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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故事

第十八集 回天三湘 ①①
1 井冈山茅坪八角楼 内 日

毛泽东心情复杂地抽着烟，一声不响地望着低头不语的朱
德、陈毅、王尔琢、何挺颖和宛希先等人。

长着一头长发的王尔琢抬起头看了看毛泽东，又看了看朱
德等其他人忍不住说道：“眼下根据地粮少、枪少，缺医少药，困
难重重。因而有人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得多久’的疑问；有人提
出要分兵回湖南。究竟怎么办，大家都说个意见呀！”

字幕叠出：红四军参谋长王尔琢
朱德难为情地：“井冈山地盘是不算小，可能耕种的土地却

并不多。山里只有五万来人口，咱们就有一万多，咱们困难，可
老百姓也不富裕呀！”

字幕叠出：红四军军长朱德
陈毅接着讲：“就目前而言，湖南省敌人有八个军，江西有

三个军，咱们刚刚打败他们的进攻，他们是肯定要卷土重来的，
回湖南很有被消灭的可能，我不同意分兵！”

字幕叠出：红四军十二师师长陈毅
何挺颖：“我也认为分兵不好。”
字幕叠出：红四军十一师党代表何挺颖
毛泽东沉思中接过话茬儿：“困难是一个理由，但不是根本

的理由。实际上这是一种流寇思想，不愿安心做建立政权的艰
苦工作，缺乏纪律，组织涣散，有极端民主化倾向，也有军阀主
义残余。”

字幕叠出：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
王尔琢：“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能让他们走。”
毛泽东把手中的烟蒂一扔站起身来：“不，不能不让走！”
大家不约而同地把不解的目光投向毛泽东。
毛泽东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一次要求走的不是三

个五个人，而是两个团，五六千人。现在你说什么他们也听不
进去……”

突然，通讯员走进来报告说：“湖南省委派巡视员来了。”
毛泽东：“还是上次来的那人吗？”
通讯员：“不，叫杜修经。”
宛希先：“不管是谁，干脆不见得了。”
字幕叠出：红四军第十师党代表宛希先
王尔琢：“还是不见的好！”
毛泽东：“那怎么行，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嘛。”说着站起身

来对通讯员：“走，在哪儿，咱们迎接去。”

2 井冈山八角楼里 内 日

朱德、陈毅、王尔琢、何挺颖和宛希先等人，与毛泽东一起
静坐着听杜修经讲话。

杜修经接着讲：“中央派来一位叫贺昌的同志前来巡视湖南。”
字幕叠出：中共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
毛泽东与何挺颖的脸上立即露出笑容。
杜修经：“这位同志一来湖南就在一片白色恐怖中首先重

建了已经名存实亡的湖南省委。该同志和新建的省委对咱们
井冈山的工作非常重视。为了便于与咱们联系，贺昌命省委秘
书长杨开明留守省委机关所在地——湘潭，处理省委机关的日
常工作，自己则和廖保庭、林仲丹来安源常驻。”说着撕开内衣
上的一块补丁，取出一封信来递给毛泽东：“这是湖南省委给咱
们这里写来的信。”

毛泽东接过信脱口念出：“湖南省委给润之、玉阶兄转军中
同志信。”

杜修经：“这是贺昌同志亲笔写的。”
毛泽东边拆信边称赞：“好，这笔字写得好！”展信捧阅时，

毛泽东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不住地点着头，不时地念出声来：
“‘目前，兄处应积极地更加深入赣西、茶陵一带的斗争，造成群
众的割据作军事大本营。因此，目前根据地的所得，在事实上
是万分必要的。’‘我们的意见是，目前兄处应以宁冈作军事大
本营，与赣西、湘东和茶陵一带均取联络。’‘在这一区域内肃清
豪绅资产阶级军阀势力。’‘深入土地革命斗争，建立苏维埃政

权，造成割据局面。’”读到这里，毛泽东情不自禁地：“好！好！”
大家听着听着，一个个脸上露出笑容，有的竟拍起手来，群

情热烈。
王尔琢：“上级领导机关终于肯定咱们在罗霄山脉中段建

立根据地的战略计划了，到底是中央派来的人有水平啊！”
毛泽东接着念道：“‘兄处部队为便于行动及作战起见，应

采取游击战争的形式，分派军队若干单位到各县发展斗争，到
处骚动，黑夜袭击，分散敌人力量，各别击破。’”

朱德：“好！中央也赞同咱们的游击战了！”
宛希先动情地：“哎呀，这样的指示为什么不早来！”
陈毅：“如果上面早有这个指示，咱们何用有郴州之痛，何

用走那么多的弯路呢！”
朱德：“这一回不只不反对咱们当‘山大王’，肯定了咱们的

战略战术，不再强迫咱们攻打大城市，太好了！”
众点头称许：“贺昌同志早来几个月，咱们井冈山早不是这

个局面了！”
“‘兄处即成立军事委员会，指挥所属部队。委员会主席指

定为润之同志，由七人组织。’”毛泽东念完略带自嘲地：“我毛泽
东这一回也幸免开除党籍之劫，可以名正言顺地指挥军队喽！”

何挺颖：“贺昌真是个好同志啊！”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吸一口：“这个贺昌，我们早就相识了。”
朱德：“贺昌我也认识，他年龄很小却很有见地。”
毛泽东：“是的，我的那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党内

也有不少人反对，可他和瞿秋白等同志却颇为赞同；我的武装
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主张也与他不谋而合；我提出建立农村根
据地的主张，有人说我是想当山大王了，可他偏偏觉得这个思
路好。”

陈毅：“这一回正巧遇上他来巡视，这实在是咱们井冈山军
民的大幸啊！”

众皆啧啧赞叹：“有贺昌这封信，咱们井冈山的事就好办
了！”

“看来咱们井冈山发展的黄金时期就要到来了！”
杜修经：“贺昌同志来巡视何止对咱们井冈山，对全省的发

展意义也很重大！”
毛泽东：“那是当然的。”
杜修经：“新省委刚刚建立，贺昌他们便又着手醴陵暴动工

作，并且以极大的精力恢复职委、铁委、宣委，恢复、改组和建立
湘西、湘东、湘南和湘鄂赣边等特委，还准备在一些重要的地方
建立交通局，以便利各地与省委、与中央的联系。贺昌同志领
导下的新省委计划在较短的时间内，开创并造成湖南、江西新
的割据局面。”

朱德高兴地：“到那时，咱们井冈山也就不再是孤军奋战了。”
众皆极大欢喜。

3 安源那间房子里 内 日

贺昌对宁迪卿、廖保庭、林仲丹、易庆和、滕代远、袁德生、
潘心源等人：“刚才大家都决心为实现中央积极发动武装斗争，
沿着湘粤大道与赣边，一直到鄂南，大刀阔斧地创立根据地，建
立革命政权，并与广东北江相结合，使之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
区域的决议而努力奋斗。”

林仲丹：“这个目标一旦实现，咱们中国革命便有了可靠的
后方，全国的革命形势就会有极大的改观。”

贺昌：“今后的关键，是要将决心变成行动，充分发动群众，
准备新的暴动浪潮，不断地创造新的红色区域。”

滕代远、潘心源等坚决地：“干，我们一定大干！”
贺昌：“我要提醒同志们注意的是，我们必须彻底改变工作

方式，到群众中去，使我们的生活、居住、习惯工农化，在群众的
保卫之下建立秘密工作，以适应白色恐怖的环境；同时必须格
外地严密党的组织，坚决扫除一切散漫生活等等的不良习惯！”

4 井冈山茅坪八角楼内 内 日

杜修经喝了一口水继续说：“贺昌同志和湖南省委对咱们

井冈山的斗争寄予很大希望，咱们这里近来情况怎么样？”
毛泽东把脸转向朱德：“自从我们两军会合以来，革命力量

是大大增强了，但是敌人的进攻也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猖狂。”
朱德：“湘赣两省的敌军，除地方上的地主武装外，经常有

十来个团围着攻打我们。”
陈毅：“我们几乎是三天一小仗，十天一大仗。”
毛泽东：“这个月上旬，军民团结奋斗，打退了江西敌军杨

如轩部的进攻，占领了永新县城，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开展了
土地革命等项工作。”

杜修经高兴地：“大家在艰难困苦中奋斗，很有成绩的嘛！”
毛泽东接着：“形势不错，不过根据地还处在初创时期，确

实存在着许许多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朱德插话说：“上次湘南特委代表来宁冈，取消了前委，开

除了毛泽东同志的党籍，把部队调离根据地，引起许多不良后
果，致使边界地区的大部分革命政权被摧毁。”

王尔琢：“最近，杨池生、杨如轩部又要来进攻了，根据地正
在经受着新的严峻考验。”

毛泽东：“有军事上的威胁，也有经济上的困难，各种政策
法令也都有待进一步完善。关于各方面的情况，咱们可以到各
处去看看嘛！”

5 安源那间房子里 内 夜

会议仍在进行。
贺昌继续在讲：“在领导日常经济斗争的同时，要注意扩大

工农联合暴动的宣传，领导农民自己动手，实行土地革命，建立
苏维埃政权。湘东党的改造与健全，过去的一切错误应该详细
指出，并大力加以纠正。党的纪律必须严格执行，党的组织必
须加紧整顿。大家刚才谈到了安源煤矿工人运动和株萍路工
人运动，我们也必须给予特别重视以策应醴陵暴动。”

林仲丹：“萍矿必须首先抓紧成立总工会，组织武装工人群
众。既要同敌人的屠杀政策做斗争，也要揭露敌人改良政策的
欺骗性。”

贺昌：“要以极大的努力积极从事武装组织的训练，编练工
人赤卫队和游击队。游击队要分散到近郊去，发动近郊的农村
斗争。”

林仲丹：“同时，也不能忘记日常的经济斗争和特别贫困工
人的救济工作。”

贺昌：“为了促进各地的斗争，我们还必须选拔一大批政治
素质好、工作能力强的同志前往各地巡视，帮助和指导各地的
工作……”

6 井冈山黄洋界 外 晨

旭日冉冉东升，黄洋界云蒸雾笼。毛泽东、朱德、陈毅与杜
修经四骑相偕而来。杜修经被这里磅礴的山势所吸引，立马伫
望。毛泽东等人亦停下马来观望。

杜修经边观望边不胜感叹地：“太美了，峰峦叠嶂，奇险无
比啊！”

陈毅用手指指主峰对杜修经：“你看那主峰，高大挺拔，威
武雄壮，四周雾气蒸腾，真好像玉龙逞雄，挟云带风，气度如此
恢弘，真是既奇险又壮观！”

朱德接着说：“这样一个一夫把关，万夫莫开之地，有人竟
经不起困难的考验带兵出走了，实在太可惜啊！”

四人边走边谈。这时，从湘南那边来了几个人抬着一个生
病的农民。

毛泽东指着那几个人说：“这些人都不是部队的，是湘南群
众。”

朱德接着：“湘南暴动失败以后，许多革命群众不断地向井
冈山拥来。有些年青力壮的可以参加部队。”

毛泽东：“来了要吃要住，前些时我们拿这个问题真没办
法，后来有一些人陆续回去了。”

陈毅接着：“回去的，有的被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给杀害
了。最近不少人站不住脚又开始往来跑，他们的生活问题还是
少不了我们安排啊！”

道路越来越难走。杜修经不习骑马，显出十分害怕的样
子：“你们这里的路好难走啊！”

朱德：“从茨坪到大井，这一段最难走，可再过去就好走多
了！”

毛泽东：“在这里可以说是山重水复疑无路，可到了大井
呢，那自然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陈毅：“毛泽东同志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乐观的，充满了必胜
的信念！”

杜修经：“那咱们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吧！”
四人策马而行，消失在远处的崇山峻岭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