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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会师

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到
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后， 于1935年12月
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制定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政策和军事战略。
随后， 发起东征、 西征战役， 发展与
巩固陕甘革命根据地， 策应红二、 四
方面军北上， 并适时做出了红军三大
主力会师的战略决策， 同时派红一方
面军南下作战， 迎接红二、 四方面军
北上。

选定会宁

现在， 从甘肃省省会兰州前往会
宁， 全程高速， 约200公里的路程， 两
个多小时即可到达。 312国道、 309国
道横跨会宁东西， 207省道、 定会路纵
贯会宁南北。 这个山沟中的小城， 早
已与外界建立起通畅高效的联系。

在80年前， 会宁扼守着西北交通
要道， 一条刚刚建成的西兰公路 （西
安到兰州 ）， 极具战略意义 。 因此 ，
1936年9月下旬， 毛泽东等红军决策层
在陕北保安讨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
地点时， 选定了会宁。

当时， 周恩来在和彭德怀交流后，
将会宁这个提议呈现到毛泽东面前 。
周恩来认为， 会宁是陇东重镇和交通
枢纽， 北控靖 （远）、 海 (原 )； 西障
定 （西）、 临 （夏）； 南蔽秦 （安）、 通
（渭）； 东跨隆 （德）、 泾 （源）， 素有
秦陇锁钥之称。 红二、 四方面军北上
必须经过会宁。 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
会师， 既占领枢纽地区， 又掌握了战
略主动权。 而且， 会宁县城当时只有
甘肃省保安团和县保安队400多人守
卫， 兵力十分薄弱。

毛泽东、彭德怀在1935年10月曾率
红一方面军7000将士长征途经会宁，对
会宁已有初步了解，对会宁的战略地位

有了深刻的印象。他听到周恩来的提议
后说：“会宁，好地名，好地名啊！ 会宁、
会宁，红军会师，中国安宁。古人虽然起
了好名字， 可人民仍然没有得安宁，现
在三军一会合，人民就得到安宁。恩来，
这个地名很有含义，仿佛远古先人就是
为我们今天红军三支主力部队再次会
师而起的呐。 ”

成功会师

会师的前提是红军先掌握会宁县
城的控制权。

1936年9月30日傍晚时分， 红一方
面军15军团骑兵团团长韦杰、 政委夏
云飞赶到位于宁夏同心县王家团庄的
军团部所在地。 军团长徐海东对韦杰、
夏云飞说： “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奉
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 周恩来副主席
的指示， 命令我军团派部队攻占会宁
城， 迎接二、 四方面军会师。 我们决
定让你们团完成这一战斗任务。”

10月2日凌晨 ， 骑兵团毙敌10余
人， 俘虏300余人， 自己只付出一位参
谋和几名战士负伤的代价， 顺利攻城，
拉开三军大会师的序幕。

从10月7日开始， 红军三大主力在
会宁及其周边区域进行了多次会师 。
从10月7日开始的半个月左右时间内，
会宁成为红色的海洋。

10月23日， 朱德、 张国焘率红军
总部及第4军、 第31军与彭德怀率领的
西方野战军总部、 徐海东所率红一方
面军第15军团会合。 24日， 在靖远打
拉池举行了阅兵仪式， 并在红山寺召
开连以上干部会议。 25日， 两支兄弟
部队召开了盛大的庆祝一、 四方面军
胜利会师大会。

【专访】
中国革命从此走向胜利

在会宁县城， “会师” 早就成为

一个文化符号 ， 这里的景观 、 街道 、
特产甚至美食， 都与会师相关。 而要
找一位会师历史专家， 没有比曾任红
军会宁会师旧址管委会主任兼红军长
征胜利纪念馆馆长杜永胜更合适的人
选了。

会师让会宁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
墨重彩的一笔， 也让会宁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杜永胜觉得， 作为长征
的会合点， 会师让会宁与出发点瑞金、
转折点遵义、 落脚点延安一道， 成为
中国革命圣地。 他引用徐向前元帅在
1986年3月为纪念红军会宁会师50周年
的题词指出：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是
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点”。

杜永胜说， 在遵义会议之后， 党
中央以全新的面貌达成了空前的团结，
逐渐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领
导集体， 从而确保了长征途中党的集
中统一和红军的团结 。 但是1935年6
月， 张闻天、 周恩来、 毛泽东、 朱德
等领导的中央红军 （红一方面军） 与
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
地区会师后， 张国焘公开分裂党和红
军。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以大局为
重， 一面与其反党分裂的行径作不懈
的坚决斗争， 一面进行耐心地说服教
育， 对张国焘采取争取的方针， 尽最
大努力使矛盾不致发展成对抗性矛盾。

会宁会师之后， 张国焘的问题最
终彻底解决， 所有的红军主力都团结
在了党中央的周围。

摘自 《北京晚报》

会宁，源起会州，相传周太祖宇文泰西巡，会师
于此，便以“会”为名。 1936年9月，毛泽东在与周恩来
等红军领导层讨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地点时， 选定
会宁，并夸赞会宁二字寓意深远———“会宁、会宁，红
军会师，中国安宁。 ”

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与红
一方面军会师。 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隆德
县西北的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县）地区，与红一方
面军会师。 红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地区
的“三军大会师”，标志着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被
彻底粉碎。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新的根据地和出
发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三三军军大大会会师师
为为何何选选在在会会宁宁？？

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

王安石留在历史上的名片是
变法家， 而他留在文学上的名片
却比较小清新 ， 最有名的诸如
“春风又绿江南岸 ， 明月何时照
我还”。 事业上的万般作为 ， 最
终归结到情怀上， 只不过是要求
回到故乡， 一个 “绿” 字， 让中
国人推敲了近千年。

王安石晚年并没有回故乡 ，
而是住在江宁一个叫半山的地
方。 这一天， 恰好是春末时分 ，
作为一个有高尚审美趣味的诗
人， 春光不可辜负， 于是王安石
从书斋里走出来， 走向野外， 迎
面而来的是暮春时节的景色， 落
英缤纷， 春风将花儿吹走。 但他
没有陷入 “春风无力百花残” 的
伤感， 而是辩证地看问题： 明媚
的春天虽然走了， 但不是白白地
离开， 礼尚往来也是大自然的
规律 ， 春风带走落花的同 时 ，
也开启了一个绿树成荫的夏天 ，
大自然的美丽从来没有断供 ，
“春风取花去， 酬我以清阴”。 好
一个 “酬”， 大自然的季节变化
人格化了。

夏天， 树木的最大特点就是
浓荫覆盖， 形成一个清爽宜人的
小气候。 王安石走在路上，放眼望
去，但见树木茂密，树荫下的小山
坡一片静谧， 树与树之间交叉覆
盖，不分你我彼此，在这片树丛当
中， 一处小园屋隐约可见，“翳翳
陂路静，交交园屋深”。

园屋的主人是谁？ 王安石没
有交代， 但是有刻画。 文学作品
里，尤其是诗歌作品里，人物的身
份未必要交代清楚， 但人物的情
态不能含糊。 也即是说，“他是谁”
不重要 ，但 “他怎样 ”，这个很重
要。 这座园屋的主人，每天带着休
憩工具在外散步， 疲劳的时候就
坐下来歇歇， 每每拄着扶杖走在
山林里， 寻访清幽的景色，“床敷
每小息，杖履或幽寻”。

在寻觅清幽当中， 有什么收
获呢？ 其实， 清幽未必是寻觅出
来的， 而是感受出来的， 走着走
着， 看着看着， 发现清幽无处不
在， 例如北边山里的飞鸟从树梢
上飞快地掠过， 游人尚未看清它
飞行的姿态， 鸟却已留下一声优
美的歌声， 一声清脆的啼叫， 随
之是一片遐想， 一片向往， “唯
有北山鸟， 经过遗好音 ”。 在中
国古典诗歌里， 鸟鸣不是用来添
闹的， 而是用来添静的， 可以想
象在听到飞鸟歌唱之后， 王安石
沉浸在一片安静舒适享受当中的
情景。

春天的美好， 在于户外， 王
安石的这首 《半山春晚即事》 告
诉我们， 不要宅在家里， 出去走
走吧。 传说， 他的老婆就是在外
对对联时认识的。

摘自 《广州日报》

王安石在文学上
的“小清新”名片

■史海钩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