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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

红二十五军长征的贡献及历史经验

孙　 伟

摘　 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是参加并完成长征的四支红军部队之一。 长征途中，红二十五军创建鄂豫陕革

命根据地，配合了川陕、陕甘红军的斗争；西征北上的行动策应了中央红军的长征；最先到达陕北地区，为党中央落

脚陕北地区创造了条件；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为长征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促进了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红二十五军长征胜利为中国革命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即始终坚持和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领

导；从实际出发灵活调整战略方向；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和群众动员；以严格的纪律作为事业成功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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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３４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

（以下简称红二十五军）在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下，
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于 １９３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到达陕北地区与陕北红军会师，完成长征。
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最先到达陕北地区，为中共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

放在陕北地区立下卓越功勋。 然而，与中央红军长

征相比，学术界对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关注度不高①，
本文通过梳理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历程，概括出红二

十五军长征做出的重要贡献，进一步探寻红二十五

军长征胜利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以助于对红二十五

军有更加深刻而全面的认识。

一、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历程

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行程共 ９０００ 余里，途经鄂、
豫、陕、甘、宁五省，历时 １０ 个月。 在参加长征的四

支主力红军队伍中，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相对是比较

顺利的，总体上没有出现重大失误或遇到重大挫折。
１．实施战略转移，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红二十五军组建于 １９３１ 年 １０ 月，１９３２ 年重

建，后来编入红四方面军战斗序列，是中国工农红军

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党内第三次“左”倾错误的影

响下，自 １９３３ 年 ５ 月开始，红二十五军在七里坪战

役和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接连失败。 １９３３ 年 １０
月后，中共鄂豫皖省委逐步转变了斗争方针，实行游

击战和密切联系群众的斗争方式，坚持反“围剿”斗
争，取得长岭岗、太湖、扶山寨等战斗的胜利。 “但
是，鄂豫皖根据地总的形势依然严峻，敌人力量强

大，而且已经构成堡垒林立、公路纵横的封锁网，建
立了严密的反动统治，根据地不断被敌人压缩分割，
人口锐减，兵员枯竭，军民衣食极端困难，短期内难

以根本改变。”②红二十五军急需找出一条生存发展

的道路。
１９３４ 年 ８ 月，程子华受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

派遣到达鄂东北地区，传达中央的指示：“红军主力

要作战略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③中共鄂豫皖省

委于 １９３４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召

开第十四次省委常委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在

１９３４ 年 ７ 月 ２６ 日作出的《关于组织抗日先遣队的

通知》和 ７ 月 ２９ 日发给中共鄂豫皖省委的《致鄂豫

皖省委训令》等文件以及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关

于鄂豫皖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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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示。 会议最终决定：“省委立即率领红二十五

军实行战略转移。”“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

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留一部分

武装再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

地的武装斗争。”④１９３４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红二十五军

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
红二十五军到达桐柏山区后，发现“桐柏山区

距离平汉铁路太近，又面临汉水”⑤，战略回旋余地

不大，难以立足发展。 此时蒋介石命令“追剿纵队”
追击，并令驻河南省域的国民党军堵截。 中共鄂豫

皖省委认真分析形势，认为“桐柏山区并非是红军

生存发展之地”⑥，果断率领部队向伏牛山挺进，相
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１１ 月 ２６ 日，红二十五军

在方城县境内越过许南公路时，遭到独树镇附近敌

人的强力阻击。 独树镇战斗是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

成败的关键。 最终，红二十五军经过浴血奋战，冲破

重重包围，挺进到伏牛山区。 然而伏牛山“这一带

地域狭窄，人烟稀少，粮食和其他物资条件都很匮

乏”⑦，而敌人仍穷追不舍，在这里建立根据地难度

仍然很大，于是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继续西进。 １２
月 ４ 日，红二十五军到达河南省卢氏县，击溃在豫陕

交界处的反动民团，进入陕南境内。 １２ 月 １０ 日，中
共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召开第十八次省委常委会

议，会议期间，突然遭到敌军袭击，经过 ２０ 多次拼

杀，终于将敌人打垮。 庾家河战斗“毙伤敌人 ８００
余人，我军也伤亡 ２００ 余人，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

海东均负重伤”⑧。 至此，红二十五军第一阶段的战

略转移胜利完成。
２．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打破敌人的“围剿”

计划

庾家河会议是红二十五军长征过程中的一次重

要会议，会议决定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共鄂

豫陕省委，这是因为，“豫陕边界地区敌人统治比较

薄弱，人民生活贫困，阶级矛盾尖锐，容易发生斗争，
党和红军在这一带有一定的影响；这里山大沟深，丛
林茂密，回旋余地较大，便于活动；在与川陕红军、陕
北红军的相互配合上，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二十

八军的呼应上，都有着重要意义”⑨。 经过半年的发

展，“到 ５ 月初，红二十五军主力发展到三千七百多

人，地方游击师、抗捐军发展到两千多人”，并在蓝

田、柞水、镇安、山阳等地和华阳地区建立了四块革

命根据地，“根据地人口近五十万”，⑩鄂豫陕革命

根据地初步形成。
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边地区的斗争，使国民党

大为震惊，蒋介石调集 ３０ 多个团的兵力，“统由杨

虎城指挥，发动第二次‘围剿’，并限令在 ５、６、７ 三

个月内将红军全部消灭”。 经过紫荆关、袁家沟口

大捷，红二十五军乘胜东进，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
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第三次胜利，“宣告敌人企

图在三个月内消灭红二十五军的计划彻底破产”。
３．西征北上，迎接党中央

１９３５ 年 ７ 月 １５ 日晚，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长安

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了原中共鄂豫皖省委

交通员石健民带来的几个月前中共中央发出的文件

和主力红军行动的确切消息，会议认为：“中国苏区

发展，红军新胜利，主力会合在西方的胜利与将要形

成中国西北部苏区根据地。”“这都是目前中国革命

发展的新形势特点。”提出红二十五军要“在一切

行动中与陕北红军集成一个力量”，“配合红军主力

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造新的伟大的巩固的根据

地”。会议决定组建中共鄂豫陕特委，继续坚持鄂

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１９３５ 年 ７ 月 １６ 日，中共

鄂豫陕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陕革命根据

地，继续北上。 ８ 月 ２１ 日，到达甘肃省泾川县，在四

坡村战斗中，军政委吴焕先壮烈牺牲。 ９ 月 ７ 日，中
共鄂豫陕省委在豹子川召开省委会议，决定由程子

华代理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兼军政治委员，徐海东

任军长。 １５ 日，红二十五军到达延川县永坪镇，胜
利完成了长征。 三天后，中央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
从四川进入甘南，到达哈达铺。

二、红二十五军长征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长征途中，红二十五军沿途宣传党的抗日主张，
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对中央红军的长征形

成战略上的支援，为长征的胜利和中国革命开创新

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１．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配合了川陕和陕甘

红军斗争

红二十五军是长征中唯一一支建立稳固根据地

的部队。 在庾家河会议上，中共鄂豫皖省委做出了

《关于创建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
决定在鄂豫陕边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会后，红二

十五军发动群众，建立基层苏维埃政权，全力开展创

建根据地的工作。 １９３５ 年 ５ 月初，红二十五军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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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块革命根据地，“成立了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先
后成立了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和两个县、十三个区、
四十多个乡、三百多个村的苏维埃政权。 根据地人

口近 ５０ 万，耕地面积 ９０ 多万亩，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已初步建成”。
１９３５ 年 ５ 月上旬，敌人发动了对鄂豫陕革命根

据地的第二次“围剿”。 红二十五军根据陕南地区

的地理环境和交通不便的实际情况，采取运动战和

游击战相结合的方针，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破了敌

人第二次“围剿”。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红

二十五军两次反“围剿”的胜利，对“红二十五军的

发展壮大，对配合红军主力北上陕甘，以致对开创西

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都具有重要的战

略意义”。
２．西征北上的行动策应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沣峪口会议上，中共鄂豫陕省委根据中央文件

精神、报纸消息和敌情动态，统观全局地分析了斗争

形势，认为：“配合红军主力行动以争取最后全部胜

利，这是当前最紧迫的战斗任务。”决定：“集中力

量以新的进攻策略消灭敌人，直接有力地配合红军

主力。”红二十五军在得知会师后的红一、红四方

面军计划分兵北上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情况

后，命令部队立即进入甘肃境内配合主力红军行动。
此时蒋介石根据红二十五军的动向，判断其有接应

红一和红四方面军的趋势，害怕侧背受制，发出指

令，严防两支部队会合。 杨虎城据此制定了集中优

势兵力，先将红二十五军消灭的军事方针。 红二十

五军抱着“即使我们这三千多人都牺牲了，也要把

党中央和一、四方面军迎接过来”的决心，先逼天

水，再渡渭河，攻占秦安，切断西兰公路。 从 ８ 月 １４
日到 ３１ 日，红二十五军在陇东的广大地区活动，切
断西兰公路 １８ 天， “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北上行

动”。 这样，红二十五军有力地钳制和吸引了敌

人，打乱了敌军的部署，在一定时期内减轻了中央红

军的压力。
３．巩固陕北根据地，为党中央落脚陕北创造了

条件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

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先后取得

劳山和榆林桥战斗的胜利，巩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
“为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到来创造了有利条

件”。 １９３５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

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完

成长征。 中共中央在《陕甘支队告红二十五、二十

六军全体指战员书》中指出：“我们的会合是中国苏

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

的导炮！”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下旬，中共中央指挥红一

方面军发起直罗镇战役，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
剿”，“巩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把全国

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４．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为长征胜利奠定了

群众基础

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灵活正确地执行党的民

族政策，赢得了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要求党与

红军政治部不仅要在日常实际生活上，而且还要在

政治上做好少数民族的工作，“部队每到一个新的

地区，军领导都根据当地民情风俗，适时地提出一些

新的规定，要求部队严格遵守，切实做到秋毫无

犯”。
１９３５ 年 ８ 月 １５ 日，红二十五军进抵静宁县城

以北的单家集、兴隆镇等回民聚居的地区。 省委制

定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禁止部队驻扎清真寺；
禁止毁坏回族的经典文字；禁止在回民地区吃大荤；
注意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注意用回民的水桶在水

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女性，注意实行公买公

卖”。 军政委吴焕先还把当地的知名人士和阿訇

召集起来，向他们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的

政策纪律，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 红二十五军的民

族政策，扩大了党与红军的影响。 毛主席说：“红二

十五军政策水平很高，民族政策执行得很好。”

５．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形成

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始终坚持宣传党的抗

日主张，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红二十

五军长征出发时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

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宣布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

军北上抗日的宗旨，号召全国同胞，不分政治倾向，
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号召国民党军队与红军订立协

定，共同抗日”。 红二十五军在行军途中以张贴告

示、书写标语、散发传单等方式，开展大量的宣传

工作，“每遇围寨，都事先给寨主头目写信，宣传党

的抗日救国主张”。 １９３４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进入伏

牛山区后，红二十五军发出布告，宣布：“欢迎一切

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来参加我们的队伍，欢迎一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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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和围寨和我们订立抗日协定，同我们一路去打日

本帝国主义，扫除障碍我们抗日的反动武装。”庾

家河会议后，红二十五军积极宣传党和红军的抗日

救国主张，号召国民党进步人士和地方开明绅士，不
分政治倾向，共同抗日。 通过发布《中国工农红军

第二十五军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 《告国民党士

兵书》等布告，揭发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消除了偏

僻山区群众对党和红军的误解，以实际行动证明红

军是为广大劳苦人民服务的军队，为建立广泛的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６．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发挥了作用

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
杨虎城见到周恩来后，提出了让红军派出得力部队

到西安一带保护西安的要求。 张、杨认为：“只有徐

海东能安定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军心，也只有他和他

率领的红军，才能抗击来自南京方面的强大压

力。”中央接受张、杨的要求，派出徐海东亲率红十

五军团于 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进驻商县地区，配合支

援了当时的政治斗争，对制止亲日派的军事进攻，促
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红二十五军长征胜利的历史经验

红二十五军长征的胜利与其坚定的政治方向、
坚强的组织保证、正确的战略决策、有效的政治动员

和严格的纪律执行是分不开的。
１．始终坚持和服从党中央的领导

红二十五军长征胜利，是始终服从党中央的统

一领导，自觉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的结果。
红二十五军对党中央的指示非常重视，坚决贯彻执

行。 首先，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就是遵

照党中央的指示做出的。 中央认为：“鄂豫皖革命

根据地日益缩小并分割成各个小块，人力、物力都难

以补充，红军主力必须离开根据地，去建立新根据

地。”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中共鄂豫皖

省委在花山寨举行常委会议，一致同意中央关于红

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指示，决定离开大别山区，
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红二十五军出发长征后，因
为部队没有电台，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但是联系

党中央、听从中央指示一直是红二十五军的迫切愿

望，政委吴焕先多次说：“消灭敌人一个团不如缴获

一架电台，能得到中央的指示。”到达陕北后，红二

十五军一切行动始终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

在中央的直接指挥下，由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合

编的红十五军团与红一军团密切配合，取得直罗镇

战役的胜利。 后红十五军团又在中央指示下东渡黄

河，挺进山西，给阎锡山部队以沉重打击；随后西征，
打破了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围剿”，接应了北

上的红二、红四方面军。 西安事变后，徐海东按照党

中央的指示，率部进驻商、洛一线，为促进西安事变

的和平解决做出了贡献。
徐向前评价红二十五军“是一支有着坚强的党

性观念的人民军队”。 红二十五军长征胜利的历

史经验表明，只有自觉服从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党的意志和行动才能得到统一，党的主要目标和任

务才能顺利实现。
２．从实际出发灵活调整战略方向

红二十五军长征胜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

于六次根据实际情况对战略方向进行了灵活调整，
每一次战略方向的调整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红二

十五军重建后，接连在七里坪战役和第五次反围剿

中失利，“根据地区域内物力、财力被摧残殆尽”，
“整个鄂豫皖根据地的斗争空前艰难”。中共鄂豫

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主要领导人也开始认识到继续

坚持根据地的斗争，难有出路，“难以恢复和开创出

一个新的局面”。 于是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在桐柏

山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到达桐柏山区之后，发
现这里没有开辟根据地的条件，又果断放弃在这里

建立根据地的想法，决定北上挺进伏牛山区，从而跳

出了敌人的合围，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危险。 到达伏

牛山区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发现该地区地狭人少，物
资缺乏，同时，别廷芳在这里统治严密，发动群众开

展工作艰难，不适合创建革命根据地，因此再次调整

进军方向，继续西进。 １９３４ 年 １２ 月进至陕西洛南，
在庾家河召开会议，一致认为陕南地区地理位置优

越，交通不便，而且由于蒋嫡系军队与西北军存在矛

盾，导致这里“统治力量薄弱，便于红军活动”，最
终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成为唯一一支在长征

途中建立根据地的红军部队。 在沣峪口会议上，中
共鄂豫皖省委在对全国形势分析判断的基础上，认
为红二十五军虽然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继续的斗

争胜利是有把握的完全可能，然而在革命发展的全

国形势需要上则不够”，因此，省委决定：“二十五军

到陕甘苏区会合红二十六军，首先争取陕甘苏区的

巩固，集中力量以新的进攻策略消灭敌人，直接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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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配合红军主力，创造新的伟大红军与准备直接与

帝国主义作战的阵地。”根据这一认识，中共鄂豫

陕省委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继续西征北上。 这是中

共鄂豫陕省委在根据全国的革命形势，审时度势，做
出的又一次正确决策。 在牵制敌军配合中央红军的

过程中，由于没有电台，始终得不到中央红军的消

息。 省委和军领导人考虑到一时难以获得中央红军

的确切消息，而敌军日益逼近，继续作战十分不利，
便立即北上陕甘，与陕北红军会师。 红二十五军最

终先期到达陕北、巩固陕甘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找

到落脚点奠定了基础。 事实证明，中共鄂豫皖省委

审时度势，不断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战略方向是正

确的。
红二十五军的领导集体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

始终尊重客观实际，同时又善于从全局出发，审时度

势，独立自主地制定和实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使红二十五军始终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３．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和群众动员

红二十五军长征的胜利离不开有效的政治动员

和群众动员。 长征是红军离开原有革命根据地，进
行战略转移的军事行动，很多红军指战员对离开根

据地难免有不解和不舍。 因此，战略转移之前，必须

对广大红军干部、战士进行政治动员，让他们知道为

什么要进行战略转移，要到哪里去。 正如毛泽东所

说：“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
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
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红二十五军长征历程中，
在每一次重大的行动前，都进行了充分的政治动员。

红二十五军在长征出发前，向全军干部战士讲

解政治形势，进行创建新苏区的政治动员，使大家明

白为什么要进行战略转移。 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北

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

义占领我东北四省”，“卖国的国民党，把军队调到

南方来进攻真正抗日的红军和群众，为帝国主义瓜

分中国清除道路”，“中国工农红军特调动一部分军

队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领导并组织群众去打日本

帝国主义，收回华北失地”，“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

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武装起来，或者参加本

军，或者组织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同我们一路

去打日本帝国主义”。颁布《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

日先遣队司令部、政治部布告》，规定红军所到之

处，“帮助保障工人立刻增加工资、帮助工人组织工

会、帮助没收豪绅地主、军阀官僚土地，分配给农民

耕种、帮助群众解除压迫剥削农民的反动武装”

等。 这些动员活动，使红二十五军指战员明确了战

略转移的重要意义，以及长征途中的所要做的工作、
任务，使部队有了明确的战斗目标。

庾家河会议通过的《关于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

根据地的决议草案》明确指出：“摆在党当前的紧急

任务，是要加强红二十五军，加强争取群众的工作，
首先打破敌人的追击和堵截计划，迅速创造新苏

区。”决议草案具体规定了加强红二十五军，建立

政治工作系统，集中力量进行革命群众工作，进行土

地改革等。 在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时，中共鄂豫

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人根据广大群众反抗捐税

的迫切要求，提出了“抗捐、抗债、抗粮、抗夫、抗丁”
的“五抗”口号。 攻克镇安县城后，发布了《中国工

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号召

“立刻组织穷人自己的政府革命委员会”，充分说

明“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

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

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 这些政治宣传扩大了

红军的影响，增进了人民对红军的了解，争取到了广

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促进了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
１９３５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中共鄂豫陕省委作出西征

北上的决定，红二十五军踏上了继续长征的道路。
中共鄂豫陕省委提出了“迎接党中央”“迎接中央红

军”的口号，进行西征北上的行动动员。 全军上下，
情绪饱满，斗志旺盛，决心以西征北上的实际行动，
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到来。 经过政治动员，全
军将士目标更加明确，坚定了继续斗争的决心和信

心，最终成为第一个完成长征的红军队伍。
由上可见，红二十五军在每次重大战略行动之

前，都做了充分的政治动员。 全军将士行动目的明

确，坚决地、英勇地为实现党的目标任务而奋斗，从
而胜利地完成了长征中各个阶段的任务，并最终取

得了长征的胜利。
４．以严格的纪律作为事业成功的保证

严明的纪律是红二十五军不断胜利的一个重要

原因。 “红二十五军的战斗作风和严格的纪律，是
它能压倒一切敌人，克服一切困难，而不被敌人和困

难所屈服的原因之一。”红军严守纪律，得到了人

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拥护，从人民群众中汲取了无穷

无尽的力量。 红二十五军每到一地，所需粮草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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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购买。 西征北上的过程中，红军生活条件异常

艰苦，全体指战员自己打草鞋、缝军装、背粮食、挖野

菜、搭茅棚，甚至忍饥作战，赤脚行军，但始终恪守生

活纪律，不动群众一针一线。 在单家集、兴隆镇，军
政委吴焕先提出“要争取革命成功，必须团结和发

动各族人民群众”，专门制定“三大禁令、四项注

意”。 红二十五军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在群众中留

下了良好的印象，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

持，很多群众看到红军纪律严明，连打胜仗，纷纷参

加红军。
红二十五军严格的纪律、优良的作风，使得整支

队伍军纪严明，为团结军民夺取长征胜利奠定了坚

不可摧的基础。

四、结语

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伟大长征历

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红二十五军长征胜利的经验弥

足珍贵，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的生动教材，也是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

动力，具有显著的时代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

研究。

注释

①目前研究成果，主要有对红二十五军长征的研究，如石仲泉在《红
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的会合———“重走长征路”系列选登之二》一文

中就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的时间地点以及长征中的重要历史作用和

长征后为革命作出的重要贡献进行了阐述，《秘书工作》 ２００６ 年第

１０ 期。 姜为民、张明金在《孤军北上做先锋———刘华清谈红二十五

军的长征》一文中记述了对原红二十五军老战士、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的访谈，对红二十五军长征的相关

史实作了回顾，《武汉文史资料》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 关于对红二十五军

相关人物的研究，有程沐雨的《周恩来指导红二十五军走上长征

路》，《纵横》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１ 期、王家进的《程子华与红二十五军的长

征》，《山西老年》２００６ 年第 １０ 期、张清改的《试论吴焕先在鄂豫皖

地区的革命活动及其贡献》，《传承》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等文章。 总体而

言，取得的成果并不多，尤其是相关研究专著几乎没有。 一些学术论

文质量也参差不齐，分析也大同小异，真正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不多。
一些研究论文偏重于史实介绍，缺少对红二十五军长征历程、历史贡

献和经验的深入的理论分析。 另外，研究方法单一，有待于向多样化

发展。 ②④⑨⑩中国工

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

史》，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第 １１２、１１８、１３２、１４４、１４５、１５３、１５８、
１４４、１５４、１５８、１９３、１９５、１９８、１６２、１６２、１６３、１２２、１２４、１２７—１２８、２、１１７、
２、１６２ 页。 ③程子华：《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
第 ６２ 页。 ⑤⑥张麟：《徐海东大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７０ 页。 ⑦刘华清：《刘华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４９
页。 ⑧刘华清：《长征历史上的辉煌一页———记红二十五军长征》，
《中国监察》２００６ 年第 １８ 期。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

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
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１ 年，第 ２２９、３３８、３３７、２８４、２８６、２８８、２９３ 页。 刘

伯承等：《星火燎原》第 ３ 集，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０ 年，第 １９７ 页。 
程子华、刘震、郭述申等：《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江淮文史》１９９６ 年

第 １０ 期。 张麟：《徐海东大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
２５９ 页。 谭克绳、欧阳植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简编》，解
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第 ４３９ 页。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

部：《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 ２５５ 页。 《毛泽东

选集》第 ２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年，第 ４８１ 页。 《毛泽东选集》第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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