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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阅读昭通·专题

2025 年 2 月 6 日，正月初九。居住
在扎西老街龙井 1 号的居民陈万忠一
早起来，清理房前树木、花草上的污
渍。头晚落在叶片上的雪融化后，留下
了一条条水痕。“春节过后，天气好转，
很多人会来这里游玩，要让他们有一个
舒适的环境。”

站在经过修缮的老屋前，陈万忠想
起父亲陈兴江给他讲述的 90 年前的那
个年关，一早醒来的居民陆续推开房
门，看见房檐下有很多持枪的军人。战
争逼近的消息好像迟滞了一些，但这支
队伍纪律严明、彬彬有礼，让扎西老街
的居民们消除了恐惧。几天后，当这支
队伍离开，他们才知道 200 米以外的江
西会馆也住满了操着外地口音的人，住
不下的其他红军战士没有打扰已经入
睡的居民，就在房檐下席地而卧。

扎西老街所在的扎西镇，四面环
山，仅东西方向有两个关隘可通，易守
难攻。赤水河支流扎西河从东边关隘
两合岩的峭壁间穿插而过，不知日月，
不舍昼夜。

其时，这支踏进扎西境内的队伍经
历了“第五次反围剿”“湘江战役”和“土
城战役”的至暗时刻，已经内外交困，对
内要解决谁领导、去哪里的问题，对外
要解决十倍于己的敌军围堵的问题。

1934 年，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
主力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
合的计划，作出西进贵州的决定，中革
军委下达命令：进抵黔北，夺取遵义、桐
梓！顺利占领遵义后，红军仍然面临要
与国民党军队不断作战，同时也要寻找
新的根据地的现实，北上入川既可以获
得较好的经济条件，也方便与红四方面
军会合。从地理位置看，今赤水市是黔
北通往巴蜀的要津之地，素有“川黔锁
钥”之称；土城一带山势险恶，易守难
攻。占领土城和赤水能为渡赤水河北
上创造一个安全的空间。

1935 年 1 月 24 日，红军进占土城，
但赤水却被川军占领。1月 27日，红一
军团久攻赤水县城不下，而川军郭勋祺
部尾追红军至土城。如果利用土城一
带有利地形，把这股尾追之敌悉数歼
灭，既可保证红军北渡赤水，还能鼓舞
士气。1 月 28 日凌晨，土城战役打响，
原计划只需几个小时的战斗却难以结
束，同时，久攻赤水不克的报告也送到
了指挥所。当晚，战斗仍在继续。在不
绝于耳的枪炮声中，天未亮，一座浮桥
出现在赤水河上。1月 29日，红军在土
城西南的浮桥渡过了赤水河。与此同
时，作为先头部队的红一军团在土城以
北 10余公里的猿猴渡渡过赤水河。

多年以后，共和国元帅刘伯承回忆
说：“土城一仗，未能消灭郭师，敌人又
大军奔集。我乃放弃北渡长江意图。”

这就是一渡赤水，意味着红军北渡
赤水再渡长江的计划未能实现。

2 月 3 日，大年三十。军委纵队进
驻叙永县石厢子，当晚收到确切情报
后，决定放弃原定通过转移到兴文、长
宁一带，在泸州与宜宾之间渡河的计
划，向川滇黔边三省交界的分水岭、水
潦、水田寨、扎西进发。

2 月 4 日，正月初一。红军先遣部
队进入水田寨。

2月 5日，正月初二，立春。中央纵
队进入水田寨。

赤水河，一条穿行于崇山峻岭中的
河流，发源于镇雄县赤水源镇银厂村长
槽村民小组滮水岩。这条全长 436.5公
里、流域面积 2.044万平方公里的河流，
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支流之一，由镇雄经
威信、威宁、毕节、金沙、叙永、仁怀、古
蔺、习水、赤水，于合江流入长江。

穿越大娄山、乌蒙山两大山脉的赤
水河，在古人的眼里，是一条让人望而
生畏的河流。唐朝天宝十年，鲜于仲通
讨伐南诏，檄文里，他将赤水河称作赤

虺河。赤水河大部分河段滩多水急，大
小险滩多达 200 多处，行船极其危险。
明代有诗云：“筏趁飞流下，樯穿怒石
过。劝郎今莫渡，不止为风波。”

然而，赤水河曾经有过辉煌。赤水
河在历史上是“川盐入黔”的重要通
道。贵州自古不产盐，而距赤水河入江
口百公里之处的四川省自贡市，是我国
最大的井盐产区，自贡市的盐溯赤水河
而上，沿着川黔边界形成“川盐古道”，
而处于云南省东北部的镇雄、威信就位
于这条古道的末端延长线上。

翻开四渡赤水示意图，从贵州习
水土城、赤水，经四川叙永到达威信，
红军一渡赤水后的行军路线与“川盐
古道”重合。

从 2023 年起，陈天才开始整理有
关红军经过水田寨的故事。作为陈家
第一代到果着底（今龙洞村）定居的人，
陈天才的曾祖父陈凤鸣在道光二十九
年（1849年）写的家谱上作词：鸡鸣群山
起伏，数川归复东流，滇黔蜀地眼底收，
一声惊梦皆醒。

这是否是“鸡鸣三省”称谓的最初
出处，不得而知，但在陈天才的一篇篇
记录里，那些投射到记忆里的历史画
面，当我们将其铺排到赤水河源头地图
上时，红色已然是一个地方的底色，是
一条河流流淌的基因。

已经逝去的老人与这支队伍的故
事，在陈天才的文字里，如美丽的琥珀
闪烁着不熄的光芒。

2 月 4 日，红军从关口来到革兆
坝，一个骑马的红军对罗林荣说，带我
们去花房子吧。见这个红军说话和
气 ，罗 林 荣 便 带 着 他 们 往 花 房 子 出
发。到了夜间睡觉时，一个红军递给
罗林荣一床棉毯。“这棉毯就送给你
了，你上楼先去睡吧。”

2 月 5 日，铁匠陈叔云看见红军从
石头坳磨槽地排山倒海地冲过来，在一
阵又一阵的枪炮声中，地方民团向镇雄
方向逃窜。

2 月 6 日，时年 26 岁的林成良从石
坎回家途中与红军相遇，“老板，去新
滩的路怎么走？”林成良带领红军走到
一个山坡顶上。“下去这里叫湾头，再
往下走是碉头岩口，再往下走就是新
滩渡口了。”

2 月 7 日，进驻杨智帮家里的红军
说：“老板，你们不要害怕，我们是中国
工农红军，我们是为穷苦百姓翻身做
主的军队。”杨智帮远远看见红军在川
主庙的墙上写下标语“中国工农革命
起义队伍，是穷苦人民的队伍”。红军
用杨智帮家的柴烧火做饭，离开时给
了 6 个龙毫（一种钱币）付柴钱，并把
水缸里的水挑满，把屋里屋外的卫生
打扫干净。

2 月 8 日，杨俊三和郑光富、罗炳
和、张启安等人给红军撑筏子渡过毕素
渡口，由于人多，大部分红军排队涉水
过河，寒冷的天气，裤脚全湿。第二天
红军返回时，有人受伤，杨俊三等人把
红军伤员送往大河滩，途中硝岩河边路
窄，就一个一个地背过去。到了大河
滩，一位红军长官说：“有妻室儿女的就
回去吧，愿意跟我们走的就跟我们走。”
罗炳和的兄弟罗炳全单身，就跟着红军
走了。对我们几个要回家的，这位长官
说，“你们回去后不要做坏事，我们打倒
恶霸官僚，给广大穷人撑腰，让穷人有
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地种。”杨俊三
等几人返回毕素渡口时，红军给了他们
每人一碗米作为答谢。

1935 年 2 月 9 日，正月初六。红军
集结于扎西一带，位于扎西老街的江西
会馆彻夜灯火通明，这一夜，有大事件
载入中国革命史册。

90年过去，陈万忠居住的扎西老街
被评为省级历史文化街区，扎西镇被授
予“中国传统村落”称号。

1935 年 2 月 8 日，正月初五。渡过
毕素渡口的红军在镇雄境内坡头镇南
面的新场茶林，与滇军一个连遭遇，打
了一场史称“槲烟林战斗”的仗，这场战
斗，让红军判断出，想通过镇雄、昭通、
巧家渡过金沙江已经不可能，于是，红
军在次日作出中止北渡长江计划、回师
黔北“二渡赤水”的决定。

发源于镇雄县雨河镇尖峰山的妥
泥河是赤水河的一条支流，居住在妥
泥河河岸瓜雄村 86 岁的黄启强，始终
记得已故多年的父亲给他讲述的一段
往事：从三口塘密林间突然出现的一
支军队，在瓜雄驻扎了两天，正遇黄启
强曾祖母去世，害怕战乱的人远远躲
开了，这支队伍就帮着把老人抬上山
安葬。

黄启强的父亲黄元品看见驻扎在
金顶山庙和龙君庙的军人在庙的墙壁
上写满标语。金顶山庙多年前被毁，
而现存的龙君庙墙壁上仅存一幅标
语：农民武装组织起来实行分粮抢米
夺回土地。

这是黄启强当民办教师时多方呼
吁保存下来的唯一一幅标语，“那时的
红军有的穿着草鞋，有的连草鞋都没得
穿，他们却在为我们做好事，把标语保

存下来，是让今天的人懂得感恩。”
相对于瓜雄的平静，罗甸河岸边的

村庄已经风声鹤唳，红军要在这一带打
仗，在大湾镇老场坳口的确发生了一场
战斗，参与战斗的有驻扎在瓜雄的这支
队伍。

红一军团在瓜雄集中，红五、红九
军团向镇雄大湾子佯攻滇军，为红军在
扎西整编、发展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
二渡赤水赢得了战略空间。

2月 14日，红一方面军和中央纵队
全部离开扎西。

地处川滇黔接合部的赤水河源头
高山耸立、道路崎岖、河流蜿蜒，被流水
侵蚀而成的溶洞与沟壑遍布，很多不知
名的小溪流源源不断地汇聚，形成有名
的铜车河、罗甸河、芒部河、妥泥河、双
河、扎西河、倒流河，而后在坡头镇的德
隆村三岔河出境。

多年前，在云贵川三省之间往返，
需经过三岔河渡口，仅靠 3名艄公赵新
和、张炳之、罗吁秀摆渡。如今，站在
横跨在三岔河渡口之上的“鸡鸣三省”
大桥，四野弥望，大山的逼仄感一扫而
空，居住在赤水河源头的人，他们的生
活已经变成 90 年前那支渡河队伍期待
的样子。

90 年前的这支队伍，在赤水河源头留下了什么？
记者 汪 舒

1935.2.4 红军向三省交界地域集结
中央红军决定向川滇黔三省交界的分

水岭、水潦、水田寨、扎西地域集结。红九军
团及军委二、三梯队等以急行军通过永宁、
摩泥之线，向扎西集中。红九军团司令部驻
两河口。军委纵队一梯队仍驻石厢子，准备
开往水田寨、扎西地域。

1935.2.5“鸡鸣三省”博古、洛甫交接
中共中央在“鸡鸣三省”举行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洛甫（张闻天）代替博
古在中央负总的责任。

军委一梯队进驻水田寨，滇军一部守老堡
与其对峙。

1935.2.6 国民党军向川南合围
红三军团向扎西转移，第四师由马家坝

经白水向扎西集结。
红五军团随军委进驻水田寨。军委一梯

队宿营石坎子附近，7日将进至扎西。

1935.2.7 中共中央决定向川滇黔边境
发展

红一军团主力向洛表行动，司令部驻洛
亥，距扎西约两天行程。

红三军团集中进驻长官司，彭德怀、杨尚
昆建议在川、黔、滇边建立根据地。

红五军团主力留水田寨，司令部驻石坎子，
军委纵队驻大河滩。

1935.2.8 发布《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
决议大纲》

红三军团（缺第四师）由长官司、第四
师由马家坝向扎西地域开进，司令部驻小
坝。红五军团由水田寨直向镇雄前进并抵
达以勒地域宿营，在坡头附近与滇军安旅
侦察部队一个连遭遇。红九军团由分水岭
进至大河滩，进行短暂休整，准备 9 日由大
河滩直向镇雄前进。军委纵队经大河滩进
至院子地域宿营。

1935.2.9 张闻天主持召开会议
红军集结于扎西一带。红一军团向扎

西以西集结待命，司令部驻瓜雄。红三军
团（缺第四师）上午开抵扎西附近，四师留
扎西清理守碉民团，军团司令部驻扎西。
红五军团经水田寨开石坎子、大河滩之线
待机转移，司令部驻坡头。红九军团主力
两个团留在大河滩，以一个团进至院子向
大湾子侦察警戒，迟敌前进。军团司令部
驻大河滩。

军委纵队经大河滩到达威信县城扎西
宿营。

1935.2.10 军委下达《关于各军团缩编
的命令》

红军集结扎西一带。红一军团在三角
塘、斑鸿沟地域休息，司令部仍驻瓜雄。红
三军团大部在扎西休整，第四师继续围攻狮
子营，军团司令部仍驻扎西。红五军团在大
湾子与滇军第 5旅鲁道源部激战，司令部驻
扎西。红九军团司令部驻新河场。军委纵
队仍驻扎西。

1935.2.11 中央红军分三路回师黔北
中央红军分三路由扎西地域回师东

进。军委纵队进驻石坎子；第一军团缺第
二师两个团，由雨河瓜雄到达五仙坝、双河
场、分水岭及其以西地区，军团司令部驻双
河场。右纵队的红五军团主力靠近大湾
子，司令部驻石坎子；红九军团罗炳辉率 1
个团向滇军鲁道源阵地发起进攻，佯攻大
湾子，传言向南进攻镇雄县，造成滇军误判
为红军主力大举南下，九军团司令部驻大
河滩。

1935.2.12 红军川南游击队与主力分队
军委纵队完全离开石坎子，经大河口、赵

家坝、宗鸿大屋子、树梓岭绕过水田寨，进到分
水岭地带宿营。右纵队的红五军团进到水田
寨、小河口地带，向大湾子、镇雄及毕节三方向
加强警戒，司令部驻大河滩。红九军团主力离
开滇东北地区，上午进到石坎子及以东地带，
向黄茅槽通大湾子道上派出游击侦察加强警
戒，另以一个营留在大河滩向院子及两合岩方
向警戒并封锁消息。司令部驻田坝青杠林（两
合岩旁）。

1935.2.13 红五、红九军团转经大河滩
红五军团经小河口水田寨、关口进到石

厢子、中槽地带，加强右侧及后方警戒，司令
部驻石厢子。

1935.2.14 红军离开扎西
红三、红一军团到达营盘山；红五、红九

军团向坛厂、石厢子移动；军委纵队进驻白
沙。至此，红军离开扎西。

11 天，渡河与突围赤水河畔水田寨 86 岁老人陈天才近 3 万字的回忆录里，
可见“老板”“大红军”“小红军”“先生”等称谓。在这份关于
90 年前红军进入水田寨的回忆录里，这些鲜见的称谓是什
么意思？

“我在收集红军经过水田寨的一些故事时，听那些与红军
打过交道的老人说，‘大红军’是对红军主力部队的称呼，‘小红
军’是对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的称呼。”陈天才说，“‘老板’和

‘先生’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理解。”
在赤水河流经的镇雄、威信两县采访，在初春的寒风中

与红军遗存相遇，一栋不起眼的民居楼，也许是毛泽东或其
他中央领导同志的住地；一座经过修缮的庙宇，也许是红军
队伍的驻扎之地；一些看似普通的村庄，或许发生过激烈的
战斗。

倾听这些遗存背后的故事，或许能找到为何会有这些称谓
的答案，也会理解这一支队伍的期许。

①扎西会议会址。 通讯员 郑方星 摄

②被青山环抱的赤水河（威信县境内）。 威信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③春节期间，热闹的扎西老街。 记者 田朝艳 摄

④云南扎西干部学院。 实习记者 兰波 摄

④④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