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在形容某次会议的重要性时，经常会说：“这
真是一次‘遵义会议’啊。”

如果没有1935年1月15日的那次会议，长征中的红军会不会仍以残
弱之躯硬撞几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枪口？中国革命的命运会不会因此
而改写？我们不得而知。

但历史没有假设。硝烟散去，遵义古城中的那座二层小楼将让人们
铭记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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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瑞金云石山顶的云石寺，
与远在千里之外的遵义古城子尹
路 96号的一座砖木二层建筑，在某
个时空也许有某种关联，成为一个
人人生沉浮的两个点。
77年前的 1934年 10月，毛泽

东从云石寺辞别乐能和尚，踏上长
征路，他对这位陪伴自己度过人生
中那段暗淡时光的朋友说：“三五年
后会回来。”
几个月后，在 1500公里外的遵

义城，历史选择了毛泽东，领导红军
拨正中国革命的方向。
从某种程度上说，云石寺和遵

义既是终点，又是起点。
2011 年 5 月 19 日的遵义古

城，那座二层建筑前人来人往，但嘈
杂的人流声依然掩盖不住里面那
穿越70多年时空传出的争论声。毛
泽东的命运，以及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革命的命运，就在此发生了改变。

最暗淡的时光
1934年 10月 10日，中央苏区

的红军在丧失了大部分根据地后，
最终决定放弃中央苏区，进行军事
转移。
走之前，许多红军战士心中充

满了悲壮：他们不知道，这条路要走
多远？会通向哪儿？他们也不知道，
此行将成为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
“二万五千里长征”。

风萧萧兮，毛泽东在临走前，又
来到云石山顶的云石寺，与那里的
乐能和尚道别。
算起来，乐能和尚已在云石寺

修炼了16年。
1934年的一天，寺庙里住进了

一对红军夫妇，男的身材魁梧、目光
敏锐，女的秀丽、飒爽倔强。来人正
是毛泽东、贺子珍。

乐能和尚与这位红军高官相
处得很融洽，偶尔会长谈一番。寂静
的时候，乐能和尚发现，毛泽东常在
寺后的大樟树下看书，满怀心事的
样子。
他的感觉没错。云石山的生活

对毛泽东来说，也许是他十几年革
命生涯中的暗淡时光。
住到云石寺时，毛泽东已被排

除在中共最高决策层之外。
同样陷入困境的，还有中央苏

区和红军。中央驻地从瑞金叶坪到
沙洲坝，再到云石山的变化，展现了
中央苏区和红军面对国民党军事
进攻的搬迁路线。
此前三年时间里，毛泽东连续

三次领导红军粉碎了国民党的“围
剿”。但中共中央对毛泽东的军事方
针并不满意。
1931年 9月，24岁的博古在共

产国际影响下，成为中共实际最高
领导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进
入苏区后，接管红军的指挥决策权，
为博古所倚赖。

而在 1931 年 11 月赣南会议
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革军委)取代红一方面军总前
委，毛泽东失去了在苏区红军中的
领导地位。
后来，毛泽东被暂时调回中央

政府主持工作，周恩来兼任红一方
面军总政委。
毛泽东寂寞地离开了前线，还

患上了严重疟疾，去后方休养。随着
老部下被陆续调离，毛泽东担任的
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主席，几乎成了
“光杆司令”。

1933年年初，中共成立中央书

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记者注)作为最高领导机构，四大常
委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
这时的毛泽东，到了人生谷底。
“现在不是井冈山老同志的世

界了！我们只好暂时忍耐吧！”1934
年 9月中旬，毛泽东见到了井冈山
的老部下龚楚。龚楚后来回忆，一向
坚强的毛泽东竟潸然泪下。

我们转移到哪里去
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

德喜欢吃鸭子，住所附近的池塘里，
总有几十只鸭子。
从 1934年 9月开始，不少红军

官兵发现，池塘里的鸭子越来越少，
最后一只不剩。他们猜测红军会有
大动作。

国民党军队已经打开了苏区
的“北大门”广昌，并连续突破红
军防线。10 月 14 日，准备总攻瑞
金。

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清楚
记得，1934 年 10 月 10 日，李德
把最后一只鸭子做成美味的香酥
鸭块，好好享用后，跟随大部队转
移。

出发前，为了军事指挥的需
要，中共成立了“三人团”，成员是
博古、李德和周恩来，负责掌管中
央和红军的最高权力。但真正的
决策核心是分管政治和军事的博
古、李德。

此前的最高权力机构——— 中
央政治局、中革军委已没有决策权，
军事计划由“三人团”拍板，无需政
治局讨论。

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和红
军主力大部队一起离开。谁走谁留，
是一个残酷的决定。留下来的，将面
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

最先被确定留下来的领导人

有：项英、陈毅、瞿秋白、何叔衡、刘
伯承、毛泽覃……
毛泽东这三个字，最初出现在

留下的名单里。
新中国成立后伍修权回忆说，

最初博古、李德打算不带毛泽东走，
后来因为他是苏维埃主席，在军队
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
征。
如果毛泽东当时被留下，中国

革命也许会是另外一个结局。但是，
历史从来没有假设。
一个很细微的细节，往往能改

变历史的走向。
在红军即将离开苏区时，博古

和共产国际的电报联络突然中断。
后来才知道，上海的秘密电台被国
民党查获。
秘密电台的丧失，彻底隔绝了

中共和共产国际的联系，没有了共
产国际指示，中共突然进入到一个
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历史时刻。
中央红军出发的这一天，是中

华民国的国庆日。47岁的蒋介石在
距离红军前线不远的南昌督战。41
岁的毛泽东正郁郁寡欢。
10月 18日，那个秋天的黄昏，

毛泽东的身影在于都河畔消失在
渡河的人流中。
下山前，乐能和尚问毛泽东：何

时回来？毛泽东握住他的手说：三五
年。
可，往哪里走？到哪里去？谁都

不知道。

三次会议的较量
1934年 12月 12日，湖南、广

西与贵州三地交界处的通道县城，
一名农家青年正在娶亲，家里张灯
结彩、吹吹打打。
喧闹的欢乐外，是寂静与焦灼。

一场会议正在通道县城里举行。

一个月前，蒋介石部署重兵追
剿堵截中央红军，博古、李德命令强
渡湘江。此役后，出发时 86000人的
红军锐减到 3万多。

李德主张红军从通道县城北
上，与湖南西部的红二、六军团会
合。但线路被近 20 万国民党军死
守，北上无疑要付出惨重代价。
毛泽东向“三人团”提出：红军

主力应该西进贵州，那里的军队是
既有钢枪又有鸦片烟枪的“双枪
兵”，实力较弱。
为这个提议，毛泽东做了充分

准备。会议前，他说服了王稼祥、张
闻天，获取支持。
在苏区时，毛泽东和张闻天一

起办公，居住在沙洲坝、云石山，交
流很多，对反“围剿”的失利和“左倾
错误”有着同样的认识。两个人还在
云石寺有过坦诚的沟通。
参加会议的人员，有了一些微

妙的变化。
一直以来，重大决策仅限于“三

人团”决定。这次会议，毛泽东、王稼
祥和张闻天被邀请参加，发出邀请
的是周恩来。最后，集体决定否决了
博古、李德的意见。
对毛泽东来说，这是他“失意”

后第一次参加高级别的军事会议，
他军事上的能力，再次得到认可。
三天后，红军攻占贵州黎平。
红军在这里获得了一个暂时

的休整期。分隔了许久的红军夫妻
们可以短暂相聚。怀孕几个月的贺
子珍特意打理了一番，给丈夫带去
了礼物：一只老母鸡。

毛泽东再一次应邀参加中央
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战略方向。根
据他的西进主张，会议通过了《中央
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同时，一批在苏区因支持毛泽

东而被整的“右倾”领导人也获得起
用。

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
书长；刘伯承调回总部担任总参谋
长兼军委纵队司令员；陈云任军委
纵队政委。
即将过去的 1934年的最后一

天，红军抵达贵州瓮安县猴场。
大雪纷飞，天地一片素白。
有的红军发现，离开苏区后，毛

泽东第一次住上最好的房子。
1935年元旦，中央政治局会议

上，李德和博古的意见第三次被否
决，军事权也受到限制。
张闻天会后说，“毛泽东打仗比

我们有办法，还是要他出来。”
6天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红

军兵分三路强渡乌江，挺进以遵义
为中心的黔北地区。

一个不平常的夜晚
1935年1月7日凌晨，遵义在嘹

亮的军号声中醒来。城里的居民骤
然发现，这里已变成了红军的旗帜。
1月 9日，红军的领导人们，住

进了遵义城内。
住宿的安排颇有意味。毛泽东、

王稼祥和张闻天住进了一名黔军
旅长的公馆里。周恩来、朱德和刘伯
承一起住，而博古和李德没有被分
配在红军领导们集中的地方居住。
76年后的今天，遵义城早已不

见硝烟，当年红军长征途中经过的
这座较大城市，市区人口由当年的
3万猛增至 87万。

遵义城里有一座宏伟建
筑——— 中西合璧、砖木结构的两层
楼房，高墙垂门。二楼，可远眺苍翠

群山。
红军进攻遵义，黔军师长柏辉

章逃跑后，留下了花大价钱建造的
私人官邸。

如今，这里是遵义会议会址。
2011年 5月 19日，游客从会址前
经过，红漆大门紧锁。
建筑二楼中间，有一间客厅，面

积不大，两边的窗户镶着洋气的紫
黄色相间的彩色玻璃。

1935 年 1 月 15 日晚上 7 点
多，20位与会者陆续拥入，客厅有
些拥挤。李德只是列席了会议。

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
毛泽东、王稼祥提议召开的。会上，
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引起激
烈争锋。周恩来和博古发言后，毛泽
东说：洛甫同志(张闻天—记者注)
有材料，要念一念。

张闻天代表毛泽东和王稼祥
做联合发言，批评博古的报告，反驳
了他的“军事指挥错误在于敌人过
于强大”的观点。
这样的直言让博古始料未及，

甚至震惊。长久以来，从没有人敢反
对、批评他和李德的军事方针。

以前发言很少准备提纲的毛
泽东这次也例外了。他指出军事问
题的原因在于进攻时的冒险主义，
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
主义。
关键时刻，因伤躺在担架上的

王稼祥发言支持毛泽东，建议毛泽
东参与军事指挥。
很多年后，毛泽东提起这件事

时说：王稼祥关键时候投了自己一
票。
长征出发时，毛、张、王三人有

机会经常接触，议论与思考“左”倾
军事路线错误，并达成了共识。

毛泽东被会议补选为中央政
治局常委。这是毛泽东在 28岁时参
加“一大”后，第一次进入最高决策
层。

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原副馆
长、全国知名的遵义会议史实研
究专家费侃曾经描述：遵义会议
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解决
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结束了
“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实际上
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
导地位。
1964年，毛泽东为会址题字，

“遵义会议会址”6个字苍劲有力。
这是他唯一一次为革命纪念

地题字。
但随后的路不好走，风雪交加

中，红军在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交
界的山区里艰苦徘徊。

1935 年的春节，蒋介石在庐
山上的豪华别墅里，和妻子宋美
龄度过了轻松、愉快的时光。他面
前的一份材料里写道：共军内部，
遵义井冈山派与苏俄派斗争得非
常厉害，结果是毛泽东获得胜利。

此时，毛泽东到了云南小镇
扎西，住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
小村庄。这个春节，他过得并不轻
松，他在思索土城战役失利以及
未来的路。
也正是在扎西期间，尚未走出

土城战役失利阴影的中共中央政
治局，于 1935 年 2 月 5 日晚至 9
日，在行军途中一天变换一个地点
地连续召开会议，形成了党史上著
名的扎西会议。扎西会议作出了一
系列重大决策和决定，赋予了遵义
会议开始的历史转折以实在的内
容，最终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革命历史转折的使命。

5 月 19 日，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迎来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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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迈步从头越
文/片 本报记者 任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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