无法比。

孟子： 张国焘强大的军事
背景， 对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了
能够清晰感受到的威胁， 从而
招致强烈的担心和一致反对，
这是张最终失败的一个很重要
的原因。

斑竹： 还有两个因素不可
忽视。 一是林育英带来的共产
国际对陕北中共中央合法性的
认可；二是红二、四方面军会师
后， 任弼时为维护党内团结做
了大量工作， 为争取张国焘重
新北上起了很好的作用。

中央红军与张国焘分道扬镳

到陕北去，成为中共不二选择
———“花甲长征路”（之十一）

1935年9月， 拥兵
自重的张国焘接连拒绝
中共中央北上命令，率
领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
军与中央红军分道扬
镳。 力量薄弱的中央红
军不得不重新开始流动
作战， 毛泽东迎来一生
中“最为黑暗的一刻”。
2013年5月2日，“花甲
长征” 四作者到达行程
的第十一站———通渭县
榜罗镇， 看毛泽东如何
在危机面前独撑大局，
让红军前程柳暗花明。

柳暗花明榜罗镇

张国焘搞分裂，中央红军苦寻
落脚点

出汉中， 停宿甘肃天水，四
人直奔通渭县榜罗镇。1935年9
月27日，中共中央在此召开政治
局常委会，史称“榜罗镇会议”。
会议决定将陕北苏区作为长征
落脚点和领导全国革命大本营。
在榜罗镇会议旧址，工作人员小
王姑娘热情地为我们启锁开门，
领我们参观毛泽东旧居、张闻天
旧居、会议陈列室等。得知我们
为媒体供稿， 她很诚恳地说，由

于地方经济欠发达，对宣传投入
不足，很多人不知道，“榜罗镇会
议”是继“遵义会议”之后，红军
长征的又一个伟大转折点，希望
多宣传榜罗镇。

1935年9月，对于毛泽东和
中央红军而言， 的确是个否极
泰来的月份。9月1日，中共中央
电令张国焘所率左路军向右路
军靠拢， 2日、3日， 张国焘接连
复电抗命，拒绝北上，此后进而
要求右路军南下。 中共中央与
张国焘的北上南下之争， 已然
公开化。8日、9日中共中央先后

致电张国焘，明确指出“目前方
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张国焘则
于9日复电，坚持南下。中央红
军与张国焘分道扬镳已成定
局。10日凌晨，毛泽东率红三军
团及军委纵队一部单独北上，
于11日抵甘肃俄界与红一军团
会合。12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
大会议， 会议谴责了张国焘分
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并决定
中央红军继续北上， 开展游击
战争， 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
建根据地。至此，由于张国焘的
分裂行为， 红军两大主力会师
不足三月， 中央红军又被打回
原形， 不得不重新依靠八千人
马流动作战， 寻找落脚点。后
来， 毛泽东将这段时间称为他
一生中“最为黑暗的一刻”。

榜罗镇会议指路陕北，红军前
程豁然开朗

9月20日，毛泽东、周恩来
等随军抵达哈达铺。 毛泽东等
人翻阅从当地获取的近期报刊
得知，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到
陕北去， 成为中央红军的不二
选择。 红军日夜兼程， 9月26日
抵榜罗镇。 毛泽东等人在榜罗
镇小学读到更多报刊， 对全国
形势和陕北根据地情况有了进
一步了解。27日晚，毛泽东在榜
罗镇小学校长室主持召开了政
治局常委会议， 会议决定改变
俄界会议到邻近苏联边界建立
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明确把陕
北作为中共中央和红军长征的
落脚点。长征以来，红军四处转
战、 苦寻落脚点的征程山重水

复、艰辛漫长，如今，到陕北苏区
开创新局，已成为可望可及，且
操之完全在我的目标。 中共中
央和红军的前程豁然开朗。榜
罗镇也成为欢乐欣喜的集体记
忆，长存于红军将士心中。

9月28日凌晨，红军在小学
前面的打麦场召开连以上干部
大会， 毛泽东在打麦场的大核
桃树下传达榜罗镇会议精神，
并作动员报告， 与会的千余红
军干部精神振奋。29日，红军继
续北上抵通渭县城。 心情大好
的毛泽东， 在县城文庙街小学
向红军战士朗声吟咏新得诗作
《七律－长征》，此诗尾联为“更
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
颜”。 与毛泽东此前所作《忆秦
娥－娄山关》、《十六字令－三
首》等“马背诗词”相比，《长征》
一诗，别具一种王者归来气度。
9月30日，红军在通渭城河滩举
行大会餐和文艺联欢会。 红军
指挥员们端杯执箸，四处转台，
吃菜干杯，官兵纵酒高歌。夜空
下的河滩，酒香四溢，歌笑回荡。

如今的榜罗镇， 小学遗址
处，毛泽东旧居、小学校长室犹
存， 打麦场连同那棵大核桃树
仍在；通渭城里，文庙街小学校
名依旧，校园新建有一座V型长
征诗碑， 而城边河滩的草木依
然自守荣枯。 一路见过太多大
而无当、整旧如新、甚至无中生
有的革命遗址，相形之下，榜罗
镇和通渭城这些简朴无华的革
命旧址，倒是能更真实、更直观
地反映历史原貌和当事人的悲
欣体验。

■酒徒 5月2日于甘肃通渭

榜罗镇会议旧址。 斑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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