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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

内容概要

《红色记忆:红军长征在四土》生动再现了70多年前红军长征经过四土地区时波澜壮阔的革命壮举。《
红色记忆:红军长征在四土》中收集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十分珍贵，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对70年前下的
历史资料的抢救和保存，对马尔康县旅游开发中的红色旅游打造将会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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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红军长征概述　　长征的叙述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解释体系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
，其作用之巨大和影响之广泛无与伦比。长征成为一个骨架和桥梁。把1949年前中国革命的两个历史
阶段：瑞金时期和延安时期联结了起来，它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长征
一说，始自于毛泽东主席。现在人们知道，中央红军是因第五次反“围剿”军事失败而被迫转移的，
最初的目标是和红二、六军团会合，也就是说最初没有“长征”的计划，也没有“长征”这个词语。
而国民党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一直将中国共产党的长征诬称为“西窜”。　　直到1935年夏，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时才出现“西征”这个词，这还是红四方面军率先使用。与此同时，陈
云到达莫斯科，写了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章，也用了“西征”这个词，通过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
团在巴黎创办的刊物传到了中国。　　红军到达陕北后，1935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报告中首先用“
长征”一词，他说：“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播种机，是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
而结束”。从此，“长征”二词进入史册，也应了毛主席的一句名言：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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