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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大勇显忠诚
———我党隐蔽战线老前辈项与年传递绝密情报的故事

“他最为辉煌的一页，是
他和战友在获得庐山会议‘剿
共计划’ 这一重要情报后，为
了及时送到中央苏区，他敲掉

门牙，扮成乞丐，穿越重重封锁
线，日夜兼程，把这一关系到革
命全局的重要情报及时送到瑞
金， 亲自交到周恩来手中。 其

时，正处在红军实行战略大转
移的前夜。 ……”

这是习仲勋同志
１９９６

年
为纪念项与年同志的文集《山
路漫漫》所作序言中的一段，简
练生动的文字把人们的思绪一
下拉回到那段惊心动魄、烽火
连天的战斗岁月。

项与年，原名项廷椿，后化
名梁明德，

１８９６

年生于福建省
连城县，

１９２５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 入党后受中共海外党组织
委派，前往荷属东印度婆罗洲
（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三
马林达，在华侨中开展工人运
动，成为当地华侨华工的群众
领袖之一。

１９２７

年秋，年方
３１

岁的项与年被荷兰殖民主义者
驱逐回国后，经组织安排调入
中央特科工作。 他在白色恐怖
弥漫全国的险恶环境中，穿梭
于上海、南京、南昌、香港、天
津、西安、北平之间，长期从事
地下斗争。

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初， 蒋介石
在江西庐山牯岭召开军事会
议， 部署国民党进攻中央苏区
的“铁桶围剿”计划，妄图通过
加大第五次“围剿”的力度来最
终消灭中央苏区。 情况表明，

中央苏区和红军已面临巨大
危险。 然而，当时中共中央的
“左”倾领导却脱离实际，命令
红军处处设防，企图以阵地防
御结合“短促突击”应对国民

党军的进攻。

庐山牯岭军事会议刚结
束， 国民党江西赣北第四区
（德安） 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
司令莫雄冒着泄密杀头的危
险，立即赶回德安向项与年等
地下党员通报情况，并将一整
套绝密计划交给他们。 情况十
万火急， 项与年立即赶赴南
昌，通过秘密电台向中央苏区紧
急通报“铁桶围剿”计划的要点。

同时，项与年考虑到红军非常需
要敌军的具体部署，必须马上将
整套计划密写后秘密送往中央
苏区，他毅然承担了这一重任。

之后，项与年扮成教书先
生怀揣着密写字典出发了。 为
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关卡，项与
年白天休息，晚上利用夜幕掩
护，避开大路穿山越岭，秘密
前行。 在逐步靠近中央苏区
后，项与年发现敌情远比预想
的严重。 几乎每个村子都修有
碉堡， 各山头路口均有岗哨，

简直是插翅难飞。 如何闯关过
卡，成了大难题。 经反复思索，

他决定改扮成叫花子，走大路
通过敌人的封锁线。 叫花子要
有叫花子的样子， 他思索片
刻，将心一横，抓起一块石头
一连敲下自己的四颗门牙。 顿
时，他的嘴里血流不止，疼痛
难忍。 当他走下山时，已是脸
色苍白，嘴腮肿胀，面部变形，

加上蓬头垢面， 衣衫褴褛，俨

然成了一个乞讨的叫花子。 他
强忍疼痛将四本密写字典藏在
满是污秽的袋子里， 上面放着
乞讨来的发馊食物， 深一脚浅
一脚下山前行。 沿途敌军哨兵见
了，很远就捂住鼻子将他赶走。

一路风餐露宿， 历经千辛
万苦， 项与年终于混过了敌人
层层哨卡， 到达江西瑞金沙洲
坝的中共中央驻地。 当周恩来
接过项与年的绝密情报时，几
乎认不出眼前的叫花子就是相
当熟悉的老部下项与年， 感动
之情无以言表。 周恩来在听完
项与年汇报后， 马上命令红军
作战情报部门将四本密写字典
复原成文字图表， 认真进行分
析研究后立即向中共中央、中
革军委汇报。

党中央几天前已收到了简
要密电， 如今又见到了项与年
冒死送来的全套资料， 决策依
据更为充分。

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从
瑞金、于都出发，踏上了战略转
移的漫漫长征路。 这一天，离蒋
介石庐山牯岭军事会议结束还
不到

１０

天，“铁桶围剿” 计划尚
未布置完毕，中央红军即提前开
始战略大转移，果断突围，撤离
中央苏区，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万
里长征。项与年这位我党隐蔽战
线上大智大勇的英雄，为中央红
军提前突围、胜利转移，作出了
突出的贡献。

(

据新华网）

天险腊子口是怎样攻克的
俄界会议后， 毛泽东率领

由红一方面军第
１

、

３

军和军委
纵队改编的陕甘支队， 继续执
行中央的北上方针， 向陕甘地
区进发。

１９３５

年
９

月
１６

日，到
达腊子口附近。

“人过腊子口， 像过老虎
口。 ”腊子口是藏语的转音，意
为“险绝的山道峡谷。 ”位于甘
肃省甘南州迭部县东北的岷山
山口， 是川西北通向甘南的咽
喉要冲，素有天险之称。其间两
山对峙如刀劈斧剁一般， 沟底
只有

３０

余米宽，被水深流急的
腊子河占去一大半。

为阻止红军北上， 国民党
军沿腊子口、 康多一线布设了
数道防线，尤以腊子口为重点。

其中，国民党新编第
１４

师师长
鲁大昌在腊子口隘口处， 部署
了两个营的兵力， 沿腊子山梯
次配备了一个旅的兵力， 在岷
州城内还驻扎着四个团， 随时

准备增援腊子口。

聂荣臻元帅曾回忆说：

“腊子口打不开， 我军往南不
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
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
失据的境地。 ”

无论如何， 付出惨重代价
刚刚走出草地、 翻过雪山的中
央红军，不能再走回头路。突破
天险腊子口、 打通北上通道就
成为红军唯一的选择。

领受了攻打腊子口任务的
林彪、聂荣臻，马上同军参谋长
左权、红

２

师师长陈光、政委萧
华一起到前沿勘察地形。

不过
３０

米宽的腊子口，两
面绝壁间有一条长达百米的甬
道。 湍急的腊子河上架着一座
木桥，成了两山间唯一的通道。

守敌在隘口木桥的两侧构筑了
坚固的碉堡，设置了仓库，囤积
着大批的武器、弹药和粮食，准
备长期死守。

有长征“开路先锋”美誉之
称的红

４

团，再次挑起重任，担
任突破腊子口的任务。

１６

日黄昏，战斗打响。

４

连
指战员在轻重机枪掩护下，发
起猛烈进攻。 狡猾的守敌凭借
险要地形和坚固工事， 等红军
接近桥边时，才开始疯狂扫射。

敌人的子弹像狂风般刮来，手
榴弹像冰雹似的落下。 不到一
会，腊子口上火光闪耀，硝烟弥
漫， 狭窄的路上满是厚厚的弹
片和没有拉弦的手榴弹。

红军连续组织的几次冲锋
均告失利。次日凌晨

２

时许，红
４

团指挥员决定改变策略，以
政委杨成武指挥

２

营继续实施
正面进攻；同时，由团长王开湘
带领

１

营的两个连从腊子口右
侧攀登崖壁， 迂回到敌人的背
后进行突袭。

但是，两侧陡峭的崖壁，从
山脚到山顶有几十米高， 连猴

子也难爬上去。 正在大家发愁
时，一个绰号叫“云贵川”、从贵
州入伍的苗族小战士毛遂自
荐， 说他有办法带领突击队登
上腊子口。

突击队小心翼翼地来到腊
子口旁的峭壁前，“云贵川”赤
着脚，腰上缠着一条用战士们
绑腿接成的长绳，带着一个系
着铁钩的长竿子，他用竿头的
铁钩搭住石缝里长出的歪脖
子树根或者岩缝，像猴子一样
一节一节地攀上了险峻高耸
的绝壁。

看着“云贵川”身影越来越
小，大家都屏住呼吸仰望着，生
怕他失手从高崖上摔下来。 在
大家的盼望中， 他终于登上山
顶。靠着放下的绳索，突击队员
在

１

连连长毛振华的带领下，

拽着绳索，一个一个攀到崖顶，

迂回到敌人的后面。

半夜时分， 杨成武组织敢

死队再次向腊子口敌人阵地发
起猛攻。正当进攻受阻时，突然
腊子口上空升起一颗白色信号
弹， 迂回到山顶的红军官兵如
神兵天降，居高临下，向敌人没
有顶盖的碉堡和阵地投掷手榴
弹，敌人死伤大片。正面进攻的
敢死队，手持大刀，身背马枪，

勇猛地冲向敌人。 官兵们上下
夹击，打得敌人丢盔弃甲，仓皇
而逃。

红
４

团官兵冲过桥头，乘
胜追击残敌。

９

月
１７

日，当晨霞洒满大
山时， 红

４

团终于占领天险腊
子口，并在当天穷追数十里，占
领了大草滩一带（即现在的三
草滩）， 缴获粮食数十万斤、盐
两千斤。 这对刚出草地不久的
红军可谓是无价之宝。 当地回
族、汉族群众对红军热烈欢迎，

更使部队受到极大鼓舞。

腊子口一战， 标志着红一
方面军赢得了长征路上的险关
之战， 打破了国民党妄图用恶
劣的自然条件“饿死”“困死”红
军的阴谋。腊子口一打开，全盘
棋都走活了， 红军踏上继续北
上的征途。

（据新华网）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