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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西会议，包括1935年2月上旬，中共
中央在行军过程中，于云南省威信县（驻
扎西镇）境内不同地点，接连举行的3次政
治局会议。即5日在水田寨花房子召开的
政治局常委会，洛甫担任总书记；7日在大
河滩庄子上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洛甫起草
的《遵义会议决议》得到通过；9日在扎西
镇江西会馆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
向全党全军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和中央
精神。

这一过程是洛甫走向辉煌的人生高
光时段。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云南
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有很多感人肺腑的动
人故事。”这些革命传统和动人故事当中，
自然包括扎西会议，一批领导成员尤其是
洛甫的事迹，值得深入研究和讲述。而以
往论著对洛甫在扎西会议前后所发挥的
作用，肯定和分析均显不足，对其个人经
历、学养、性格和作风等所产生的影响，更
是缺乏考察。

一、洛甫在遵义会议上发挥的导向
作用

洛甫，即张闻天，1900 年生于上海。
早年曾就读于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五
四时期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受当时
年轻学子出国热的影响，1920 年，他先后
到日本东京、美国旧金山等地学习和工
作。1925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
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
曾任教师和翻译。1931年初回国，任中共
中央宣传部部长。这年 9月，同样曾在莫
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博古，主持在上海成
立的临时中央，洛甫成为政治局成员和常
委。临时中央从上海转移到江西后，1934
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召开，洛甫当选
政治局委员、常委。从简历中可知，洛甫
有着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经历，也得到了
共产国际的信任。因此，中华苏维埃“二
大”上，洛甫被选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
主席（总理）。

国民党军队在第五次“围剿”中，调
集重兵向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进攻。博
古听从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的意见，不顾
洛甫和毛泽东等人的反对，集中红军主
力，与数量和装备都明显占优势的敌人
打阵地战，致使红军遭受巨大消耗，被迫
放弃广昌。

长征出发后，洛甫与毛泽东和王稼祥
讨论、分析反第五次“围剿”以来的失误，
三人认识不断趋同，并开始在政治局会议
上公开批评军事指挥中存在的错误。1934
年 12月，在湖南通道举行的紧急会议上，
洛甫等人支持毛泽东的提议，向敌人势力
薄弱的贵州进军，否定了继续去湘西的错
误主张。几天后，在黎平的政治局会议
上，毛泽东的建议又得到了洛甫等人的赞
同，会议确定了红军向川黔边地区发展的
方针。而后在瓮安县的猴场政治局会议
上，毛泽东和洛甫等人再次否定李德、博
古主张红一方面军回师湘西与红二、红六
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会议决定，以后红
军的作战方针、时间、地点等，军委必须在
政治局会议上报告，实际上停止了李德对
红军的指挥权。经过上述几次会议，在毛

泽东和洛甫等人的努力下，许多领导成
员及红军将领对中央的军事指挥错误有
了清晰的认识，也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
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正如毛泽东所
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
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
开好遵义会议。”

1935年 1月 15日，决定党和红军命运
的遵义会议召开，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
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
经验与教训”。博古主持会议，并首先作
了关于反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而后
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

接着，洛甫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
来，博古军事指挥上的一系列严重错误，
并批评博古对失败原因的总结。由于洛
甫的发言与博古的报告的基调明显不同，
被称为“反报告”。

随后，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和候补委员
王稼祥先后发言，明确赞同洛甫的观点，
由此改变了会议的导向。经过激烈讨论，
除少数同志外，政治局成员大多认同洛甫
的“反报告”，并得到了与会的红军将领的
呼应。参会的政治局常委陈云曾说：“扩
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
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
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
意毛张王的意见。”

洛甫的“反报告”，对推动遵义会议向
着纠错的进程，产生了积极且有利的影
响。由此，会议作出四项决定：1.毛泽东同
志当选为常委。2. 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
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
论。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
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
指挥者，而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
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可见，洛甫在遵义会议之前，已经通
过自己的思考，较早地认识到了党的领导
存在错误，这与洛甫的理论和认知水平较
高，又能够听取和采纳毛泽东的建议密切
相关。所以，毛泽东肯定洛甫：“遵义会议
他起了好作用，那个时候没有他们不行。”

二、洛甫在花房子常委会议上担任了
总书记

1935年 1月 19日，中央红军开始向北
转移。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渡江
的作战计划》，准备在四川泸州、宜宾之间
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但红一军
团到达赤水河以东地区，便遭遇强敌。1
月 28日，面对红军在土城的失利，军委召
开紧急会议，决定撤出战斗。当晚的中央
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鉴于敌情变化，考
虑到原来的北渡长江作战计划已经无法
实现，提议红军西渡赤水转移，得到洛甫、
朱德等人的支持。

1月 29日拂晓，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
南，不料又遭遇川军 30 多个团的沿江阻
挡，红军仍然无法北渡长江，只能避实就
虚，向云南威信一带行进。2月 4日（农历
正月初一），中共中央进入威信县境内，此
时洛甫提出“变换中共中央领导的问
题”。据周恩来回忆：“洛甫那个时候提出
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

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
领导。”可见，此前还是博古任总书记。

2月5日，在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召开
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根据遵义会
议提出的第3项，“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
工”，议定由洛甫取代博古任总书记，并明
确毛泽东“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
助者”，真正开始恢复其对红军的指挥。而
博古的分工，是担任总政治部的代理主任。

据遵义会议参与者杨尚昆回忆：变换
领导人的原因，是离开遵义之后，毛泽东
在土城战斗中指挥红军遇挫，被迫转向扎
西。面临外有追兵、内部新的军事指挥又
遭怀疑（其中包括博古）的困境，洛甫再次
挺身而出，提议改变领导，并临危受命接
任了总书记。

另据刘英回忆，政治局常委分工后，
博古移交了装有文件、印章等象征中央最
高权力的几副挑子，解决了遵义会议提出
的常委分工问题。

综上，就能真正理解和讲述清楚，中
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
议》明确指出：遵义会议是“开始确立以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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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洛甫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在庄
子上通过

2月 7日，在威信县大河滩的庄子上，
洛甫作为新的领导，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
会议，完成了在遵义提出的第2项任务，讨
论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
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
开篇就明确指出：博古在遵义会议上的报
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第一，离开遵义
和一渡赤水期间，洛甫起草了遵义会议的
决议。第二，洛甫担任总书记后，有利于

《遵义会议决议》的讨论和通过。第三，现
有的一些论著，不仅没有提及扎西会议，
反而想当然地认为“遵义会议通过了决
议”。历史事实应该是，庄子上的政治局
会议召开之前，尚未讨论决议的文稿，更
遑论“通过”和“传达”。第四，在这次政治
局会议后，党中央立即决定，派出代表找
寻共产国际的关系。所以，不久之后，中
共中央再进遵义的当晚，洛甫便交代潘汉
年完成此项任务，而后又派出陈云，两人
先后经上海赴莫斯科。这是因为在扎西，
确定了党的军事路线和领导人的变换，需
要尽快向上级——共产国际汇报。潘汉年
和陈云之后的行程，也足以证明这一点。

花房子的常委会议和庄子上的政治
局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直接延续，也是洛
甫走上领导岗位的过程。没有在扎西地
界的这两次会议，遵义会议将是一次议而
不决的会议，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内容可以
向上“汇报”或对下“传达”。所以，扎西会
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拓展和完成。

笔者认为，正如中共一大的召开，虽
说在上海进行了许多重要的议程，但由于
形势所迫，最后是代表们到嘉兴的南湖继
续开会，才为标志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
大画上了句号。因此，同样有理由说，扎

西会议对于遵义会议的意义，恰如南湖会
议与中共一大的关系。

四、洛甫在扎西镇开始传达《遵义会
议决议》

中央红军于 1935 年 2 月 8 日向西行
进，抵达扎西镇。9日，在江西会馆，洛甫
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决定，立即向全党全军传达遵义及近
日政治局会议的决议和精神，并根据毛泽
东提出的建议，明确红军回师，向东二渡
赤水。

10 日上午，首先由洛甫开始，在扎西
镇的红军干部会上，传达《遵义会议决
议》。而后，如陈云所记：“决议发出以后
常委各同志——毛张陈——均到各军团
干部会中传布决议。”这里特别需要指出
的是，只有政治局的常委，才有资格到各
军团直接传达决议。因为其他的政治局
成员，并没参与在扎西的所有政治局会
议，尤其是花房子的常委分工会，所以，陈
云的记述中只列了三个常委“到各军团干
部会”，决非偶然。

10 日当晚，朱德总司令发出《关于我
军由扎西向雪山关进军的指示》：在扎西
地域攻击敌人“是不可能亦不适宜，而应
迅速脱离川敌与滇敌之侧击，决于明十一
日起……争取渡河先机，并准备与薛岳兵
团及黔敌为主要作战目标。”接着红军二
渡赤水，回师黔北。24 日击败黔军，次日
夺取娄山关，28 日重占遵义，并先后围歼
守敌和赶来支援的敌军。中央红军不仅
突破川滇之敌的围困，开始扭转一直被动
的战局，而且歼敌数千，取得了长征以来
的第一次大捷，成为红军走向胜利事实上
的起点。为此，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诗
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3月 4日，洛甫提议，毛泽东担任前敌
司令部政委，直接指挥红军。10 日，苟坝
会议又讨论了毛泽东关于成立“三人团”
负责军事指挥的提议，由于主持人洛甫的
支持，大家讨论认为，军事行动需要集中
指挥，若由政治局开会直接讨论军事行
动，不利于应对战情的瞬息万变，最后决
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
人团”（即“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
事行动。16日开始，红军在茅台一带三渡
赤水，虚张声势向川南前进，再造北渡长
江假象，而后回师四渡赤水，完成了南下
乌江的行动，成功地走出了困境。

五、有关洛甫几个应当说明的特点
从扎西镇召开的3次政治局会议来看，

洛甫正是在此期间，迅速走到了中共中央
领导集体的最前列。而使他走向顶峰的过
程，除了许多研究和资料所言，是当时的形
势所迫之外，洛甫自身所具有的几个突出
特点，也值得探讨和充分肯定。

首先，就洛甫个人的素质和见识而
言，在遵义会议之前，就通过和毛泽东等
人的交流，并根据自己的思考，认识到党
中央领导存在的错误。这表明洛甫不仅
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认知水平，而且有
着勇于公开批评和努力进行纠正的胆略，
表现出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意识。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党员干部要能够从

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提高
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这种意识和素质，从洛甫走向辉煌的过程
中，能够明显看到。

其次，洛甫具有的胆识和担当精神，
使他在长征开始，就能够听取和集中毛泽
东、王稼祥等人的正确意见，公开批评错
误，并在遵义会议上，率先对博古的报告
进行系统反驳，之后又负责起草决议，还
在“鸡鸣三省”提出变更领导、担任总书记
等等。这些批判和变换共产国际既定的
方针、路线、负责人等举措，从共产国际的
角度来看，都是胆大妄为的擅自行动，在
其领导下的各国党内，极其罕见。因此，
扎西会议前后的一系列变化，必须尽快报
告并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或认可。洛甫
于关键时刻几次挺身而出，并接任总书
记，可知他所面临的巨大政治风险，他的
勇于担当，确实值得称赞。

再次，洛甫行事的民主作风也不可忽
视，有勇气并不等于处事可以专断和蛮
干，由于拥有丰富的经历和学识，他待人
谦虚平和，能够听取不同的意见。在扎西
开始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后，洛甫就开始改
变原来博古一味依赖共产国际顾问李德
的专断，认真对待各种意见，尤其重视毛
泽东的建议，并给予支持。比如，洛甫在
扎西镇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采纳毛泽东
回师贵州的主张；重占遵义后，洛甫提议
毛泽东为前线总指挥，中共中央再次进驻
遵义后，决定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
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用毛泽东自
己的话说：“每天要召开二十余人的中央
会议。洛甫提议要我为前线总指挥……
以后组成三人团（毛周王）领导。”使其直
接指挥红军；苟坝会议上，他赞同毛泽东
建立新三人团的提议。

最后，洛甫曾经在日、美、俄诸国学
习和工作过，通晓日语、英语、俄语等多
种语言，并具备相应的知识素养，有助
于党中央能够尽快顺利地完成纠错和
变换领导。洛甫在帮助党和红军摆脱
困境的过程中，自身也走向辉煌的故
事，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坚持
科学决策，就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
集中全党智慧。”

讲述这些故事，意在肯定洛甫当时所
发挥的作用，确实并非其他人可以替代。
因此，在中共中央和红军面临巨大危机的
转折之际，不能忽视洛甫的事迹，而他自
身所具有的一些特点，有利于伟大转折的
实现，也是促成其一生辉煌时刻的优点。
详细讨论和充分肯定洛甫在扎西之业绩，
不仅可以使历史研究进一步深入，丰富

“百年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还能够推动宣
传工作的科学化，进一步落实中共二十届
三中全会提出的“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
播体系”。

（作者简介：张 劲，男，1959 年出生，
浙江东阳人，1982年8月毕业于中国人民
大学中共党史系，现任上海杉达学院特聘
教授、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同济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
师等。)

走向辉煌：洛甫在扎西会议前后
上海杉达学院 张 劲

一、扎西会议召开的背景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召

开遵义会议。蒋介石为了阻止中央红军
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或东出湘西
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集中兵力向遵义
地区进逼，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
北、川黔边境地区。中央红军为了摆脱敌
军的围攻，于 1 月 19 日开始北上。20 日，
中革军委下达了《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
中央红军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分 3路纵
队向赤水河方向急进，右纵队于24日攻占
土城。28 日，红军在土城战斗中失利，只
得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向川南古蔺、叙
永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29日3时，朱
德总司令下达了西渡赤水河的命令。2月
3日，中革军委抵达叙永县石厢子。2月 4
日，先头部队到达大河口，进入扎西地域。

二、扎西会议的内容
1935 年 2月 4日至 14 日，中央红军集

结扎西地域。其中，2月 5日至 10日，中共
中央在威信县一路行军，连续在水田寨花
房子、大河滩庄子上、扎西镇江西会馆召
开会议，史称“扎西会议”。

（一）水田寨花房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1935 年 2 月 5 日，中央红军由石厢子

出发，经水田寨，至花房子宿营。部队驻
扎在水田寨附近的花房子、芭蕉湾、高坎、
楼上的几十户人家。

当晚，中共中央在花房子召开了政治

局常委会议，进行常委分工，会议作出决
定，由洛甫（张闻天）接替博古（秦邦宪）在
党内负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
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
任。会议还研究了中央苏区的组织领导、
战略转变问题。

这次会议，一是进行了常委分工，明
确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权，巩固了毛
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保证
了正确路线的贯彻落实。二是研究部署
全国革命斗争，改变了长征以来党中央对
各苏区“无指示、无回电”的局面。

（二）大河滩庄子上中央政治局会议
1935 年 2 月 6 日，中央红军由花房子

出发，至石坎子。2月7日，驻石坎子，司令
部驻庄子上。2月 8日，由石坎子出发，经
大河滩至院子。中共中央在大河滩庄子
上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

1. 总结并分析了土城战役的经验教
训。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敌变我变的运
动战方针。2.决定在川滇黔边境创建新苏
区根据地。3.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反对
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以下简称

《决议》），并决定迅速传达《决议》精神。
这次会议，一是确立了机动灵活的战

略方针，为后来红军四渡赤水、纵横驰骋
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提供了理论依
据。二是审议通过的《决议》充分肯定了
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为红军长征胜利

奠定了基础。
（三）扎西镇江西会馆中央政治局扩

大会议
1935 年 2 月 9 日，中央红军由院子回

转，仍经大河滩至扎西宿营。2月9日至10
日凌晨，中共中央在江西会馆戏楼召开政
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

1.研究红军面临的形势，接受了毛泽
东同志提出的中央红军反攻遵义，向敌人
力量薄弱的黔北地域进发。2. 决定进行
缩编。2 月 10 日，根据中革军委发布的

《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各军团陆续进
行了精简、缩编，除干部团外，全军共编为
16个团（大团）。3.研究红二、红六军团的
战略方针和组织领导问题。红二、红六军
团根据指示，改变了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
……采取了运动战、游击战的战略战术。
4. 中革军委抽调徐策、余泽鸿等 400 多名
干部战士，与泸县中心县委领导的叙永游
击队合并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
队。后来，川南游击纵队又与红军黔北游
击队和红军川南游击支队合并，组成了中
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为革命
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后，2 月 10
日上午9时开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洛甫
报告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
毛泽东、陈云向军团传达《决议》和扎西会
议精神，对于统一全党思想意义重大。

三、扎西会议的时代意义
（一）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

的重要性
扎西会议落实了常委分工，张闻天任

职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保证了毛
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
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第
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一个非常重要的原
因就是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没有
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由此可见，坚
强的领导核心是党的灵魂和力量。新时
代新征程，我们要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
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要时刻
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确保在行动上紧紧跟随。

（二）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
主”的精神实质

扎西会议把遵义会议开启的党独立
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推向了新阶
段。在扎西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
在川滇黔边境创建新苏区根据地的决定；
后又根据敌情变化，作出反攻遵义、向敌
人力量薄弱的黔北地域进发的决定。坚
持独立自主，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共产
党人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在绝境中突
出重围的具体体现。新时代新征程，我们
要坚持独立自主，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
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三）探究了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

是”的辩证思维
中共中央根据部队机关人员和后勤

人员过多，“打起仗来……各机关科室的
参谋、干事有的闲着没事干，可我们急得
直跺脚”等情况，决定精简机关，把干部层
层下放，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这说明了
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了实事求是的重要
性，把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并贯
穿于党的各项事业和工作之中。新时代
新征程，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在实践中
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要靠实事求是来把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推进。

（四）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自我革
命”的精神品质

在扎西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人拿出自
我革命的武器，革除长期以来的教条主
义。新时代新征程，要发扬勇于自我革命
这个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优势，持
之以恒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注入强大动力。以自我革命引
领社会革命，只有不断自我革命，才能永
葆党的先进性。

扎西会议是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一次
重要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拓展和完成，
对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实现党和红军的战略
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为长征的胜利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今天，我们要把扎西会议的光
荣传统学习好、宣传好、研究好，并用以指导
我们继续向前进。

浅谈扎西会议的时代意义
中共广西区委党史研究室 许 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