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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湘江战役，许多人都以为发生在湖南。殊不知

这段壮丽的红色史诗书写在湘江源头、广西北部的全州、

兴安、灌阳三县。

87 年前，革命的战火点燃了桂北大地，三大阻击战

扼守中央红军过江的生命要道，万万火急、万万火急！四

大渡口抢渡保存了革命的领导核心力量。

87 年后，红色阵地硝烟不再，红色火种却深深扎根

在湘江两岸，向一代代人传递着共产党人湘江战役精神

的坚定与忠诚。

红色电波 使命必达
距离广西兴安县城南一公里处的狮子山，红军长征

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一派肃穆。走进纪念碑园，首先

映入眼帘的大型雕塑震撼人心，“红军、送别、长征、渡江、

永生”五组浮雕生动再现了突破湘江战役中的壮烈情景。

在纪念碑园英名廊上，英烈名录收集了 20321 名突

破湘江牺牲的烈士。他们在“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

者，胜负关系全局”“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

去”的号召下，敢于牺牲，无怨无悔。

缝纫机、发电机、发报机……一件件湘江战役中红军

用过的物件展陈在馆中，无声而有力地诉说着那段沉甸

甸的历史。在一台仿制发电机前，尹汤怀讲述了一段电台

与红军长征的故事。

毛主席曾说过，有了电台就相当于“提着灯笼走夜

路”。红军在长征的过程中很少中埋伏，正是因为情报工

作做得好，所以发电机是关系全军命运的“大家伙”。

当年的发报机，要由一台重达 68公斤的手摇发电机

提供动力，一组发电发报机需要一个 128 人组成的加强

连守护。湘江战役中负责驮运中革军委电台发电机的战

士叫谢宝金，身高1.89米，曾在山西煤矿拉过煤。高大魁

梧的他毅然挑起这个重担，一路保护着发电机，突破湘

江，跨过雪山、草地，走向长征胜利。

“当时红军从兴安界首渡口过江，为了避免发电机、

发报机浸水，红军战士们头上迎着敌人的炮火，脚下是寒

冬冰冷的湘江水，哪怕自己受伤了也一定要保护好机器，

一个人倒下了，另一个人马上接上，小心翼翼地托着机器

过江。因为它关系到大局、关系到全军的前途命运！”尹

汤怀说，当年守卫电台的 128 个人，最后走到长征胜利

的，包括谢宝金在内，只剩下3个人。

伟大的长征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

的精神。护卫红色电波的队伍，正是以这种精神，诠释着

共产党人的初心不改、使命必达。

不畏艰险 不怕牺牲
走进位于全州县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15.8

米高的立体浮雕生动还原了 87 年前红军强渡湘江的场

景，头上迎着敌机的轰炸，红军指战员拿着步枪、举着大

刀、吹响军号，不断向前冲过湘江，大军中骡马扬蹄、红旗

飘飘，每一个人物细节放大来看都是一段英勇的故事。

展馆中有一件特别的蓑衣，他的主人是当时参加脚

山铺阻击战英勇就义的红五团政委易荡平。1934 年 11

月 30 日，他带领两个连坚守脚山铺右翼前沿阵地先锋

岭，掩护大部队撤退时，身上已经多处负伤的易荡平腿部

再次负伤，警卫员想要背上他撤退，他却在敌军即将冲上

来之际，夺过警卫员的手枪，开枪自尽，宁死不当俘虏。

易荡平的名字是他在参加革命以后给自己改的，在

革命思想的熏陶下，他“以荡平天下不平事为己任”。这

就是当时的共产党人，不怕流血牺牲，只为了更多的穷苦

老百姓能够翻身做主人。

伟大的长征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

阻，不惜付出一切的牺牲精神。无论什么都熄灭不了他们

对共产主义炽热的信仰。山川作证，浩气长存。

依靠人民 为了人民
湘江战役新圩阻击战酒海井红军纪念园中，最为瞩目

的是高达34米、红军帽造型的主墓冢。拾级而上，走近红

军帽“帽檐”之下，一个个英烈名字镌刻在石板之上，有些名

字格外质朴：丘老九子、吕太阳妹、黄水金生……

桂林市党史专家、灌阳县党史办原主任文东柏指出，

这说明当时参加红军的大多是劳苦大众。“在湘江战役中

牺牲的还有很多是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但他们仍然义无

反顾地走上革命道路，因为当时的口号是参加红军有饭

吃、有田分，红军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幸福的。”文东柏说。

伟大的长征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

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在新圩阻击战史实陈列馆里，一床棉被历经 80多年

的岁月洗礼，无声地讲述着军民情深。

当年，红军进入灌阳前，在敌人的反动宣传和威逼

下，水车村农民翟顺修夫妇带着发高烧的独生子躲进了

大山中。眼看着孩子的病越来越重，焦急的夫妇俩抱着

孩子赶回了家。没想到，一回家就遇上了红军的大部

队。红军医生给孩子治病，孩子很快就好起来了。为感

谢救命之恩，夫妇俩送去鸭蛋等土产，红军医生却一再谢

绝。后来，看到红军要架桥，翟顺修把家里的大桌子、门

板都扛来给红军用。江中的水又深又急，桥固定不了。

他脱掉衣服，走到江心跟红军战士一起打桩。在齐腰深

的水里，一直干了好几个小时。红军都夸奖翟顺修，后来

送给他一床棉被。1977年，翟顺修把这床军被捐献给灌

阳县文化馆。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湘江战役中的一个个故事为

继承和弘扬长征精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最生动、

最真实、最鲜活的素材。

“血战湘江是长征壮丽史诗的重要篇章。对党绝对

忠诚、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是湘江战役留给我们的宝贵

精神财富。”尹汤怀说：“传承长征精神就要把红色故事讲

好，让湘江战役中涌现出来的红军英勇事迹教育人、感染

人、激励人。”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

念园，胡雅馨是一名特别的

讲解员。因为她的爷爷罗元

清就是参加过湘江战役的老

红军。

当年，罗元清在战斗中

受伤，被全州城关公社（今全

州镇）刘家村的刘田生救回

家。为了保护罗元清，刘田

生把他的衣服证件全部烧

掉，当地民团过来搜查时，他

就说罗元清是自己的儿子。

后来，罗元清想去追赶部队，

但因腿伤走不了，也为了报

答刘田生的救命之恩，就在

全州生活了下来。

2019 年 7 月，纪念园招

聘讲解员，父亲就动员胡雅

馨去应聘。父亲说，这个纪

念园就建在你爷爷战斗过的

地方，到那里去把爷爷的故

事、红军的故事讲给今天的人

听，特别有意义。“爷爷把他的

故事讲给爸爸听，爸爸又讲给

我，那时我还小，感受不深。

后来要做讲解员，深入了解

这段历史后，我才在灵魂深

处受到了震撼。”胡雅馨说。

纪念园里展出的文物很

多，胡雅馨说自己最受触动

的是那些在战场上找到的大

刀。“每一次看到那些武器，

我就会想到当年爷爷和他的

战友们面临的艰难险阻，经

历的是无比壮烈的生死之

战，但他们最终靠着对革命

理想的坚定信念坚持了下来，这种忠于革命、不畏牺牲

的精神深深地激励了我。”

纪念园里有一幅红 34 师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

的油画。胡雅馨说：“这是观众落泪最多的地方，很多

人都伫立沉思，久久不愿离去。作为讲解员，每讲一

次，都是对思想和灵魂的一次洗礼。”

胡雅馨最难忘的一次讲解，是给高中班主任带来

的一群高三学弟学妹们。那是 2020年疫情缓解后，来

馆参观的第一批观众。“在新长征展厅，学弟学妹们都

为航天、国防、高铁等建设成就而振奋，我问大家是否

知道我们脚下的土地就是当年的脚山铺战场，就是红

军流血牺牲的地方。听到这，大家都默默地流泪

了。”胡雅馨说。

“学弟学妹们都说，现在的幸福生活是革命先

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和先辈们经历过的艰难

困苦相比，自己在学习和疫情期间遇到的困难根

本不算什么。他们坚定了高考必胜的信心，纷纷

表示将来要努力建设美好的祖国。与大家分享

爷爷和红军的故事，用自己的讲解激励观众，

是我最开心的事。”胡雅馨说。

在湖南西南边陲有一个美丽的侗乡小城——通道，虽

不起眼，但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34 年 12月 12日，突破蒋介石布下的四道封锁线的

中央红军在通道召开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决定放弃

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

军。这次会议，不仅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

而且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和毛泽东进入中央实际核心领导

地位奠定了基础，成为我党第一次伟大转折的历史开端。

这就是著名的“通道会议”和“通道转兵”。

面临生死抉择

从通道县城出发，西行 40余公里，来到通道老县城县

溪镇。罗蒙山下，始建于宋代的恭城书院掩映在郁郁葱葱

的树林之中。在这座书院见证的数百年历史中，最令人心情

激荡的便是奏响红军长征伟大战略转折先声的“通道会议”。

恭城书院是中国现存最完好的一座侗族古书院，石阶

上布满青苔。拾级而上，进入书院。“这里是会议的场

所，这张桌子和四周的椅子，都是当时开会时的样子，

毛泽东坐在这里，李德坐在对面……”走进右边第一间

斋舍，桌椅、煤油灯、地图等物品按照当时的场景原样

陈列布置，讲解员生动地讲述着会议的情形：1934 年 12

月，北风凛冽，寒气逼人。中央红军经过惨烈的湘江战

役后锐减过半，翻越老山界抵达湖南通道县城。见到

第四道封锁线被突破，蒋介石紧急调集五六倍于中央

红军的兵力，在通道以北的城步、绥宁、靖县、洪江、武

冈等地，张网以待，准备全歼红军。何去何从？中央红军

面临着生死抉择。

在这个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

提出“立即放弃前往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

划，转向敌军兵力薄弱的贵州去创建新的根据地”。“可是，

博古、李德等人不顾红军的损失及当时的险恶局势，仍然

坚持由通道北进湘西，准备率领红军继续往蒋介石布置好

的包围圈里钻。如果不改变原定的前进方向，中央红军就

有全军覆灭的危险。”讲解员说。

北上湘西，还是西进贵州？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

提议，在通道县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博古、周

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和李德 7 人，围绕红

军的进军方向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力主西进，

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他的建议得到了王稼

祥、张闻天、周恩来等多数同志的赞同。当天 19 时半，

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了西入贵州的“万万火

急”电令。

电令“万万火急”

在恭城书院左侧的“通道转兵纪念馆”，记者见到了这

封生死攸关的“万万火急”的电令影印件。

“值得注意的是，这封电报的落款是军委，我们查阅了

通道会议前后 35 封军事电报，发现这是以中革军委名义

发出且唯一一封标注‘万万火急’的军事电报。这说明电

报是非同寻常的重大军事决定，容不得半点等待和停留，

必须马上执行。同时也说明了西进贵州、进军贵州黎平是

集体研究、集体决策的结果，体现了集体领导。”通道转兵

纪念馆馆长郑湘介绍。

电令发出以后，全党全军即刻贯彻落实会议精神，

统一行动，坚决执行。周恩来亲自到红一军团一师先

头部队中，交代抢占黎平城的任务。12 月 13 日，中央红

军从通道分两路转兵西进。一路由通道的县溪，进入

靖县的新厂、平茶，然后由新厂、平茶分两路进入贵州；

另一路在通道的播阳集结后，进入贵州的洪州，向黎平

进军。

中央红军进入黎平城之后，12月 18日，中共中央在黎

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讨论了战略方针问题，肯定了

毛泽东在通道会议上提出的转兵正确主张，正式作出在川

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此举标志着通道转兵取得了

完全胜利。

“刘伯承在《回忆长征》中描述，‘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

坚决主张改变方针，还剩 3万多名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可见，‘通道转兵’是一项尊重客观实际的决策，挽救了危难

中的 3 万多名中央红军，体现了红军长征转折过程中，坚

持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于斗争、勇于担当的精神。”通

道县红军长征史研究专家胡群松说。

红军通道转兵，也给当地留下了珍贵的红色遗

产。通道转兵纪念馆共收集了 1000 余件红军长

征过通道时的相关资料和红军文物，成为红色

旅游热门景点，每年接待国内外游客 120 万人

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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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位于灌阳县的湘江战役新圩阻击战酒海井红军纪念园，最

为瞩目的是高达 34米、红军帽造型的主墓冢。 （资料照片）

图②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讲解员胡雅馨正在为观众讲

述血战湘江的历史故事。 本报记者 童 政摄

图③ 在新圩阻击战史实陈列馆里，翟顺修捐献出来的红军被是

军民情深的有力证明。 本报记者 童 政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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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转兵通道转兵：：伟大转折的历史开端伟大转折的历史开端
本报记者 刘 麟 谢 瑶

图为“通道转兵纪念馆”，这里保存着生死攸关的“万万火急”电令影印件。 吴庆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