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一张报纸决定红军长征落脚点
”

的说法由来已

久
,

一些具有权威性的党史专著也都沿用此说
〕

然

而
,

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运动过程
,

是由多种因

素参与促成的
,

而各种因素发生的作用是在相互作

用中进行的
。

新的资料证明
,

红军长征落脚陕北苏

区
,

除了敌人报纸提供的信息外
,

陕北根据地创建人

之一的贾拓夫
,

在长征途中多次向毛泽东等中央领

导人汇报了陕北根据地的洋细情况
,

对党中央把陕

北苏区作为红军长征落脚点起 了重要作用
。

陕北苏区老同志中唯一参加过红军长征的人

贾拓夫
,

陕西省神木县人
,

1 9 12 年出生在一个

城市贫民家庭
。

1 9 2 6 年加人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

19 2 8 年由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

曾先后担任共

青团陕北特委代理书记
,

陕西省团委委员兼西安市

团委书记
,

中共陕西省委委员
,

省委秘书长等职
,

并

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
。

其间
,

曾多次代表省委去渭北

革命根据地指导工作
,

在三原武字区主持成立了渭

北革命委员会和分土地的斗争
。

以后 又在三原城里

主持了一个时期党的 工作
,

领导开辟了渭北革命根

据地的斗争
。

1 9犯 年冬
,

省委确定陕甘工农游击队

扩编为红二十六军
,

贾拓夫派杨森
、

张秀山等人去加

强对红二十六军的领导
,

同时还为渭北革命根据地

派去了不少干部
。

他是陕西省委的主要领导 人和陕

北根据地的创建人之 一

1 9 3 3 年下半年
,

贾拓夫代表陕甘党组织经北方

局介绍
,

去上海向党中央 汇报工作 到 上海后
,

才知

党中央 已迁往江西中央苏区
,

贾拓夫又辗转到江西

瑞金找到 r 党 中央
,

详细汇报 了陕 片苏区 的情况
。

193 4 年 l 月
,

他在瑞金出席 了中共六 届五中全会
,

并被选进五中全会主席团 同月
,

在中华苏维埃第
_

二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

被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

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

会议结束后
,

留在中央苏区工

作
。

19 34 年 10 月
,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

贾拓夫随即

参加长征
,

他是陕北苏区老同志中唯一参加过红军

长征的人
。

事
。

当时中央军委在毛儿盖和芦花城各设立一个筹

粮委员会
,

贾拓夫参加芦花粮委
,

他带领一部分红军

战士
,

行程三 日
,

到瓦不梁子筹粮
。

开头
,

这里的藏民

由于不 了解红军的宗旨和政策
,

都逃到深山老林里

去了
。

贾拓夫率领的筹粮队到达后
,

立即贴出保护藏

民的安民布告
,

在藏民田里插上保护牌
,

责令一切部

队不得任意侵犯 ;对回家的藏民都发给保护证
,

并召

开藏民大会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
。

经过一系列的争

取工作
,

消除了群众的疑虑
,

藏民都陆续回来了
,

而

且越来越喜欢红军
。

贾拓夫还号召藏民和汉族人民

团结起来
,

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军阀的剥削和

压迫
,

成立藏民革命政府
。

他采用
“

劫富济贫
”

等办法

筹粮
,

同时发动群众去割恶霸地主田里的青棵
,

规定

一半归群众
,

一半帮助红军
。

经过半个多月的努力
,

胜利完成了筹粮任务
,

并把粮食陆续运到了红军粮

站
,

及时保证了红军的给养
。

在筹粮过程中
,

贾拓夫

还组织红军战士和群众熬盐
,

当时盐贵似金
,

熬出的

姗寿粉
决

颜
翼服l

瓶翼
曦洲侧

盐给部队解决了不少困难
,

也使群众受益
。

多次向毛主席汇报陕甘根据地的情况

长征途中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

乡L军长征开始后
,

贾拓夫随中央军委纵队在红

军总政治部工作
。

19 3 5 年 l 月遵义会议后
,

他担任

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
,

还负责为部队筹运

粮食的工作
。

19 3 5 年 7 月
,

一
、

四方面军会合进至黑水
、

芦花

后
,

粮株严重不足
,

筹粮成了当时一件刻不容缓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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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
、

马文瑞
、

汪锋
、

白如冰四位陕甘苏区老

同志
,

在《深切怀念贾拓夫同志 》一文中说
: “

长征途

中
,

拓夫同志曾多次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陕甘党组

织和红军以及陕甘根据地的政治
、

经济情况
,

这对中

央确定向陕甘根据地进军起了很大的作用
” 。

19 35

年 9 月 17 日
,

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 口
,

抵达甘肃

南部眠县以南的哈达铺
,

并在这里进行了休息和整

编
。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研究下一步红军前进的具

体路线和目的地
。

是打通国际路线呢 ?还是到别的什

么地方去落脚呢 ?当时有各种不同的议论和主张
。

贾

拓夫是长征中唯一来 自陕北的带路先遣人员
,

他将

陕北刘志丹等领导红军开展活动的情况
,

向毛泽东

作了详细汇报
,

并具体建议党中央 到陕北立足
。

于

是
,

经中央政治局研究
,

命贾拓夫作向导
,

并留在毛

泽东
、

周恩来
、

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身边
,

一路上

随时介绍陕北的政治
、

经济
、

军事情况
,

为中央决策

作参考
。

9 月 2 2旧
,

党中央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团以上

干部会议
。

毛泽东根据贾拓夫提供的情况和敌人报



纸提供的信息
,

在会上说
,

我们
“

要到陕北去
,

那里有

刘志丹的红军
” , “

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
,

就是我们

抗日前进的阵地
” 。

9 月 27 日
,

中央红军抵达甘肃通

渭县榜罗镇
,

28 日
,

党中央在这里 召开了政治局常

委会
,

贾拓夫列席了会议并在会上进一步报告了陕

甘苏区情况
。

会议正式决定
,

中央红军进军陕北
,

以

陕甘苏区为落脚点
,

作为抗 日的前进阵地和领 导中

国革命的大本营
。

担任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的联络员

榜罗镇政治局常委会正式决定红军长征落脚陕

北后
,

29 日拂晓召开了全军连以上干部会议
,

毛泽

东在会上作了报告
,

讲了五个问题
。

他最后说
:

同志

们
,

我们要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去
,

我们要会合二十

五
、

二十六
、

二十七军的弟兄们去… …陕甘革命根据

剿
” ,

妄图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
,

一举摧毁陕甘

革命根据地
。 “

西北剿总
”

调集 8 个师的兵力
,

分四路

向红十五军团进攻
,

妄图将红军聚歼于延
、

洛两河之

间
。

陕北根据地第三次反
“

围剿
”

的斗争进人决战阶

段
。

在这紧要关头
,

王明
“

左
”

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根

据地内恶性发展
。

9 月下旬
,

在所谓
“

更加猛烈地反

对反革命右倾取消主义
”

的幌子下
,

发生了严重错误

的肃反事件
,

关押了刘志丹等陕北一批干部
,

还无辜

杀害了一些同志
,

根据地内部出现
一

了严重危机
。

此时
,

党中央 已 到达陕甘榜罗镇
。

榜罗镇会议

后
,

党中央派遣唯一熟悉陕北情况的贾拓夫前去与

陕北的党和红军联络
。

贾拓夫完成 了与陕北红军联

地是抗 日的前线
,

我们要到抗日的前线上去 !任何反

革命不能阻止红军去抗 日… …
”

9 月 3 0 日
,

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从榜罗镇出

发
,

同时派遣唯一熟悉陕北情况的贾拓夫率领一个

连
,

带一部电台作为先遣队的前哨
,

寻找还未联系过

的陕北红军
。

23 岁的贾拓夫身负重任
,

率队 日夜兼

程
,

沿途搜索前进
,

很快在甘泉县下寺湾
,

遇见了从

陕北前来迎接中央红军的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和

陕北党的领导人郭洪涛
。

贾拓夫向他们介绍了中央

红军长征的情况和党中央决定以陕北为立足点的决

定
,

向他们交接了带来的联络电台
。

然后
,

他转身赶

回
,

向还在北来路上的党中央复命
。

党 中央通过贾拓夫与陕北党和红军取得联 系

后
,

兵分两路
,

继续北上
。

非战斗部队向瓦窑堡前进 ;

战斗部队则直扑吴起镇
。

中央红军首先突破了西

(安 )兰 (州 )大道封锁线
,

然后翻越六盘山
,

于 10 月

19 日到达吴起镇与红二十五军会师
,

紧接着又与红

十五军团胜利会师
,

伟大的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

贾拓

夫为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做出了重要贡献
。

络任务向党中央复命时
,

又向党中央汇报了陕北党

内斗争的情况
,

以及刘志丹
、

高岗
、

习仲勋
、

汪锋
、

张

秀 山
、

贺晋年
、

张达志等许多陕北党和红军的领导

人
,

受执行王 明
“

左
”

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中央代表的

迫害
,

被关押并准备处死的情况
。

此事引起了毛泽

东
、

周恩来等中央领 导的高度重视与警觉
。

毛泽东当

即指示
: “
刀下留人

,

停止捕人
” ,

所捕干部交给中央

处理
。

并派贾拓夫协同王首道
、

刘向山等人携带电

台
,

代表党中央前往瓦窑堡
,

接管
“

左
”

倾机会主义控

制的保卫局
,

以防止事态的扩大与恶化
。

贾拓夫等人

率领一班人迅速赶到瓦窑堡
,

接管了边区保卫局
,

释

放了被错捕的刘志丹等同志
,

同时深人调查研究
,

仔

协助党中央挽救了陕北根据地内部的严重危机

19 3 5 年夏
,

国民党反动派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二

次
“

围剿
”

被粉碎以后
,

蒋介石加紧部署第三次
“

围

细审阅了案卷
,

为他们平了反
。

如果不是贾拓夫及时

向党中央汇报这一重要情况
,

帮助党中央做出正确

决策
,

只差几天
,

刘志丹等一大批陕北领导人就会被

处死
,

其后果不堪设想
。

以上事实不仅充分证明了贾拓夫对中央红军长

征落脚陕北起了重要作用
,

而 且说明了红军长征落

脚陕北的历史必然性
。

中央红军长征为什么落脚陕

北苏区
,

是由当时各种因素参与促成的
。

研究这个问

题
,

必须从当时纷纭复杂的偶然事件中去发现历 史

的必然性
,

贾拓夫的重要作用
,

充分体现了历史必然

性与偶然性的辩证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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