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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子

1932年,四川成都至内江一带枪炮隆隆,以刘湘、刘文辉为对手,邓

锡侯、刘存厚、潘文华、田颂尧、杨森等大大小小军阀参与的 “成都会

战”打响。这是一场为争夺地盘 “黑吃黑”的军阀混战。军阀混战给四川

人民带来沉重灾难,拉夫拉丁,派款派捐,征粮征税,敲骨吸髓,杀人放

火,无所不为,广大贫苦百姓走投无路,生不如死。就在军阀混战正酣

时,突然一道消息如同闪电划破夜空,如同惊雷震动巴山蜀水:红军来

了!

1932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出

发,经过千里西征,翻越大巴山进入四川,解民倒悬。红四方面军入川

后,红旗所向,万民欢呼,敌人胆寒。短短数月,红四方面军粉碎四川军

阀田颂尧的 “三路围攻”,解放通 (江)、南 (江)、巴 (中),发动工农群

众建立红色根据地;仪 (陇)南 (部)、营 (山)渠 (县)、宣 (汉)达

(县)三大战役,摧枯拉朽;反 “六路围攻”横扫千军如卷席,打得刘湘

为首的四川军阀落花流水,望风而逃。成千上万的贫苦百姓壶浆箪食,喜

迎救星。

红四方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动群众,建立各级党组织和革命政

权,扩大红军,近一年时间,根据地扩展到二十多个县,红军发展到八万

之众,川陕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西北部最大的红色革命根据地,革命的红

旗在巴山蜀水高高飘扬。

1934年,毛泽东在瑞金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

由于红四方面军的远征,在辽远的中国西北部,开展了广泛的群众革命斗

争,把苏维埃的种子广播到革命形势比较落后的区域中去了。红四方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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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勇善战,在不足一年之内,已经在二十余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已经

发展了十倍以上的红军队伍,号召了整个四川的工农劳动群众与白军兵士

倾向于苏维埃革命,在中国西北部建立下苏维埃革命新的强有力的根据

地。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陕苏区有地理上、

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

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

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

虽然由于形势的发展,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离开了川陕根据地与

中央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一起北上长征,但红四方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

地的光辉业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和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浓墨重

彩的一页,巴山红旗永远飘扬在四川人民和全国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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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军西征

撤出鄂豫皖

1927年11月起,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政权,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湖北黄陂、麻城,安徽六安、霍山,河南商城陆续爆发

农民武装起义,并分别建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三十

二、三十三师,开辟了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革命根据地。1930年

初,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根据地合

并成立鄂豫皖特区,成立湖北省委领导下的鄂豫皖特委。至此,鄂豫皖革

命根据地正式形成。1931年初,在根据地领导同志多次强烈请求以及革命

形势发展需求下,为了加强对苏区的领导和政策指导,设在上海的党中央

决定,党中央领导机关一分为三,当时的总书记向忠发和周恩来等人带领

中央机关搬迁到江西瑞金,另外分别派遣几位政治局委员到鄂豫皖和洪湖

苏区成立中央分局,就地领导与指导苏区的军事和政治斗争。

1931年4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共青团中央委员陈昌浩到

达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 (今新县)。根据中央指示,原中共鄂豫皖特委撤

销,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指定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曾中生、王平

章、蔡申熙、舒传贤、旷继勋为中央分局委员,张国焘任中央分局书记。

分局直接隶属中央政治局,代表中央领导鄂豫皖苏区的党组织,是鄂豫皖

地区党组织的最高领导机构。

同时,成立了由张国焘、曾中生、旷继勋、徐向前、郑行瑞、沈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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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陈昌浩等七人组成的鄂豫皖中央分局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任主

席,曾中生、旷继勋为副主席。革命军事委员会是鄂豫皖根据地最高军事

领导机构,直接领导和指挥红军及地方武装。

为了集中力量,统一指挥,抗击蒋军的大举进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

局和军委决定,将鄂豫皖苏区的几支红军部队整编成红四方面军。徐向前

为第四方面军总指挥,陈昌浩为总政委,刘士奇为政治部主任。第四方面

军下辖第四军、第二十五军,第四军军长徐向前 (兼)、政 委 陈 昌 浩

(兼),第二十五军军长旷继勋、政委王平章。

合并后的红四方面军共有两个军六个师,总兵力达到三万余人,成为

当时仅次于中央红军的军事力量。从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序

列中,又增添了一支钢铁劲旅。

大别山位于长江北岸,地跨湖北、安徽、河南三省,北扼京汉铁路,

南抚武汉重镇,东逼国民政府首府南京,地理位置极为重要。自己的胸腹

之地有一支数万人的共产党武装,蒋介石如鲠在喉,日夜不得安宁,决心

除之而后快。一开始,并没有将这支由起义农民组成的武装放在眼里,指

令驻扎在大别山周围湖北、安徽、河南的非嫡系军队 “清剿”,这些地方

军阀装备和训练水平较差,战斗力薄弱,前两次 “围剿”均被粉碎。红四

方面军成立后,正值敌人发起第三次 “围剿”,在徐向前和陈昌浩的指挥

下,红四方面军连续发起了黄安战役、商潢战役、苏家埠战役。每次战役

歼敌数万,部队长途奔袭、围点打援、迂回包抄等战役指导思想日渐成

熟,展现了大兵团作战的能力。几战下来,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发展到六

个师五万余人。各县独立团、地方赤卫队、游击队总数接近十多万人。鄂

豫皖根据地东起淠河,西迄京汉线,北达潢川、固始,南至黄梅、广济,

拥有黄安、商城、英山、罗田、霍邱五座县城,总面积约四万平方公里,

人口达三百五十万。

眼看红四方面军力量越来越壮大,肘腋之患发展成为心腹之患,蒋介

石决心集中更大的力量,毕其功于一役,彻底 “剿灭”大别山的红军。

1932年5月22日,蒋介石正式宣布成立鄂豫皖三省 “剿匪”总司令

部,自己任总司令,坐镇武汉亲自指挥。敌人中、右两路共二十六个军外

加六个旅约三十万人,另配有四个航空队,蒋介石兼任中路军司令官,刘

峙为副司令官。三十万敌军对鄂豫皖苏区形成包围形势,蒋军吸取前三次

“围剿”失败的教训,组成重兵集团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在战术上稳扎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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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并进长追,逐步压缩红军的活动空间,企图 “聚歼”红军于长江北

岸。

5月的大别山,战云弥漫。虽然已是深春,但漫山遍野乌云滚滚,翠

绿的春色笼罩在浓密的战火硝烟里,时而紧密时而稀疏的枪炮声在远远近

近的山林间震响。空中,数架涂着国民党党徽的敌机疯狂地呼啸着向地面

俯冲,机枪和炸弹轰鸣着使死神降临四方。地面上,数十万蒋军从四面八

方杀进鄂豫皖苏区,残酷的第四次 “围剿”开始了。

大敌当前,采用何种对策抵御敌人的进攻,事关根据地的生存和红军

的发展。当时的中共中央被 “左”倾立三路线主导,他们不顾敌我力量的

对比悬殊,中国与苏联国情的天壤之别,盲目地以苏联革命为模式,要求

红军不间断地向敌人盘踞的中心城市进攻,与敌人展开决战,希望通过夺

取城市引起全国总暴动,在短期内取得革命胜利。当时的党中央为反对敌

人 “围剿”给各苏区的训令要求:

鄂豫皖红四方面军除以二十五军巩固皖西北新发展苏区外,主力

应向西行动,扩大与巩固鄂东苏区,以一个师以上的兵力过京汉路,

配合红三军行动,消灭徐源泉、萧之楚等主力,造成京汉路两旁孝

感、武胜关间比较巩固的新苏区,必要时可以重新进攻黄陂,威吓武

汉,调动敌人进攻湘鄂西的力量,求得战争的解决,以造成包围武汉

的形势。①

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个别领导对敌情的严重性也缺乏清醒的认识,盲目

乐观,甚至认为 “从武装力量对比来说,我们已占了优势”
 

。

错误的形势估计和错误的战略方针,其结局是可以想象的。尽管红四

方面军将士不怕牺牲,浴血苦战,在局部战场上取得胜利,给当面之敌很

大杀伤,但红军自身也遭受极大的损失。敌军仍然按照其部署,逐步推

进,红军的战略空间日渐缩小,逐步失去了战场主动权,处于被动的地

位。

面对危局,身为红四方面军最高指挥的徐向前和陈昌浩认为,我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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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
(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644页。



期作战,至为疲劳,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决不能盲目硬拼,眼下敌人步

步进逼,形势已经万分危急。第三次反 “围剿”一结束,他们就向中央分

局提出:“回师根据地,休整部队,准备迎击敌人第四次 ‘围剿’。”

但鄂豫皖中央分局的领导依然沉浸在前几次胜利的喜悦中,他们不顾

敌我力量对比,不考虑我军长时间作战,部队极度疲劳,急需休整的严峻

现实,要求红四方面军 “不停顿地进攻”,在没有重火器配备的情况下,

集中红军主力攻击麻城。

徐向前是直接带兵的人,知道每一场战斗的胜利都是在红军付出了极

大的代价后才得来的,在敌强我弱面前,以疲弱之师去攻击敌人有备之

城,这是不符合军事规律的,对红军和苏区都不利。他在会上慷慨陈词:

自从去年秋天洗马畈战斗以来,我军连续作战,疲劳已极,当务

之急是养精蓄锐,休整训练。应当停止外线进攻作战,把主力摆到鄂

豫边界,一脚踏在根据地,一脚踏在白区,边休整部队,边掩护地方

开辟工作,为粉碎敌人的 “围剿”作准备。这样,老区既能巩固,新

区又能发展,同时,部队主要就粮于新区,还可减轻老区人民的负

担,乃一举数得之策。①

徐向前和陈昌浩的激烈争辩和慷慨陈词都没有效果。1932年7月上

旬,围攻麻城作战开始。麻城城池坚固,高大,城墙外有深深的壕沟,易

守难攻。面对红军的攻击,敌人收缩外围据点,固守坚城。这一次敌人兵

力多,部队之间间隔不大,互相之间也能较好地协调,红军无法实施围城

打援。而屯兵坚城之下,无攻坚的重武器,既不能迅速攻克,又必须分兵

阻击援敌,消耗疲惫了自己,敌人得以从容部署。敌人采取的是围魏救赵

之策,红军围攻麻城作战之初,敌徐庭瑶一个纵队便攻陷霍邱,陈继承、

卫立煌两纵队分别从东、北两线全力向根据地的核心黄安、七里坪猛扑。

为救黄安和七里坪,红军被迫撤麻城之围,回过头来仓促应战。

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根据地面积大幅丢失,红军的战略空间日益压

缩,战局日趋被动。8月13日,黄安失陷。敌人主力紧紧追寻我军决战,

合围态势逐渐形成,战场形势不断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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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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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镇南昌行营的蒋介石正按照其部署,一点一点缩紧对根据地的包围

圈,他认为,他几十万军队组成的包围圈如同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锅,只要

这么打下去,根据地里这点儿红军就是这口锅里被渐渐煮熟的鸭子,有翅

难飞。

虽然战局颇有进展,蒋介石对自己部队呆板的战术仍不甚满意,8月4
日,蒋介石致电前方将领:

剿赤战术不能与正式作战同视,剿赤行动惟有秘密与迅速方能完

成,此时赤匪化整为零之狡计已显明,我军应分区划线,依次进剿,

压迫其至最后巢内,以一网打尽之计,如此则宣化店、河口镇及七里

坪、黄安县与其以西各区,应大胆快进,出赤匪不意而扫除之,先就

此线占领后,乃可一面运粮整顿,只数小部队搜索此线以西地区之残

匪,逐次清乡,一面再以主力与伯英部兜剿新集与泼皮河之赤匪,如

此第一期清剿计划,方能完成也……①

8月19日,蒋介石再致电刘峙,指导其 “剿匪”军事行动的要领。

9月13日,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三人联名致电中央,请求中央调

动各苏区力量予以配合鄂豫皖的反 “围剿”斗争:

敌分路合进,每路均三师人,互相策应,我军已与敌转战一月。

在黄安、七里坪两次激战,敌第二、第十、第八十九师受重挫,退回

黄安补充。敌第三、八十、八十三三师又取道新集西北,协同五十八

师及张钫部进攻。激战三日,敌第八、十两师又受重挫。因敌人分路

合进,我军尚未能消灭敌之一路,现正移师皖西,首先消灭进攻金家

寨之敌,七里坪、新集已自动放弃。我军最大困难即补充人员不易,

医院中现有近万的战斗员,四分之三系烂脚病,生疮烂脚者仍在增

加,缺医生缺药,又有反革命破坏医生。对红军补充及解决医院问

题,请中区×××我们。我军处在激烈战斗中,当中央来电坚决斗争

下去,请中区及中央紧急动员各区红军及工农群众急起策应我军,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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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
(附卷),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电子图书),第125页。



经常告我们以敌军消息。①

那个时候,全国红军尚处于被敌人分割包围的状态,中央苏区也在敌

人的 “围剿”之中,指望中央的支援难以实现。鄂豫皖的形势在进一步恶

化。9月中旬,皖西战斗失利,敌卫立煌纵队攻克金家寨,红军主力逐步

退回英山,敌军穷追不舍,很快,英山也陷敌手,我军处境艰危。

9月24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再报中央:

敌以重兵分路合进,我军已安然退出汤家汇、金家寨,现集结于

燕子河、西界岭一带,英山敌正向西界岭开始进,我军正准备消灭

之。我军现侦探工作异常困难,请经常告我敌情,并请迅速用各种方

法扰敌后方,令各苏区红军配合我军行动。梁冠英部现驻霍山、流波

一带,请对其多做工作。②

一连几封电报向中央求援,足见形势已经万分危急。

9月27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在燕子河召开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

案。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徐向前、蔡申熙、方英、王平章等人出席

会议。面对如此危急的局面,中央分局竟然再次决定要红军主动出击,给

予敌人 “狠狠打击”。命二十五军徐海东率所部四师在皖西和潜山、太湖

等地袭扰敌人,红四方面军主力先取英山,然后再向麻城等地转移。徐向

前和陈昌浩对这个违背常理的决定极为不满,在会上极力争辩,但中央分

局、军委正式发布命令,作为军人,他们也只有服从。

10月8日,红四方面军主力在黄安以西河口地区与国民党中央军的精

锐、胡宗南的第一师迎头相遇,双方随即开始血战。

这次出击,以红四方面军失败告终,致全军主力被压缩到只有方圆几

十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到了生死存亡的严峻关

头。

10月10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再次在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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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
(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6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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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6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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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战场统帅,徐向前和陈昌浩对敌我态势和部队的现实状况最清楚。敌

人力量数十倍于我,武器装备远远优于我,而我军长时间艰苦征战,没有

能得到补充和休整,后勤物资和弹药给养极度缺乏,部队疲惫已极,在力

量对比悬殊的不利情况下,硬拼只能使宝贵的革命力量消耗殆尽。为此,

他们极力主张,主力到外线作战,避免与敌人硬拼。徐向前在会上说:

根据地中心区域已经被敌人占领,我大部队不易活动,又已丧失

了歼敌一路的机会;要分散游击,地方游击队还行,大部队就有许多

困难,敌人兵力总比我大,有几十万人,而我根据地仅剩那么一小块

地方,只要枪一响,不用两三个钟头敌人就会从四面八方合击而来,

更何况你分散敌人也会分散呢!①

陈昌浩指出,硬拼只能对敌人有利,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避开敌人

主力,部队到外线作战,是符合当前实际的,根据地丢了,可以再创建,

部队损失了,要再恢复就难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在严重的敌情面前,除极少数人外,包括时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

军委主席的张国焘也认识到形势的严峻,敌人的力量已大大超过我们,我

军经过多次战斗未能完成击溃敌人的任务,根据地的大部分已被敌人占

领,红军主力没有回旋余地,无法粉碎敌人的 “围剿”,已完全处于被动

的地位,只有跳出敌人包围圈外才能保存力量。他同意徐向前、陈昌浩的

意见,当前形势下,红军主力应跳到鄂豫皖根据地外, “去平汉路以西,

与红三军会合”,待机歼敌后再返回根据地。

张国焘代表中央分局作出决定:由徐海东率红军一部和各地方独立团

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任命徐海东为苏区军区指挥部总指挥,全权领导区

域内所有的地方武装。沈泽民领导鄂豫皖省委和各县各区的党政机构,就

地指导和参与游击战争。四方面军主力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少共国

际师由他和陈昌浩、徐向前带领离开鄂豫皖苏区,到平汉路以西活动,争

取与红三军会合,待歼敌后再伺机打回来。

对这次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党史、军事专家们有很多分析评论,有的

意见较为中肯,但也有极个别的认为,红四方面军的撤离是逃跑,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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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210~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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