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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蒙山回旋战：绝境之中闯生路

在红军长征的艰难历程中， 发生了大
大小小不计其数的战役战斗， 既有付出鲜
血和生命的残酷血战， 也有用智慧和谋略
赢得胜利的巧战。 乌蒙山回旋战就是巧战
的经典战例。

１９３６

年
１１

月，毛泽东在陕西保安会见
红二、红四方面军部分领导人时，高度赞扬
了乌蒙山回旋战。 他说：“二、六军团在乌蒙
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
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

我们（指中央红军）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
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 你们一万人，走过
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
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 ”

这次战斗为何能够得到毛泽东的肯
定？ 红二、红六军团指战员又是怎样书写这
段传奇战史的呢？

１９３６

年
２

月， 一心要剿灭红军主力的
蒋介石，调集国民党中央军、川军、滇军，企
图围歼在贵州黔（西）大（定）毕（节）开辟根
据地的红二、红六军团。

面对国民党军
５

个纵队、 约
１２０

个团
的四面合围之势，只有一万多人的红二、红
六军团又陷险境。 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
等人商量后，决定避敌锋芒，准备先到黔南
的安顺地区创建临时根据地， 再伺机东进
至湘黔边地区活动。

２

月
２７

日，红二、红六军团离开毕节进
入乌蒙山区，正式拉开了回旋战的帷幕。

摆在红二、红六军团指战员面前的，首
先是恶劣自然环境带来的挑战。 气势磅礴
的乌蒙山，位于黔西北和滇东北交界地区。

这里经济落后，地贫人稀，许多地区渺无人
烟，很难得到粮食和给养补充。

更加严峻的考验是敌情。 红军一进入
乌蒙山， 国民党军就以

１０

个师又
１

个旅
的兵力跟踪而至，围追堵截。 红二、红六军
团遂决定先由毕节、 咸宁大道向西转移，

造成敌人的疲惫和错觉， 然后再摆脱敌
人，折向东南进至安顺地区。 可是，国民党
军似乎判明了红二、 红六军团的意图，很
快就截断了由毕节前往安顺的道路，欲将
红军压迫于金沙江以东的川滇黔三省交

界地区加以围歼。

生死存亡之际，红二、红六军团于
３

月
２

日在赫章县召开“野马川会议”，决定部队
继续西进， 抢在国民党军之前赶到赫章西
南、咸宁东北的妈姑地区，然后寻机南行，

经狗店子进入滇东的南北盘江之间地区。

可是，事不如愿。

３

月
４

日，当红军部队
到达妈姑、回水塘地区时，面临的形势与预
料的情况截然不同： 追击的国民党军一部
已进至水城、咸宁之间，截断了红军南进的
道路；一部已逼近红军的后卫，紧紧咬住了
红军； 还有一部国民党军则在西面拉开架
势，做好了堵截的准备。

一番审时度势之后，红二、红六军团果
断放弃原来计划，改向西北前进，于

６

日进
至云南彝良县奎香镇地区。 在贵阳督战的
蒋介石， 得悉红二、 红六军团的这个行动
后，以为他们要经彝良、盐津北渡金沙江，

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遂急令国民党军向西
北方向追击。

然而，出乎蒋介石意料的是，红二、红
六军团于

３

月
８

日突然由奎香南返， 在咸
宁以北的以则河伏击歼灭国民党军

２

个
连，然后又迅速返回奎香地区。 接着，向北
经乌沙寨、放马坝以东，直奔滇东北的镇雄
而去，进至牛场后又转入深山，沿山路向东
南绕行，拟由镇雄以南摆脱追击的敌人。

这时，一路追击的国民党军以为红二、

红六军团已走投无路，遂将主力全部东调，

企图将红军消灭在镇雄西南的大山中。 可
是，红二、红六军团于

３

月
９

日、

１０

日先后
突破国民党军在分水岭、广德关两道防线，

打破了敌人的如意算盘， 顺利通过镇雄西
南的大山，打开了通往镇雄的道路。 此时，

追击的国民党军一部正由得章坝赶往镇
雄，准备进行堵截。 红二、红六军团抓住战
机， 在得章坝于运动中一举歼灭国民党军
３００

余人。 不过，由此继续南进的道路未能
打通，红军部队遂由得章坝向西转移。

３

月
１３

日，红二、红六军团在财神塘地
区同追击的国民党军一部遭遇。 此时，东面
和南面的两路国民党军追击部队也跟踪而
至，不时与红军发生接触，红二、红六军团

逐渐被包围在安耳洞一带方圆
３０

里的狭
窄地域。 连续的高强度行军作战，再加之一
路上补给困难，使得红军指战员非常疲劳，

部队机动能力也受到影响， 回旋的余地变
得越来越小。

危急关头，红二、红六军团及时加强政
治工作，深入开展思想教育，并向部队发出
号召：“突出敌人的包围就是胜利！ ”贺龙等
人冷静分析了严峻形势后， 决定丢弃部分
辎重装备向南突围，再次折返西北方向。 这
样， 红军于

３

月
１６

日第三次进入奎香地
区，并于次日穿过国民党军防线南进，直趋
滇东。

３

月
２２

日，红二、红六军团到达云南宣
威东北的来宾铺、徐屯地区；次日，在来宾
铺城北的虎头山战斗中歼灭国民党军

４００

余人；战后，部队沿乌蒙山东麓继续南下。

３

月底，又分别攻占滇黔交界的盘县、亦资孔
地区，进至南北盘江流域之间。 此时，追击
的国民党军主力大部已被诱至东面， 相去
数百里。 国民党军再想追击红军已是望尘
莫及了。

乌蒙山回旋战中， 仅有一万多人的红
二、红六军团在

１０

多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
截下，转战千里，几度陷于绝境，随时有全
军覆没的危险。 在此情况下，突破国民党军
的包围圈，最大限度地保存有生力量，便是
红军最大的胜利。

红二、红六军团指战员依靠自身的智
慧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利用乌蒙山
山大林密、地形复杂的特点，避敌锋芒，灵
活用兵，时而穿插于敌阵之间，时而与敌
隔山平行前进， 时而与敌隔岭相对而过，

并在可能的条件下捕捉战机， 打击敌人，

几度化险为夷。 最终，这支红军部队克服
了重重困难，经受住了严峻考验，把大批
敌军远远地甩到了后面，从而化被动为主
动，硬是从危境中闯出了一条生路，不但
避免了全军覆没，而且几乎未受太大的损
失，为革命保存了有生力量。 这也是毛泽
东高度赞扬红二、红六军团乌蒙山回旋战
胜利的根本原因。

（据新华网）

这是红六军团在长征途中攻克湖南省新化城后，部分同志留影（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