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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反思土城之战

土城之战是遵义会议后红军打的第一仗，从
之前预想的歼灭战变成了消耗战，在某种意义上
说是个“败仗”。

关于这场战斗， 毛泽东有过深刻的反思。

１９３５

年
２

月在扎西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总结了
土城战斗失利的三个教训：“一、 敌情没有摸准，

原来以为
4

个团，实际是
6

个团，而且还有后续
部队；二、轻敌，对刘湘‘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太

低了；三、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 ”

土城战斗虽然没能打赢，但纵观整个战斗，

体现了上至总司令，下到普通战士不怕牺牲、勇
猛顽强的战斗精神，体现了“打得赢就打，打不
赢就走”的灵活机动战略战术，体现了实事求是
的优良作风， 体现了红军官兵深厚的战友情、同
志爱。

（据新华网）

为什么毛泽东亲自送朱德上火线

这是长征时发生在土城战斗
中的一幕。当土城战斗进行到最激
烈的时候，朱德提出亲自到前线指
挥作战。 毛泽东担忧朱老总的安
全，思量再三，最后同意了，并和中
央政治局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夹道
为他壮行。

情报有误，战斗陷入僵局

遵义会议后， 毛泽东
和周恩来、 朱德等协力配
合， 准备指挥仅剩的

３

万
多红军在赤水地区北渡长
江， 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
立新的根据地。此时，蒋介
石已经在黔北地区集结了
大量兵力。 当红军北移赤
水之时， 蒋介石随即命令
“合剿而聚歼之”。

１９３５

年
１

月
２４

日，红
军占领土城及其周边地
区，川军随即蜂拥追来。毛
泽东决定利用土城以东山
谷夹峙的有利地形， 在青
杠坡地区围歼尾追的川军
郭勋祺部

4

个团， 为下一

步北渡长江创造条件。

２８

日早晨，红
３

、红
５

军团向当面之敌发起猛
攻。但激战数小时，红军没
有取得预想战果，反而形
成僵持局面。红

５

军团的
阵地甚至被敌突破，郭勋
祺的部队正一步步向土
城推进。红军如果顶不住
敌人， 后面是赤水河，红
军将背水一战。此时，中央
才知道情报有误， 与红军
作战的郭勋祺部不是

４

个
团

６０００

多人，而是
６

个团
１

万多人。 陈赓、宋任穷带
领的干部团也奉命参加了
战斗。

朱德亲自到前线指挥作战，毛泽东送行

紧要关头，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提出亲自到前
线指挥作战。 朱德从井冈山时期就与毛泽东一起
南征北战，两人配合默契，有着深厚的革命情谊。

土城战况如此激烈，朱老总要亲自上战场，毛泽
东非常担心。 他沉默地吸着烟，没有答应。

朱德见状说道，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
德又何惜！ 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

毛泽东犹豫再三同意了，并带领其他中央领
导同志夹道送朱德上火线。

朱德亲临一线坐阵指挥，极大地鼓舞了广大
指战员的战斗热情。 枪炮隆隆，杀声阵阵。 陈赓、

宋任穷率领干部团猛打猛冲，硬是攻到了郭勋祺

师部附近。 红军遏制住了国民党军的进攻势头，

稳定了战局。

为了聚歼郭勋祺部， 中革军委命令林彪、聂
荣臻率红

１

军团主力增援土城。 但敌援军也兼程
而来，廖泽、陈万仞、徐国暄等部相继到达土城地
区。 等红

１

军团到达时，敌人已经占领了有利地
形。 红军处境极为艰难，浴血奋战一整天，虽给敌
郭勋祺部以重大杀伤，但未能消灭敌人，自身伤
亡也很大。

当晚， 毛泽东和政治局几位主要领导同志开
会，根据敌人各路大军奔集而来的新情况，决定改
变北渡长江计划，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

轻车简从，红军一渡赤水

而此时的中央红军如何才能全身而退呢？

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起迅速作
出部署：朱德、刘伯承继续留在前线指挥，牵
制川军； 周恩来负责指挥在赤水河架设浮
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的笨
重物资。

１

月
２９

日凌晨，红军开始撤离土城，一渡赤
水。当天，刘湘的“模范师”向红军阵地压上来。朱
德手提驳壳枪，亲临指挥，掩护大部队过河。 在场

的同志们都担心朱德的安全，几次劝他赶快撤下
去，都被他拒绝了。 朱德说，急什么，诸葛亮还摆
过空城计呢！

在前线红军阻击川军进攻的背后，是大部队
按计划静悄悄撤离。 周恩来指挥工兵部队奋战终
夜，在赤水河上架起三座浮桥；陈云带领战士们
把重炮沉进河里，处理了笨重物资，使红军轻装
行动。 至

２９

日上午，红军安全渡过赤水河，甩开
了国民党军的重兵追堵。

1937

年春，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在延安

这是土城红军驻地遗址（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