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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例

!黄金时刻"稍纵即逝
长征之初，国民党军并不知道红军的去

向。到 !"#$年 %!月，红军突破敌人的三道封
锁线，快要接近湘江时，蒋介石才确定红军是
要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国民
党军以 &'万重兵“五路追剿”，即湖南湘军、
广西桂军负责迎头堵击与两翼夹击，广东粤
军和中央军尾追攻击，贵州黔军负责外围策
应，目的是在桂湘边境的湘江流域消灭红军。

!!月 !(日，桂湘两省军阀确定各自防
区，双方以黄沙河为界，桂军担任兴安、全州、
灌阳至黄沙河（不含）的防务，湘军则担任衡
阳、零陵、东安至黄沙河的防务。随后，桂军以
%)个团（约 &万人）摆在广西东北面，但桂系
军阀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不愿与红军死战，
特别是担心自己与红军拼个你死我活，却让
中央军“占了便宜”。*%日，桂系军阀头目白
崇禧以红军进攻防线南段的龙虎关为由，把
防线北段的部队全都调走，空出的阵地让湘
军接手。湘军也不傻，他们也想保存实力，迟
迟不肯派兵接防。结果，从 **日到 *+日，湘
江封锁线全州至兴安段“门户大开”，桂湘军
阀想把红军“礼送出境”的意图显露无遗。

红军方面，%%月 **日，红一军团侦察兵
到达全州后就发现这一变化，却因身边没有
电台，直到 *)日他们返回主力驻地，中革军
委才了解情况，遂决定分四路纵队直奔湘江
渡口：第一纵队（红一军团之主力）沿道县、文
市向全州以南前进；第二纵队（红一军团一个
师、军委第一纵队及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经雷
口关前进；第三纵队（红三军团、军委第二纵
队及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经邓家源向灌阳
山道前进，相机占领灌阳，之后向兴安前进；
第四纵队（红八、九军团）经永明向兴安前进。
作为全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于 *+日抢

占全州以南、界首以北的所有湘江渡口。这
时，刚到全州的湘军按兵不动，而回援全州的
桂军动作也不积极，他们的心思全放在防止
中央军入桂上，只要红军尽早离开广西，大家
都“相安无事”。红军冲过湘江的“黄金时刻”
就在眼前，然而军委纵队行军太慢，*(日走
了 ,千米，*+日走了 (千米。究其原因，是博
古、李德等决策者在长征时带上太多“坛坛罐
罐”，时任红一军团一团参谋的肖思明描述-

“一架印票子的机器，少说有一个排抬着；还
有一架给病号用的机器（.光机），说怕碰怕
跌，十几个战士像捧着瓷碗似的抬着它走。路
这么窄，他们能走得快吗？”由于宝贵的时间
被耽误在路上，最终导致红军“背水一战”。

新圩阻击#伤亡最大
湘江东岸小镇新圩距灌阳城不远，离湘

江渡口 $'千米，镇外的古岭头是红军前往渡
口的咽喉，湘江首战于 %%月 *,日在此打响。
当时，进攻新圩的是桂军，他们的意图是“不
拦头、不斩腰、只击尾”，估计自己让出全州、
灌阳防区的几天里，红军主力应该走得差不
多了，现在只需拿红军后卫部队打一打，就能
交差了。但由于军委纵队的行动迟缓，使得红
军与桂军发生“意料之外”的殊死搏斗。

战前，红三军团五师和军委“红星”炮兵
营（共 #"''余人）占领新圩/灌阳公路两边
的山头，阻止从南面马渡桥杀来的桂军接近
渡口。桂军 +个团仗着人多势众，又有飞机支
援，与红军展开拉锯战。长达三天的激战中，
弹药不继的红军陆续失去尖背岭、平头岭、虎
形山等阵地，只剩下新圩附近的楠木山至炮
楼山一线还能抵挡一阵，大家坚持到 &'日
%(时，终于盼来上级的电报：中央纵队已过
湘江，红五师阻击任务已告完成，速将阵地移
交红六师十八团，部队迅速过江。

接管阵地的红十八团打得更为艰苦，由
于友邻部队纷纷过江，他们的阵地益发孤立，
受到敌军全方位的攻击。%*月 %日拂晓，桂
军猛攻楠木山，红十八团且战且退，没想到途

中一支桂军穿插部队抢占炮楼山，将红十八团
截断。尽管红十八团殊死抵抗，但由于桂军用火
力封锁住道路，大部分战士都牺牲了。
其实，就在新圩之战形势紧急之际，中革军

委曾于 %%月 *"日命令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前去
支援，阻挡北上的桂军。由于局势混乱，加上地
形和道路不熟，红三十四师选择了一条在地图
上看起来最短，实际上崎岖难行的山路机动，结
果陷入莽莽群山之中，遭到敌军重重围困，付出
了巨大的代价。
后来统计，新圩阻击战中，红军总伤亡超过

,'''人，占到湘江之战红军总损失的三分之
一。正因为红军将士前赴后继的坚守，保证军委
纵队全部及红八、九军团主力通过这一危险地
带，赶到湘江渡口，居功至伟。

鏖兵觉山铺
%%月 *+日，红一军团一个团从屏山渡渡

过湘江后，奉命抢占全州，但比湘军晚到 (小
时，只好占领全州以南的觉山铺（一作脚山铺），
防止湘军威胁军委纵队过江。觉山铺村位于桂
（林）黄（沙河）公路边，距军委纵队确定渡河的
界首渡口约 &'千米。村子周围有几座小山，桂
黄公路沿着山脚穿行而过，其中以黄帝岭、怀中
抱子岭最高，它们在公路南端，北来的敌人呈仰
攻之势，而红军居高临下。
对红军而言，觉山铺阵地的最大缺点是正

面太宽，所需兵力太多。鉴于湘军有 (个师之
众，红一军团长林彪将红二师摆在前线，还急令
红一师主力防守觉山铺侧翼。微妙的是，当红军
在 *+、*,日加紧布防之际，呆在全州的湘军毫
无动静，他们还是想保存实力，不想与红军硬
抗。但在 *,日，蒋介石给湘系军阀何键发去杀
气腾腾的督战电报，严令出击，湘军这才打起精
神，对觉山铺发起进攻。

*"日晨，湘军以第 %(师为前锋，以第 (*、
(&师为预备队，向红一军团阵地杀来。湘军的
套路是“先轰炸，再冲锋”，用十几架飞机扫射目
标，再伴随密集的炮击，等火力压制一段时间
后，再用“人海”冲击红军阵地。一位红军指挥员
回忆：“我们的弹药非常缺乏，缴来的尖头子弹
全给机枪用，步枪则尽量用苏区带来的土造子

弹。为了节省弹药，战前规定了各种枪的射击
距离，不管敌人怎样吼叫，我们还是沉着地等
待着。”当湘军进入射程后，指挥员一声令下，
所有火力同时打响，“敌人像被风暴摧折的高
粱秆似的纷纷倒下，我们的短兵火力虽猛，但
无法压制住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他们
轮番冲锋，不让我们喘息。”

战至 &'日晨，湘军再投入一个师，火力
也更猛，红军各部队凭险死守，相机反击。由
于红军减员太多，经过几轮冲锋与反冲锋后，
湘军判断出红军没有预备队了，遂改变战术，
一面继续对红军正面阵地搞“车轮大战”，一
面以大部队迂回至红军阵地侧翼，将红军的
阵线拉长，再寻找薄弱环节突破。
湘军这一招确实狠毒，红军阵地前沿的

几个小山头相继失守，成为湘军向红军纵深
推进的依托。战至晚间，红一、二师转移到珠
兰铺防守，那里与界首渡口遥遥相望，若顶不
住，湘军势必冲到渡口，阻断军委去路。这条
新防线比原来的防线还要长，战士们能依托
的全是低矮的小土包，地势变成南低北高，进
攻的湘军正好居高临下，红军处境更为不利。

%*月 %日晨，湘军猛攻红一、二师的结
合部，他们先对红一师三团阵地连攻九次，未
能得手后，又扑向红二师四团阵地，那里的防
线有 )千米长，可红四团已减员至数百人，经
过反复较量，红四团左翼被突破，一股敌军竟
冲到红一军团指挥部附近，形势十万火急。
面对退路被切断的危险，红一军团领导

人当机立断，把所有能够战斗的人员都投入
火线，坚决挡住敌人。接近中午时分，军委纵
队基本过江，进入越城岭，红一、二师这才相
互掩护，撤出阵地。觉山铺之战，红一、二师损
失近 $'''人，但有效堵住了北面的湘军，保
证渡口安全，为渡江的红军筑起一道屏障。

渡江$ 渡江$

当红军后卫部队竭力抵抗之际，不懂军
事的中革军委成员博古一筹莫展，共产国际
代表李德也束手无策，只会不断骂人，而红军
总司令朱德将临时指挥所设在界首渡口，冒
着敌机的轰炸扫射，现场指挥调度过江行动。

当中革军委领导人赶到渡口时，众人被当时
的情况震惊了：天上，几十架敌机轮番投弹，
江面上的浮桥不时被炸断，江上漂浮着红军
战士的尸体；还没被炸断的桥面上，拥挤着扛
着机器设备的红军队伍，不时有人跌入江中，
四周阻击阵地上的枪炮声不绝于耳……
湘江之战中，界首是红军渡过湘江的头

号渡口，仅有的几座浮桥都架设在这里，而敌
人的飞机几乎天天来轰炸，浮桥一次次被炸
断，又一次次重新架设起来。而彭德怀指挥的
红三军团既要守渡口，又要警戒湘江西岸，还
要承担部分断后任务，兵力捉襟见肘。掩护渡
口的光华铺主阵地上仅有红十团防守，从兴
安出发的桂军抓住红军人少的弱点，不断迂
回偷袭渡口，最危险的时候，敌人距离红三军
团指挥部仅 %''米远，甚至一度冲进界首渡
口。为了保卫渡口，红十团拼死反击，团长沈
述清在 *"日牺牲，继任团长的红四师参谋长
杜中美于 &'日牺牲。正是靠着忘我的拼杀，
红三军团恢复了界首渡口的畅通。

%%月 &'日夜，红一、三军团等阻击部队
已筋疲力尽，而红五、八、九军团仍未过江，红
军处境极端险恶。%*月 %日，军委下达命令，
要求“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
义”，“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
牺牲……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这
是湘江战役中最惨烈的一天，各个阵地上，国
民党军倾尽全力展开集团冲锋，红军将士高
喊“为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口号，扑向敌群，进
行肉搏战。就在阻击阵地后方，一队队红军冒
着弹雨渡江，浮桥炸断了，他们就抓住绳子、
木板涉水，不断有人倒下，但队伍丝毫没有放
慢前进的脚步，此时湘江之水已被染红。
战至 %*月 %日 %+时，中央机关和红军

大部终于过江。根据军委命令，负责掩护的红
一、三军团撤出战斗，其他部队也陆续结束战
斗。此后，红军主力继续长征，走上新路程。

用鲜血迎接希望
%%月 *+日到 %*月 %日，红军与国民党

各路军阀发生具有战略意义的交战。令人悲
痛的是，长征开始时多达 ,0(万人的中央红
军在湘江战后锐减至 #万，数万人血洒湘江，
当地流传着“三年不食湘江鱼、十年不饮湘江
水”的沉痛话语。
这次血战是红军战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

挫折，也是红军开始长征后遇到的第一个生
死关头。有人说，红军长征犹如地球上一条醒
目的红飘带，湘江战役是这条飘带上“最沉重
的绳结”。其实，无论战前还是战中，红军都有
机会避免完全对己不利的湘江战役，毛泽东
曾三次提出“停止西进，原路返回”的建议，彭
德怀曾两次就红军西渡湘江提出合理化建
议，但奉行教条主义的李德、博古等领导人却
不予理睬，令红军一再错失良机。为了掩护庞
大的军委机关转移，红军采取“甬道式”队形
行进，所有战斗部队都成了掩护队，过湘江
时，各野战兵团不被允许离开规定的前进道
路，无法实施机动作战，也就无法争取或创造
有利的歼敌机会。湘江战役中，敌人兵分多路
阻截红军，红军也分兵抗击，结果每一处都变
成“以少对多、以弱对强”的局面。
尽管遭受重大损失，但红军还是突破了

包围圈，达成战役目的。战斗中，红军战士坚
决完成上级下达的作战任务，表现出极高的
纪律意识、大局观念和献身精神，这一点连敌
人也是敬畏的，湖南军阀何键在战后总结时
就用了“实深惭悚”来形容其心境。更重要的
是，经过湘江一战，博古、李德等人的“瞎指
挥”彻底失去了红军上下的信任，以毛泽东同
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赢得了人心。
可以说，湘江之战用鲜血唤醒这支队伍，

最终换来了红军政治、军事路线和战略方向
的转变，从而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对长征乃
至整个中国革命都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宋涛

有人说：红军长征犹如地球上醒目的红飘带，
湘江战役是红飘带上“最沉重的绳结”———

突破湘江：中央红军的“生死之战”
1934年10月，中央

红军跨过于都河，踏上二万
五千里的长征之路。但这个
时候，数万指战员心里谁也
没想过自己会创造出一个
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他们
中间有一多半也遗憾地没
能踏上湘江对岸的土地，继
续自己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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