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部分   长征来到班玛的红军部队的故事  

我们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阅兵式时看到了来自抗战时

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部队的参阅部队，这中间有来自八路军各师发展

而来的部队，有新四军发展而来的部队，也有华南游击队发展而来的部

队。八路军前身就是红军长征到陕北的部队，而其中有相当多的红军部

队来到了青海班玛。每支部队都有自己的历史，而这些历史中也有自己

部队发展的故事。今天，我们将来到班玛的红军以军师为单位，讲述一

下它们的历史，讲讲它们在青海班玛的故事。实际上，来到班玛的红军

部队就其历史而言，三个方面军的部队都有。这些部队有：红军总部，

红二方面军的二军、六军、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其

中红三十二军和红六军是原属于红一方面军的部队。  

  红军总部在班玛的故事    

红军总部发展演变的故事  

红军总部最初是由红一方面军发展而来的，红一方面军是中国工农

红军三大主力之一，其前身主要是参加南昌起义、平江起义的国民革命

军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农民军。1930 年 6 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以

红四军为核心的红一军团在闽西汀州成立，以红五军为主的红三军团在

鄂东南成立。两军团成立后即分别以南昌和长沙为目标实施战略进攻，

并于 8 月 23 日在浏阳胜利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委

书记毛泽东，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总政治部主任杨岳彬，参谋

长朱云卿，全军共计 3 万多人。1931 年 11 月，方面军总部撤销，其所



 

属各部归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称中央红军。1932 年 6 月，中央

红军复称红一方面军，同年底进行整编，方面军辖红一、三、五军团，

共有兵力 7 万人。1933 年 5 月，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成立，并兼红一方面

军总部。1934 年 1 月，红军总部合并于中革军委。1934 年 7 月，总司令

部又随中革军委迁到云石山梅坑村，直到长征出发。长征开始后，红军

总部一直随中革军委行动，总司令依然由朱德担任，总政委由周恩来担

任，总参谋长是刘伯承。  

红军总部是随中革军委行动和长征的，但为什么它又来到了班玛

呢？这不能不从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说起。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

总部的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  

1935 年 6 月 12 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翻过宝兴县西北的雪山夹金

山，到达懋功（今小金）的达维，和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李先念部会师。

6 月 17 日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等翻越雪山，到达达维镇，红一方面军

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此时的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总兵力有 8 万人之

众，而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仅有 1 万余人。红四方面军的装备也要

比一方面军好得多。红四方面军士兵的身体健康，武器装备齐全。而红

一方面军战士由于长时间的作战和长途跋涉，身体状况极差，武器弹药

等装备也已所剩无几。张国焘了解到红一方面军的情况之后，对中共中

央的态度立即变得强硬，开始向中央要权。中共中央为顾全大局，团结

张国焘北上，6月 29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决定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

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但张国焘对此并不满意，他本人及一些

受他的指使的人再三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红军总部）。  

7 月 18 日在芦花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为顾全大局，团结

张国焘北上，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会议决定由张国焘任总

政治委员并为中革军委的总负责者，陈昌浩任中革军委常委；徐向前任

前敌司令部司令，陈昌浩任政委。重新成立红军总司令部，由朱德任总

司令，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刘伯承任总参谋长，在红军总司令部人员

组成上红四方面军的占有比例较大。  

毛尔盖会议后，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左路军由张国焘、朱德总司令、

刘伯承总参谋长率领，辖九军、三十一军（王树声部）、三十三军及一

方面军的五军团（董振堂部）和九军团（后改为三十二军，罗炳辉部），

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 1935 年 9 月 1 日张国焘下令左路军东进，三



 

天后，张国焘发电说嘎曲河水上涨无法渡河，命令部队返回阿坝，并率

部南下。  

张国焘闹分裂之后，1935 年 9 月 10 日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

先行北上，中革军委主要领导人也一分为二，主席朱德、副主席张国焘

南下，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北上。红军总部和党中央也随之分离，红

军总部被张国焘裹胁随红四方面军南下。10 月 5 日，张国焘另立“中央”，

并组织“军事委员会”，自任主席。随后，红军总部成为张国焘搞阴谋

的舞台，总司令朱德被架空，刘伯承的总参谋长被撤掉，改任红军大

学校长。早在 1935 年 8 月，党中央将军委纵队负责同红二、六军团

联系的电台划归左路军使用，由于张国焘控制着红军总部，所以张国

焘便以红军总部的名义命令红二、六军团到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

合。红二、六军团根据红军总部的命令开始北上四川甘孜， 7 月 2 日，

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合。红二、六军团随即组建成第二

方面军。  

在这之前，南下期间损兵折将的张国焘在多重压力下被迫取消了其

“第二中央”，红二方面军的到来，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也进行了斗争。

作为总司令的朱德得到了红二方面军的支持，开始有了话语权。在这种

情况下，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根据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的部署，

红四方面军组成左、中、右三个纵队北上，红二方面军跟随红四方面军

左纵队北上。以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率领的左纵队是整个红二、四方

面军北上的中枢部队，而红军总部所在部队是左纵队中的中枢部队，它

由三十军八十八师，四军军部及第十师、十一师组成。红军总部首站就

来到了青海省班玛县境内。红军总部是 1936 年 7 月 9 日进入班玛县境内

的，7 月 10 日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抵达绒玉，就是今天的班玛县城，

也就是说中国工农红军首脑机关进入了青海省东南部地区。  

红军总部来到班玛的时间是 1936 年 7 月 9 日，于 7 月 17 日离开班

玛到了四川的阿坝。红军总部在此期间的行进路线是：西倾寺→鱼托寺

→绒玉→王柔→丁果→亚尔堂→作木沟→阿坝。  

红军总部是迄今为止来到青海的人民军队的最高首脑机关，虽然红

军总部在班玛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但这段时间中红军总部却做了大量

的工作，也留下了一些故事。  



 

坐镇班玛指挥大军北上的故事  

红二、四方面军此次北上，有近 5 万人，其中红四方面军 3 万多人，

红二方面军也有 1.5 万人。而且，红四方面军是分左、中、右三路北上

的，红二方面军是随红四方面军左纵队北上的。左、中、右三个纵队相

距较远，红二方面军又分为两个集团前进，部队相当分散。所以红军总

部肩负着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组织、协调左、中、右三个纵队以及红

二方面军两个行动集团的北上行动。实际上，红军总部很好地完成了这

一使命。我们今天可以从大量的电报中得出这一结论。如，1936 年 7 月

1 日朱德总司令给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发电，命令中纵队北进，电

报说：“先念二日可到西倾寺，再向阿坝前进。昌浩三日由东谷率十师二

六三团向西倾寺进，来让倘与兄会合。我们率卅二军四日继进，二、六

军于五号至八号跟进。中纵四军可在让倘集结跟九军进。”再如， 1936

年 7 月 2 日红军总部给四军军长王宏坤、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及陈昌浩

的电报中指示红四军及三十二军的行动，电报说：“决令三十二军明随浩

出发。四军四日随总部出发。三十二军留日庆，候六军接替四军直开让

倘归还建制。”还如，1936 年 7 月 8 日红军总部给徐向前、陈昌浩、李

先念发出电报，指示左、中、右下一步行动：先念、世才率卅军、骑师

迅由王楼出阿坝，主要任务为筹粮。树率九三师经让倘到阿坝与先念会

合。此后，树声、先念为左纵司令员、政委，率队经葛曲河、班佑之线

进占包座为目的，多带皮船顺利渡过阿坝河、葛曲、牙磨等河。徐、陈

兼中纵司令员、政委，辖四军、九军及二七七团，经查理寺、毛儿盖之

线到松潘附近并相机占领松潘。董、黄为左 [右 ]纵队司令员、政委，辖

五军、九一师。其先头团应于十号出发，主力约在十三号由绥出动，俟

到达目的地后即连合中纵相机取松潘，消灭松潘的敌人，以便迅转甘南。

这些电报充分说明了红军总部是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的行动中枢。1936

年 7 月 13 日朱德、张国焘在班玛给徐向前发电报，对红军今后的行动再

次指示：先念率八十九、骑兵两师昨到作木沟，明（十四）日可到达阿

坝。六军今到绒玉已无粮。二军明（十四）日由东谷出发，每人带有十

天干粮。中纵宜速行动，迟则粮愈少。总卫生部应速进，不宜多置掩护



 

部队。左纵以一部出阿坝西北或由齐哈马过河打牛厂，实有必要。如阿

坝有粮，中纵一部当可出阿坝；但你们目前应用一切方法使中纵速吃野

菜，能有十五天粮以到达巴西、阿西为目的。  

从这些电报中我们可以清楚了解红军总部在班玛期间是如何指挥

左、中、右三路红军顺利北上的。  

克服分裂，走向团结的故事  

来到班玛的红军总部内部也不是平静的，也在进行着斗争，即总司

令朱德、红二方面军政委任弼时和总政委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张国焘虽

然在和毛泽东、党中央北上与南下的斗争中败下阵了，虽然在红二方面

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想拉红二方面军为其成员的阴谋失败了，不得不

北上，但依然在北上途中借着和任弼时同处的时机，再次想拉拢任弼时

以及二方面军人员。然而，任弼时已经和很多四方面军的指战员进行过

交流，也和总司令朱德进行过交流，所以对张国焘的阴谋有了较为深刻

的认识。为此，他在班玛向中央发出了克服分裂、走向团结的著名电报。

电报这样说：我到甘孜后得知道：（一）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党内的争论

问题；（二）现在陕北和川康边同志对目前形势估计和党的策略路线已经

一致。为着不放松目前全国极有利局面，使我党担负起当前艰巨的历史

任务，我深切感觉到党内团结一致，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是万

分迫切需要。我已取得特立、玉阶（张国焘、朱德）两同志之同意，特

向六 [兄 ]（指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邓发 6 人）

等有以下建议：在一、二、四方面军靠拢时，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

至少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中央或政治局委员外，一、二、四方

面军主要干部参加，并要求国际派负责代表出席这会议。  

从电报中可以看出，在任弼时、朱德总司令的斗争下，张国焘被迫

答应了召开党的高级干部会议解决党内问题的主张。可以这样说，这次

发生在青海班玛的斗争中，由于任弼时等人坚持了原则，张国焘的阴谋

没能得逞。  



 

  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在班玛的故事    

三十军发展演变的故事  

1933 年 7 月，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地区进行整编，以原红十一师为基

础，加上苍溪、长池独立团等部队扩编组成了红三十军。军长余天云，

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文建武，政治部主任张成台（后李天焕）。下辖

第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后汪烈山代），政治委员郑维山（后王建安代），

政治部主任王加申；八十九师，师长徐世奎（后柴洪儒代），政治委员杜

义德，政治部主任裴寿月；九十师，师长邹洪盛，政治委员程世才，政

治部主任李述方。军部有司令部、政治部、经理处、军医院和一个包括

炮兵、侦察、通信、警卫等分队的特务营。  

1932 年 7 月开始，国民党军队以 30 万人的兵力，对鄂豫皖革命根

据地发起“围剿”。10 月 12 日，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军部和主力红十师、红十一师、红十二师和红七十三师转战陕西南部，

12 月转移到位于四川、陕西边界的通江县，在四川省通江县建立了川陕

革命根据地总指挥部。1934 年 9 月，反六路“围攻”进入最后阶段，红

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命令三十军以主力火速抢占黄木垭，切断敌人孙

震所部向苍溪的退路，并歼灭全部敌人。9 月 11 日，熊厚发率八十八师

到达黄木垭地区，占据有利地形，多次打退敌人的冲击。后来，子弹打

光了，战士们先是用石头向敌人砸去，后与敌人肉搏。在冲杀中，师长

熊厚发衣服撕成布条，战刀戳弯，身上溅满鲜血。经过一天一夜血战，

孙南甫的两个旅全部被歼，毙伤敌官兵 4 000 余人，缴获枪支弹药一批。

战斗结束后，八十八师的二六三团和二六五团被上级分别授予“钢军”

和“夜老虎”奖旗。  

1935 年 3 月，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的长征，红四方面军决定西渡嘉陵

江向川甘地区发展，这个任务又落到三十军八十八师的肩上。3 月 28 日

二六三团乘坐木船、竹筏，急驶敌岸。快靠岸时，被敌发觉，我军以猛

烈炮火掩护部队登岸。先遣队迅速插入敌阵，歼守敌一个营，控制了制



 

高点。完成渡江任务后，八十八师向东北疾进，协同三十一军进攻剑门

关。4 月 2 日拂晓，八十八师进抵剑门关下。中午战斗开始，三十一军

在东，八十八师在西，两面夹击敌人。经过激烈争夺，我军先将关口两

侧敌军险要阵地和关口北端主峰攻占。随即插入敌人纵深，激战半日，

守敌三个团全被歼灭，一举占领了敌人所谓“插翅难飞”的剑门关。  

1935 年 5 月，红三十军根据张国焘的命令，放弃根据地开始长征。

6 月，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于四川懋功。6 月 16 日，毛

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一座法式建筑风格的天主教堂内，会见了在那里

迎接他的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毛泽东伸出他那有力的大手紧紧握住李

先念的手，上下打量，连声说道：“名不虚传，果真英雄少年！”李先念

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显得十分激动。会师后，红四方面军部

队进行了整编，红三十军的领导也有所变动：军长程世才（代理）、政治

委员李先念、参谋长李天佑（后黄鹄显代）、政治部主任李天焕，下辖第

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政治委员郑维山；第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

政治委员曾广泰；第九十师：师长汪乃贵。8 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

面军混编共同北上，红三十军随右路军北上。  

不久，张国焘率左路军穿过松潘草地到达阿坝后，拒绝执行中央北

上方针，擅自率领左路军重过草地，向南退却到天全、芦山、大小金川

等地。10 月 5 日，张国焘另立“中央”，红三十军奉命再次南下。南下

途中，部队损失严重，付出了重大代价，红军由南下时的 10 万之众锐减

为 4 万余人。在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一再电令下，1936 年 3 月，南下部

队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地区，向西康东北部转移。4 月上旬，攻

占道孚，炉霍、甘孜等地后，部队进行了整编。红三十军也有所变动：

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下

辖第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政治委员郑维山、参谋长熊得成、政治部

主任徐先，编有二六三团、二六五团、二六八团；第八十九师：师长邵

烈坤、政治委员张文德、参谋长刘雄武、政治部主任裴寿月，编有二六

四团、二六七团、二六九团。  

1936 年 4 月，第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率一个团西出绒坝岔藏区，执

行迎接红二、六军团的任务，最先与任弼时、贺龙率领的红军实现会师。

1936 年 6 月，红四方面军与长征到达甘孜地区的红二、六军团会师。7

月 2 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红二、六军团正式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