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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凝聚责任（四）

1935 年的中国政治形势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是蒋介石继续

“追剿”红军，一是日本策划了华北事变，华北即将成为第二个

东北，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峻。虽然此时红军仍深陷危局（红

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分别于 1935 年的 4月、11 月开始长征），

但中共中央还是对全局的政策做出了调整。

1935 年 8 月 1 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为抗

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各党各派、各军队、各界同胞应当

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力量为抗日救国事业而奋斗。宣言里，

中共对蒋政策已有微妙变化，即由“抗日反蒋”转变到“联蒋抗

日”。

在参加长征的各路红军中，党中央率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

于 1935 年 10 月最先到达了陕北。当时面对的主要对手是张学良

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他们连同甘、宁、晋、绥等部分

地方军阀部队，在南京政府的督策下以十几万人的兵力对陕北形

成围攻之势。然而，这些部队均为蒋介石所排挤的“杂牌军”。

特别是东北军的广大官兵由于家乡被日军侵占，强烈要求停止内

战去抗日；而起自陕西关中农家子弟的杨虎城将军，则对共产党



人的主义和主张一向持有同情态度。这些都是中共争取和团结他

们的重要的内在条件。

1935年 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其中重点就是解决如何建立统一战线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张闻

天受政治局委托起草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

指出党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

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

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

参加到反日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

线”。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一方面进行东征，为巩固和扩大根

据地而努力；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在随后的几个月时间里，中共中央开展了高效率的统战工作：

派代表首先赴西安与杨虎城会晤，经过多次谈判，达成互不

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联合抗日等主张，并同意

红军派代表进驻西安，在共同抗日的基础上实现“西北大联合”；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联名发表《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派李克农两次前往洛川与东北军将领王以哲等会谈，就停战合作

问题达成初步协议；周恩来与张学良见面会谈，达成了互派代表、

互不侵犯、东北军为红军代购军需品和中共派人协助东北军进行

抗日教育等项协定。同时，红军还通过对晋绥地方实力派采取军

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针，先后与阎锡山、傅作义、马鸿



逵、马鸿宾等达成了停战谅解。

至此，中共中央所倡导的“西北大联合”局面在 1936 年上

半年基本形成，这不仅为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还对国内政治局势产生很大的影响，从而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建立。

此时，蒋介石多年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西北地

区遭到了局部破产。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建立起停战合作关系，

使蒋介石再逼迫他们进行“围剿”不仅是困难的，而且是危险的，

因为“这些部队随时都可能发生倒戈或哗变”。当蒋介石自认为

“这时给疲惫不堪的共产党军队，以最后一击的时刻已经到来”

之际，恰恰是被共产党统战巨腕扭转了方向之时。

1936 年 9 月，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等给朱德、

张国焘、任弼时的电文中指示“抗日反蒋不能并提”，“不要提

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的要提出‘联合

抗日’口号”。

12 月 1 日，毛泽东、朱德致信蒋介石，表示在民族危亡的

紧急关头，决计不能再自相残杀，红军愿意“化敌为友，共同抗

日”。11 天后，西安事变爆发，全国上下要求停止内战、一致

抗日的呼声空前高涨。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包

容、宽博的政治智慧和为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持续努力赢得

了全国民众的支持。

从 1934 年 10 月到 1936 年 10 月，红军历时两个寒暑，纵横



十多个省份，跨越万水千山，行程二万五千里，战胜无数艰难困

苦，终于胜利实现了从中国东南至西北的战略大转移，三大主力

在陇中高原胜利会师。

回首这二万五千里行程，红军自始至终并不是在孤军奋战，

中国共产党以坚定无畏的革命理想和信念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团

结人心、集聚力量，以鲜明的统战策略和艰苦细致的工作，争取

到最广泛的支持。虽然每个阶段的统战对象不同，统战工作内容

不同，但目的都是一致的，即在军事上分化敌军、减轻红军的压

力；在政治上动员和团结各族群众、赢得理解和支持；在大局上

尽释前嫌，以民族危亡为重。

漫漫征途，红军征服的是人心，获得的是坚不可摧的力量。

这股力量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在危局中对政治形势的清醒认识，对

人心向背的明智判断和抉择，以及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胸怀。

这股力量最终让长征走向胜利。

长征胜利了，革命才能再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