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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悟初心

■ 峥嵘岁月

伟大转折，打开革命新局面
——记遵义会议
本报记者 刘 琼 任姗姗 王子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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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到访遵义，都会
有新的发现、新的感动。这
次，由一渡到四渡，又细细
重走了一遍。我一边参观
一边思索，除了战略战术
的正确运用之外，到底是
什么样的力量支持和支撑
着党和红军能够在前有围
堵、后有追兵的情况下，最
终摆脱危机。

赤水河畔，有一座千
年古镇，名为土城，地处贵
州省遵义市习水县。中央
红军四渡赤水便是从这里
开始的。在习水县土城镇
四渡赤水纪念馆，展陈着
一本已经泛黄的笔记本，
到纪念馆参观的人们，稍
不留意，就会错过。

笔记本是罗有荣将军
生前所用，泛黄的纸张诉
说着岁月的痕迹，清晰的
字迹荡涤着后人的心灵。

展出的两页纸上，记
录了 1935 年中央红军一
渡赤水时，朱德向全体指
战员的讲话内容——

“一个共产党员、革命战士，要做到‘三
个不要’：一不要命，二不要钱，三不要家。自
己不要命，是为了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能很
好地生存！自己不要钱，是为了天下的穷人
过上富裕的日子！自己不要家，是为了全国
每个家庭都能幸福地团聚和生活。”

这段话，是罗有荣将军于1988年根据自
己的回忆整理的。看到这个笔记本的时候，
我在想：“是怎样的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才
会在时隔 53年之后依然清楚地记得每一个

字，每一句话！”
看着这个笔记本，我尝试着用一名

共产党员的视角去解读：“不要命”，说
的是“革命理想高于天”，今时今日，我
们必须全力工作，担负起时代赋予我们
的光荣使命；“不要家”，就是“舍小家，
为大家”，这是要求我们心中有大义，心

中有百姓；“不要钱”，为的是实现共同富裕，全面小康的
实现，使我们离这个目标又近了一些。

罗有荣将军把这段话一记就是50余年，记住的是共
产党员的信仰和使命，这是他遵循的原则，更是他前行的
力量。越仔细思索，越能感受到字里行间浸透着信仰的力
量，无私无畏的力量。

读懂了这个笔记本的意义，我一下子明白了中国共
产党为什么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那是因为一代代共
产党人怀抱信仰勠力前行。信仰是力量的源泉，战争年代
如此，今天亦然。

走出纪念馆，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行走在土城老街
的青石板路上，小院里一家老小正围坐在电视机前吃饭，
其乐融融；黄桷古树下，居民们欢快地跳着广场舞；长街
被一排排温馨的大红灯笼点亮，红色灯光的映照下，四处
洋溢着安详……艰难的岁月虽已远去，民族复兴伟业还
在征途，我们每一名共产党员都应该坚守这份信仰，为国
家和人民负重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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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土城古镇有条老街，因为红军一
渡赤水前曾驻扎于此，而被称为长征街。
老街上，灰瓦房、青石阶、木门板，几乎
所有场景都保留着当年红军到来时的模
样。有一处“老红军何木林住居”常常吸
引人们驻足。

这是红三军团第五师教导营班长何木
林的住处。他 1927 年参加红军，在第五次
反“围剿”失败后加入长征队伍，从江西
老家跋涉到赤水河畔。1935年1月，艰苦的
青杠坡战斗中，何木林左腿严重受伤，昏
迷过去。一户赵姓的人家救了他，为躲避
敌人的搜捕，村民把他安置在青杠坡的一
个岩洞里，并悄悄送去食物和草药。

“爷爷的腿痊愈了，但与部队失去了联
系，所以决定留在这里。为了不暴露自己
浓重的江西口音，保护救他的村民，爷爷
就装成聋哑人。”何木林的孙女何莉说，

“这一装就是14年，他没有在外人面前讲过
一句话，一直到遵义解放。”

很难想象，一个人如何做到 14 年“守
口如瓶”。何莉回忆，爷爷生前常挂在嘴边
的话就是“我们国家现在困难，咱家日子
还过得去，就不要给国家添麻烦”。新中国
成立后，爷爷的红军身份得到确认，政府

发给他的公费医疗证，直到去世也没有用
过一次。伤残军人抚恤金，他只领了两年
就不再领取了。自从参加长征离开家乡后
再没回过老家。有人劝他申请路费回家
乡，他考虑到花费太多，便打消了回家的
念头，只是一遍遍念家书纾解乡愁。

“何木林在世时，讲述过很多红军故
事，受众超过万人。遵从他的遗愿，家人
将他生前最宝贵的手工自制弹匣带捐赠给
四渡赤水纪念馆。他和红军战友被安葬在
青杠坡红军烈士陵园。”四渡赤水纪念馆讲
解员指着一张何木林讲课的照片介绍。

“红军的精神，不只是不畏艰险困苦、
不怕流血牺牲，还有懂得知恩图报。”这是
何莉从爷爷身上学到的。如今，何莉一家
仍住在土城镇长征街的老房子里。他们
把堂屋布置成简单的展览，参观的人们
都会来她家看一
看、聊一聊。何
莉说，如今她也
在四渡赤水纪念
馆 工 作 ，“ 要 把
红色故事一直讲
下去，这是我的
责任”。

老红军后代何莉继承光荣传统

“要把红色故事一直讲下去”
本报记者 任姗姗

贵州遵义红花岗区子尹路96号，一幢
二层小楼临街而立。

86年前，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指挥
红军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在这里谋划
中国革命的道路。这就是我们党历史上生
死攸关的重大转折点——遵义会议。

历史长河波涛汹涌，关键处往往只有
几步。28年新民主主义革命，位于时间轴
中点的遵义会议是伟大的转折。由此，中
国共产党开始真正独立自主，闯出一条有
中国特色的革命之路。在这里，确立了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党在政治组织上和军事战略战术上逐渐走
向成熟。

2015年6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
观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时指
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
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
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
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
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

86年后，瑞雪初霁，本报记者赶赴遵
义，再次感受这次重要会议的精神力量和
伟大转折的历史意义。

航向亟待扭转，
路线关乎存亡

那是个冷雨霏霏的冬天，中央红军开
始长征后，按照原定计划，准备转移到湖
南西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突破第
四道封锁线后，数万红军将士把英魂永远
留在了湍急冰冷的湘江。

历史的指针拨至中国革命的这一危急
关头。

仗要怎么打，路往何方走？渡过湘江
之后，中央红军内部一直存在争论。

1934年12月中下旬，短短半个月，接
连召开三次会议。从老山界到黎平，从黎
平到猴场，军事指挥问题是争论焦点。不
久后，便召开了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会址就在这幢中西合
璧小楼的二层，史称遵义会议。会议室保
留了当年的原物。房间一面墙壁上的挂钟
仿佛仍在摆动。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
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
为“左”倾错误辩解。周恩来就军事问题
作副报告，他分析了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
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

批评。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尖锐地批
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
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逃跑主义
的错误……

这三天，既短暂又漫长。小楼的堂屋
是彭德怀和杨尚昆的住处。从城外匆匆赶
来开会的两人，将两条板凳搭上门板，就
成了简易床。1月 16日，三军团第六师在
乌江刀靶水遭敌人袭击，只开了一天会的
彭德怀，即刻赶往前线……

三天会议作出四项决定，革命航船开
始拨正航向。

根据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展陈的陈云手
稿记载，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
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
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
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
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
决心的负责者。随后，经过一系列调整，
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
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
导地位。

四渡赤水出奇
兵，战士双脚走天下

“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
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
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刘伯承曾
这样回忆。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重整旗鼓，振
奋精神，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展开
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1月 29日凌晨，中
央红军分别从土城的浑溪口、蔡家沱、元
厚等渡口西渡赤水河。四渡赤水的序幕就
此拉开。

在四渡赤水纪念馆，一段党中央、中
革军委发布的《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摘
录这样写道：“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
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
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
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
求得作战的胜利。”

为了胜利，根据形势随机应变，迈开
铁脚板，变为运动战。1935 年 3 月 4 日，

《红星报》发表的社论斗志昂扬，“只要有
正确的军事领导，只要不怕疲劳，勇敢作
战，我们就能消灭和战败任何敌人”。

“四渡赤水出奇兵，战士双脚走天
下。一渡赤水，摆脱被动；二渡赤水，遵
义大捷；三渡赤水，引敌西进；四渡赤
水，跳出重围。两个多月的时间，红军四

次飞渡赤水河，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驰
骋于川滇黔边广大地区，跳出了数十万敌
军的围追堵截……”四渡赤水纪念馆讲解
员的讲解一气呵成，让人们感受到了毛泽
东军事指挥艺术的高超。

胜利得来不易。遵义战役中，红三军
团参谋长邓萍，在遵义老城侦察敌情时不
幸牺牲，他是红军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
高的指挥员；红三军团第五师政委钟赤兵
因身负重伤被迫截肢，他就用一条腿坚持
走完长征抵达陕北。

实事求是闯新
路，开启革命新征程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935年1月19日一别，弹指28年。28

年后，毛泽东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这样评
价：“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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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义市长征学学会会长曾祥铣说，遵
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
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身在路
线、方针、政策上面临的突出问题。

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86年前的
那段苦难和辉煌。让人深切地感受到，每
一步都生死攸关，每一场会议都是重大抉
择，每一个决策都关乎历史方向。遵义会
议，决定了一支军队的命运，一个党的命
运，以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正是从大局出发，中国共产党人敢为
天下先，创造性地调整军事路线、实行符
合实际的战略方针，才开启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新征程，探索出中国革命道路的
新篇章。

一部百年党史，就是一部不断化解危
机、突破险境、抓住机遇、走向胜利的历
史。从 1921 年建党到 1949 年新中国成
立，28年艰苦卓绝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革命曾渡过无数激流险滩。遵义会
议的伟大转折，是在执着理想信念的感召
和坚守中实现的，它再次印证了道路决定
前途命运，只有立足实际、独立自主地开
辟符合中国国情民情的道路，才能不断走
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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