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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怎样“四渡赤水出奇兵”的
� �

那么，毛泽东是怎样“四渡赤水出奇兵”

的呢？ 概而言之，因势利导。

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 发现黔北不仅贫
困，而且敌人力量强大，不利于立足，遂听
取刘伯承、聂荣臻建议，北渡长江进入川
西，会同红四方面军，争取“赤化四川”。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北上，企图从泸州、

宜宾地段北渡长江， 为扫清前进障碍，发
起土城战斗。但因二局还不能破译川军密
电，对土城敌情和川军潘文华部南下黔北
的情况不全了解， 未能击败当面之敌，而
川军又增援，毛泽东决定放弃战斗，全军
西渡赤水河，寻机从川南北渡长江，这就是
一渡赤水。中央红军进入川南，敌蜂拥追入川
南，遵义地区仅有王家烈黔军一部守备。毛泽
东挥师东渡赤水河，即二渡赤水，发起遵义战
役，不仅歼灭了当地的黔军，还差点俘虏了前
来增援的中央军纵队司令官吴奇伟， 使红军
士气大振，并缴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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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发子弹，使红军有

了再战的能力。

是时， 毛泽东和中央已察觉到中央红军
不可能从泸州至宜宾地段北渡长江， 遂改为
在川黔滇边立足寻求发展，为此，必须给尾追
的敌中央军薛岳部以沉重打击。 但自吴奇伟
差点被俘后， 薛岳部的周浑元和吴奇伟两纵
队，行动十分谨慎。 为了调动敌人运动，创造
战机，毛泽东又挥师西渡赤水，即三渡赤水。

然而，敌仍抱团行动，使红军没有歼敌战机。

毛泽东和中央决定放弃在川滇黔边立足的计
划， 改为经滇北北渡长江上游的金沙江进入
川西。随即，挥师东渡赤水，即四渡赤水，留下
的红九军团伪装主力，主力则直指乌江南下，

执行计划。

然而，一个险情又出现了。中央红军四渡
赤水南下时，敌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
主力跟追而下，如果不能引开这两部敌军，中
央红军将被迫在乌江北岸背水与敌决战，而
中央红军则经不起这种不利的决战。 就在这

千钧一发之际，二局局长曾希圣建议，利用我
掌握敌中央军密码和熟悉敌之电文格式，假
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电令周浑元、吴奇伟，改
变南下追击路线。此计果然奏效，让中央红军
争取到一天渡江时间，不仅顺利南渡乌江，而
且把周浑元、吴奇伟纵队主力甩在乌江北岸。

中央红军避过乌江北岸与敌进行不利的决战
后， 二局又发现在贵阳的蒋介石身边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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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团。 随即，毛泽东决定威逼贵阳，吓一吓蒋
介石， 让他把位于滇东北附近的滇军孙渡纵
队，调到贵阳救驾，使孙渡纵队让开我进入滇
东南的通道。

此举果然调开了滇军孙渡纵队。 中央红
军威逼贵阳，蒋介石惊恐万状，除了急令距贵
阳最近的孙渡纵队赶赴贵阳救驾外， 还令部
属做好从天上和地上逃离贵阳的两手准备。

接下来， 是毛泽东率部挺进云南， 北渡金沙
江，把国民党“追剿”军远远甩脱。

(

据新华网
)

“四渡赤水”蒋介石 40万重兵为何胜不了 3万红军？

关于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行动，萧华在《长征组歌》中唱响“四渡赤水出奇兵，毛
泽东用兵真如神”。 毛泽东用兵的确如神，但同时，军委总参谋部二局

(

这里称军委情报
二局

)

的准确及时的情报，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军委情报二局是怎么来的
1931

年
11

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召
开第一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成立苏维埃
中央政府，同时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

简
称中革军委

)

及下属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

总经理部
(

当时还没有后勤部概念
)

。总参谋部
下设有情报科， 由原在上海中央搞情报工作
的曾希圣任科长，原监听台划为情报科，与谍
报队成为两大主要侦察手段。不久，情报科升
格为局，又按它在总参谋部的局的排序，简称
为二局，曾希圣随之升为局长。这个局有以局
长曾希圣为代表的包括曹祥仁、 邹毕兆等几

名破译敌人密电的高手。长征中，他们对敌电
报的破译，获取了准确及时的情报。毛泽东对
当时中央红军的情报工作有过高度评价。 他
说：“长征有了二局， 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
路。 ”

中央红军长征一开始， 敌人就动用了他
们持有的空中侦察优势， 力图准确及时掌握
红军的动态。 中央红军则只能依靠曾希圣二
局的破译能力，获取准确及时的情报，以摆脱
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 曾希圣深感二局的责
任重大。为适应于长途行军，他把二局一分为

二，采取接力方式，保证
24

小时开机对敌监
听和电报的破译， 以求为决策者提供准确及
时的情报。然而，博古和李德采取的是逃跑主
义、避战方针，并不重视于敌情。 红军总部每
每把二局破译的敌人密电转换为敌情通报，

但在不懂军事的博古和独断专行的李德面
前，形同废纸，终不可挽救红军在湘江战役的
惨败。 可是，博古、李德仍然坚持中央红军必
须按既定的计划，经湘西南通道北上，到湘西
北与贺龙、 任弼时率领的红二、 红六军团会
合。

是什么促成了通道转兵决心的下定
� �

中央红军突破敌之湘江防线后， 进入广
西西北部大山。敌未再衔尾跟追。毛泽东立即
意识到敌“追剿”军薛岳兵团和何键湘军，绝
不是放弃了对我军的追击， 而是已判明中央
红军欲与贺龙、任弼时部会合，故而抄近路超
过中央红军， 在我军北上湘西北的必经之路
上布下口袋，以求将我军包围聚歼。鉴于我军
已无与以逸待劳之敌重兵进行决战的力量，

如按原计划北出， 势必陷于被敌聚歼或被打
散危险，毛泽东终于公开与博古、李德的瞎指
挥唱反调。

1934

年
12

月
11

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
占领通道。 就在这决定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生
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毛泽东联络了张闻天、王
稼祥等， 向博古等提出中央红军必须放弃北

上湘西北与贺龙、任弼时会合的原计划，改为
转进黔东南， 进入敌人力量较弱又来不及设
防的贵州，以避开敌人的伏击。 他们的意见，

得到了周恩来、朱德的支持。 朱、周命令红一
军团向通道西北方运动， 侦察进入贵州的道
路。李德得知后竭力反对，坚持必须按原计划
执行，北上湘西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博
古于

12

日在通道召开有关人员会议，讨论议
决。

然而，稍前，即
11

日深夜至
12

日凌晨，

二局破译了敌“追剿”军第一兵团总指挥刘建
绪企图截击我红军的部署密电。

12

日
2

时，

红军总部将这一敌情和稍前破译的敌薛岳第
二兵团的动态综合通报全军。原来，湘江战役
后， 何键已断定我中央红军意在出通道北上

湘西北，与我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据此，他把
统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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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追剿”军重新编组成两个兵团，

由刘建绪率湘军组成的第一兵团为先导，由
薛岳率中央军组成的第二兵团跟进， 在通道
以北地区张网以待。就在会议争论不休时，作
战局送上上述敌情通报，并且附上敌形势图。

在敌人张网以待我北上的事实面前， 博古不
得不放弃对李德的支持， 同意毛泽东的转兵
西进贵州的意见。 这就有了接下来的同月

18

日中央政治局贵州黎平会议， 最终放弃北进
湘西北会合红二、红六军团的原计划，挥师黔
北占领遵义。

可以说， 通道转兵挽救了党中央和中央
红军可能覆灭的危难。 而促使这一转兵决心
的下定，正是二局准确及时的情报。

为什么蒋介石
40

万重兵胜不了
3

万红军
� � 1935

年
1

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博
古、李德在军事战略上的错误。 此后，毛泽东
实际上开始领导和指挥中央红军。 这时的中
央红军， 实力只剩下

3

万余人， 士气严重低
落。而这时的敌情，则远比此前的长征初期严
重得多。 一是蒋介石亲自坐镇重庆和贵阳督
战。 二是蒋介石调动中央军和湖南、四川、贵
州、云南地方军，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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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重兵，企图将中央
红军聚歼于贵州境内。 三是蒋介石拥有国家
战争资源，可以保障他的“追剿”军以逸待劳。

这种严重的不对称形势， 容不得中央红军走

错一步。

四渡赤水是典型的运动战， 情报对敌我
双方尤为重要。 这时，国民党军的情报获取
手段，主要是空中侦察，次之是地方政府
的报告。 尽管空中侦察是先进的，但那时
的空中侦察还只能靠飞行员目视，而不是
雨就是雾的气象，使得空中侦察基本处于
无用之地。 而地方政府的报告，要么只是
局部，甚至误把小部队当成大部队，把佯动当
成主力，要么是两三天前的红军动态。这就造
成了蒋介石和他的前线指挥员来回调动部

队，疲于应对，每每扑空，使整个战局，形似主
动，实为被动。 中央红军的情报，则由二局的
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等破译高手保障。 虽
然这些高手一时还破译不了川军内部和滇军
内部的密码， 但对蒋介石中央军的密码则烂
熟于心了。这使得毛泽东对敌情了如指掌，转
化到作战行动上，是敌军每每打不着红军，而
红军每每可以跳出敌军包围，甚至打着敌军，

将现象上的被动，转化为实际上的主动。这就
是为什么蒋介石

40

万重兵围歼不了
3

万红
军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