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保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主题党建活动微党课第二十六讲

不忘初心，凝聚责任（一）

说起长征，人们马上会联想那首气势磅礴的毛泽东诗词《七

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

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河横铁索寒。更喜

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将士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和恶劣的生

存环境，雪山草地，高山峻岭，饥寒交迫，疾病死亡，在面对人

类生存极限的严酷挑战下，即使“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河横铁

索寒”的诗意，在胜利之后挥发革命英雄主义之豪情的同时，也

渗透着某种难以言说、不堪回首甚至倒吸一口之凉气。

80 年后再回眸，我们党率领的红军在二万五千里的漫漫征

途中，为什么多次濒临绝境，却总是能够死里逃生，不仅在高达

六成以上战斗减员和牺牲的艰苦卓绝中保存下来革命火种，而且

最后还能胜利到达延安呢？

众所周知，左倾错误使得长征成了一次迫不得已的战略大转

移。表面上看，红军似乎陷入流亡式的孤军奋战，但最后的结果

证明，这一路走来确有上帝神助般的凝聚力量，让一切可以凝聚



的因素都能包容汇合起来，其中不仅仅是普罗大众、友人、少数

民族首领，还有地方势力、军阀，甚至包括当时敌人阵营中某些

可以分化、团结的力量。

这种凝聚化腐朽为神奇，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世界舞台上，

硬是用了一只无形的手，活生生地把始之血染湘江的苦难悲情，

历史性地扭转成终之三军开颜的史诗正剧。这种凝聚堪称天算，

人算不如天算。

2016 年第 7 期《文史博览》刊发宗河专文披露的相关史实，

就是这只无形之手的有力证据。

1934 年 9 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0 月 10 日，

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撤离赣南闽西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考虑向湘

鄂西苏区靠拢。在红军长征举步之时，蒋介石判断红军的行进方

向是西进和北上，然而，中央红军却迂回向南选择了被认为是

“不利之路”的粤北山区为突围方向，打乱了蒋的部署。红军为

何做出这个选择呢？

国民党防守南线的粤军主将是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护国

战争、以骁勇善战著称的陈济棠，他治下的广东一直是半独立状

态，行拥兵自重、军阀割据之实。陈济棠独揽广东的军政大权 8

年之久，人称“南天王”。

面对中央红军日益临近的“大转移”，陈济棠开始心神不宁

起来。一方面，粤北紧邻中央苏区，敢打硬仗、战术灵活的红军

是他长期畏惧的力量；另一方面，由于陈济棠及其粤系与蒋介石



南京政府的矛盾由来已久，双方一直明争暗斗，陈济棠早就看出

蒋介石有借刀杀人、兼并异己的心思。因此他虽派兵参加“围剿”

苏区，但绝不远离广东，同时避免与红军过多纠缠，以防蒋介石

的中央军乘虚南下，袭取广东。陈济棠视自己的地盘和实力为性

命，一切均以此为重，从这点上讲，他既防共更防蒋。

由此，当时中央“最高三人团”之一的周恩来从粤军的种种

迹象间，把准了陈济棠的脉搏，认为利用蒋介石与地方军阀之间

的矛盾，有可能以较小的代价夺取长征的通道。于是，向陈济棠

及其部下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应一致对外”的道理。

陈济棠巴不得红军有此一举，爽快答应并愿意通过谈判来协调。

1934 年 10 月 8 日，也就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下达撤

离中央苏区命令的前两天，中共中央委派颇有谈判经验的何长工、

潘汉年前去与粤军代表进行秘密谈判。何长工回忆道：“周恩来

同志郑重地对我说：根据目前党的统战策略思想及政策，我们准

备与陈谈判，这是中央给你的重任，望你勇敢沉着，见机而作。

他还交代我联络密语等事宜。”

为掩人耳目，何长工、潘汉年乘着两顶花轿到达陈济棠的独

立第1师第2旅防地——地处粤北的平远县罗塘镇一处寂静的山

村。经过三天三夜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五项协议：就地停战，

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

必要时红军可在粤军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必要时可以互相借

道，红军有行动应事先告诉粤军，粤军撤离 40 华里，让红军通



过。

为了保密，协议没有形成正式文本，而是由双方代表各自记

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谈判即将结束时，何长工接到周恩来电报：

“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粤军代表很敏感地问道：“你们是否

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平静地说：“不是，是说谈判成功，和

平鸽上天了。”

其实，这是何长工与周恩来事先商定的密语：红军已经决定

实行战略转移。而这次谈判的成果对红军突破重重封锁极为有利，

特别是“借道”的协议。

借道协议的达成，不仅周恩来高兴，陈济棠也是喜上眉梢：

红军不在广东停留，蒋介石的中央军就没有借口进入。欣喜之余，

他特向红军赠送步枪子弹 1200 余箱、食盐及医药用品若干和几

张军用地图。他命令协议内容只传达到旅以上军官，告知红军只

是借路西行，保证不入侵粤境。怕下面掌握不好，他又加了一道

命令：“敌不向我射击，不许开枪；敌不向我袭来，不准出击。”

这实际上就是在湘粤边境划定通路，“护送”红军通过。

从 10 月 20 日开始到 11 月中旬，红军主力部队秘密集结，

通过蒋介石指定粤军防守的区域，陈济棠基本遵守协议，使携带

着大量辎重的 8 万之众的长征队伍，得以在长征初期仅用 1 个来

月的时间，就顺利突破了蒋介石在湘赣粤交界地区部署的三道封

锁线。蒋介石觉察到陈济棠明为“追剿”、暗保实力的企图，以

及私下违令给红军让出一条道路的做法，不禁暴跳如雷，在日记



中指责陈济棠“纵匪祸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