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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古蔺白沙会议的历史地位

张家德  程 昕

古蔺和省党史办对白沙会议作了广泛的多年调查与研究,在新著《红军长征在四川》中

有这样五点表述 ID:

1.“ 中央红军已在古蔺南部之白沙地域从容休息了两天”, “十五日,中革军委苤直属

队进驻古蔺县南部之白沙场″
;

2。
“
是 日夜,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负责人于白沙鱼塘湾 崔 家 祠 堂 举 行 碰 头

会”
;

3.“拟定了东渡赤水河,以 消灭黔敌王家烈军为主要作战目标的行动计划。决定由临滩
,经

太平渡至顺江场地段渡过赤水河,然后分三个纵队向贵州桐梓地域前进”
;

4.“为了使全年指战员明确留在川滇黔边战斗的目的和任务,提高战斗信心 ,党中央、

中革军委于十六日在白沙发布 《告全 (体 )红色指战员书 》”,说明中央之 “
所以决计停止

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地区中建立根据地”的原因,一是川滇军阀全力拦阻,二

是中央为了保存红军有生力量,打大胜仗,消 灭大量敌人,以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在经常转

移之中运动作战,寻求有利时机与地区去争取有把握的胜利 ;

5.“为使红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知道中央红军正在川滇黔边区作战9并相互呼应,军

委亦于是日分别电告。”

以上五点内容,除 《告全 (体 )红色指战员书》中,并无
“
留在川滇黔边战斗”这一战

略目∷标的史实之夕卜,其它均是事实。这在白沙
“碰头会”迄今并无文字记录材料,以及在各

种版本的红军长征史中均是空白的情况下,确是古蔺和省党史办所作出的很大贡献。

然而,笔者却有近乎过份苛求的看法,认为上述五点内容还未能全面、深入地展现此次

会议的真实内涵和苈史地位。本文拟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启示下,试作进一步的深层发掘和考

订,论证会议的丰富内容、性质和突出的历史地位,以共同充实、填补这一空白,谨于党70

周年之际献给红军英烈。

(-)会议时阃及地点

《红军长征在四川 》虽然指出 “中央红军在白沙地域从容休息了两天”,但只认为 “十

五日,中革军委率直属队进驻⋯¨白沙场”, “是日夜”中央负责人
“
举行碰头会”。

尽管会议没有文宇记载,笔者从2月 1送 日至17日 的革命历史档案和革命文献中,并参照

《红军长征在四川 》之说,却另有见地。请先看下列材料: 2月 1姓 日9朱德 致林 彪、聂 荣

90



臻、彭德怀、杨尚昆、董振堂、李啦然、罗炳辉、蔡树藩的电报中,有 “
军委直属队应由摩

泥 (尼 )∶ 黑泥 (尼 )哨 分取白石岩、麻线堡两路进到白沙及其西南端地域”的记载。c2
月15日 ,朱德致一、三、五、九各军团首长的电报中,更 明确地指出: “

我们率军委直属队
明日在白沙休息”

c`。 1s日 下达向赤水河岸前进的命令中,朱德还有
“
我们率军 (委 )直属

队明十七日七时由匚l沙 出发
”

的说法
冖
。伍云甫 《长征日记选 》2月 15日 (阴 )亦载

“
由黑

泥 (尼 )哨 经白石岩、石家河、百铺、侯山洞 (经一大山 )至 白砂 (沙 )街上宿营。
”16日

则仍
“驻白砂 (沙 )” 917日 (阴、微雨 )“九时由白砂 (沙 )出 发⋯⋯”。

上述材料十分清楚地表明中革军委率直属队于 2月 15日 至16日 在白沙宿营两夜。由于从

1935年 1月 1日 的猴场政治局会议起9已明确规定
“
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问与地点的选

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做报告。”C因此,中央政治局——特别是张闸天在中央负总责

以来,许多政治局委员
“经常要求中央开会,讨论军事行动

”, “一般情况是每 天 到 宿 营

地”,晚饭后都要召开一二十人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即使召开重要的遵义会议也是每天晚饭

后举行的。因为中央领导人每晚都要等前方的电讯9常常等到后半夜。这就形成等到前方电

讯立即开会研究军事问题的习惯。③由此可见,根据猴场会议中央决议的规定和中央开会的

习惯)看9中央在白沙的
“碰头会”9不只在15日 召开,而且1o日 夜亦依然举行。

上述考订,我们可以这样确定:白沙会议的时间及地点,应是 2月 15日 至16日 9军委直

属队在白沙宿营两夜时,中央在鱼塘湾崔家祠堂举行了
“碰头会”

。

(二 )会议的四个噩要内容

《红军长征在四川 》说:白 沙中央
“
碰头会”上只

“
拟定了东渡赤水河,以消灭黔敌王

家烈军为主要作战目标的行动计划。”
虽然提到了16日 《告全 (体 )红色指战员书 》及

“
是

日分别电告
”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两个重要文献,却十分谨慎地并未提到它们是白沙会议的

直接产物。笔渚有根据地认为,2月 15日 夜至17日 的军委电令与其它革命文献,构成了白沙

会议所讨论的四大内容。这个看法能不能成立呢?我们不妨从下述四大内容分别进行剖析。

其一,在 2月 15日 夜的会议上,中央再度确定了红军作战方针
“
以东渡赤水河,消灭黔

敌王家烈军为主要的作战目标
”;以及东渡后战术上的分进合击之行进路线的区分和作战手

段,即 “由林滩经太平渡至顺江铺地段过赤水,然后分 (三个纵队 )向桐梓地域前进,准各

消灭由桐梓来土城的黔敌,或直达桐梓进攻而消灭之。
”

至于三个纵队的区分:右纵队为三军团组成,由 回龙场经丫叉、钞厂到太平 渡 上 游 的

顺江场地段过河,取道赤水东岸的回龙场地域直往桐梓;中央纵队为军委及五、九两军团组

成,由 白沙经丫叉、鱼岔到太平渡过河,东岸的取道看情况再定;左纵队为一军团组成,由
松林经白沙、锅厂坝、镇龙山、石夹口到悦来场、林滩地段渡河,相机占领土城后,取道东
皇殿、温水、新站迂回往桐梓。0

在 2月 16日 夜的白沙会议上,讨论了各军团 2月 17日 向赤水河岸前进的命令及其行动部

署。即
“基于十五 日二十时电示任务

”9各军团17日 继续向林滩至顺江铺的赤水河岸前进 ,

其行动如次 :

A。 一军团应进到太平渡、石夹田地域,派一个先遣团附工兵连及电台,先赶到林滩、

悦来场一带去控制渡河点,并架桥及向土城方向侦察、警戒。其后方部队应经回龙场、镇龙



山前进,并加强对占蔺方向的警戒。

B。 三军团应由现地经丫叉、铁场、进到龚家坝、柑子坡 (鱼岔 )地域9并侦察渡河点

及对岸敌情和架桥。

C。 五军团应于17日 I1时 由白沙出发,进到回龙场地域,向古蔺及耒路警戒。

D。 九军团应于17日 12时 由白沙出发,进到养马嘶地域,向 马蹄濉及耒路警戒。

E。 朱、周率军委直属队17日 7时 由白沙出发。经养马嘶进到丫叉地域。0
按1932年 7月 25口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中央局电,虽然曾经规定: “

作

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仅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

决定权。”C可是到了 “三人团
”

执政时,已总揽一切。由于长征初期迭遭失 败,损 失 惨

重,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坚持正确路线同志的不懈斗争,1935年 1月 1日 在重申黎平

会议精神的猴场会议决议 《中央政治局关于渡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中,已有
“
关于

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的规定。这就表

明,由于政治局的直接于预,它对专断一切的
“三人团

”已有所制约;同 时显示了军委对作

战方针的制订和作战时间、目标的选择,均须报告中央,经 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方能决定。

那么,大到军事行动方针和计划的制定,小到行军路线和时间的选择,自 是更须经中央政治

局会议决策了。遵义会议取消
“三人团

”后,中央政治局会议这种督导军事指挥、改善军委

领导方式的职权更加突出。在一反过去
“左”

倾统治集团独断专行作风的这段期间,张闻天

所主持的中央碰头会议上,无论作战计划和行动部署,都应在讨论之列。所以,确定17日 二

渡亦水河的行动计划与向赤水河岸进军的命令,应是15日 夜及16日 夜白沙中央碰头会议上的

中心内容。

其二,最为明显的一个革'命文献,即党中央及军委签署于 2月 16日 下达的 《共产党中央

委员会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 》Θ,向 全体指战员及政治工作人员指出

了以下内容 :

(一 )它解释了 “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建立根据地
”
的两大原因:即

“由于川滇

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拦阻我们”; “更由于党中央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

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

(二 )党中央与中革军委向全体同志指出:新的苏区根据地就是在革命战争的许多胜利

中创造起来与发展起来的,但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是
“
打大胜仗,消灭大量的敌人

”
, “

武

装我们自己,并武装云贵川数千万工农劳苦群众。
”这是我们

“
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

〈三 )“为了有把握的求得胜利″,中 央指出必须具各三大优势:一是 “必须寻求有利

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和避免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

的战斗;同 时要发挥
“经常的转移作i战 地区”的运动战略战术,即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

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 “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

得作战胜利”。二是 “
百倍的加强政治工作,⋯ ⋯巩固我们建立新苏区的决心与信心;充实

连队的纪律与加强连队的战斗力,是我们目前的迫切任务。”缩编也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三是 “必须取得云贵川广大群众的拥护”,严肃我们部队的纪律,加强我们在地方居民中的

工作,是取得广大工农群众的重要条件。只有这样,才能扩大红军发展游击战争,建立工农

真的苏维埃政权。这是
“
我们全体同志的神圣任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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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 阐述全国革命形势的同时, “
党中央与中革军委号召全体同志,鼓起百倍的勇

气,提高我们作战的决心,为消灭万恶的敌人,创造新的云贵川新苏区而斗争。”

其三,2月 16日 军委分别向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下达包含以下内容的电示。首先

指出
“
我野战军原定渡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赤化四川,及 (当 )我野战军进

入川黔地区继向西北前进时
”,出现了由川南不能北渡r长 江的两大客观因素:一是

“
川敌的

十二个旅向我追击,并沿江布防。曾于 1月 28日 在土城附近与川敌郭、潘两 旅 作 战,未 得

手。”二是
“滇敌集中主力,亦在川滇边防堵”。这就

“
使我野战军渡江计划不能实现。”

由于党中央与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决计
“
停止”

向川北发展。
“因此,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改在川滇黔边区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

苏区根据地,以与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呼应作战。
”C这类领导和指挥

“
全国红军的一致

行动与相互配合”②的重大指示,当然只能是由军委向党中央政治局以上级别的会议报告并

讨论批准后方能作出,故这一重大决策应是白沙会议的第三个重要内容。

其四,为 什么说 2月 17日 红军总政治部下达的工作指示亦是白沙会议的重要内容呢?因

为自2月 17日 起,中央政治局同志已随军分三路东渡赤水,因此 2月 17日 后的东渡期间,中

央并未举行政治局以上级别的会议,故涉及大政方针的具有
“
大的转变”之政治工作原则,

雨以李富春 (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 )名 义于 2月 17日 向各军团政治部下达的 《关于由川南回

师东向对政治工作的指示 》,应是白沙会议通过的另一重要文件。它指出了 “
部队中严重现

象的产生,主要由子政治工作,无论在战斗动员方面,在巩固部队方面,都表现得薄蕺)不

深入,不紧张,不能灵活的适合战斗环境去进行。
”因此,对 “

这种政治工作的严重的错误

与弱点,要求有迅速的大的转变。”如何着手转变呢?文件指出 :

(一 )“主要的是进行作战的鼓动,最高度的提高战斗情绪,一定要有把握的打胜仗。”

要积极地在连队中利用行军休息时间进行深入的解释与讨论, “
特别要巩固在云、贵、川边创

造新苏区根据地的信心与决心,了解只有以最大的勇气打胜仗消灭敌人,才能创造新苏区
”

;

要了解现在的行军与作战,已经与过去不同,我们已经是在云、贵、川边的新的苏区范围中行

动。现在的行军是为着作战消灭敌人,现在的战斗不是象过去的掩护战,而是要在每个战斗

中与敌人决战消灭敌人。

(二 )要求对当时部队中存在的散漫疲劳现象、军风纪松懈、有军阀残余等不良倾向加强

教育,克服疲劳情绪,巩固部队;要求以最大的力量,在最短时间,建立连队中支部工作 ,

最高度的发扬好党团员的积极性与领导作用;要求提高严整军纪的教育,严格执行与检查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实行;要求提高指挥员特别是政治工作人员的责任心与积极性等。还提出

要做好沿途寄养的伤病员的慰问,欢迎他们伤愈归队。

(三 )重视开辟新根据地的工作。一是要求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发展游击战争9建立苏

维埃政权;二是要从新战士中选拔川滇黔边的积极分子予以随营训练,使其成为游击队的骨

干及地方工作的干部,并从遵义、桐梓、土城及川南一带带来的游击队与新战士中,集中50

至 100人组织游击队,配以有经验的军政干部率领9随时分派出去。三是要向黔北 群众进行

充分的解释,提高阶级斗争的积极性。特别要进行严厉的肃反工作,无情的镇压反动豪绅地

主、民团团总等。公开抚恤遇难被害家属。深入连队, “
使每个红色战士了解目前大量扩大

红军的意义,自 觉自动的争取行动,努力扩大红军。”
还要求

“
搜集争取新战士的经验,随



Γ刂
·
歧苫新兵营工作。

”
文件深刻地指出: “

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从胜利的战斗中创造

新苏区的任务,已迫切的放在每个政治工作人员的面前。
”因此要求各军团政治部

“
紧张起

来进行以上的工作″。

(三 )会议的饿赝

《红军长征在四川 》对白沙会议持
“碰头会

”的说法 ,给人的感受,很有毛泽东赶到白

j场 9仅仅是与周恩来、朱德碰碰头9匆匆
“
拟定

”了东渡赤水的
“
行动计划”。当然,所

诣
亻碰头会

”也可理解为并未确定会议的性质。可是,从所提到碰头的三位中央负责人,全
·;i管或分管军事的,即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兼军委主席,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分工 “

为恩来同

志沟军事指挥~L的帮助者”,周恩来是
“
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

兼军委副主席。⑦这种论述方法9其言下之意是强调了军事问题,给人 以
“碰 头 会

”的性

质”大有军委会议的明显印象。

然而,通过前述会议内容的论证,F∶i沙 会议并非只是15日 夜毛、周、朱等少数中央领导

丿、碰碰头,而是在张闻天主持下开了两个晚上的会。内容不单只是东渡赤水的军 事 行 动 计

划”还有战前发布动员令、红军三大主力呼应配合作战,以及对政治工作要求有迅速的大的

转变的内容。这均涉及全国全军大政:方针,绝非军委会议的职权范围。更何况中央已有明文

∶规定 ,“ 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这不但表明了讨论军事问题的这类会议9在这段

时期是政治局会议的性质;而且由于有军委成员参加这类会议
“
做报告”,从而体现了这类

会汶的形式9是 “
党中央与军委

”
联席会议。再由上述会议的四

′
个内容来看,尤其是中央及

军委 《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 》,其落款署名十分明确无误地肯定了是
“
党中央委员会与中革

军委
”

讨论决定后颁布的革命文献。由此及彼,因此我们有理由判定 2月 15日 至16日 在白沙

举行的中央
“碰头会”,依然是政治局会议性质的

“党中央与:中革军委
”

联席会议。

(四 )翠 委纵队鑫鼹余议与干鄯禽铍

据伍云甫 《长征日记选 》2月 16日 载: “驻白砂 (沙 )。 在一分队驻地 开 机、报 员 会

议,传达洛甫的报告及征求报务人员的意见。下午四时半昕副主席的报告。
”这则十分可靠

的长征日记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张闻天 2月 10日 在扎西军委纵队干部会议上传达的遵义会

Ut精神,伍云甫根据纵队的统一布置,2月 16口 已把它传达到基层连队。它既表明军委纵队

已完成了遵义会议精神的全部传达9又表明这一会议是军委纵队的基层l连 队会议。二是16日

下午 4时30分 ,伍云甫等干部又听取了军委副主席的报告,这个报告会无疑是军委纵队干部

会议。报告内容,就是当天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 色指 战 员

书 》,动员东渡赤水9发起桐娄遵战役;报告人当是周恩来副主席。因为军委副主席只有两

人,本该由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副主席来作这类政治动员报告的,但王稼祥自负重

伤以来一直坐担架西征”行动不便;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虽然长期已由李富春代l理 ,而李

宙春这时又须处理向野战军下达 《关于由丿Il南 回师东向对政治工作的指示 》。这样 ,向军委

纵队干部作战前动员的任务,自 然落到另-位军委副主席的月恩来身上。再说,象这类重大

的战前政治动员,多 由军委副主席级别以↓的中央领导人担任,如 中央红军在云南发起抢渡

金沙江战役展开的战前政治动员P就是由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担任,可见中央对这类关键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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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是何等重视。

(五 )白 沙会议的历史地位

白沙会议 2月 Is日 制定了 《三渡赤水河的行动计划 》后,于 2月 16日 又接连下达了 2月

17日 的 《行动部署 》与 《关于我军向林滩赤水河岸前进的命 令 》,苒 到 桐 (梓 冫、娄 (山

关 )、 遵 (义 )战役的进行,均 “
基于(二月)十五日二十时电示任务

”-D。
这就充分表现白

沙会议揭开了东渡赤水展开桐娄遵战役的序幕。可见,中央红军取得长征以来第一个军事上

的伟大胜利,应始于白沙会议英明远见的运筹决策 !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和军委从当时战争环境实际情况出发,公开发布 《告全体红色指战

员书 》,十分突出而又准确地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大河滩、院子、扎西系列会议所确定的最新

战略决策和行动方针,对红军全体指战员和政治工作人员进行了十分广泛的动员。它既是动

员二渡赤水河所颁布的动员令9当然亦是
“
为即将进行的遵义战役颁布的动员令”⑧。尤其

是它充分体现了遵义会议所确立的毛泽东军事路线仍受
“左”

倾干扰时9通过古蔺石箱子政

治局会议的及时排除和调整,以及威信
“
鸡鸣三省

”
政治局会议建立的张闻天、周恩来、毛

泽东三入中央领导格局后,已首次牢固地作为东渡赤水的桐娄遵战役中正确运用的战略战术

与根本指导思想。红军在长征中从此沿着这一根本指导思想,最后取得了伟 大 胜 利!而 中

央白沙会议决定电示红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刀l滇 黔边区创建新苏区 “
呼应作

战〃 ,正是实践了中央及军委加强对全国红军的领导;密切红军三大主力的关系, “
以求得

全国红军的一致行动与互相配合
”⑩。因此,这一指示十分有力于进一步贯彻落实遵义会议

的精神,而尤具全国规模
“
一致行动

″的战略意义!⑦

我们现在发现的遵义会议决议全文最早的刻本是2月 16日 ,而伍云甫也在当天传达到部队

基层。可见遵义会议决议,最早已开始于 2月 16日 在军委纵队部队基层中首先传达、讨论并

征求意见。这就是说,中央白沙会议根据遵义会议决定,认为遵义会议决议在白沙地域传达

到红军基层连队中的时机已十分成熟,而且也很必要。结合 《告全体红色指 战 员 书 》在 同

一天颁布看,红军政治工作在白沙会议特别着重
“
要求有迅速的大的转变″是十分显著的。

它高度概括地指出: “
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

″!这一举世闻名的精辟结论,延续贯穿于

后来的十五年民主革命时期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于保证我军的革命性质起着关键作

用9因而在我军的建设上也是一个影响相当深远而具伟大历史意义的转折 !

另外,我 中央红军能顺利东渡赤水,夺取长征以来的第一个胜仗——桐娄遵大捷,与周

恩来副主席在白沙 2月 16日 下午军委纵队干部会议上的这一战前政治动员不无关系。为促使

部队中过去
“主要的由于政治工作,无论在战斗动员方面,在巩固部队方面,都 表 现 得 薄

弱,不深入,不紧张9不能灵活的适合 (应 )战斗环境
”的严重现象根本改观,首先在军委

纵队就应该
“
有迅速的大的转变”。因而周恩来这一战前政治动员报告,其重大作用和显著

意义
“主要的是进行作战的鼓动,最高度的提高战斗情绪”,能动地建立 “一定要有把握的

打胜仗
”的信心。并使红军广大指战员完全充分

“了解只有以最大的勇气打畦仗消灭敌人 ,

才能创造新苏区。
”

综上所述,夺取长征以来第一个军事上 F昀 伟大胜利——洌娄遵战役大捷沟序幕在 |∶日沙会

议揭开,标志着长征以来毛泽东军事思想首次正确地运用于大规摸的实战——与蒋黔之 敌 决



战'并牢圃地作为我军战略战术的根本指导思想。遵义会议精神以及包括遵义会议历史时期补
} 充和发展阶段的古蔺(石箱子)——威信系列会议之战略决策原则与战略行动总方针,均由中
丨 央在这里开始向全军指战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公开发布传达、动员。而党的 “政治工作是红军
} 的生命线

”
又在白沙政治局会议上予以确立,红军政治工作开始了带有根本性的 “迅速的大的

转变”。这一根本转变,对党和红军的政治工作来说,是具有转折意义的;并且它还首先体

现在中央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副主席于 2月 16日 下午白沙军委纵队干部会议政治动员报告的表

率上。所以笔者认为遵义会议历史时期由此开始进入第四个阶段——遵义会议总结和完成阶

段⑩。那么白沙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处于这个总结胜利和胜利完成遵义会议伟大任 务 的起 点

上,其历史地位当然应在党史——长征史上闪烁着光辉的一页 !

注释 :

①《红军长征在四川》,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午版,39-40页 。

②朱德 《关于我军十五日行动部署》,1935年 2月 1攻 日23时。

③⑦朱德 《二渡亦水河的行动计划》,1935年 2月 15日 ⒛时。

④④朱德、周恩来 《关于我军向林滩赤水河岸前进的命令》,19s5年 2月 16H24时于白沙。

⑤ 《中央政治局关于渡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1935年 1月 1日 。

⑥参见张闻天《194j年 延安整风笔记》,伍修权 《历史转折性的遵义会议 》,《 原毛主席秘书黄有凤

访网记录摘要 》。

⑧参见朱德 《关于我军二月十七日行动部署 》1935年 2月 16日 ;及④。

⑨《周恩来年谱》223页 。

⑩原件名为 《告全 (体 )红色战士书》。

⑥参见郑广瑾、方十可 《中国红军长征军》,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310-311页。

②⑩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
“
围剿

”
的总结决议 》,1935年 2月 8日 。

⑧参见陈云 《(乙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 》。

⑩参见 《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68页 的
“
注

”
。

⑦红军国家战略,指工农割据下的苏维埃国家政权的目标、战略设想及对反
“
围剿

”
战争的指导。

⑩笔者认为,遵义会议有一个完整的
“
遵义会议历史时期

”
。这个历史时期包括酝酿与准 各 阶段、会

议召开阶段、补充和发展阶段、总结与完成阶段。而总结与完成阶段,则起于古蔺白沙会议,止 于云南巧渡

金沙江入川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

(上接第25页 )

编》下册,第 278页 、161页 。

④韩延龙、常兆儒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二卷,69页 。

⑧洛甫《苏维埃工作的改善与工农检察委员会》,《 斗争》第37期 。

⑩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165页 。

⑦ 《轻骑队通讯》,分别载1933年 12月 11日 《红色中华》和1934年 1丿 j1日 《辶色中华》。

⑩1934年 3月 13日 《红色中华》和3月 29日 《红色中华》占

⑩ 《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公布检举中央各机关的贪污案件的总结》,19⒊年2月 ⒛日《红色中华》。

⑩⑧ 《中央革命l艮招地史料选编》下册,163页 ,344-345页 ,312I。

② 《肃沽一切反革命分子!r刂
~切贪污腐化分子从方维坎lL滚 出去》, 《妇i色中华》1933年 凵j2冂 。

⑧项英: 《雩都县检举的情形和经过》,见 《红色中华》1934年 3月 2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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