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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昭通·视界

“二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改编好整齐，发
展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几。”高亢激越
的旋律，催人奋进的歌词，作为一个生于斯
长于斯的威信人，对这首歌有着特别的感受
与理解。从扎西走出来，又回到扎西去，如
果时光可以倒流，如果时间可以重叠，历史
会是什么样子？

地老天荒，人间岁月。时间是流动的，
一个地方不会因为时间的变化而改变它的
空间位置，却可以洗刷它的尘埃，改变它的
容颜。

1935年2月4日至14日，中国工农红军万
里长征来到扎西，在这里召开了“扎西会议”，
进行了队伍缩编，播下了革命火种，回师东进，
二渡赤水，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

2024 年 2 月，一个似曾相识的日子，昭
通日报社记者沐着春风，行走扎西，去体验
89年前的峥嵘岁月和铁马金戈，去寻觅红色
基因，感受红色脉动。

二月的扎西，乍暖还寒。半河的山上，
冰凌如盖。我们的脚步从半河开始。半河
属于双河苗族彝族乡，这里是当年红军主力
进出扎西的一个重要之地。三年前去过半
河，或许是去的时节阴雨连绵，或许是贫穷
延滞了村庄的脚步，当时进出半河村的道路
很窄，也很泥泞。半河村最有特色的地标性
村落叫厚房。那里，住着几十户苗族人家，
悬山顶式的川南民居、石灰刷白的板壁、精
雕细琢的花窗、石板镶嵌的天井、左回右转
的小石林、铺满青苔的山墙，把厚房构筑为
城堡的模样。春在来，冬渐去，清晨，沿着蜿
蜒而宽整的乡村公路抵达厚房，整个村子还
掩盖在雾里。从石林里穿行，人在林中，移
步换景，时隐时现，分不清是石还是人。半
山之上，树枝被白色的冰凌庇护着，晶莹剔
透，村史馆前的梅花，迎寒怒放，陶家老屋屋
顶上的积雪被主人家的烟火熏得渐渐放弃
自己的阵地，院坝中间，石莲花依然矗立，好
一幅水墨山水画，一下子让人回到曾经的岁
月……不知什么时候，雾突然散开了，白皑
皑的远山奔入眼帘，寨子里新建的民族文
化广场大方地出现在客人的面前……厚房
确实变了，而且从去年起又有了一个新的
名字——垕房。

离开垕房，直奔水田寨，那里是我们此
行的目的地之一。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

“扎西会议”已被党史界熟知与认可。“扎西
会议”由水田寨花房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议、大河滩庄子上中央政治局会议、扎西镇

江西会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组成。水田
寨花房子会议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会议，其
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在这里，实现了权
力的交接，改组了党中央的领导，保证了军
事路线的落实。两幢花屋子，坐落在水田镇
的旁边，周围群山环抱，就是这两间因花窗
而得名的房子，见证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传
奇，毛泽东从遵义会议走来，走进权力的中
央，张闻天接过的挑子，确保了毛泽东同志
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也为后来的四
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埋下了伏笔。

陈天才老人今年 85 岁，住在距花房子
不远的石头寨，寨子里的房子均用青石镶
砌而成，赤水河从镇雄一路流过来，汇齐了
扎西河、苦猪河，水流开始变得湍急，把两
岸的大山冲破，向鸡鸣三省奔去。陈天才
小时候就听过红军经过石头寨、渡过碧素
渡口、与国民党军队激战槲烟林的故事。
为了讲好红军故事，陈天才 40 多岁时开始
进村入户走访，收集红色故事，用钢笔记在
信笺纸上，共收集 30 多个故事 10 万余字，
老人十分珍惜，把这些故事小心翼翼地装
在两个牛皮纸卷宗里。眼前的石头寨修葺
一新，万丈悬崖上凿了栈道，让游客能到达
崖背面的香树，与鸡鸣三省更接近，而石头
寨又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崖上石寨。当
下，龙洞村的油菜花已经盛开，满地金黄，
引人入胜。

据陈天才讲，1935年2月5日，中央红军
在花房子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实现了博洛交
权。2月 6日，中央红军离开水田寨，翻过壮
龙山，沿赤水河而上，经过河口，到达大河
滩、院子一带，军委纵队就驻扎在大河滩庄
子上。在那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对下一
步的行动方向进行研究，分析了敌我形势，
决定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电令各军团到扎
西集中，一是休整，二是计划建立根据地。
在一户王姓人家的三合院里召开的政治局
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

“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又称《遵义会议决
议》）。蹚过石坎河，拾级而上，当年的山坡
野岭，如今已变为和美村庄。旧址得到保
护，游客可以通过复原的遗迹回忆当年中央
政治局在此召开会议的情景。会址下面，建
起了红军标语馆，红军书写的宣传标语，朴
实生动，把大家带回那个红色的年代。

溯河而上，往西，是院子大山村，从那里
可以抵达镇雄县大湾镇的老场坳；往北，经过
天险两合岩，可以抵达一个叫扎西的小镇。

扎西镇是威信县城所在地。在县城最
高处，有狮子营战斗遗址，遗址旁边，是扎西
会议纪念馆。我们去采访的时候，扎西会议
纪念馆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提升，陈列的面积
扩大了，陈展的内容更丰富了，原来只利用
了纪念馆的一楼，现在把二楼也全部利用起
来，分六个部分全面讲述“扎西会议”推动中
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的故事，增加了不少
革命遗址和战争场景，更为生动形象，引人
入胜，就像纪念馆入口那幅巨大的红军长征
浮雕，磅礴大气。

1935年 2月 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
大）会议旧址就在扎西会议纪念馆东侧。这
里有两幢川南民居，是清末江西商人修建
的，取名为江西会馆，正面是红军总司令部，
侧面二楼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旧址，门
楼上，有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题写的

“扎西会议会址”匾额。会址内，可看到当年
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照片，红军各军团领导人
从四面八方会聚扎西，听张闻天同志传达《遵
义会议决议》提纲，进行红军缩编，确定回师
黔北的行动方向，令人振奋。从此，揭开了四
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的波澜壮阔的新篇章。

江西会馆一侧的湖广会馆已修葺一新，
周恩来同志向留下来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
南游击纵队的战士们开展动员的声音犹在
耳边；徐策、余泽鸿等革命先烈为了掩护红
军主力转移，在川滇黔交界的崇山峻岭中浴
血奋战2年，直到壮烈牺牲，他们用生命播撒
下了革命的火种；殷禄才率领的红军云南游
击支队与组织失去联系，仍战斗 10余年，有
力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有生力量。

会馆外面，是当年红军战士枕墙而卧的
老街。这里，已经蜕变为扎西红色小镇，古
朴的民居，青脆的石板，富有特色的文创产
品，古色古香的乡愁书院，游人如织，品尝着
香喷喷的扎西小吃，看屋子里的老人悠闲地
享受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入夜，老街华灯
绽放，五彩斑斓，扎西红色小镇更加美丽动
人，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经过89年的奋斗，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红色血脉，写好赤水河生态保护的

“绿色”文章，讲好“扎西会议”的“红色”故
事，夺取了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走进了新
时代，走上了新征程。

听着《二月里来到扎西》的歌谣，聆听
着“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
军事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
的故事，老区人民牢记嘱托，把习近平总

书记交办的事情办好，接续奋斗，又开启
了新的长征。

二 月 里 来 到 扎 西
记者 曹阜金

在威信县水田镇龙洞村石头寨一座简朴
的民居里，陈天才老人从里屋拿出两个牛皮
纸资料袋，小心翼翼地抽出几摞信笺，慢慢地
翻阅。已经泛黄的云南省威信县水田乡人民
政府信笺上工工整整地记录着这样一些内容：

“张永凤讲她二哥为红军带路”“陈叔云讲红
军过水田的情况”“红军长征血洒水田”“郑
明均讲红军长征住龙洞沟的情况。郑明均：
龙洞沟人，时年 70 岁；记录时间：1993 年 4
月，郑明均说：红军是 1935年正月初一来到
水田的……”“龙厚生在水田遇难。注：摘自

‘镇雄县党史资料丛书’（一）第192页……”
在场的人被眼前的一幕震撼了，信笺

上、小学生作文本上，陈天才用黑色

的、蓝色的墨水一笔一画认真地记录了讲述
人的姓名、年龄以及讲述的时间、地点和讲
述的内容，字里行间，间或有用红色墨水修
改、更正的批注。工整的字迹、详细的记录，
这些用不同颜色的墨水写成的调查笔记，叙
述着红军过水田的历史，也诉说着陈天才老
人为了传承红色基因、讲好红军过扎西的不
平凡故事。

陈天才生活、工作、退休的威信县，是一
块写满红色记忆的土地。1935年2月4日至
14日，中央红军长征集结扎西，在这里召开
了著名的“扎西会议”。2020年1月21日，习
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作了重要讲话，要求
云南“讲好‘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
别是军事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
段”的故事。

地处滇、川、黔三省接合部的威信县是
革命老区，也是中央红军长征入滇第一县，
而水田镇是中央红军入滇第一镇，关口坳是
中央红军入滇第一关。陈天才生长在水田
镇，工作在水田镇，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
务讲好“扎西会议”的故事。

早在 1984 年，在原水田乡政府当秘书
的陈天才就开始调查整理红军长征过水田
到扎西的故事，只要身边有人说起当年红军

到过哪里，做过什么事，他就会去拜访他们，
听他们讲述。陈天才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挖掘、完善、整理红色故事，走访之余，
还通过《人民日报》等报刊查阅资料，进行佐
证，并摘录和整理红军长征经过扎西的路线
图和一些史实。他的一些研究成果，还发表
在当年的《威信报》上。

以一己之力寻找、探访、记录当年红军
到扎西的点点滴滴，将信念倾注于笔尖，矢
志不渝地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
陈天才一辈子在做的一件事。工作之余，陈
天才的足迹遍布水田镇的每一个村寨，他曾
翻过壮龙山，蹚过赤水河，到威信县扎西镇
石坎村、院子村，还有镇雄县的坡头镇，不遗
余力地收集村民口口相传的一些红色故
事。他把村民的讲述认真地记录在本子上，
回到乡上，又按照时间线进行整理、誊抄。
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历经 40 年的
岁月，陈天才共挖掘整理红色故事 30 多个
10万余字。眼前的这些文字，让我们感受到
陈天才当年进行田野调查的温度与热情。

陈天才是水田镇的文化名人，他不仅不
间断地收集红军故事，还义务宣讲红色故
事。1984年以来，他一直在镇上、村里讲解
扎西的红色历史，讲述红军长征过水田镇的

故事，到底讲解了多少场次，他自己也记不
清了，在他的记忆里，只要有外来参观的客
人，或者到水田镇花房子、湾子苗寨、石头寨
开展党性教育的团队，他都十分乐意为他们
宣讲他所知道的红色故事。

陈天才已退休25年。回顾40年来挖掘
收集整理扎西红色史料的历程，他说：“收集
整理红军在扎西的故事，既是为了表达对革
命前辈的崇敬之情，也是为了让红色基因代
代相传。”

或许站在党史专家的角度看，陈天才所
收集的资料并不是那么完整、那么丰富，甚至
有些内容可能不太切合实际，事件不太清晰，
但这些刻着历史痕迹，被陈天才视为珍宝的
信笺和作业本，仍为丰富和完善“扎西会议”
的故事作了重要的补充。把习近平总书记交
办的事情办好，用自己的方式讲好“扎西会
议”的故事，是一代人的使命，也是一代人的
长征。陈天才虽已85岁高龄，但他仍然执着
地走在宣讲和整理扎西红色故事的路上。

赓续红色血脉，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陈天才说，挖掘收集整理红军在扎西的红色
史料，让子孙后代牢记革命胜利和今天的幸
福生活来之不易，让红军精神代代相传，这
是他的初心，也是他的使命。

记录红色故事 赓续红色血脉
记者 曹阜金 陈允琪

陈天才讲述收集整理红军长征到扎
西的故事。 记者 陈允琪 摄

重走长征路。

扎西红色小镇。

扎西镇江西会馆张闻天、毛泽东住室
（内景）。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通讯员郑方星摄

大河滩庄子上中央政治局会议旧址大河滩庄子上中央政治局会议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