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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日记》

前言

前言　　我是1927年秋参加革命的，并当了江西泰和县游击队队长。1928年春游击队收编为红军，从
此我就成了一名红军战士，随红军转战到了赣南闽西。　　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在毛
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粉碎了国民党一、二、三次“围剿”，使
赣西南与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这块根据地，面积约五万平
方公里，包括江西的瑞金、会昌、安远、寻乌、信丰、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广昌、黎川和福建
的长汀、永定、上杭、龙岩、连城、清化、宁化、归化、建宁、泰宁等二十一个县城的广大地区，人
口约二百五十万人，主力红军已发展到五万余人。在这块红色区域内，建立了江西、福建两省苏维埃
政府和县、区、乡政权，人民翻了身，分配了土地，改善了生活，呈现出一片新的景象。　　为了巩
固和发展革命的胜利成果，加强对全国革命根据地的统一领导，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在瑞金的叶坪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
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工农劳苦大
众建立全国性政权的一次伟大的革命尝试，它给全国人民，特别是根据地人民带来了翻身求解放的希
望，它鼓舞和动员了千百万根据地的军民积极投入保卫红色政权和根据地建设的伟大革命斗争。　
　1933年二三月间，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灵活地运用毛泽东的正确作战原则和前三
次反“围剿”的经验，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这一胜利，不仅巩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而且把中央苏区与闽赣苏区连成一片，进一步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工农红军也迅速壮大，已发
展到八万多人。至此，中央苏区辖有江西、福建、闽赣三个省苏维埃政权，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但是，当时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从1931年1月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起，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
治了党中央；也万万没有想到，不久这条“左”倾路线就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贯彻。1931年11月，
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召开了赣南会议，会上批评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是“狭隘的经验主义”、“富
农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1932年10月，又召开了宁都会议，排挤和打击革命根据地内以毛泽东
为代表的正确主张，撤销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　　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
线指导下，党的白区工作遭到严重的损失，致使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机关在上海无法立足，不得不
于1933年1月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瑞金，博古等主要领导人来到了瑞金。从此，在政治、经济、军事
等各方面全面推行“左”倾路线。在政治上他们反对所谓“罗明路线”，撤了罗明的职，把邓(小平)
、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打成所谓“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一大批的党、政、军干部被
打击和撤换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否定毛泽东正确路线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影响，为推行其“左”倾
冒险主义扫清障碍。　　在苏区经济政策上，他们开展“查田运动”，推行“左”倾关门主义，搞什
么“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把地主和富农扫地出门。这样，就使地主和富农处于对立状态，他
们被扫地出门后，组织还乡团、挨户团、靖卫团等与地方封建反动势力勾结起来，专门对付苏区和红
军；他们不许同白区有任何来往，把中央苏区搞成一个孤立的区域，使苏区人民无法同白区人民进行
经济交流，这只能有利于国民党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致使苏区严重缺盐、缺布。　　在军事上，他
们推行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1933年10月从苏联来了个德籍军事专家李德，他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
博古如获珍宝，倍加重用，委为军事顾问，把军事指挥大权交给了这位毫无中国革命实践的李德。在
国民党进行第五次“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时，他们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采取什么“御敌于
国门之外”、“以堡垒对堡垒”、“两个拳头打人”等不切实际的错误方针。当遇到挫折时，又实行
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致使红军伤亡惨重，节节败退，根据地连连失守，日益缩小。　　后来我在学习
《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才了解到，当时毛主席曾建议，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过湖南向贵州，而
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但博古、李德不听，这样，打破第五次“围剿”
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于是，党中央和红军总部不得不离别了用鲜血换来的中央革
命根据地，率主力红军和后方机关八万六千余人，从瑞金出发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这本《长
征日记》，就是我参加长征时期在这个极端艰苦的岁月里写的。它记下了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1月
我亲身的经历和所见所闻。这段时间的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受到许多读者，特别是青年读
者的欢迎，他们纷纷来信要求重版，这给我很大的鼓励。我又对这本《长征日记》进行一些必要的核
实和修订，希望上海人民出版社在适当的时候能够重版，以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这也是我所要了却
的一个心愿。（此书70年代时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一次出版，之后又陆续再版两次，销量达十几万册
，版权期满后，萧锋女儿萧南溪女士选择知识产权出版社合作，进行第三次再版，并对书稿进行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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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日记》

量的核对修订，并添加了许多相关照片，增添了可读性——编辑注。）　　萧锋1986年8月1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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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日记》

内容概要

《长征日记》是萧锋将军参加长征时期，在那段极端艰苦的岁月里写下的。他记下了从1934年10月
至1936年11月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记载了红军二万五千里征程中最为惨烈、最为真实的历史片段
，为红军的“战史”填补了空白，是现代青少年学生了解历史、认识革命战争史的优秀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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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日记》

作者简介

萧锋，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建国后任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顾问。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
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著有《萧锋日记》。记录萧锋在二万
五千里长征中的经历，在七十年代末出版，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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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日记》

书籍目录

前言一 离别苏区上征途二 突破敌人封锁线三 周副主席到我团四 进击全州渡湘江五 袭占黎平到贵州六 
抢占乌江进遵义七 八过赤水甩敌人八 佯攻贵阳逼昆明九 巧渡金沙江，通过彝民区十 强渡大渡河，抢
夺泸定桥十一 翻过雪山到懋功十二 毛儿盖见朱总司令十三 六天六夜过草地十四 批判张国焘，继续再
北上十五 哈达铺听毛主席报告十六 过西兰公路，跨六盘山十七 到达陕北吴起镇十八 直罗镇打歼灭战
十九 参加东征抗日先锋军二十 西征路上战“三马”二十一 迎接二、四方面军会师二十二 决战山城堡
，再上新征途附 萧锋同志简历征战笔耕六十载 风范长存感后人——开国将军萧锋一生的“日记”情
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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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日记》

章节摘录

　　十月十九日 晴　　军团命令红一师和红二师，分别在梅岭山脉东西两侧，突破安远、信丰间国民
党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师令我团单独行动，为大部队打开一条通道。　　我团午后四时出发，经南
坑口、沙窝田达谷平寨宿营，行程七十里。沿途敌机盘旋扫射，九连遭突袭，有九名战士伤亡，赤卫
队将他们抬回苏区于都县去了。　　国民党费尽心机，用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筑了许多工事，妄图
封锁苏区，分割红军。山岗、河旁、大小村庄都碉堡林立。　　十月二十日 阴　　在谷平寨休息一天
，准备明天投入战斗。我们打了几家土豪，分些猪肉给各连会餐，让战士们吃饱些，好恢复体力。　
　团政治处通知：各连要广为宣传红军政策，就地扩大红军。要把打土豪所得的财物，多分给贫苦工
农，优待革命烈军属。　　这一带是信丰县境。一九三二年三月至十月，我曾在信康南工委做过少共
工作，并兼任独立团政委。这里群众基础较好，人民早盼红军打回来了。　　十月二十一日 阴　　午
后四时出发。根据上级命令，我团从信丰县金田进击敌人。晚十一时，我团三营冲入金鸡镇。敌人没
料到红军进击这样神速，一接火，便晕头转向，被我击毙两百多，余敌狼狈逃窜。　　出发已六天，
林政委说，要在部队进行深入的政治思想动员，一切为着苏维埃，到无垒区去打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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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日记》

媒体关注与评论

萧锋将军与他的“长征日记”《长征日记》是一部难得的真实的红色历史书籍。　　这部日记是老红
军萧峰将军在战争年代一点一滴写作出来的。可贵的是，萧峰同志一直是一位军中战将，他一生参加
或指挥了1365次战斗，其中包括了许多著名的战役战斗。他用自己的笔，记录了这些珍贵的战斗资料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第二本这样的日记，因此这部日记堪称绝世珍品。　　由于时代久远，加
之历史条件所限，很多战斗情况是凭当事人事后回忆整理的，难免有遗漏和失真。而用日记的形式记
载下来的情况，则可以真实再现当时的细微末节。这些对于军史研究人员和军迷们考察战争史带来了
极大的方便。例如：强渡大渡河，攻占铁索桥，日记中的记载与通常的说法有明显的不同。但日记则
显得更真实。　　在建军80周年前夕，重读这个日记，更加激起我们对老一辈革命家的崇敬和热爱，
也使我们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弘扬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强国强军的需要，是与国际、国内
不怀好意的敌人进行斗争的需要，是努力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这样的己任我们难道不应该积极地主
动承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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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日记》

编辑推荐

《长征日记》再出新版了！此次萧锋将军的女儿萧南溪女士选择了我们知识产权出版社合作，对此书
进行修订再版。感谢肖女士的信任。这本书早在70年代就已经出版，并接连再版两次，销量已达十多
万册。考虑到此书作者身份的独特性与内容的历史价值，在市场上仍有众多的需求者——他们或者是
新成长的一代青少年，或者是对红军长征有着特殊情结的老读者，我社决定再版。并针对读者特点，
选择B5开本，并用小四号字体，版面疏朗清晰，读者不会感到眼睛疲惫，增添了读者的读书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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