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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例

渡江前的态势
!"#$年 %&月 %'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接受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原
先中央红军与湘西的红二、六军团
会合的计划，转向敌人控制不太严
密的川黔交界地区发展。红军还对
编制进行调整，在湘江战役中伤亡
过大的红八军团被取消，所属人员
充实到其他军团，军委两个纵队合
编为一个，同时抛弃笨重而不必要
的物资，使部队机动力大大提高。
红军于 %&月下旬进入贵州，连

克 (座县城，黔军完全不是对手，红
军获得不少物资补充，作战态势大
大改善。%)月 *+日，红军抵达乌江
南岸的猴场镇，这时中革军委得到
情报，&,万敌军正从四面八方包围
过来，国民党中央军 $个师和黔军
&个师从北面压过来，云南滇军派
出 -个旅赶往乌江，另有中央军 $

个师已与红军后卫部队交火。紧急
时刻，中央决定：红军必须赶在敌人
主力到达前渡过乌江，建立以遵义
为中心的川黔边新苏区，切实掌握
战场主动权和回旋空间。
反观国民党方面，发现红军入

黔后，中央军第 &兵团总指挥薛岳
与贵州军阀王家烈协商，确定由黔
军防守乌江北岸，与中央军追击部
队合力消灭红军于南岸。为此，黔军
教导师师长侯之担命令副师长侯汉
佑担任乌江防线的“前敌总指挥”，
出动教导师第 +旅第 +、*团驻扎乌
江北岸的江界河一带渡口；黔军第
+旅旅长易少荃及副旅长任骧率第
.团防守袁家渡一带河岸，与防守
湄潭的直属第 '团（团长万式炯）相
互呼应；教导师第 *旅旅长林秀生
率第 -团及机炮营防守孙家渡、茶
山关一带。

夜袭回龙场
%"*-年 %月 %日，红军兵分三

路前往乌江，其中红一军团一师、二
师和红三军团分别奔向回龙场、江
界河与茶山关，力图打开突破口。作
为右路先遣队，红一军团一师一团
当天就轻取回龙场渡口，黔军一触
即溃，但敌人提前烧掉船只，连像样
的木板也不留下。焦急之际，红军发
现这里有大片竹林，于是大家砍竹
扎竹筏，做好强渡准备。
一团选出 '位水性好的战士承

担试渡任务，&日，他们登筏出发，
约定竹筏到达对岸后，向大部队鸣
枪两声，作为信号。遗憾的是，当竹
筏快要接近北岸时，汹涌的江水把

竹筏冲到下游，被漩涡吞没，第一次
试渡失败了。当晚，红军又组织起
*.人的突击队再次试渡，地点选在
水流略缓的地方，竹筏也扎成双层
底板，筏面也增加了扶手，提高了安
全性。经过几十分钟的等待，“乓！
乓！”对岸传来两声枪响，是敌人的
冷枪，还是自己人的信号？一团团长
杨得志深深地吸了口气，“乓！乓！”
又是两枪，“是从山下传来的！”一团
政委黎林喊出来，渡江成功了！
听到对岸枪响，杨得志立即命

令第二梯队登筏出发，同时枪炮齐
鸣，压制对岸敌军。两批上岸的红军
借着夜色，迂回至守敌两翼突击，很
快控制了桥头堡，并且拉起跨江绳
索，红军工兵陆续将 *,多个竹筏串
联起来，形成浮桥。不久，红军大部
队开始强渡，红一师集中所有轻重
火力，向仍在北岸老渡口、观音寺一
带顽抗的黔军射击，掩护部队渡江，
其中军团炮兵连准确命中观音寺建
筑物，将黔军指挥所打掉，敌人完全
丧失抵抗意志，逃向湄潭。$日，红
一军团主力及红九军团渡江完毕，.
日进入湄潭。

强攻江界河
在红一团突破回龙场之际，友

邻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正在乌江最
大的渡口———江界河进行着更为艰
苦的鏖战。%月 %日，该团到达江界
河渡口南岸，这里分为新老两个渡
口，新渡口在上游，江面宽 ',米，老
渡口在下游，江面宽 %&,米，两地相
距 *千米，沿岸尽是悬崖绝壁。红军
过江，必须先经过南岸 -,,,米长的
陡坡才能到达江边，到北岸后又得
穿过类似长度的山坡，才能走上通
往遵义的大道。
经过侦察，团长耿飚发现渡口

大道是黔军防御重点，遂决定用佯
攻把敌人注意力吸引在老渡口正
面，真正的突破口放在新渡口上游
-,,米处的老虎洞，那里的峭壁上
有条小路，敌军封锁不太严密。&日
"时，红军开始头一次强渡，大部队
故意装作从老渡口登竹筏出发，吸引
敌军开枪放炮，另有八名会游泳的战
士凫水强渡。因江宽流急，加上敌军
炮火轰击，预定由突击队拉过江的粗
绳索被炸断，为避免无谓牺牲，已经
过江的八人被迫撤回。夜里，红四团
又派出 %'名勇士，乘坐 *只竹筏突
击，但仍未成功，其中连长毛振华带
领的四人小组失去联系。
当天，中革军委副参谋长张云

逸赶到江界河，向红四团介绍敌情，
此时尾追的国民党薛岳兵团已经不
远，若不能迅速突破江界河，势必影
响红二师主力及军委纵队、红五军
团过江，陷入被动。为了打破僵局，
中革军委特意将工兵营和干部团工
兵连加强给红四团，还准备了 .,多
个竹筏，为大部队过江做好准备。

*日拂晓，红军参谋长刘伯承
率领工兵到达江界河，他们故意在
老渡口冒着敌火力架设浮桥，吸引
敌人，而在上游新渡口，红四团把
.,多个竹筏拉到滩头，其中先锋队
登上 *只竹筏杀向对岸的老虎洞。

当先锋队距对岸 -,米时，突然传来
清脆的枪声，奇怪的是，枪不是朝江
面打的，而是从对岸崖下朝崖上的
敌人工事打的。红四团政委杨成武
拿起望远镜，发现敌军眼皮底下钻
出几个人来，毫无防备的敌人立马
乱了阵脚。原来，&日夜里失踪的毛
振华等人成功登上北岸，却没等来后
续部队，自己与敌人力量悬殊，因此
他们决定潜伏下来，伺机而动。此番
红四团发起强攻，毛振华意识到机
会来了，于是奋勇出击，打乱了敌人
部署，掩护先锋队上岸。紧接着，红
军一个营顺利过江，占领老虎洞。
恰在此时，敌人增援的一个营

赶到，他们向红军压来，北岸桥头堡
随时有“得而复失”的危险。紧急关
头，红一军团直属炮兵连把仅有的
两门 '&毫米迫击炮摆出来，指挥员
赵章成亲自操炮，将三发炮弹全打
进集团冲锋的敌人队伍里，红军趁
势反击，将敌击溃。之后，红军工兵
快速将一个个竹筏连接成浮桥，向
对岸延伸。经过一番血战，* 日上
午，乌江浮桥架成，下午军委纵队和
红五军团等顺利通过。%(时，红一
军团占领黔军“前敌指挥部”所在地
猪场，黔军 &个团基本被消灭。

茶山关口!巧搭桥"

突破乌江之战中，从左路进攻
的红三军团要在茶山关渡江。%月 &

日，红三军团五师十三团先头部队
从孙家渡出发，乘竹筏强渡乌江，打
算控制对岸的茶山关，然后架桥，但
黔军火力太猛，加之水流太急，三次
强渡均未成功。

*日凌晨，红十三团以炮火轰
击北岸黔军，打死敌机炮营长赵宪
群，使其军心动摇。这次攻击，红军
一部登上北岸，与黔军第 -团第 %

营激战，重创该营，但因过去的人
少，不能立足，只好乘筏撤回南岸。
乌江流速大约每秒 &米，就算

乘竹筏渡到对岸，流速这么快，也没
法架桥。抢渡未成，红十三团总结教
训，改到离孙家渡上游几百米处架
桥，那里河面虽然宽阔，但流速降到
%/'米0秒。在岸边，军委工兵营长王
耀南指挥大家将竹筏连接成半成品
的浮桥，这条“竹长龙”的一端固定
在下游地桩上，另一端则放在上游，
用缆绳拉住，筏子与筏子之间用抓
钉、绳索连接，能承受着江水巨大的
冲击力。红军的意图是利用水流渐
渐把“竹龙”斜推至北岸，利用“巧
力”搭成浮桥。

*日 ++时，红军通过望远镜发
现敌人正准备吃午饭，一些有毒瘾
的敌兵甚至躺下来抽鸦片烟，机不
可失，红军立即行动起来！王耀南发
布旗语，工兵砍断上游拴浮桥的缆
绳，于是整座浮桥在水流作用下慢
慢在江面展开，只见每个筏子上都
站着两个抛锚手，他们用长竹竿拉
住锚头，就这样一个接一个筏子下
锚固定，渐渐形成一座巨大的蜈蚣
状浮桥。黔军大惊失色，慌忙开炮截
击，一发发炮弹在浮桥周围爆炸，压
得红军官兵抬不起头。突然，黔军大
炮哑巴了，原来红军炮兵营长武亭
指挥火力压制，一阵排炮就把敌人
打得不敢见仗。
仅仅过了 +,分钟，蜈蚣桥便架

设完毕，位于南岸的两三千红军战
士奋勇冲击，黔军完全抵挡不住，他
们还获悉红军已在回龙场、江界河
完成突破的消息，更是无心抵抗。很
快，红三军团拿下茶山关渡口，进抵
遵义近郊尚嵇镇一带。+月 (日，红
军进占黔北重镇遵义。

迎来遵义会议
长征之初，由于左倾错误路线

影响，红军行动被动，尤其湘江战役
遭受巨大损失，干部战士纷纷对红
军前途和部队去向产生疑问。在这
种情况下，红军发起乌江战役，改变
湘江战役中一味和国民党军“硬碰
硬”的打法，最终以极小的代价取得
胜利，士气重新振作起来。
乌江战役的胜利，证明毛泽东

提出的“西入贵州、进军黔北”的方
针是正确的。战役中，红军以灵活机
动的战术为指导，采用“隐蔽部队，
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
策略，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渡过
乌江后，红军一下子把大量国民党
追兵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像湘军
忙于在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作战，川
军在长江南岸一线不敢轻进，桂军
则滞留黔南，黔军更是被红军打怕
了，完全不敢出来招惹。只有薛岳率
领的中央军穷追不舍，但无奈被阻
隔在乌江以南，况且薛岳还奉有蒋
介石的密令，要赶往贵阳，抢夺王家
烈的地盘，暂时也无暇顾及红军。这
些有利条件，为党中央召开具有重
大意义的遵义会议创造了时会。
红军进入黔北后，缴获黔军大

批武器弹药。更重要的是，进入贵州
后，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在群众
中产生极大的影响。乌江之役中，群
众热情支援红军木料、门板、棕绳、
马灯等渡江物资。红军在黔北休整
期间，还从贫苦人民中招募几千新
兵，补充和壮大自己的队伍。 宋涛

1934年底，红军离湘入黔，抢先突破天险，取得战略
主动，为最终胜利打下坚实基础———

乌江战役：红军打开长征新局面
1934年底，经历突破湘江的生死之战后，中央

红军确定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贵州进军。与此同时，
国民党军在判明红军的意图后也迅速调整部署，向贵
州方向追踪包抄过来。挡在红军面前的，除了国民党
贵州军阀（黔军）外，还有乌江天险。经过浴血奋战，英
勇的红军跨过乌江，向古城遵义挺进，那里注定要成
为中国革命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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