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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北重镇遵义，红花岗区子尹路

96 号，是一栋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坐

北朝南，临街而立。

1935年 1月 15日至 17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集

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

和组织问题，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

常委。1935 年 2 月 8 日，根据遵义会议

上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内容起草

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

结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经中央

政治局会议通过后印发。遵义会议严

肃、理性、系统地思考并讨论了“仗要怎

么打、路往何处走”的问题，在极其危急

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

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

攸关的转折点。

回到历史的现场，我们可以看到，

遵义会议不是一次会议就解决了所有

的问题，而是经过一系列会议，在既团

结又斗争，既民主又交锋中达成共识

的。从遵义会议之前的通道会议、黎

平会议、猴场会议，到遵义会议之后的

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都是

中国革命道路这个伟大转折的有机组

成部分。遵道行义，领悟精神，明理增

信，崇德力行，从遵义会议这次伟大转

折看党的百年征程，我们党的大智慧

从何而来？人民军队为什么能从胜利

走向胜利？中国革命成功的奥秘在哪

里？遵义会议精神对新时代又有怎样

的启示？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

忙 ，星 夜 渡 过 于 都 河 ，古 陂 新 田 打 胜

仗。”1934 年 10 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

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 8.6万余人从江西

于都出发，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

红军为什么要离开苏区？为什么

要去长征？原来，1933 年下半年，蒋介

石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在前四次“围剿”

失 败 后 ，紧 接 着 发 动 了 第 五 次“ 围

剿”。这一次，蒋介石调集 50 万军队向

中央苏区进攻。此时，“左”倾教条主

义在中央占据着主导地位，“靠边站”

的毛泽东被剥夺了红军指挥权，不懂

军事的博古、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

李 德 生 搬 硬 套 ，放 弃 过 去 几 次 反“ 围

剿”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实行军

事冒险主义方针，主张以阵地战“御敌

于国门之外”，受挫后又采取消极防御

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结

果 使 红 军 日 益 陷 入 险 恶 的 形 势 。 于

是，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央红军被迫开

始实施战略转移——长征。

长征伊始，失败、牺牲和迷茫的阴

影笼罩着整个中央红军。中国革命将

何 去 何 从 ？ 到 哪 里 去 建 立 新 的 根 据

地？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红

军在国民党湘军和桂军夹击下，付出

了极大牺牲。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 8.6

万余人锐减至 3 万多人。面对大批红

军战士的牺牲，博古几乎精神崩溃，而

李德不但不检讨，反而暴跳如雷，把惨

败 的 责 任 全 推 到 红 军 指 战 员 的 执 行

上。残酷严峻的局势，使越来越多的

指挥员感到，再也不能这样打下去了，

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转变。

进，有敌人“围剿”；退，无根据地可

守。受到排挤的毛泽东，就是在这个时

候勇敢地站了出来。在中央纵队，毛泽

东、王稼祥和张闻天同行。三人在行军

中一有时间就相互交谈，商量解决危机

的办法。1934 年 12 月 12 日，中共中央

在通道县城召开负责人紧急会议，史称

通道会议。毛泽东列席会议。这是从

宁都会议被解除兵权以来，他首次对军

事行动有了发言权。他建议放弃原定

计划，立即转兵向西，改向敌人兵力薄

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

12 月 18 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县城的

胡家商铺召开黎平会议。博古仍然坚

持中央红军由黔转入湘西，与红二、红

六军团会合，并认为这是共产国际同意

的，不能更改。毛泽东反对博古的意

见，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1934年

的最后一天，中央红军到达瓮安县猴

场。1935年新年第一天，中央政治局召

开会议。博古、李德依旧坚持原来的行

军路线，毛泽东毫不客气地予以批驳。

结果，在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的支持

下，博古、李德的意见被否决。会议坚

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解除了独断专行

的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回 到 历 史 现 场 ，我 们 可 以 看 到 ，

毛泽东接二连三地提出中央红军应放

弃北上、向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

转 移 的 建 议 ，一 开 始 并 没 有 获 得 采

纳。在经过通道、黎平、猴场会议的激

烈争论之后，中共中央才决定向黔北

前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这三次会

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纠正“左”倾错

误路线，确定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

中的领导地位做了重要准备。

遵义会议前，王明“左”倾教条主义

错误统治全党达 4 年之久，给党和红军

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失。在危急关头，

毛泽东充分发扬民主，以高超的斗争策

略，巧妙的斗争艺术，既修正了错误，又

团结了同志；既化解了风险，又统一了

思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灵活变换作

战方向，忽东忽西，迂回穿插，并且借助

情报工作的特殊帮助，巧妙地调动敌

军，从而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

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

境的计划，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遵义会议精神告诉我们，只有遵

实事求是之道、行民主团结之义，才能

做出正确选择。正如毛泽东所说，共

产党“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

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

“官兵一致同甘苦，
革命理想高于天”

遵义会议前夕，党和红军陷入极

度 危 难 之 中 —— 第 五 次 反“ 围 剿 ”失

败，根据地丢了，一路上被动挨打。红

军主力向什么地方转移？经过什么地

方？路有多远？这些都不清楚。血战

湘江，党和红军陷入极度危难之中，前

有重兵堵截，后有敌军围追，物质条件

极端困难，生存环境十分险恶，随时有

全 军 覆 没 的 危 险 。 但 红 军 将 士 坚 信

“不论我们自己能否到达胜利的彼岸，

我们的旗帜一定能达到”。在中国革

命的危急关头，面对严峻复杂的斗争

形 势 ，遵 义 会 议《决 议》坚 定 地 指 出 ：

“中国苏维埃革命有着他雄厚的历史

的泉源，他是不能消灭的，他是不能战

胜的。”《决议》发出“胜利必然是我们

的”豪迈号召。

“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

坚 ；官 兵 一 致 同 甘 苦 ，革 命 理 想 高 于

天。”一曲《长征组歌》，是红军将士理

想信念的深情礼赞。陆定一在《珍重》

一文中写道：“时光终于到了！不论如

何难舍难分，今天要离别了。我们将

要离别，为着苏维埃的事业，我们将如

哥伦布航海一样，向那远远的西边去，

不知道将在什么地方靠岸，在什么地

方停脚。也许在比较近的地方，也许

要很远，也许还要更远些。这是不可

知道的。所有的唯一的东西，仅是我

们 的 指 南 针 ，我 们 的 信 念 ，我 们 的 事

业 。 为 着 它 ，我 们 奋 斗 了 这 许 多 年 。

我们也将胜利，也将‘靠岸’，也将停下

脚来，将如哥伦布找到新大陆一样。”

字里行间，红军官兵坚定的理想信念

跃然纸上，感人至深，发人深省。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习主席

谆谆教导我们：“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

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

滑坡。”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

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

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

病”。在长征途中，从中央领导到普通

战士，从来没有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

信仰和对中国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

他们处变不惊，遇难不馁，认真总结失

败的教训，积极寻找正确的道路。遵

理想信念之道，行务求必胜之义。正

是凭着对崇高革命理想的矢志坚守，

错误路线得以纠正，正确路线得以确

立，党中央和红军才得以转危为安，红

军长征才得以转败为胜，中国革命才

得以在曲折的斗争中赢得生死攸关的

伟大转折，化险为夷，砥砺前行。

2021年 4月 25日，习主席在参观红

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时深刻指出：

“革命理想高于天。正是因为红军是一

支有理想信念的革命军队，才能视死如

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绝境重生，迸

发出不被一切敌人压倒而是压倒一切

敌人的英雄气概。为什么中国革命在

别人看来是不可能成功的情况下居然

成功了？成功的奥秘就在这里。”

抚今追昔，遵义会议精神告诉我

们，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永远是

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我们党之

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

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

理想和崇高追求。

“左右偏差能纠正，
天空无限任飞扬”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第一次在没有

共产国际的干预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

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遵义会议为

什么能够召开？从偶然性来看，有一个

特殊的原因，是负责与共产国际联系的

大功率电台被破坏了，因而从长征一开

始，党中央与共产国际就失去了联系。

但从必然性来看，经过 14 年艰难曲折，

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

期的一系列挫折，红军高级将领和党的

高级干部已经从实践中懂得，要夺取中

国革命的胜利，必须走自己的路。

遵义会议纠正了共产国际在指导

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成为中国共

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若干年

后，张闻天曾在台历上抄录了列宁的

一句话：“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

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

脑 袋 。”一 句“ 肩 膀 上 长 着 自 己 的 脑

袋”，体现的正是独立自主、敢闯新路

的遵义会议精神，也是用鲜血和生命、

牺牲与教训换来的真理。因为“肩膀

上长回了自己的脑袋”，屡遭挫折的中

央红军通过遵义会议才迅速找到胜战

的秘籍，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

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在遵义，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扔掉

“洋拐杖”，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

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中央红

军 5 日之内连克桐梓、娄山关、遵义，歼

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 8 个团，取得长征

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中国革命终于尝

到了独立自主带来的胜利滋味。1963

年 9月，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从那之

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我们认

识中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中国人不

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

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习主席强调指出：“遵义会议的鲜

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

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

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历

史已经证明，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

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党独

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

段。遵义会议后，党和红军在历经艰

难曲折、跨过生死攸关的转折之后，踏

上了新的征程。四渡赤水、抢渡金沙

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

金 山 、鏖 战 腊 子 口 …… 中 央 红 军 在

毛 泽东等指挥下，立刻呈现出新的面

貌，显示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好像忽

然获得了新的生命。朱德曾赋诗曰：

“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

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遵义会议精神启示我们，面对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和坚

定，遵独立自主之道，行敢闯新路之义，不

断增强“四个自信”，才能科学应变、主动

应变，战胜一切困难和挑战，不断开辟新

天地、创造新奇迹。习主席指出：“坚持

独立自主，就要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

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

“舵手一易齐桨橹，
革命从此上新途”

““铁壁合围难突破铁壁合围难突破，，暮色苍茫别红暮色苍茫别红

都都。。强渡湘江血如注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三军今日奔何

处处。。娄山关前鏖战急娄山关前鏖战急，，遵义城头赤帜遵义城头赤帜

竖竖。。舵手一易齐桨橹舵手一易齐桨橹，，革命从此上新革命从此上新

途途。。””熟悉遵义会议历史的人们都能懂熟悉遵义会议历史的人们都能懂

得得，，这短短的一首诗这短短的一首诗，，既写出红军第五既写出红军第五

次反次反““围剿围剿””的艰苦卓绝的艰苦卓绝，，也写出红军也写出红军

的的壮烈牺牲；既写出红军长征被迫“举

国迁徙”的危机，也写出共产党人善于

斗争、敢于胜利的转机；既写出中国革

命的艰难曲折，也写出革命的伟大转

折。这首名为《七律·历史转折》的古

体诗写于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召开之

时，作者名叫伍修权，时任共产国际派

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李德的翻译。从

这首诗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伍

修权从悲痛、彷徨、郁闷到欣喜、自信

的心路历程。

遵义会议是增强党组织原则性、

战斗性的典范。遵义会议前，党内生

活不正常，有的人将个人意志凌驾于

党组织之上，“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

取消”“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采取

各种压制的方法”等。遵义会议重新

强调了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反对

个人包办专断，充分发扬民主。遵义

会议上，张闻天、王稼祥摆脱“左”倾路

线 ，顶 住 压 力 ，支 持 毛 泽 东 的 正 确 主

张，反对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周恩来

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又批评

了博古和李德。参会代表人人发扬民

主作风，充分发表批评意见，最终形成

决议，取消“三人团”等，集中展现了中

国共产党人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和维

护集体领导的优秀品格。

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以丰

富的实践经验、卓越的政治远见、高超

的政治智慧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成为遵义会议的核心和灵魂，也是遵

义会议成功的重要条件。

习主席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

年大会上指出：“长征途中，党中央召

开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

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确立了

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

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

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

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

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

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

遵义会议的召开，结束了“左”倾教

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改组了中央领导

机关，开始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

的领导地位，使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正确

轨道，实现了伟大历史转折。“我们党的

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

的。”参加遵义会议的邓小平曾这样饱

含深情地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

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

住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

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

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

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

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

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

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

领导核心至关重要。以遵义会议为标以遵义会议为标

志志，，我们党开始逐步形成稳定的领导我们党开始逐步形成稳定的领导

集体和核心集体和核心，，有了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有了正常的党内政治生

活活，，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中国革命中国革命

才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才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遵维护核心之道遵维护核心之道，，行集体智慧之行集体智慧之

义义，，遵义会议的历史经验给了我们深遵义会议的历史经验给了我们深

刻的昭示刻的昭示：：一个成熟的具有核心领导一个成熟的具有核心领导

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于革命对于革命、、建建

设设、、改革改革、、发展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发展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具有决定性作用复兴具有决定性作用。。

万里征程上的伟大转折
■丁晓平

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
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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