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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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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故事

14 辽阔的中央根据地 外 日

满眼是纷飞的战火、激烈的战斗，满眼是抬担架、送公粮
等的支前群众和站岗放哨的儿童团员，标语口号漫山遍野
……根据地内一派紧张繁忙的景象。

15 贺昌办公室 内 日

贺昌指着 1934年 9月 29日的《红色中华》报上《一切为了
保卫苏维埃》一文对李翔梧：“你看，张闻天在文章中说：‘我
们依照当时的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
斗争方式，一切这些斗争方式的运用，都是为了实现党的进
攻路线……’这不是暗示红军要撤出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
大转移了吗？咱们赶快做相应的准备吧！”

李翔梧：“要做这样的大动作，中央应该通知咱们；他们
一丝风都不透露，咱们怎么准备？”

贺昌：“不能硬等通知，等通知来了，恐怕什么都来不及
了。”

李翔梧：“可是，这……”
贺昌边思考边自言自语地：“部队转移时，难免有悲观

失望等混乱情绪的出现，必须加强这方面的宣传教育；主力
红军撤离后，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必将很快占领苏区，加强对
敌宣传，瓦解敌军斗志的工作将显得更为重要。”接着对李
翔梧：“这样吧，咱们分分工，我来准备政治教材和写《〈一切
为了保卫苏维埃〉的学习讨论提纲》，让大家在学习讨论中
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你和敌工部的同志们草拟一份《号召
白军士兵哗变拖枪到红军中来的口号》来，我让报上赶快发
表。”

李翔梧：“好！”

16 贺昌办公室 内 黎明

贺昌伏案写着什么。
工作人员甲走进来：“贺主任，你还在工作，都两天两夜

没有休息了！”
贺昌伸伸腰：“部队里急需它，只好赶嘛，这有啥法子！”

说着吹灭桌子上的油灯。
工作人员甲：“快去睡一会儿吧，你是伤病员，可得注意

身体！”
贺昌：“我这点伤没事；陈毅同志那伤重，这两天恢复得

怎么样？”
工作人员甲：“听说伤口仍在恶化。”
贺昌：“大夫怎么说？”
工作人员甲：“现在身边没有好的大夫，而且急需的阿母

那丁与链球菌也都没有了。”
贺昌焦急地：“这怎么行，快扶我去看看。”
正说着，李富春急匆匆地走进来：“贺昌同志！”
贺昌：“哎呀，富春！”
李富春：“中央已决定让我接替你的职务，主持总政工

作。”
贺昌：“好，欢迎你！”
李富春：“博古同志说，主力红军要突围向西转移。”
贺昌：“现在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
李富春：“这一行动要求咱们总政治部在一周内做好中

下层指挥员和广大战士思想动员的准备工作，如准备好政治
教材，提出行动口号等，使部队集中后能确保战斗任务的完
成。”

贺昌：“好！”

17“独立房子”里 内 黎明

李德对博古：“石城失守了，据可靠消息，敌人已决定在
14日要发动大规模进攻，咱们得提前出动转移了。”

博古对罗迈：“你去政治部，叫他们务必在三天之内做好
主力转移的一切准备工作！”

罗迈：“那怎么能来得及，一周的时间也已经是太仓促
了，这样重大的行动咱们可万万率意不得啊！”

字幕叠出：中共中央组织局局长罗迈
博古：“军情危急，实在不得不如此啊！”

18 贺昌办公室 内 黎明

罗迈与李富春看着贺昌写的文稿念着：“‘各部队必须加
强政治军事训练，发扬攻击精神，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
行长途行军与战斗。’‘各级政委及政治部必须迅速地适应战
斗环境的转变，坚决改变政治工作的方式，必须正确地估计
到由阵地战性质的战斗突然转变为长途行军与运动的时候
可能发生的恐惧、迟缓、不习惯行军、大批落伍、失掉联络、抛
弃武器公物与发生疾病等现象，必须预想有效的克服办法。
为此，我们必须……’‘必须在沿途进行对群众的宣传工作
……’‘尽可能地在沿途建立秘密的群众组织与党的支部
……’”二人边看边翻，不住地点头称是。

李富春对罗迈：“这既细致又具体，把方方面面的情况都
考虑得这么周到，写得多好！”

罗迈对贺昌：“这对保证主力红军突围转移的成功太重
要了，你功不可没啊！”

李富春对罗迈：“可你知道为准备红军转移他费了多少
心血吗，他已经一连好几天没有休息了！”

罗迈：“我知道，贺昌那工作，一连几天不休息是经常的
事！”

19 李德的“独立房子”里 内 日

李德对罗迈恼火地：“贺昌有伤，不能带他！”
周恩来：“有伤可以让坐担架走嘛，泽东、稼祥不也是坐

担架吗？！”
李德：“都让抬了担架谁打仗，还怎么冲破敌人的围追堵

截？”
罗迈：“其实有一匹好骡子也行。”
博古不耐烦地：“定了的事情就不要乱翻腾了。再在人

事上纠缠，一万辈子也走不了啦！”

20 一条大路上 外 夜

长征的战士们背着行李和枪，举着火把向前行进着。老
百姓扶老携幼前来相送：有的给战士们手里塞鸡蛋，有的给
塞馒头等，依依惜别。贺昌拄着拐杖夹在人群中与战友们告
别着：“走好！”“你们走好！”“早日传回胜利捷报啊！”

战士们：“贺主任多保重！”“一定多保重！”
邓小平走过来：“贺主任，你是北方人，在这里水土不适，

语言难通，腿上又有重伤，根本不适宜留守，留下来凶多吉
少，快找匹马跟随我们一起转移吧！”

贺昌：“组织上已经决定把我留下了！”
贺昌握着邓小平的手：“谢谢你的关照。小心掉队，多保

重！”
邓小平依依不舍地走开。
博古走到贺昌跟前时难为情地：“一直想到医院去看望

你，可实在忙得抽不开空，一天可惜只有二十四个小时啊，真
没办法！”

贺昌：“谢谢你，博古同志！”
博古：“本来我们是准备把你带走的，可是鉴于你在根据

地的威望，最后还是决定把你留下来。”
贺昌：“我服从组织决定，你放心好了！如果谁都不愿意

往下留，那苏区革命的胜利成果谁来保卫？”
博古：“不过，留下来也有留下来的好处，这里毕竟是根

据地，是后方，相对来说要安稳些；转移部队成天行军打仗，
紧张得很啊！”

贺昌：“祝你们多打胜仗！”
博古：“你放心，我们会胜利的！”
贺昌：“一路上一定要多征求毛泽东他们的意见，遇事多

商量！”
博古：“快回去吧，项英同志或许正等着你呐！”

1 项英办公室 内 夜

寂静的夜晚，偶尔传来几声犬吠声令人心惊。项英一手
端着油灯，一手拿着铅笔，边看墙上的地图边用铅笔做记
号。忽然，贺昌拄着拐杖走进来。项英把灯移过来。在昏暗
的灯光中他看见了黄瘦的贺昌：“哎呀，贺昌同志，我还正准
备到医院去看你呢，腿怎么样，好多了吧？”

字幕叠出：中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项英
贺昌：“好多了！你看。”说着放开拐杖吃力地走了几步。
项英高兴地：“好，天助我也！你和陈毅能留下来，我这

心里就有了主心骨；你的伤又好得这么快，这可真是咱们根
据地的大幸啊！”

贺昌：“敌人马上要大举进攻了，各处防务怎么样？”
项英：“都由留守红军以班顶连，以排顶营，以连顶团接

替下来了。”说着来到地图前，贺昌也跟着来到地图前。
项英边指地图上的相应位置边说：“东线战场，已由红二

十四师和福建军区独立团接防，阻止东路河田敌李延年纵队
的前进；北线战场，由红独立七、十一团和赤水、石城、太雷等
县的地方武装先后接替红三军团和红十五师的防务，阻击石
城敌人的前进，扰乱敌罗、樊两纵队向头陂集中；江西军区的
独立一团和宁都、洛口、宜乐等地的地方武装，接替了红五军
团的防务，阻击从广昌向宁都推进的敌军；西线战场，有江西
军区独立二、三团和兴国、永丰等县的地方武装，抗击着从永
丰龙网向兴国古龙岗推进之敌；南线战场，由赣南军区独立
六、十四团配合转战部队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的战斗。独立十
团在门岭、会昌以东地域，独立十五、十六团在门岭、安远之
间和会昌县站塘、麻州地域阻击粤敌前进。”

贺昌：“为了保证主力红军顺利突围，我看咱们还必须抽
调一部分部队立即赶赴安远、赣田、古陂、韩坊等地，肃清国

民党残余力量，组织群众前往运送弹药和转移重伤员，收容
主力红军的掉队人员。”

项英：“就让赣南军区红军去执行这一任务吧！”
贺昌：“还应该让赣南军区在小岔、小溪、新坡、于都西北

等处设立运输转运站，以保证主力红军转移时后方转移与运
输的顺利进行。”

项英点头称是。
贺昌：“同时还应该指示各级党组织陆续开展思想动员，

做好发动群众工作。”
项英：“应该这样，我马上就下命令。我先把中央临走时

对咱们这里的安排给你传达一下。”
贺昌：“好！”
项英：“中央让我、你、陈毅、秋白和潭秋组成中央分局，

我为书记；陈毅、梁柏台、谢然之组成中央政府办事处，陈毅
任主任。我、你还有龚楚组成中央军区，由我任司令员兼政
委，你为政治部主任，龚楚任参谋长。”

贺昌：“军事上要依靠陈毅。”
项英：“中央交给咱们的任务是：牵制国民党军队，掩护

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保卫中央苏区和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
在根据地及其周围进行游击战争，使进占苏区的敌人不能站
稳脚跟，准备在有利条件下配合红军主力反攻；恢复被国民
党军占领的城镇和乡村。”说着，项英指着地图：“中央划定瑞
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为基本游击区
和最后的坚守阵地。”

贺昌：“掩护主力红军安全转移应该是咱们的首要任务，
咱们一定要把围在中央苏区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紧紧地拖
住，以便转移部队顺利突围。”

项英：“为了迷惑敌人，避免过早地暴露主力红军的战略
意图，中央要求主力红军的突围行动对外严格保密。”

贺昌：“同时也要让群众做好迎接敌人大规模进攻的准
备。”

项英：“新成立的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对外秘而
不宣；原中央政府各部门的名称仍然保留，照旧行文；《红色
中华》报照常出刊；中央工农剧社照常赴各地巡回演出。”

贺昌：“这对确保主力部队突围很重要。”
项英：“我已经找兵工厂厂长谈话了，要他把拆散的机器

再安装起来，继续制造子弹和地雷，修理枪支；我让图书馆把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革命报刊一律启封，准备开馆；和银行
行长也讲了，要他继续发行、兑换苏区纸票。”

贺昌高兴地：“在四面大敌压境，主力红军撤离的困境
下，你顾全大局，临危受命，能有这个精神状态我感到非常高
兴！”

项英：“计划马上把咱们的主要机关都搬到中央机关原
住地——马道口村去。我让医生护士及时给你检查换药，你
是否可以提前出院，也搬过那里去以便咱们随时商量问题。”

贺昌：“不可以！”
项英：“为什么？”
贺昌：“现在前线危急万分，部队能不能万众一心、坚决抗

击并击退这铺天盖地而来的强大敌人的进攻，在一定程度上得
靠咱们这些主要领导人的决心和意志，我得连夜上前线去！”

项英：“你伤还没有好千万不能去！”
贺昌：“咱们就这么一点兵力了，要抗击这样优势敌人的

进攻，陈毅刚做完手术不能行动，你主持全面工作抽不开身，
我不去前线怎么行。”

项英：“你现在的任务是养伤！”
贺昌：“前方一旦出了问题，一溃不可收拾，岂不要影响

主力红军的转移吗？我一定得去！”说完就要走。
项英急忙拉住贺昌：“敌人马上就要大举进攻了，你无论

如何不能去，前线太危险！”
贺昌坚决地：“红军、中国革命都到这步田地了，还能怕

死吗？在这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死我一个贺昌算
得了什么？我无论如何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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