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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毛泽东与湘江战役关系的几个问题

!!!与"史说长征#作者商榷

李佑新!沈俊楠
"湘潭大学 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湖南 湘潭 4$$$#+$

摘5要#毛泽东与湘江战役的关系问题$不时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与研究% 在"史说长征#一书的第三章中$作者夏宇

立持这样的看法&毛泽东错误指责湘江战役前后的领导决策是'逃跑主义()湘江战役时红军行军缓慢是毛泽东造成的)

湘江战役是历史给毛泽东的'契机(% 这些看法是错误的$不可不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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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6!"4)4555文献标志码#7555文章编号#$"2!

3

2,*+!!#$%"#"

3

###$

3

#2

55$%*4 年 $# 月底至 $! 月的湘江战役是红军

长征途中规模最大%场面最惨%伤亡最重的战斗&

关于湘江战役前后的历史事件#尤其是毛泽东与

湘江战役的关系问题#不时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

研究& 夏宇立在'史说长征(

!

"以下简称为)夏

著*$一书中#认为毛泽东对湘江战役前后领导决

策的)逃跑主义*批评是错误的#认为湘江战役前

博古和李德关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决策是正

确%必须和及时的#转移前的准备不是仓促的& 在

分析湘江战役空前惨烈的原因时#作者认为红军

转移过程中行军缓慢是毛泽东造成的& 湘江战役

后#毛泽东逐渐确立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作

者认为这具有偶然性#是在博古%李德)百口莫

辩*的情况下#历史给的)巨大契机*& 这些看法

是违背历史事实的#需要给予辨析澄清&

一5毛泽东对湘江战役前后领导决策

的$逃跑主义%批评是错误的吗&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中#针对湘江战役

前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中的错误#指出!)我们突围的

行动#在华夫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

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

的行动&*)单纯防御路线发展的前途!或者是不顾

一切的拼命主义#或者是逃跑主义#此外决不能有

别的东西*

"

& 而夏著对毛泽东的这个批评意见持

相反的看法& 作者认为中央红军转移的决策是)正

确的%必须的#同时也是及时的#其准备不能说是仓

促的#转移方向的选择是正确的#它富有眼光#这些

都是必须肯定的*

#

& 因此不应该对湘江战役作

)逃跑主义*的批评!)关于湘江战役#几十年来做

出了很多的诠释和评论#主要是对逃跑主义的批

评& 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能允许这些#而不

能允许其他& 然而#它远不是事情的终结& 或许某

些历史的真谛还深深地隐藏在暂时不为人所知的

帷幕中#这些也有赖于后人的揭示和探究&*

$

从笔者所查询的史料来看#夏著的这个说法

是站不住脚的& 这里有三个问题值得商榷!第一#

转移的决定是否是仓促的+ 第二#转移过程中是

否实行了消极避战的方针+ 第三#对于转移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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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做)逃跑主义*的批评+

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转移的决定是否是仓

促的+ 答案是肯定的& 转移前#在战略转变上#

)左*倾领导者犹豫不决& 自 $%*4 年 + 月起#当

时的)左*倾领导人就已提出是否要进行战略转

移的问题#只不过一直举棋不定!

& 既然开始准

备长征#就应当毫不迟疑地转变战略方针#实行战

略退却#以谋求最大程度保存有生力量& 但)左*

倾领导者一面着手准备转移#一面又继续与敌人

拼消耗#忽视对有生力量的保存#使红军遭受了严

重损失& 直到 $%*4 年 % 月初对打破敌人)围剿*

已经绝望后#才开始部署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并于

%月底 $#月初仓促决定出发&

对于撤出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这样关系到

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命运的大事#也没有在党

和红军的领导人中进行充分的讨论和政治动员#

很多人在转移前并不知道消息#导致仓皇%忙乱的

结果& 李德认为!)突围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保

守秘密& 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确保突然行动的成

功&*

"保密虽然很重要#但至少应当让高级干部

知道#进行必要的政治动员#不能使广大指战员毫

无思想准备& 多数领导人在长征出发前才得知此

事#长征出发后的一个半月间#也没有召开政治局

会议研究行动方针#缺乏党内民主#听不进毛泽

东%彭德怀等人的意见#一意孤行#严重脱离战场

实际#使红军遭受了难以挽回的惨重损失&

从军事撤退也可以看出转移的决定是仓促

的& %月 !"日张闻天发表'一切为了苏维埃(一

文!)保卫苏维埃并不是固定在苏区内消灭敌人#

要打到敌人后方去&*

#这是距离长征出发仅 $#

多天前唯一公开发出的)信号*& 但这个)信号*

也十分隐晦#恐怕只有对军事较为)敏感*的人可

以领略到& 如此短促的准备时间必然会造成部队

的紧张和恐慌#以至于 $# 月 $" 日红军战士在于

都河边集结完毕#却都不知究竟要去哪里& 正如

遵义会议决议指出!长征出发前)不给以必要的

休养兵力与整顿训练#而只是仓猝的出动*)是一

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

$

&

红军长征时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的李聚奎

回忆说!)过去部队转移时#军团首长总要尽量争取

时间采取各种方式面授任务#讲明情况-遇到情况

紧急时#也要给师的主管干部直接打个电话& 可是

这次部队转移#军团司令部只是通知我们按行军路

线图制定的方向前进& 而且每天要到达的地点#是

一天一通知#即第一天指定第二天要到达的地点#

第二天指定第三天要到达的地点& 至于红军主力

为什么要转移+ 转移到何处去+ 均不得而知& 后

来我们才知道#中央红军主力这次转移#由于.左/

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强调军事保密#不但我们当师

长的被蒙在鼓里#就连军团首长也不了解全部意

图&*

%据长征的亲历者回忆#在转移之前#对于行

军路线%转移目的地这样的问题#绝大部分红军指

战员都不知情& 对于为何要背负如此沉重的辎重#

也不清楚& 没有在干部和指战员中进行解释工作#

因此在军事上#特别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士

的热情与积极性#这不能不说是严重的错误&

& 可

见#当时的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博古%李德

等关于放弃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无疑是

仓促的#没有相应的准备工作'

&

第二个问题#转移过程中是否实行了消极避

战的方针+ 答案也是肯定的& $%*4 年 $$ 月 $!

日#蒋介石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西

路军和薛岳所部共 $" 个师 22 个团专事)追剿*&

同时电令广东军阀陈济棠%广西军阀白崇禧%贵州

军阀王家烈#各派部队分别到湘粤%湘桂%湘黔边

堵截#企图在湘江以东)围剿*中央红军& $$ 月

$2日#蒋介石下达了)湘桂黔.会剿/大纲*#)期

于湘水以东地区将.匪/扑灭*& 从 $% 日起#何健

将)追剿军*分成五路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但敌

军尚未在湘南集中(

& 历史档案中有关于红军错

过两次安全过江良机的记录!第一次出现在 $%*4

年 $$月 !!日至 !2日#但直到 $$月 !+ 日军委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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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命令#我军兵分两路渡江#这时的湘江就很难

渡了& 第二次出现在 $%*4 年 $$ 月 !, 日至 *#

日#但是#电报层层转呈到中央)三人团*和中革

军委时已丢失有利战机!

& 陈云回忆说!)我们犯

了纯军事性质的错误& 我们仿佛总是沿着一条用

铅笔在纸上画好的路线#朝着一个方向直线前进&

这个错误很大& 结果#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

遇着敌人迎击#因为他们早已从地图上料到我们

将出现在哪里#将往哪里前进& 于是我们变成了

毫无主动权%不能进攻敌人#反而被敌人袭击的对

象&*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毛泽东曾建议#乘各路

敌军正在调动#薛岳%周浑元两部尚未靠拢#我军

应集中兵力#寻歼敌军一部#以扭转战局& 但是#

博古%李德等拒绝了这一建议#一味退却逃跑#消

极避战#以致丧失了这一战机#使红军继续处于十

分被动的地位#

&

第三个问题#对长征开始时的大转移是否可

以做)逃跑主义*的批评+ 答案无疑也是肯定的&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中#针对中央红军战

略转移中的错误#明确指出是退却中的)逃跑主

义*& 毛泽东的批评是针对战略转移指导上的失

误而言的& 但夏著认为#中央红军关于战略转移

的决定是正确的#不能称之为)逃跑主义*#这显

然是把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这个决策本身同转

移中针对具体问题的决策混淆了#认为)逃跑主

义*是针对 )战略转移*的批评& 其实不然#在

)左*倾错误路线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

面临失败%中央苏区面临丧失的情况下#中央红军

只能选择战略转移#这个决策无疑是正确的& 但

是战略转移并不意味着要)逃跑*& 中央红军转

移时所犯的)逃跑主义*错误表现在对战略转移

的指导上#将战略转移当成是)大搬家*,,,)错

误路线的执行者将这次战略转移当作是一个根据

地到另一个根据地的大搬家&*

$在军事上没有坚

持积极退却的原则#只能被动防御%消极避战& 在

做战略转移时#博古%李德一心要去湘西北与红

二%六军团会合#在理论上虽然是一种求得徐图发

展的策略#但实际上却根本行不通& 在中央红军

的先遣队红六军团快速渡过湘江之后#蒋介石就

责令桂军湘军加强湘江地域戒备#严防死守& 特

别是在蒋介石了解到中央红军西进的意图后#又

调动了 *#万兵力张网锁江& 而此时的博古%李德

不顾军事形势的变化#仍然选择红六军团西进的

路线#无疑是犯了转移的方向性错误#历史早已证

明了这一点& 而夏著却认为!)转移方向的选择

是正确的#它富有眼光#这些都是必须肯定的&*

%

这样的论断表明#作者为了替博古%李德的错误辩

护#居然可以不顾上述基本的历史事实&

二5湘江战役期间红军行军缓慢是毛

泽东造成的吗&

湘江战役之所以损失惨烈#与中央红军背负

着沉重的辎重%行军速度过慢有着密切的关系&

对于红军行军速度缓慢的原因#夏著有自己不同

的看法& 作者认为#红军战略转移初期之所以行

军速度缓慢和避战#与)轿子*密不可分-而)轿

子*的产生#则与毛泽东有关&

夏著所说的)轿子*指的是什么+ 作者引用

了作家黎汝清在'湘江之战(中关于)抬轿子*的

说法& 黎汝清在书中这样解释湘江战役前的)轿

子*,,,)这就是历史上被人千百遍提起的那顶

.轿子/& 你可以比作背着石碾爬山#也可以比作

挂着哑铃渡海& 但石碾哑铃是可以丢弃的#辎重

也是可以丢弃的#唯独轿子不能甩#必须抬& 因为

那是庞大的领导机构#是人不是物&*

&再看夏著

的表述!)要么丢下首脑机关和伤员#要么行动迟

缓而致使部队遭受损失#这就是湘江之战前面临

的痛苦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史料指责

避战#抬着这样的.轿子/不避战行不行+ 去冲击

敌人结果会如何+*

'

可见#夏著认为)轿子*就是首脑机关领导和

伤病员#是他们构成了沉重的)轿子*#导致部队

行军缓慢& 作者的目的是要证明)轿子*的产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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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毛泽东有关!)那么.轿子/是谁让抬起来的+

请看张闻天 $%4* 年 $! 月 $" 日在延安整风时的

发言笔记!.在出发之前#最高三人团要把我们一

律分散到各军团去 "后因毛泽东同志提议未

果$&/那么#这个齐声指责的轿子原来是毛泽东

让抬起来的&*

!

)笔者也有两条证据表明毛泽东

与.轿子/的关系#第一条是当毛泽东从政治局常

委张闻天那里得知政治局委员要分散到各军团去

随军行动的消息后#立即到中革军委提了两条意

见#一是在转移时要将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

一起-二是应带一部分女同志走& 第二条是时任

国家人民银行行长的毛泽民找毛泽东商量搬.秘

密金库/的问题#毛泽东建议立即分散#让部队自

己保管起来&*

"作者以此证明毛泽东是导致红军

长征初期行动迟缓和湘江战役惨败的原因&

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转移前的准备工

作#是由博古%李德负责的#毛泽东无法安排转移

的事务#无法决定带什么人%带多少人的问题& 早

在 $%*!年 $# 月中央苏区中央局的)宁都会议*

上#毛泽东就被剥夺了在红军中的领导职权-在长

征初期#毛泽东也完全被排挤在党和红军的领导

之外& 众所周知#这个时期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

权主要掌握在博古等 )三人团*手中& )$%*4 年

夏#为准备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中

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

成.三人团/#负责筹划& 政治%军事由博古%李德

分别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

#

)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

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

$

&

可见#即使是有夏宇立所说的这个)轿子*#也是

博古和李德)让抬起来的*& 至于作者给出的两

条)证据*#根本证明不了作者的看法& 一条是毛

泽东建议将他与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以及

带走一部分女同志& 这个建议只是将三人安排在

一起#并不会使队伍变得更庞大& 夏著中提到毛

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都是坐着担架行动的#但不

论是)分散到军团*#还是在首脑机关#伤病员"包

括虚弱的女同志$的行动能力没有什么变化#因

此毛泽东的这个建议并不导致)轿子*的形成&

至于另一条)证据*#毛泽民找毛泽东商量搬)秘

密金库*的问题#毛泽东建议立即分散#让部队自

己保管起来& 毛泽民原打算将金库搬到兴国去#

但敌人已经到了藤田一带#如果将金库留下来#无

疑是送给了国民党军& 毛泽东建议把金库分散#

化整为零#这个建议也不可能产生夏著中所说的

)轿子*问题&

实际上#真正的)轿子*是中央红军长征转移

初期所背负的沉重辎重#这才是导致红军行军缓

慢的真正原因#而导致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则是

)左*倾领导者的逃跑主义错误&

)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在转移前为了隐蔽

)逃跑*企图#既不在党内和部队中进行必要的思

想动员#又不做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从依托苏区

转为长途行军所必需的准备#而是把转移当作是

)搬家*& 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红军队伍只

得背负着沉重的)担子*#导致队伍拥挤不堪#行

军速度过慢#甚至后来丧失战机#最终导致湘江战

役损失惨重&

长征出发前#刚成立的中央教导师派出 *###

多人到中央机关及直属兵工厂%印刷厂%医院等单

位帮助捆机器#作撤退的准备& 经过两天两夜的紧

张工作#整理出了一千多担物资& 凡是能带走的东

西都带上了#大到印钞票的石印机%军工机器#小到

卫生便盆& 有的笨重机器要 !# 个人抬#竟然也带

上了& 为了不使这些家当丢失#战斗部队分成前后

左右加以保护#主力红一军团%红三军团为左右前

锋#新组建的第八%第九两个军团作为两侧保护#殿

后的是红五军团& 这几个军团前后左右保卫着庞

大的中央两个纵队作甬道式的前进& 这样#)使能

征善战的部队#像是抬着轿子的轿夫#只起着开路

和掩护作用#丧失了寻机击敌的主动性*

%

&

红军长征时任红三军团四师十一团政治委员

的王平回忆说!)机关纵队从苏区带出来的大量

辎重装备仍然挑着#坛坛罐罐也舍不得扔掉#连印

刷机%印刷纸张%野战医院的 :光机甚至屎尿盆

都带着#部队一天能走完的路#陪着这样臃肿庞大

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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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李佑新#等!有关毛泽东与湘江战役关系的几个问题

的机关就得走两天甚至三天&*

!时任中央教导

师& 国家政治保卫局特派员的裴周玉回忆说!

)这些担子#有用稻草捆绑的机器部件#小件的三

五个人抬着#大件的要十来个人才能抬得动-有用

青的%蓝的%灰的%黑的%绿的各种破布包扎捆绑的

各式大包裹#战士们用肩扛或用扁担挑着走-有用

锡铁皮%木板或竹片制作的各式箱子#两个人一前

一后抬着走& 这些东西夹在队伍中#弄得队不成

队#行不成行#拖拖沓沓#全师拉了足有十几里

长&*

"黎平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将此时还剩下的

4##多担物资全部破坏丢弃& 当部队打开这些包

裹箱时#这才发现里面有印刷机%修理器械#还有

许多没有用的废旧的枪支%枪托%枪柄%子弹壳%铁

锤%钢条%蜡板%铁球等等& 最可笑的竟还有笤帚%

擦机布%破工作服%烂手套& 这些才是真正的)轿

子*#是导致队伍沉重不堪%行军速度过慢的沉重

辎重#而这些与毛泽东并无关系&

夏著牵强地将湘江战役惨败的原因与毛泽东

牵扯起来#目的在于诱导人们以为是毛泽东的失

误才导致湘江战役的惨败#从而颠覆人们对历史

的正确认知& 而另一方面则是为博古%李德的

)左*倾错误开脱!).最高三人团/执行了王明路

线#当然错了#错了也只能.罪有应得/#而不应好

事全归花大姐#坏事全归秃丫头#什么错都向犯错

误的人头上加1*

#这种看法无疑是错误的#它掩

盖了博古%李德二人执行王明)左*倾错误思想路

线#对军事的错误指挥是导致湘江战役空前惨烈

的根本原因&

三5湘江战役后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

领导地位的确立是偶然的吗&

夏著认为#湘江战役的空前惨烈是)历史给

了毛泽东一个巨大的契机*

$

#)湘江之战的发生

和它的结局#有其偶然性*

%

#)湘江之战对.三人

团/来说#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三人团/面临

着有千张嘴也说不清%万条理也辨不明的困

境*

&

#等等& 在夏著的表述中#毛泽东成为湘江

战役的)得利者*#而博古%李德则痛失权力而)百

口莫辩*& 似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获得领导地

位是一个偶然事件#这个看法无疑是错误的& 湘

江战役确实是一个转折点#湘江战役以后#广大红

军指战员从战争的惨败中认识到了)左*倾路线

的错误和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正确#这为遵义会议

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打下了基

础& 因此#湘江战役后的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

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而

不是历史给毛泽东的)契机*#或者说是历史的偶

然事件&

首先#湘江战役的惨败是)左*倾错误思想指

导的必然结果& 博古%李德二人执行王明)左*倾

错误思想路线#对军事的错误指挥是导致湘江战

役空前惨烈的根本原因& $%** 年初#由于白色恐

怖日渐严重#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

无法立足#被迫迁入中央苏区#使)左*倾冒险主

义在中央苏区得到进一步贯彻& 政治上#他们不

能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否认敌强我

弱的客观状况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曲

折性#坚持城市中心论#主张实行冒险的)进攻路

线*-看不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中国导致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派*的抗

日要求#不懂得应该立即改变自己的战略#尽可能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打击主要的敌人#反

而将)中间派*看作是最危险的敌人& 军事上#

)左*倾领导者抛弃了集中兵力%诱敌深入%运动

战等毛泽东一贯坚持并取得了巨大成效的正确战

略战术#主张分兵把守%阵地战%正规战等冒险主

义作战方针& 组织上#)左*倾领导者在党内大兴

宗派主义作风#对持不同意见的人实行残酷斗争

和无情打击#控制党%政%军大权&

这种)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也一再发生在长

征转移的初期& 中央红军转移以后#蒋介石了解

到红军转移的西进路线和最终意图#重兵封锁湘

江& 其时#毛泽东%彭德怀都提出不必西进过湘江

到桂北#以避开敌军重兵之地& 但是博古%李德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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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其错误决策#顽固地拒绝了毛泽东%彭德怀的建

议#生生地往国民党军布好的罗网里钻& 战略转

移本应是轻装上阵%极速行军#但博古%李德实行

甬道式大搬家#岂能不耽误时间%延误战机%拖垮

作战部队+ 前文所述#红军转移途中有两次过江

的良机#博古%李德)左)倾教条主义的瞎指挥#致

使中革军委未能掌握敌情的这一重大变化& 聂荣

臻回忆道!)如果我们能抓住这一时机#没有那么

多.坛坛罐罐/的拖累#是完全可以先敌到达湘

江#抢先渡过湘江的& 但我们丧失了这个宝贵的

时机#直到 $$月 !+日军委才发布命令#我军兵分

两路渡江#这时的湘江就很难渡了&*

!即便在这

样的情况下#博古%李德依然不能根据战事的具体

情况改变原有的方案#仍顽固地坚持错误方针#致

使中央红军遭受惨重损失&

夏著对湘江战役空前惨烈的原因是这样表述

的!)湘江战役#所以惨败#问题在转移的速度#是

一个.不会走/的问题#而产生这个问题的直接原

因#也与部队的不合理编组大有关系&*

"将湘江

战役的惨重损失归因为)不会走*#归结为)不合

理编组*#进而认为)不能什么错都向犯错误的人

"博古%李德$头上加*

#

#这样的辩护是根本站不

住脚的& 红军将士坚决服从命令#而博古%李德不

顾广大红军将士的安危#顽固地坚持既定方针#不

能根据战事的具体情况做出改变#究其根本原因#

还是)左*倾错误思想在党内占据了领导地位#排

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在这样的情况

下#湘江战役的惨败是必然的&

其次#遵义会议确定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

领导地位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如前所述#无论是

红军长征战略大转移#还是转移过程中发生的

)湘江战役*#都是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所导

致的严重后果& 这些惨重的历史教训使中国共产

党不得不重新选择领导人& 第五次反)围剿*的

失败#使得红军士气十分低沉#领导层中对当时的

军事指挥就有议论#不满的情绪就已酝酿& 长征

开始以后#部队不断遭受损失#特别是湘江战役的

惨败#进一步暴露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

误& 人们开始思索!为什么在中共临时中央和博

古%李德来到根据地以前#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中

央红军能够以三四万人的兵力粉碎敌人一%二%三

次)围剿*#还扩大了根据地#发展了红军-周恩来

等同志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继续按照毛泽东

同志的军事思想作战#也取得了胜利-到第五次反

)围剿*时#红军数量增多了#根据地更加扩大和

巩固了#但在李德等人的指挥下#却导致整个中央

根据地的丧失+ 经历湘江一役#八九万大军只剩

下三万多人#红军遭受空前惨烈的损失#党和红军

面临绝境& 广大红军干部和指战员开始觉悟了#

他们对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非常不满& 湘江战

役后#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这三次会议

的召开#包括军团干部在内的高级干部逐渐形成

了要改变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的共识#要求毛泽

东出来重新指挥战争是广大红军将士的共同愿

望& 血的事实不断教育着人们!自诩正确的博古%

李德等人#却打了败仗-被他们排斥和批判的毛泽

东同志的主张#却越来越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人们在胜利时认识了毛泽东同志#在失败中又进

一步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

&

再次#毛泽东进入党的领导核心使中国革命

开始从胜利走向胜利#表明了这一历史选择的正

确性& 正是遵义会议这一关键性的选择#挽救了

红军#挽救了党&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以高超的军

事才能%非凡的指挥艺术%超乎常人的革命勇气#

指导红军跳出国民党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的

决定性胜利& 遵义会议期间#黔军王家烈部集中

兵力对位于遵义以南的红三军团第五师发动突然

袭击-遵义会议后#国民党又调集 4#万大军#企图

将红军围歼于遵义%

& 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

下#毛泽东指挥红军甩掉了)沉重的轿子*#充分

发挥出红军机动作战的优势#在赤水两岸灵活往

返%机动作战#将)打*和)走*结合起来#做到)打

得赢%走得了*&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红军在遵义

地区歼灭国民党军 !个师又 ,个团& 四渡赤水使

红军甩开敌人追击#)调虎离山*南渡乌江#乘胜

进军云南& 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战役中以高超的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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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李佑新#等!有关毛泽东与湘江战役关系的几个问题

事指挥才能赢得了)用兵如神*的美誉#也写就了

他军事指挥生涯的)得意之笔*& 刘伯承回忆说!

)遵义会议后#我军穿插于敌人之间#与以往的情

况不同#敌人以为我军向东我军却向西#以为我军

北上我军却又回击#我军处处处于主动状态#得以

休养生息#发动群众#壮大红军队伍& 敌人却处处

挨打#扑朔迷离#疲于奔波& 我军好像获得了新

生#这种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不同#全军

上下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认

识到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

的唯一保证&*

!巧渡金沙江#使红军摆脱了数十

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企图围歼红军于

川%黔%滇地区的计划#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目

标#这是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红军声东击西的一次

精彩的军事行动& 强渡大渡河#是毛泽东以超越

常人的勇气#带领红军战士们克服一切困难#实现

的长征期间军事上的一大奇迹#最终使蒋介石企

图让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彻底破

灭& 毛泽东出神入化的军事指挥艺术#使红军能

够化被动为主动#取得了战略转移的最后胜利&

遵义会议后#逐渐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

央#形成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

线#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取得了抗日战

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因此#湘江战役之后

的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绝不是一个

偶然的)契机*#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长期以来#在毛泽东研究乃至整个中共党史

研究领域中#一些研究者打着实证史学的旗帜#追

求所谓的)历史真相*#实际上却背离了历史的真

相& 根本的原因在于不能在研究工作中自觉地坚

持唯物史观的指导#不能从历史的整体画面来把

握历史的细节#而将某些史料细节夸大为历史的

真相-不能站在人民的立场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

历史#而是在所谓)价值中立*的名义下站在错误

的立场曲解毛泽东生平事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

史#从而走向历史虚无主义& '史说长征(就是其

中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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