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乌蒙山回旋战是红军长征中的关键一
战。1936年 2月至 3月，红二、红六军团在
贺龙、任弼时、萧克等军团领导人的率领
下，进入滇黔边境的赫章、彝良、镇雄、威
宁、宣威、盘县等乌蒙山区，采取与敌人“兜
圈子”迂回作战、避实就虚的战略战术，绕
开国民党10个师又一个旅的追兵，取得了
乌蒙山回旋战的胜利，实现了三大主力红
军的胜利会师，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支重
要的有生力量。乌蒙山回旋战在中国革
命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和历史地位，分析
其胜利原因对于我们更好地感悟长征精
神、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具有重
要的时代价值。

了不起的奇迹：乌蒙山回旋战
一是被迫转移，红军进入乌蒙山区。

1936 年 2 月初，红二、红六军团渡过鸭池
河，进入贵州的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准
备在这里建设根据地。在建设根据地的
同时，蒋介石部署兵力加大对红二、红六
军团的围剿力度，各路敌军纷纷向红军逼
近，黔西、大定相继被敌人占领，只剩下毕
节城，从地形上来看，毕节城处在周围约
120 个团的敌人的包围圈之内，活动范围
狭小，而且短期内地方工作基础薄弱，部
队给养条件困难。红二、红六军团于 2月
27 日退出毕节，向乌蒙山区挺进。蒋介
石从多方调集兵力，从四面八方夹击红
军，企图把红二、红六军团围堵在金沙江
右岸、毕威大道以北地区，实现一举歼
灭。红二、红六军团行动受到限制，面临
着严峻的威胁，在千钧一发之际，军团领
导人 3 月 2 日在贵州赫章召开野马川会
议，针对面临的严峻形势进行了深入的分
析，决定改变原来的行军路线，改向乌蒙
山北麓的彝良、镇雄方向前进，在乌蒙山
区与敌人周旋。

3 月 6 日至 7 日，红二、红六军团进入
彝良县寸田坝、奎香地区，对部队进行休
整。3月8日，军团领导人在寸田召开军团
分会，将寸田作为乌蒙山回旋战的指挥中

心，作出了整个战役的战略战术决策。当
天下午，总指挥贺龙发布了作战命令，命令
红二军团四师、五师，红六军团十六师、十
七师返回以则河设伏，完成消灭敌樊嵩甫
纵队第28师的任务，取得了以则河伏击战
的胜利。伏击任务完成后，红军迅速回到
奎香、寸田坝。

二是绝处逢生，在哲庄坝伏击敌人。3
月9日，红军主力向滇东镇雄进军，突破了
敌人的第一、第二道防线，占领了广德关，
部队顺利进入镇雄。3月12日，红二、红六
军团先头部队进至巴溜，从抓获的两名俘
虏口中得知，敌郝梦龄、万耀煌两个纵队先
头部队已到达镇雄，敌万耀煌的后卫第 13
师正向哲庄坝开进。贺龙等军团领导人决
定分段埋伏、主动出击，在哲庄坝一带设
伏，消灭敌第 13 师，以期打开南进的道
路。敌军进入红军的伏击圈后，被截成了
几段，首尾不能相顾，完全失去控制，经过
一天的激战，红军俘敌 200 余人，毙伤敌
营、连长以下12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7挺、
长短枪数百支、弹药 300余挑。然而由于
敌第13师主力逃脱，敌郝梦龄纵队及敌第
99 师又由镇雄折返增援，形势非常紧急，
红二、红六军团没能歼灭更多的敌人，从哲
庄坝南进的道路没有及时打开，于 3月 12
日当晚决定改向西行。

三是突破重围，挥师北上胜利会师。3
月 13日凌晨，红二、红六军团前进至赫章
北部财神塘地区时，与敌郭汝栋纵队相
遇。敌郝梦龄、万耀煌两个纵队在红二、
红六军团后面紧追不舍，与红六军团时有
接触；南面有敌李觉纵队在水塘堡和赫章
地区围堵，敌樊嵩甫纵队也从北面围堵，
敌人越聚越多，包围圈越来越紧，再加上
红二、红六军团在乌蒙山区长时间连续行
军作战，部队没有得到及时的休整和粮食
的补充，疲惫不堪，战斗的机动能力受到
影响。军团领导人一方面分析了当前面
临的困难，对部队进行深入的思想政治工
作动员和轻装简行，提高战士们的战斗热
情和积极性；另一方面，看到敌人的主力

被调到红军的北面和东面，南面的道路已
敞开，敌人被红军拖得晕头转向、非常疲
劳。军团领导人经过讨论分析后，决定采
取敌进我退、马蹄裹布、轻装行军、不准任
何人点火把、不准弄出任何声响的策略，
从敌郭汝栋、樊嵩甫两个纵队之间穿插出
去，向西北方向急进，跳出了敌人的包围
圈，之后加速南进，通过敌孙渡在昭通、威
宁之间的防线，直驱滇东，于 3 月 22 日分
别进入云南宣威境内的徐屯、来宾铺地
区。3 月 23 日与滇军第一旅刘正富部队
和敌郭汝栋纵队先头部队在宣威虎头山
发生激战，占领制高点，取得了红二、红六
军团入滇后第一次大规模战斗的胜利，从
此红军声威大震，滇军气焰受到沉重打
击。虎头山激战后，红二、红六军团兵分
两路，继续北上，于 3 月 28 日、29 日先后
进入贵州盘县、亦资孔地区。至此，历时
1 月有余、辗转千里的乌蒙山回旋战胜利
结束。

乌蒙山回旋战是贺龙在长征途中军事
指挥上的又一次神来之笔，是贯彻毛泽东
军事思想，开展游击战、运动战的光辉典
范。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后，1936年11
月毛泽东在陕北保安与红二、红四方面军
部分领导人会晤时称赞说：“二、六军团在
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
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
州、过乌江，我们一方面军付出了大代价，
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一
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
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
大家学。”

乌蒙山回旋战取得胜利的原因分析
一是党的坚强领导是乌蒙山回旋战取

得胜利的关键。红二、红六军团领导人在
转战乌蒙山的途中，面临着极其恶劣的自
然环境和敌人的多重围追堵截，但他们不
放弃任何希望，仍然坚持对部队进行深入
的政治动员，号召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
带头作用，克服种种困难，英勇战斗，冲出

敌人的包围圈。这一动员从根本上保证了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提高了部队的凝聚力
和战斗力。在艰苦的战斗环境中，政治动
员使战士们明确了战斗的目标和意义，激
发了他们顽强的战斗意志和坚定的理想信
念。同时，政治动员也为部队打赢乌蒙山
回旋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红军能够在
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保持高昂的斗志和战斗
力，最终成功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渡过金
沙江，北上抗日。红二、红六军团乌蒙山回
旋战的胜利为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奠定
了坚实基础，使中国南部红色根据地得以
延续，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

二是及时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乌蒙
山回旋战取得胜利的保证，也是红军战胜
困难的重要条件。红二、红六军团领导人
在面对乌蒙山区异常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四
面受敌的斗争局面时，非常重视部队的思
想政治工作。如在急行军中及时告知指战
员当时的敌情、解释行动的目的，使广大指
战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复杂紧急
情况下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和团结一致的战
斗力；党员干部处处以身作则，任劳任怨，
吃苦在先，战斗在前，使得全军上下团结
一致，患难与共，无往而不胜。广泛开展
群众性思想互助和体力互助活动，加强对
新战士的帮助，从而完成了这场艰苦的回
旋战斗。

三是乌蒙山区群众的支持和帮助是乌
蒙山回旋战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红二、
红六军团在乌蒙山回旋战的征程中，每到
一个地方，都向当地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
策和红军的宗旨，积极开展革命宣传，要求
部队严格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行动，
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维护人民群众的
利益，与群众建立了深厚的军民鱼水情。
红军到达奎香和寸田坝休整时，战士们主
动帮助当地老百姓打扫卫生、挑水、砍柴，
做到买东西付钱、损坏物品照价赔偿，红
军的这些行为深受奎香地区群众的衷心
拥护。有一首民歌唱道：“乌蒙深山来红

军，各族人民喜欢欣，红军爱干人，干人爱
红军，红军和干人心连心，支援红军打敌
人。”

红二、红六军团转战乌蒙山区后生活
十分艰苦，粮饷奇缺，在乌蒙山回旋战中，
当地群众给予了红军极大的支持和帮助。
他们为红军提供了粮食、衣物等物资，同时
还帮助红军筹粮筹款，为红军带路、传递情
报，动员青年积极报名参加红军，使红军更
加坚定了战胜敌人的信心。

四是军团领导人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是乌蒙山回旋战取得胜利不可忽视的因
素。在乌蒙山回旋战中，红二、红六军团面
临着瞬息万变的敌情，处境极为危险。然
而，红二、红六军团的领导人始终沉着冷
静，展现出“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
力。在生死考验面前，他们始终保持清醒
的头脑，临危不乱，审时度势，灵活应变。
当南进的道路被敌人切断之际，他们果断
地改向西北行进，在以则河成功伏击国民
党军之后，又迅速返回奎香。接着，先是向
北，而后又向东直奔镇雄而去。这种灵活
机动的战术，让敌人摸不着头脑，始终处于
被动状态。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军采
取敌进我退、灵活机动的战术，率领部队大
踏步运动。他们巧妙地利用乌蒙山的地形
优势，与敌人周旋，摆脱了数十倍于己的敌
军，保存和发展了自己。

乌蒙山回旋战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
不朽传奇。这场战斗不仅展现了红军战士
们的英勇和智慧，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
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坚定信念和不屈不
挠的精神。

今天，我们回顾乌蒙山回旋战的历
史，不仅是为了缅怀那些为了中国革命事
业而英勇牺牲的先烈们，更是为了从他们
的英雄事迹中汲取奋进力量，激励我们在
新时代继续前进。我们要继承和发扬红
军战士们坚定的理想信念、顽强的战斗意
志、及时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紧密联系
群众的工作方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乌蒙山回旋战：奇迹背后的胜利密码
云南扎西干部学院 朱启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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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语口号能用简短精炼的文字反映
一个社会组织的目标追求和价值导向，起
到宣传、组织、动员群众的作用。中国共
产党历来重视标语口号的使用，在长征途
中，标语口号有便于书写、制作简易、灵活
多样的特点，更适应战略转移的环境，成
为党和红军开展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主
要方式。

1935年2月，中央红军在滇东北昭通
地区的威信集结，党中央在此召开了著名
的扎西会议。1936年 3月，红二、红六军
团在长征途中又经过昭通地区，在滇黔边
境磅礴的乌蒙山区与围追堵截的敌军展
开了千里乌蒙回旋战。红军长征过昭通，
可以说是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中极为
重要的一段。在此期间，红军创制了大量
的标语口号，这些标语口号承载着党和红
军的政治理想、执政理念及使命追求，传
播了革命真理，启发了劳动人民的民族意
识和民主意识，唤醒了人民的斗争精神，
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指路的明灯”“板壁
上的指南”。

一、宣传党的性质宗旨，传播革命真理
伟大的长征是红军战略大转移，是

革命真理的大传播。在红军到来之前，
昭通地区虽然有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
地方党组织的建立，但受制于历史以及
当时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等因素，马
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昭通地区的传
播和影响力有限，许多民众缺乏对马克
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的正
确认识。红军长征期间，国民党开动所
有宣传机器，大肆污蔑、攻击、丑化共产
党和红军，采取种种措施在群众中进行
反共宣传。

为了让更多群众了解中国共产党、中
国工农红军和马克思主义，红军长征过昭
通期间，充分利用标语口号传播革命真
理，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新思想，广泛宣
传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革命主张，广
泛宣传苏维埃政权。大量书写、散发、张
贴“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主义遵
马列，政权归工农”“红军是干人农民自己

的军队”“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推翻
军阀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
府”等标语口号。尤其是红军政治部书写
在威信县麟凤镇柏香村一农户墙壁上的

《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生动、简洁、直观
地把党的政治纲领、使命任务宣示于广大
群众。党和红军还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
局势，适时提出“北上抗日，反对日本帝国
主义侵略”“抗日反蒋，抗日倒蒋”等标
语，宣传了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把中国共
产党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初
心和使命告知于民，使党的抗日救国方
针和解放一切被压迫劳苦大众的革命主
张深入人心，让广大群众懂得只有党和
红军才能解放自己，只有党和红军才是
救亡图存的希望。

二、鼓舞红军斗志，坚定革命理想信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的胜利，靠

的是红军将士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
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
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红军
长征过昭通留下的标语口号正是这种英
雄气概和革命精神的生动体现。

中央红军可以说是在十分危急的情
况下仓促进入云南的。遵义会议后，中共
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一渡赤水
进入川南，由于进占赤水镇、北渡长江的
计划未能实现，打掉尾追之敌的战斗亦未
成功，中央红军只得折向滇东北昭通地区
的威信集结。当时，一方面遵义会议尚未
形成一个正式的决议，党和红军对今后的
战略目标、行动方向等事关党和红军前途
命运的大事还存在认识模糊、意见不统一
的情况。加之土城战役受挫，长期艰苦行
军导致部队减员严重、士气受到影响。另
一方面，红军一直未跳出国民党军的围追
堵截，红军集结扎西期间，川军在长江、金
沙江沿线严阵以待，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前
进到大定、黔西、仁怀地区，吴奇伟纵队布
防于乌江沿岸，红军面临的军事威胁十分
严峻。面对千难万险和重重考验，红军各
级政治机关都发布了简明扼要的标语口
号，通过大量具有纲领性和鼓动性的简短

语句，团结队伍、鼓舞军心、振奋斗志。中
央红军提出许多激励红军始终保持旺盛
的战斗意志和奋勇向前的战斗热情的标
语口号。红二、红六军团在转战滇东北乌
蒙山区时十分辛苦，既要同十几倍于己的
强敌周旋，又要同严酷的自然环境斗争，
但全军上下都昂扬着一股乐观的革命精
神，一路上留下标语口号，表现出大无畏
的革命精神。这些标语口号充分表现了
红军将士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
神，像一盏明灯照耀着红军转战的万里征
途，像嘹亮的战斗号角激发了红军的必胜
信心和高昂士气，激励红军以压倒一切敌
人、战胜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克服千难万
险，夺取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书写了长
征奇迹。

三、唤醒人民群众，播撒革命火种
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

长征的胜利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拥护，人
民群众是党和红军的力量源泉。红军长
征进入昭通后，根据广大人民群众备受
剥削和压迫的实际情况，运用标语口号
等多种形式宣传党的土地革命政策、经
济文化政策，宣传红军的性质宗旨和群
众纪律，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组织
工农武装建立革命政权，扩大了共产党
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力，激发了人民群众
的革命热情。

红军在昭通各地留下了“打倒土豪劣
绅”“实行土地革命”“云南工农团结起来，
打土豪分田地”“取消云南军阀的苛捐杂
税”等标语口号，旨在在政治上动员唤醒
民众，在经济上宣传改善民生。浅显易
懂、直面时弊的标语口号反映了广大受压
迫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给生活在苦难中
的人民群众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其间，红
军还通过严明的纪律、身体力行践行着标
语口号中提出的各项政策、主张，为老百
姓争取自由平等，让他们深刻感受到红军
队伍是为人民求解放、为人民利益而战斗
的，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力，还使一些
原来对红军有误解的群众转而拥护红军、
支援红军、参加红军。据统计，在威信扎

西 地 区 就 有 3000 多 名 青 年 报 名 参 加
红军。

红军的标语口号如同星星之火，唤醒
人民群众的同时还撒播了革命的火种。红
军离开昭通后，地方反动势力严令铲除红
军留下的标语口号，但红军的标语口号已
经深入当地人民群众的内心，他们采取各
种办法，精心保存红军留下的标语口号，所
以今天昭通威信的铁炉、白水庙等地还保
存有多幅当年红军所写的标语口号。这些
标语口号激发了当地群众的革命热情，让
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翻身求解放
的思想在他们心中扎下了根。主力红军离
开昭通后留下的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以
及在党和红军的影响和培养下组建成立的
云南游击支队，继续在川滇黔地区进行艰
苦卓绝的斗争，同时向群众开展大量的宣
传工作，加深了边区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
的认识，唤醒了边区民众反对国民党反动
派的斗争意识，他们纷纷加入或支援纵队、
支队的活动，为以后昭通地区党组织的恢
复发展以及党领导的昭通地区革命斗争打
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四、推动民族平等，促进民族团结
红军长征过昭通时经过的威信、彝

良、镇雄、巧家地区，分布着回、彝、苗等少
数民族。因历史原因，以及当时国民党政
府推行同化政策和民族压迫，造成了严重
的民族隔阂。各少数民族人民除受到封
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压迫外，部分少数民
族中还残存奴隶制的影响，处于半封建半
奴隶式的统治状态之下。

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主张各民
族一律平等，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
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
主张。红军在长征途中，对民族工作极为
重视，要求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各项权
益。在了解少数民族基本情况的基础上，
充分利用标语口号宣传党的民族政策。
1934年 11月 29日，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湘
桂、湘黔边瑶、苗少数民族地区时，红军总
政治部在其颁布的《对苗瑶民的口号》中
明确提出：“实行民族平等，在经济上、政治

上苗人与汉人有同样的权利。”红军长征
进入昭通后，继续践行党的民族平等、民
族团结，反对国民党民族压迫的政策，提
出了“苗民有组织苗民红军和苗民苏维埃
政府的自由”“苗民是最受压迫的弱小民
族，要拥护苏维埃加入红军”“花朗坝的工
农劳苦群众暴动起来，打倒压迫剥削你们
的土司官”等标语口号，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宣传和解释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马克
思主义民族观。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的红
二、红六军团提出“川滇黔边区的少数民
族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
民族平等，发展民族文化，尊重少数民族
习惯和信仰自由，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
各民族之间相互歧视，反对剥削和压迫，
各民族人民团结友爱、和睦相处、互相帮
助，共同努力建设和保卫革命根据地。”这
些旗帜鲜明的标语口号，使少数民族人民
第一次感受到了党的政策的温暖。同时，
红军要求全体干部战士严格执行民族政
策和民族纪律，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
宗教信仰，体现了红军实行民族平等和民
族团结的诚意。通过标语口号的宣传和
身体力行的实践，党和红军开创了民族地
区工作的新局面，对争取各族群众实现自
身民族解放、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革命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有利于消
除各民族间的对立与隔阂，实现各民族真
正的平等和团结，为今后的民族工作积累
了宝贵经验。

红军长征过昭通留下的标语口号，是
红军长征历史的光辉见证，也是长征精神
的生动体现。这些标语口号宣传了中国
共产党与中国工农红军的性质与任务，塑
造了党和红军的优良形象，扩大了党和红
军的影响力，拉近了与各族人民群众的关
系，还唤醒了当地广大人民群众，推动昭
通革命事业向前发展。至今遗存的红军
标语口号，是党史研究的宝贵资源，是弘
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的文化载体。
我们要做好保护、挖掘与利用，将之转化
为推进昭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重要精
神力量。

红军长征过昭通的标语口号功能探析
昭通市委党校 尤 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