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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不畏艰险、前

仆后继的英雄气概，谱写的团结战斗的光辉史诗，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奇迹。它既是中华民族

不屈精神的产物。又是铸造这种精神的熔炉，生动地揭示了人类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

穷无尽的这样一个真理。它所表现出的不畏千难万险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献身精神，已经突破

了时空和国度的界限，在人类历史上树立起了一座无与伦比的伟大丰碑。它是中国共产党人

的骄傲，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吸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面对着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

杀，继续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领导人民和革命武装，首先举行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

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接着，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

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随后，又组织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数百次武装

起义，开始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历史新时期。至1930年夏，经过三年艰

苦的游击战争，全国红军已由零星的起义武装发展到10多个军共7万余人，地方武装3万

余人，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遍及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江

苏、浙江、四川、陕西等省100多个县境，其中赣南苏区(后与闽西苏区合并为中央苏区)，

闽西苏区、湘赣苏区、湘鄂赣苏区、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赣东北苏区等在全国影响比

较大，特别是中央苏区，在当时是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红军力量最强，影响最大的苏区。

此外，在广东东江、琼崖(今属海南省)，江苏中部，四川东部，陕西北部等地活动的红军

还建立了若干小块根据地和游击区。在苏区内，红军和游击队普遍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和苏维埃政权，组建了工农武装，进行了土地革命。这些苏区和游击区，成为红军和游击队

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蓬勃发展壮大，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震惊。1930年10月，蒋介

石在同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结束后，即一面委派豫鄂皖边区、豫陕边区、江苏、湘鄂赣

边区、湘鄂川边区、江西、赣西、赣南、赣北、福建、鄂东、鄂南、鄂北、豫东等。绥靖

区”的督办、司令或总指挥；一面迅速将其主要兵力逐步转向红军和苏区，进行大规模的

“围剿”，并把重点置于中央苏区，企图在3至6个月内消灭红军，摧毁苏区。红军为适应战

争的发展，先后建立了军团和方面军一级的正规兵团，并逐步实行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

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同时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接连打破国民党

军的三次大规模“围剿”，使赣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中央苏区正式形成。与此同时，湘

鄂西、鄂豫皖、湘赣、湘鄂赣、赣东北等苏区也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取得了一系列反

“围剿”的胜利，使苏区得到巩固和扩大。这期间，红军累计歼灭国民党军20万人，主力红

亿≮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4·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前言

军发展到约15万人，基本上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和群众武装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并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红军的全部作战原则基本形成，为尔后的反“围剿”作战奠定了

基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的沈阳等地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

一八”事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三省不到4个月就沦为

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中国人

民极大的义愤。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要求，于1931年9月20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

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严正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号召全国民众

“一致动员武装起来，给日本强盗与一切帝国主义以严重的回答”。22日，又作出《关于日

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径和蒋介石国民党的不

抵抗主义，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特别是

东北地区的党组织，要组织“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抗日反蒋浪潮在全国迅速兴

起。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许多大中城市的工人、学生，坚决响应中国共

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主张，多次举行罢工、罢课和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

对国民党政府的妥协，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组织义勇军，对日作战。

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开始改变

其依附于大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许多民族工商业者还参加了抵制日货，对日经济断交等爱

国活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也开始分化，国民党军中，也有人主张抗日，并在某种情况下

作过对日作战的实际努力。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发展。广大中国人民深感国家民族已处在

危急存亡的境地，不救亡将无以图存。 ．
．

但是，国民党政府在蒋介石集团控制下，置民族危亡于不顾，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

内”的反动国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一再退让；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力量则大加

镇压。在1932年，对鄂豫皖、湘鄂西两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得手后，又于1933年9月下

旬，纠集100万兵力对红军和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

达50万人，并采取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所谓新战略，企图逐步紧缩中央苏区，不断消耗红

一方面军的有生力量，最后围歼红军主力于苏区之内。

当时，红一方面军面临的形势虽然严重，但是取得反“围剿”的胜利仍然是可能的。首

先，从敌我双方兵力对比看，第五次反“围剿”与前几次反“围剿”大体相等。第一次反

“围剿”时红军4万，国民党军10万；第二次反“围剿”时红军3万，国民党军20万；第

三次反“围剿”时红军3万，国民党军30万；第四次反“围剿”时红军7万，国民党军30

万。这四次反“围剿”，红军都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次反“围剿”，红军约10万，国民党

军50万。但“中央军”系统的北路军、东路军与南路军、西路军之间矛盾很深。难以协同

作战。第二，中央苏区军民已经有了多次反“围剿”的斗争经验；苏区已拥有20多个县，

300多万人口，经济建设已取得很大成绩；广大群众为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果实而斗争的情绪

非常高涨，对打破这次“围剿”充满信心。第三，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侵华步伐，民族危

机日益严重，抗日反蒋运动正在继续发展，这是前几次反“围剿”中所不具备的有利条件。

红军只要继续实行毛泽东制定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是完

全有可能的。

但是，中共临时中央在博古等人的领导下，排斥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全盘否



定了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并被斗争实践一再证明是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实行了一套完全

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所谓新原则。他们反对“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反对游击战和带游击

性的运动战，片面强调“进攻路线”，主张打正规战、阵地战。当蒋介石在加紧调动部队准

备“围剿”时，他们不是领导红军进行反“围剿”的准备，而是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继续在

江西、福建分兵作战，实行所谓“两个拳头打人”。在国民党军的“围剿”开始后，他们又

采取军事冒险主义，命令红军向国民党军控制的堡垒地区进攻，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

在这种错误方针指导下，红一方面军苦战近两个月，不仅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反使自己受

到很大损失。

1933年11月，正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陷入被动之时，驻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

在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领导下，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对蒋介石势力。在福州

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决裂，并表示愿意同红军合

作，反蒋抗日。蒋介石为镇压福建事变，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军队中抽调11个师(包括

在江浙一带的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的兵力，“讨伐”第十九路军。这样，暂时减轻了对

中央苏区的压力。这是打破国民党军“围剿”的一个难得良机。毛泽东及时向中共临时中央

建议，以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威胁国民党政府的根本重地，调动

“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回援，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战机，消灭其有生力量，以

打破其“围剿”，并援助福建革命政府。但是，中共临时中央没有采纳这一正确的建议，失

去了粉碎国民党军“围剿”的良好时机。

．1934年1月下旬，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事变后，即重新集中兵力进攻中央苏区。这时，

中共中央①又由进攻中的军事冒险主义变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命令红军处处设防、节节

抵御，实行阵地战、堡垒战、“短促突击”，企图以此抵御敌人的进攻，消耗敌军兵力，进而

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在中共中央这种错误方针指导下，红军虽然进行了许多次英勇顽强

的战役战斗，却未能阻止敌人的推进，部队遭受严重损失，特别是广昌保卫战，红军虽给国

民党军以重大杀伤，但自身也伤亡5093人，约占参战兵力的1／5，使红军主力受到很大削

弱。 ，

同年5月，广昌失守后，中央苏区的人力物力已十分困难，红军在内线打破国民党军

“围剿”的可能性已极小。在这种情况下，本应转变战略方针，适时转到外线广大无堡垒地

区，调动“围剿”之敌，寻求有利战机，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进而打破敌人的“围

剿”。但是，中共中央没有及时作出这种转变的决策，反而要求红军“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

中区”②，并命令红军继续同敌人进行没有胜利把握的决战，同优势的敌人拼消耗。

7月上旬，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域开始全面进攻。中共中央为了调动敌人．减轻

中央苏区的压力，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以中央红军第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深

入敌后，到闽浙皖赣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苏区。7月6日晚，红七军团由瑞金出发

北上，转战闽东～闽北、浙西和皖赣边，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El主张，扩大了党和红军的

政治影响，但由于兵力小，未能达到大量调动国民党军。减轻中央苏区压力的目的。7月23

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又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进行西征，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

争，并同在湘西活动的红三军(1931年由红二军团改编)取得联系，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

① 1934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五中全会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博古任总书记。

o 指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
●

刁乙
：％，《A竹礴。Ⅶ嚣曩_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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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

7月以后，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形势进一步恶化，红军已完全失去在内线打破国民

党军“围剿”的可能。但是，中共中央却要求红军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短促突

击”的方针，组成多道防线，继续在内线同国民党军拼消耗。红军主力在驿前以北的高虎

垴、万年亭地区同“围剿”军进行了顽强的拼搏，予敌以重创，但却未能阻止敌军的进攻，

红军再次遭受重大伤亡，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雩都(今于都)、兴国、宁都、石城、

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中共中央以为“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短促突击”可以制

敌，结果为敌所制，使红军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被迫于9月上旬

决定放弃在苏区内部抵御敌人的计划，决定于lO月底或11月初实行战略转移，并开始进行

战略转移的部署和准备。

正当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部署和准备时，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于9月下旬，加紧向中央苏

区的古龙冈、石城、长汀筹地区推进，反“围剿”作战的形势更加严峻。博古等人未经中央

政治局讨论，即决定放弃中央苏区，提前向湘西实行战略转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先

放下行李，尔后实行战略反攻。10月lO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留红二十四师和10多个独

立团共1．6万余人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直属部队共8j 6万

余人从瑞金等地出发，向湘西转移，开始长征。

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后，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于1934

年11月16日，以一部兵力坚持鄂豫皖苏区的斗争，率领红二十五军主力共2980余人，退

出苏区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开始了长征。此后，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和湘鄂川黔苏区的

红二、红六军团也先后退出苏区，进行长征。直到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甘，

长征胜利结束。

红军长征，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加紧侵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中日民族

矛盾逐渐上升的总形势下进行的．是由于以博古为代表的中共临时中央实行“左”倾冒险主

义战略指导，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的一次战略大转移。回顾长征曲折的

光辉战斗历程，总结红军长征的历史经验，对于了解中国革命，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继承与

发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优良传统，弘扬长征精神，对于实现四个现代化，把中国

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一章红军长征的序幕

红七军团北上

1934年7月，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接连失利，苏区形势极其严峻的情况

下。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中国

工农红军第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挺进到闽浙赣皖边地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发展

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创建新苏区，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

方去”，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同时规定红七

军团的行动计划为：第一步，由瑞金出动，经连城以北、永安东南，到达福州、南平之间的

闽江地域，并在红九军团的配合下北渡闽江；第二步，渡过闽江后，经古田、庆元、遂昌向

浙西前进，在有利的条件下，协同红十军消灭浙赣边境地区的敌人；第三步，8月下旬，在

浙江及皖南地域，创立广大的游击地区及苏区。同时，中共中央还决定派曾洪易(后叛变)

为中央代表，随军行动，“如联络长期中断时，则由中央代表与军团长、政委三人组织七军

团的军委”，统一领导党政军工作。

红七军团是在由赣东北第十一军和闽北独立师、建黎泰独立师、邵光独立团等部合编为

第十九、第二十师的基础上建立的。部队编成后，军团部尚未组成，划归东方军指挥，参加

了入闽作战和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933年10月28日，红七军团正式成立，寻

淮洲任军团长，萧劲光任政治委员，郭如岳任参谋长，邓乾元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十九、

第二十、第三十四师。红七军团成立后，即在抚州地区活动，以调动金溪及南城、南丰地区

之国民党军。11月中旬，在浒湾八角亭战斗失利后，部队遭受严重损失，第十九、第二十

师合编为第十九师，第三十四师调归红五军厨指挥，乐少华任军团政治委员。12月中旬，

红七军团与红五军团在闽西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下旬，在泰宁整编，辖第十九师、第五十

九团和独立营，粟裕任军团参谋长。1934年1月，红七军团协同红三军团攻占沙县城。4

月，为策应广昌保卫战，在将乐、泰宁以南地区反击国民党军东路军，收复归化，攻占永

安。5月．参加建宁保卫战。建宁失守后，转战于宁化、清流、连城地区。7月初，红七军

团由福建连城地区回到瑞金，进行短期的休整，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对内仍称红七军团，寻淮洲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粟裕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

任。下辖第一、第二、第三师，全军团连同突击补充的2000多名新战士，共计6000余人，

1200余支枪和6门迫击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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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编成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接见了军团的领导，进一步明确了红七军团北

上的任务，要求在一个半月内赶到皖南地区，发动、组织和武装该地区的群众，建立小块苏

区，以推动该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并强调：要大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推动抗日救亡运动

的发展。中央还赶印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

民书》、《中国能不能抗日?》及《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口号》等宣传材料，共160万份，

供红七军团沿途宣传和散发。

7月6日晚，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经福建长汀、连城、永安，于7月下旬，进占闽中

大田县城。随后进到尤溪地区，29日攻占闽江南岸的尤溪口，缴获日本制造的炸药500余

箱及大批炮弹。30日攻占尤溪口以东的樟湖坂，歼敌保安团2个连，俘100余人，缴获各种

枪100余支(挺)。当晚，在红九军团的掩护下从樟湖坂偷渡闽江，迅速占领了闽江北岸要

点黄田和谷口，并击溃该地区敌保安师的守备部队，俘获人枪近百，胜利地完成了第一步计

划。

这时，红七军团按预定计划，应经古田、庆元、遂昌北上浙西、皖南。但是中革军委却

突然改变原定计划，命令红七军团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企图调动和吸引

更多的国民党军。据此，红七军团以一部兵力继续北上，主力改向水口、福州方向前进。8

月1日进占水口，逼近福州；北上的部队占领古田城。是日，红七军团在水口镇召开“八

一”纪念大会，向部队宣布：红七军团对外正式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

活动，并进行攻打福州的战斗动员。

红七军团突然逼近福州，使国民党当局极为震惊。“围剿”中央苏区的东路军总司令蒋

鼎文匆忙从漳州飞抵福州，急令驻闽东宁德、福安、霞浦等地的第八十七师主力回防福州，

并派兵至闽江上游堵截红军。同时，急调在湖北整训的第四十九师由长江航运东进，经上海

驰援福州。 ．

8月2日，红七军团从水口绕道大湖向福州进发，7日进抵福州西北郊，当晚对福州发

起攻击，‘以求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配合下攻占福州。但是，由于守敌预有准备，中共地下党组

织力量本弱，未能起到预期的配合作用。加之红军缺乏攻坚装备，猛攻一昼夜，仅占领城郊

部分阵地和城北关的主要街道，与敌形成对峙。敌援军赶到后，红七军团便撤出战斗，转移

至北石岭、桃源地区。9日晚，尾追之敌第八十七师1个团突入红军警戒阵地。在此危急情

况下，乐少华、粟裕亲率红七军团第二师将敌击退，并乘胜以第二师由正面，第一、第三师

由翼侧，向溃敌发起攻击。激战至lO日黄昏，当敌援军逼近时，红军伤亡很大，再战不利。．

遂撤出战斗。

8月中旬，红七军团由桃源地区进入闽东游击区。在当地党组织和群众的协助下，红七

军团安置了七八百名伤病员，并得到一些补充。为打通宁德、连江等游击区的联系，红七军

团于8月14日凌晨，一举攻克罗源县城，全歼敌保安第十一团第三营及县警备队共10013余

人，缴获步枪200余支，轻机枪3挺，狠狠地打击了敌人，鼓舞了闽东游击区人民群众的斗

志。

15日晚，红七军团依照北上浙西的原定计划，由罗源出发向北转移，在闽东独立团及

游击队的积极配合下，于22日攻克福安县的穆阳镇，消灭敌新编第十师1个营，缴获大批

资材，筹得现洋3万余元。23日，经寿宁西南的平溪，沿闽浙边境向闽北苏区转移。27日，

翻过洞宫山进入浙江庆元县境，28日，攻克庆元县城。30日，由庆元出发继续向闽北苏区

挺进，并在竹口地区击溃敌浙江省保安纵队第二、第四团各一部，俘敌200余人，缴获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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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余支。轻机枪lO余挺，迫击炮3门。9月1日，红七军团由竹口出发，经龙泉县的小梅

镇、查田，进抵八都。随后西进，翻越高山密林，进入福建浦城之党溪，3日到达闽北苏

区，进行休整、补充。

9月4日，中革军委致电红七军团，对原定的第三步行动计划作了补充指示：第一，

“继续彻底的破坏进攻我红十军及闽北苏区敌人的后方”；第二，“在闽浙赣皖边境创造广泛

的游击运动及苏区根据地”。并要求在遂行上述两项中心任务时，“首先破坏龙泉、浦城，浦

城、广丰，广丰、玉山问的汽车路，交通工具及电话等”；“其次破坏兰溪、衢县，玉山、江

山间的铁道车站及车头、(车)箱等，并破坏玉山、常山，江山、常山间的公路”。同时，要

求向主要行进道路两侧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在有良好群众条件的地区可留下干部

在当地工作。这时，红七军团领导人从实际出发，即向中革军委建议，红七军团应依托闽北

苏区逐步向外发展，进而连接闽东，创造大的局面，然后跳跃式地向浙西和皖南发展。9月

7日，中革军委电复红七军团，不同意这一正确建议，要求立即执行4日电示。

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七军团于9日由浦城西北的古楼地区出发，沿闽浙赣边境北

上，向浙西挺进。12日，进入浙江江山县境。13日，‘袭占清湖镇，随即展开了群众工作，

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没收土豪的粮食、财物，镇压国民党反动官员和恶霸，使

当地群众欢欣鼓舞，踊跃参加红军。

14日，红七军团以部分兵力向江山城方向警戒，主力前往江山、衢县间执行破路、炸

桥任务，未果。16日，红七军团教导队、侦察连、工兵连等部伪装国民党军接近常山县城，

乘敌不备突然向常山守敌发起猛攻，敌惊慌溃逃，红军趁势占领常山县城，俘敌数十名，缴

获各种枪近60支和一批物资、现款。

这时，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得悉红七军团在浙西开展活动，急命各县加强防

守，并要求浙江保安纵队急驰遂安堵截，第四十九师加速追击，企图将红七军团歼灭于浙西

地区。红七军团为摆脱不利态势，决定北上皖赣边，寻机发展。16日，红七军团渡过常山

港后，进到芳村。18日，中革军委电令红七军团暂定以遂安为中心，主力应迅速占领遂安

城。尔后在浙皖边的淳安、寿昌、衢县、开化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区，并向歙县(即

徽州)、屯溪地域发展。同时指出：要继续完成破坏敌铁路、公路的任务。

根据中革军委指示，红七军团即由芳村向遂安开进，20日进至上方镇。这时，国民党

军第四十九师和浙江保安第一、第二纵队，分左、右两路尾追不舍。其左路第四十九师，于

21日进至开化、马金镇等地，其右路浙江保安第一、第二纵队由衢县向上方镇逼近。此外

从江西临川调来的补充第一旅进至上饶。敌声称：在3日内将红七军团全部消灭。为避免更

大的损失和寻求新的发展，红七军团决定：放弃在遂安一带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迅速摆脱敌

人，改向皖赣边前进，并将这一决定报告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22日，红七军团由上方

镇地区出发，经横沿镇，次日到达遂安西南的鲁村。随后向安徽休宁的程家墩以南之哨天龙

前进。

对于红七军团的这一行动，中革军委十分不满。9月24日，电复红七军团，批评指出：

“在浙境放弃了一切作战行动而向皖省的逃避，这很明显的不仅是没有执行军委的命令，而

且对于军委给予的任务和对自己力量不可容忍的无信心”。并命令：“七军团应即转回至遂安

西的地域。并消灭敌左纵队一团至二团的兵力”和“在遂安地域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逐

步向浙皖边境发展。25日，敌第四十九师和补充第一旅进至遂安西北地域，在以遂安为中

心建立苏区的计划无法执行。30日，红七军团到达皖赣边之婺源以北的段莘地区，得悉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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