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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路红军的会师，是红军
长征史上的重大事件，并宣告
了国民党围追堵截的失败。红
军长征中，到底有几次会师？

第一次：贵州木黄会师

1934年10月4日，红6军团向
江口前进，在甘溪陷入国民党
军重兵包围。第17师第49团、第
51团各一部，在军团参谋长李
达率领下，经过9天9夜的艰苦
转战，冲破重围，15日与红3军一
部会合。贺龙等红3军领导亲率
红3军主力兼程南下，迎接红6
军团。10月24日，两军在木黄胜
利会师。

第二次：江西重溪会师

1934年7月初，中共中央决
定以红7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
北上闽浙皖赣边地区，发展游
击战争。

7月6日晚，以红7军团组成
的北上抗日先遣队6000余人，在
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
华的率领下，11月初在江西葛
源以北重溪同方志敏率领的红
10军会合。

第三次：四川懋功会师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
军先头部队红1军团第2师第4
团在夹金山、达维之间与红4方
面军第9军第25师第74团胜利会
师。6月18日，中共中央抵达懋
功。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第四次：陕西永坪会师

1935年9月15日，红25军到
达陕西延川县永坪镇。16日，刘
志丹率红26、红27军到达永坪
镇，3个军胜利会师。

第五次：陕西甘泉会师

1935年9月18日，红一方面
军主力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
达铺，并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
红军陕甘支队。

11 月 2 日，陕甘支队先头
团进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驻地
甘泉县下寺湾，与红15军团胜
利会师。

第六次：四川甘孜会师

红6军团翻越雪山之后，于
1936年6月3日到达四川理化以
南甲洼地区，同前来迎接的红
四方面军第32军会师。6月30
日，红2军团到达甘孜附近的绒
岔与红四方面军第30军先头部
队会师。

第七次：甘肃会宁会师

1936年10月7日，红四方面
军第4军一部到达会宁，与红一
方面军第73师胜利会合。

10 月 8 日，红四方面军的
先头部队第 10 师，与红一方面
军的第 1 师在甘肃会宁的青江
驿、隆德的界石铺胜利会师。

第八次：将台堡会师

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到
达隆德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
主力胜利会师。红军三大主力
会师，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围
追堵截、聚歼红军阴谋的彻底
破产。

据《纵横》

长征中的“扁担银行”红军长征中
共有几次会师？

草草鞋鞋单单衣衣过过雪雪山山

1 9 3 5年1 0
月19日
一方面军
长征结束

1935年10月
大会师

1935年9月
1 0 日 张 国
焘 分 裂 红
军，中央红
军北上

1935年6月
懋功会师

1935年5月
24日-30日
强 渡 大 渡
河、飞夺泸
定桥

1935年5月3
日-9日
巧渡金沙江

11993355年年33月月
四四渡渡赤赤水水

1934年10月
25日-12月
1日 血战
湘江

1935年1月
15日-17日
遵义会议

1934年10月

开始长征

┬魏协武
1932年2月成立的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逐步规范了
苏区金融秩序，为繁荣苏区经济
起到了重要作用。1934年10月，
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由100
多副扁担挑起全部家当，随军走
上长征路。

160余副扁担踏上长征路

1934年10月初，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国家银行（以下简称国家
银行）接到命令：十天之内，整装
待发，把整个国家银行搬走。有
关领导指示，国家银行要把所有
的黄金、白银、珠宝、红军票，甚
至印钞票的石印机、铸币机等笨
重物资打包带走。理由是不能留
给国民党一台机器、一张纸币、
一个毫子。

国家银行和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财政部的干部组成中央纵
队第十五大队，把所有物品整理
成160多副担子，配备了二百多
名运输员随军行动。为了保证安
全，中央军委配备了由一百多名
党员官兵组成的警卫连，负责保
卫工作。毛泽民担任十五大队大
队长和没收征集委员会副主任，
主要负责整个红军的筹粮、筹款
和全部供给工作。

国家银行启程时，由于所携
带的辎重很多，前进步伐异常缓
慢。直到准备渡湘江时，国家银
行才进行了一次减负轻装，他们
把石印机和铸币机抛入水中，纸
张、油墨也沉入江里，整个队伍
一下子“瘦身了”。遵义会议后，
红军在云贵高原机动作战，国家
银行不得不再次减掉一些担子，
其中两担沉甸甸的铜板在土城
战斗中被倒进了一口井里。过草
地的时候，国家银行销毁了部分
纸币。二百多名运输队员只剩下
邱端阳和黄德泉两个班长，他们
担的是两担黄金。

遵义城发行货币

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
占领了遵义，有了一次难得的休
整时间。贵州在军阀王家烈的统
治下，买东西可以付银元，也可
以用鸦片。可是红军的银元很珍
贵，前路迢迢，要用的地方多着
呢。若要发行货币，不等纸币信
用建立起来，说不定红军哪天就
开走了，国家银行的纸币在这里
能流通吗？

在贵州，食盐要从四川运

来，是非常值钱的东西。正好红
军没收了王家烈的盐行，掌握了
一批食盐，于是国家银行在毛泽
民行长的领导下，决定以盐来支
撑发行纸币。

于是国家银行在遵义天主
教堂开始营业。红军先用纸币向
老百姓采购物资，把没收来的盐
低价卖出，老百姓再用纸币买
盐。纸币的信用树立起来了，市
场一派繁荣。

国家银行在遵义期间，除参
加没收征发，保管分配工作外，
都在紧张地进行纸币的发行和
回笼工作。遵义是长征途中最大
的城市，商店很多，因为国家银
行发行的纸币既可以买到市场
上很缺的食盐，又可兑换成现大
洋，所以大家争要“红军票”，商
店齐开门，军需品得到补充。红
军战士手里存的零用钱，因为在
路上用途很少，在此地正好买点
好吃的和行军必备的小物品。所
以红军进城10天，全城活跃，极
一时之繁荣。

为了保障群众利益，在离开
遵义的前一天晚上，银行工作人
员用现大洋又兑回纸币，一直到
天亮才结束。

挑着两担黄金到达瓦窑堡

十五大队第二次进入遵义
后，毛泽民调离了队伍，由曹根全
一人全权负责十五大队的工作。
国家银行再次奉命进一步轻装，
烧毁了大部分票子，埋掉了一部
分毫子，所剩的担子也寥寥无几，
其中最重要的是两担黄金。

红军每天要以百多里路的
速度行军，这两担黄金给行军带
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但国家银
行的工作人员深知这两担黄金
对国家银行、乃至全军都是至关
重要的，无论如何也不能丢弃。
一路挺进云南、巧渡金沙江、爬
雪山、过草地，这两担黄金也走
过了这些崎岖的道路，见证了长
征的伟大。

1935年9月，毛泽东率领红
一、三军团向甘肃边境前进，十
五大队再次被要求轻装，把最后
一批票子也烧掉了。由于中途人
员减少，十五大队被撤销，国家
银行的工作人员和随军的担子
都进行了重新整理，除毛泽民
外，财政部和银行分散在其他单
位的干部和工作人员，连同两担
黄金，都被调集到林伯渠的总供
给部队中。1935年11月，这支武
装到达长征的最后目的地陕北

瓦窑堡，邱端阳、黄德泉担的两
担黄金同时到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
行到达瓦窑堡后，与原西北革命
根据地的陕甘晋国家银行合并，
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
行西北分行，在西北革命根据地
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雪山草地非常广大，红一方
面军在雪山地区的行程约31天，
以里程计算有5400里左右。草地
行程7天，约600里。

只穿单衣爬雪山

夹 金 山 位 于 四 川 省 雅 安
市，主峰海拔为 4 9 3 0米，是红
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

1935年6月初,红一方面军由
四川宝兴县开始过夹金山。当时
正值酷暑，每人只穿一件单衣，
而雪山却是高原奇寒，攀越困难
可想而知。

起初，红军打算备些白酒上
山御寒，但是山下百姓统共一百
多家，根本没有那么多酒。所以
上山前战士们每人喝了一碗由
辣椒烧制的开水，就出发了。

长征时年方20的丁甘如随后
卫部队红五军团翻过雪山。他回
忆说：“翻山前做了许多政治工
作，让我们爬山前要把衣服松开
以便于呼吸，走路要慢但绝对不
能停。因为山上空气异常稀薄，呼
吸困难。我们好像成了一群被人
领进公园的小学生。”爬到山顶
后，大家收到的命令是：“坐下来
往下滑。”大家照办了，但有些红
军掉下山去，再也没有见着。

光着脚翻过雪山

梦笔山位于四川马尔康县与
小金县交界处，最高峰海拔4470
米，是红军长征时翻越的第二座
大雪山。

据红三军团一些红军回忆，
1935 年 6 月底，红三军团继续前
进，翻越这座山时，由于对过雪
山有了经验，大家喝点辣椒水，
用盖的毯子把身体上部包得严
严的，很顺利地就过去了。

冰天雪地里战士们还穿着草
鞋，有些人用破布把脚包了起来，
有些战士甚至是光着脚翻过雪山
的。许多人得了雪盲症，不得不让
人搀扶着下山。几天之后，他们的
视力才逐渐恢复。时任军委干部
团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骅对大暑这
天爬雪山很有感慨。在回忆录中写
道：“越爬，山越高，空气越稀薄，越
感觉寒冷，有几个同志身体抵抗力
弱的，头晕了，眼花了，脸皮白了，
嘴唇黑了，不知不觉头重脚轻地倒
下去了。有些同志去搀扶，但好似
酒醉翁一样，扶得东来西又倒。”莫
文骅说：“然能鼓起战士们的劲的，
是过了山便是打鼓（地名），听说那
里的麦子已黄，粮食很多，能吃得
饱，因此便用力爬起来。”

据凤凰网军事频道

┬吴东峰

红军进入草地前规定：每个
战士都必须捡些干柴枝，以便途
中烧水、烤火。作为先头团的红四
团由杨成武率领，每人还必须背
上一些用木头做的上面写着“由
此前进”的路标，用来在沼泽地做
提示，但负重的增加让行军更加
艰难了。

查针梁子位于四川红原县，
海拔约4300米，是长江与黄河的
分水岭。翻过查针梁子，就是一望
无际的诺尔盖大草原，红一、红
二、红四方面军都曾路过这里。

红军过草
地是五到七天的
路程。最先走过
草地的部队日子

最好过，他们可以沿着杨成武的
先头部队标出的小路走。但小路
很窄，容易消失，每过一天，路就
变得更加模糊难找。身体较重的
人和牲口踩坏了狭窄的小道，使
小道淹没在水下和草底，因此很
难找到向哪里插脚。过沼泽地有
点像走在摆动着的浮桥上，挪动
一步就摇晃，而且脚很快就会陷
进一堆抖动的草丛里。泥巴不仅
滑，而且像胶一样黏，一旦掉进
去，就越陷越深，越挣扎陷得越
快。

当时红军一再迷路，甚至连
藏民通司都难以辨明方向，一眼

看去，各处的景物都一模一样。
只有当太阳冲出乌云时，他们才
能找对前进的方向。而草地遍野
是茸密的青草，水流不仅满坑满
峪，而且漫山遍野，有些地方水
深及膝，犹如泽国，水呈淤黑色，
因毒素极高绝不能饮用。

姬鹏飞在长征中是位医护
干部。像大多数同志一样，他认
为没有什么比草地更可怕的了。
他说：“过草地比爬雪山损失的
人还要多。每天早上，我们不得
不点一下人数，看看还剩下多
少人。我们发现有些人并没有
死，他们的眼睛还睁着，可是他
们爬不起来了，也不能说话了。
我们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扶起
来，可他们又瘫倒在沼泽地里，
默默地死去……”

红军最怕的是沼泽地
长征细节

● 链接

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
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
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
师，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
今今年年恰恰逢逢长长征征胜胜利利8800周周年年，，我我
们们特特意意编编发发了了一一组组稿稿件件，，既既是是
缅缅怀怀那那段段史史诗诗般般的的英英雄雄岁岁月月，，
也也藉藉此此汲汲取取生生生生不不息息的的精精神神
力力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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