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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闻

邓萍阵亡，钱壮飞失踪，早春时节连折两员大将

四渡赤水， 毛泽东指挥红军用
一连串声东击西的战术， 把国民党
各路追剿军甩在了身后。 不过，上百
个团的川军早已完成了长江布防，

聚集于川南黔北的国民党追兵有几
十万之众，面对前后夹击，从贵州入
川过江的原定计划显然已不可能完
成，毛泽东不得不思考新的计谋。 就
在这时， 情报探得蒋介石携夫人宋
美玲、德国顾问端纳，以及陈诚、宴
道刚等飞临贵阳督战， 毛泽东心中
一喜：机会来了。

3

月
28

日， 中革军委留下红九
军团伪装成主力在乌江北岸牵制敌
人，掩护大部队迅速南渡乌江。 大雨
之中，乌云翻滚，正是部队过江的好
机会。一切都在悄然中进行。敌机盲
目扔下几枚炸弹扬长而去， 红军主
力南渡乌江几乎没费任何周折。

大雨初歇，毛泽东策马过江，在
红一军团二师师长陈光递过来的地
图上，画了一条长长的弧线，几位红
军将领恍然大悟， 毛泽东重新选择
的过江地域是长江上游的金沙江。

然而，就在这时，一则不幸的消
息传来： 军委二局副局长钱壮飞过
江时突遇敌机轰炸失踪。

钱壮飞，中共情报界顶尖人物。

1929

年年底，他与李克农、胡底三人
组成地下情报战斗小组， 打入国民
党最高情报机关———中央组织部党
务调查科， 被周恩来誉为“龙潭三
杰”。

1931

年
4

月，长期负责中共中
央保卫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 供出了党
在上海的多处重要地下机构。 中共
中央机关面临灭顶之灾的危机关
头， 担任调查科负责人徐恩曾机要
秘书的钱壮飞， 果断抢在敌人行动
前送出情报，使周恩来、瞿秋白、陈
云等一批重要领导人免遭罹难。 两
个月后， 身份暴露的钱壮飞历尽艰
险，转移到中央苏区。 遵义会议后，

正是钱壮飞等一干情报高手的卓越
工作， 为毛泽东神奇用兵提供了既
快又准的情报， 使得身陷重兵围追
堵截之境的红军一次次绝地重生。

情况紧急， 周恩来连忙派人寻
找钱壮飞。 一天，两天……第三天傍
晚，仍未找到钱壮飞的影子。

远处的晚霞和近处的杜鹃燃烧

在了一起。 毛泽东默默点上一支烟。

他知道，像钱壮飞这样的情报专家绝
不会轻易落入敌手，很有可能是身遭
不测。 长征以来悲壮的一幕幕，浮现
在毛泽东眼前———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

那支曾经让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无可
奈何的红色队伍， 不得不走上长征
之路。

1934

年
10

月
21

日， 队伍还没
走出江西，参加过南昌起义的红三军
团四师师长洪超，就在率领部队突破
敌人的第一道防线时，献出

25

岁的
生命。 洪超是闻名红军的猛将，曾在
战斗中失去一条胳膊，也是红军队伍
中最年轻的主力师长。

湘江之战，红军与数倍于己的敌
人激战五天五夜，

8.6

万长征大军最
后锐减至

3

万余人。 担负全军总后
卫的红五军团主力三十四师全军覆
没。

29

岁的师长陈树湘负伤被俘，这
位从秋收暴动起就跟随毛泽东闹革
命的铁血汉子宁死不当俘虏，硬是从
腹部伤口处扯断了自己的肠子。

那是长征路上最为惨烈的一战。红
三十四师政委程翠霖、红四师参谋长杜
中美、红五师参谋长胡震、红二师五团
政委易荡平、 红四师十团团长沈述清、

红五师第十四团团长黄冕昌……

14

名
团以上干部倒在了湘江两岸。

湘江之战一个半月后，毛泽东在
遵义会议上重新执掌红军———那一
刻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命运。 连追剿
红军的国民党军队都感到，这支疲惫
之师突然间仿佛回到了“朱毛”时代。

早春时节，红军在赤水河两岸打
打藏藏，神出鬼没，一下子打乱了敌
人企图全歼红军于川黔边界的部署。

2

月
28

日，红军二占遵义，

5

天之内
击溃蒋介石嫡系吴奇伟部两个师的
兵力，取得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
第一个大胜仗。 紧接着，红军三渡、

四渡赤水河，与国民党各路追剿军拉
开了一个星期的距离。

然而，就在二占遵义的战斗中，

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阵亡。 这位与
彭德怀、滕代远一起领导了平江起义
的著名战将，年仅

27

岁。 如血残阳
中，毛泽东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忆秦
娥·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
迈步从头越。 ”

佯攻贵阳，清明节上演调虎离山好戏

红军主力渡过乌江， 毛泽东立即
命令营造出佯攻贵阳之势， 部队大张
旗鼓地亮出“打到贵阳去， 活捉蒋介
石”的口号。

4

月
6

日，清明节。红军占息烽，下
开阳，势如破竹，兵锋直指贵阳城。 贵
阳城内此时仅有黔军

4

个团， 距贵阳
较近的兵力也不过刚刚从遵义战役溃
败下来的两个师，根本没有战斗力。 面
对突然出现在眼前的红军， 蒋介石措
手不及， 急令滇军孙渡部星夜兼程前
来“护驾”。

孙渡纵队以
3

天
400

里的急行
军抵达贵阳，红军却在贵阳城郊突然
转向西南前进， 准确而及时地在敌
军即将合围的

30

公里缺口间冲出
包围圈， 一路狂奔进入云南。 紧接
着， 又以威逼昆明之计吸引滇军注
意力， 乘金沙江两岸敌人兵力空虚
之机，抵达金沙江畔。 待到蒋介石如
梦方醒，红军已经靠着

7

条小船巧渡
金沙江向北而去，摆脱了几十万敌军
的围追堵截。

4

月
25

日———清明节后第十一

天，也就是毛泽东挥师金沙江的时候，

一位红军指挥员带领的游击队在江西
瑞金黄膳口一座名叫红林的山中被敌
人包围。 子弹打光，他又上好刺刀，准
备进行白刃格斗。 就在这时，一颗流弹
击中了他的右腰上方，一直穿过前胸。

魁梧的身躯顷刻倒在地上，手中还紧握
着枪。

敌人从死者的上衣口袋中，搜出了
一张浸染了鲜血的毛泽东照片。 照片
的背面，是毛泽东的亲笔题字。 那是他
的三弟，

29

岁的毛泽覃。

1940

年， 周恩来把钱壮飞的妻子
张振华接到延安。 已经在重庆苦苦等
待了丈夫

8

年的张振华，直到此时才得
知丈夫牺牲的消息。 次子钱一平回忆：

在杨家岭， 周恩来和邓妈妈把我叫去
说，“你爸爸在第二次过乌江时遭敌人
袭击，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等国民党飞
机停止轰炸后，队伍集合走了一段路，

我发现他不在身边，就下令一支队伍回
去找……你爸爸牺牲了。 那是

1935

年
3

月
29

日，他只有
40

岁……”

（据《 中国青年报》 本文有删减）

鲜血染红突围之路，留在苏区的队伍成了“死亡军团”

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才失邓萍，又失钱壮飞，连折两员
大将，长征路上的这个清明，毛泽东承
受着巨大的悲痛。 让毛泽东牵挂的，还
有那些奉命留在江西的战友。 尽管早
已与苏区失去联系，但毛泽东清楚，千
里之外的苏区无疑面临着更为残酷的
局面———那里，有他的胞弟毛泽覃，有
他的挚友何叔衡， 有因他而受牵连的
古柏， 还有被他称为“政治工作第一
人”的刘伯坚……

留在苏区的人，后来被称为“死亡
军团”。 主力红军长征后，

20

万国民党
军队把苏区团团围住。 分散突围，成了
这支

1

万多人队伍的最后希望。

1935

年
2

月
24

日凌晨， 党的一大
代表何叔衡和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瞿
秋白在闽西上杭县水口镇附近与敌人
遭遇。 为了不拖累同行的同志，

59

岁的
何叔衡突然挣脱身边的警卫，纵身跳下
了悬崖。瞿秋白不幸被俘，

4

个月后英勇
就义。

那个多雨的春天，成了中央苏区的
“死亡春天”。

3

月
6

日，党的六大中央
委员、赣南省委书记兼赣南军区政治委
员阮啸仙壮烈牺牲。 同一天，闽粤赣边
游击队司令员古柏也在突围中献出了
29

岁的生命。

曾经策划和领导了宁都起义的刘
伯坚，同样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

3

月
4

日， 担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
刘伯坚率部向油山突围时， 腿部中弹
被俘。

刘伯坚牺牲的
3

月
21

日，正是毛
泽东军事生涯中最具光彩的一笔———

四渡赤水结束的时候……

一个又一个的噩耗，是毛泽东率长
征大军到达陕北后才陆续得知的。

1935

年的这个清明节， 毛泽东甚至无
暇为牺牲在长征路上的战友们留下任
何文字。 眼下，他心中想得最多的就是
如何调出滇军主力，以便让红军迅速到
达长江上游的金沙江畔。 蒋介石的到
来，让毛泽东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战机。

带血的红杜鹃

———1935，长征中的清明

雨，一场紧接一场。 贵州
北部重重叠叠的山峦，在蒙蒙
雨雾中时隐时现，如同此时大
山之中这支飘忽不定的红色
大军。

“马上逢寒食， 途中属暮
春。 ”

1935

年临近清明的时候，

满山遍野的杜鹃花悄然开放，

马背上的毛泽东却无心欣赏这
雨中的红色花海———他的目
光，正在投向千里之外的云南。 古柏钱壮飞 毛泽覃 刘伯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