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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长征》

内容概要

1934—1936中共军事政治斗争始末，每一场革命都有一个传奇，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崛起，人类前所未
闻的英雄史诗，一条铭刻在地球上的红飘带，改写中国历史的22个月，鲜为人知的珍闻秘事。    本书
详细生动地记述了中共在1934-1936政治军事斗争的始未，重现了改写中国历史的22个月，使读者全面
了解长征鲜为人知的军事和政治斗争细节。70年过去了，长征那传奇般的英勇精神和坚忍不拔的英雄
主义气概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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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长征》

作者简介

　　李庆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战略研究员，大校军衔。曾从事国际军事、战争战略、
军史研究近20年，完成多部学术著作和数十部军事科普读物,如：《新军事革命与高技术战争》、《未
来世界军事报告丛书》、《八一进行曲》、《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开国元勋的晚年岁月》
、《世界军事宝典》、《青少年军事博览》等，曾获军队学术成果特等奖、一等奖等多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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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长征》

书籍目录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真相李德曾想枪毙萧劲光李德第一次提出“大转移”“大转移”计划最初只有
三人知道长征前，中央苏区收到了斯大林一道模棱两可的指令周恩来“大转移”前的秘密准备长征前
夕，毛泽东在“赋闲”长征临行时的毛泽东霍秋白没能参加长征的原因与结局长征出发当天，周恩来
向陈毅深情告别刘伯坚摆酒送剑英朱德、周恩来与南路“剿匪”军总司令陈济棠的秘密交往中央红军
长征出发时的实力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组织领导和军事序列留守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中央红军参加长征
的女干部毛泽东被临时补进长征花名册中央红军何以突破敌三道封锁线五万红军将士殒命湘江毛泽东
三呼“阿弥陀佛”渡湘江前，毛泽东三次正式建议被拒绝李德何以成为红军长征初期中共“太上皇”
毛泽东、王稼祥的担架情敢于挑战“最高三人团”的“中央队三人集团”长征途中，毛泽东第一次在
中央有了发言权黎平会议的召开经过与结果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征战经历与失利内情突破乌江天险的决
策与经过红军领导人在遵义城的临时住房分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曾想定都遵义各红军领导人在遵义会
议召开前的准备遵义会议参加者名单遵义会议上的几个报告遵义会议上的发言遵义会议后，党的总负
责和军事指挥权的交接毛泽东“火葬”虱子亲历四渡赤水者谈毛泽东“得意之笔”会理会议上，毛泽
东说林彪：你是一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刘伯承与小叶丹海结盟经过5.24，太平军、红军都在这一天抵
达安顺场，毛泽东讲石达开的故事强渡大渡河的17勇士红军长征史最为惊心动魄的一页红四方面军的
西进决策与实施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后编制序列（1935年4月-8月）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会师内幕召
开两河口会议的背景与经过“北上”与“南下”抗衡真相张国焘另立中央始末毛泽东遇险六盘山下300
名红军命案之谜“唯我彭大将军”一诗的由来长征落脚点的五次战略改变长征中最先抵达陕甘苏区的
部队三军大会师的运筹决策与实现过程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时的组织序列（1936年10月）红军长征中的
军轻将领红军长征究竟经过多少省份，最终保存了多少人？毛泽东三次泪洒长征路聂荣臻回顾红一方
面军的长征程子华、韩光楚等讲红25军的长征徐向前谈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萧克回顾红二方面军的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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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长征》

章节摘录

　　1934年5月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莫斯科回来的同志”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出来。张闻天
公开指责起博古、李德亲自指挥的广昌战役是拚命主义。　　由于这次书记处会议主要是总结广昌战
役，所以李德作为军事顾问和广昌战役策划者出席了会议。他在回忆这场初次正面公开交锋时写道：
　　洛甫在军事上没有经验，但对军事著作比较熟悉；他盲目地接受毛的论点，而他的表达能力却比
毛好，因此容易获得听众，尤其是他避免了毛在讲话中一直带有的那种民族主义语气。洛甫和博古之
间，由于广昌战役发生了激烈冲突。洛甫说，在地形条件和兵力对比不利的条件下，根本就不应该作
战。博古反唇相讥，说洛甫采取了1905年莫斯科起义以后普列汉诺夫对列宁采取的态度，当时普列汉
诺夫有一句典型的孟什维克名言：“人们根本就不应该拿起武器。”同时博古提醒洛甫，关于广昌战
役的决议，当时经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一致通过，洛甫和毛　　也是同意的。　　面对出乎意料的博
、洛之争，周恩来、项英等人没有表示意见。　　这次会议，几乎是博古和张闻天你一言我一语争论
不休，毫不相让，唱完了一台不欢而散的戏。　　但博古对李德的信任却丝毫未减。　　这一次书记
处会议后不久，李德受中革军委的委托，制定了1934年5月至7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3个月的季
度计划。　　这个计划要求：　　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　　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　　部分放
弃直接在前线的抵抗，以利于在苏区内开展更灵活的行动。　　这个计划还包括：储备粮食，冬装，
新建兵工厂，加强武装动员工作及部队的整编等等。最后，还草拟了一个战略战术指示，这个指示在
夏天传达给了军队的高级领导人。　　5月至7月的军事计划，已提出了“大转移”，即后来长征的初
步意向。　　“大转移”的问题，在5月下旬的第二次书记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会议批准了5月至7月
的军事计划，同时决定把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寻求外线作战。用李德自己的话来说：“此时此刻
还要寻求在苏区内进行决战是毫无意义的。”　　李德和博古全盘否定毛泽东的游击战、运动战，提
出所谓新的军事原则，即打堡垒战、阵地战、短促突击，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李德等提出的这
些军事原则，不过半年工夫，红军节节败退，苏区日见缩小。　　但博古、李德并没有从一连串的失
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从主观上找原因，相反，认为失利的原因主要是敌人过于强大，苏区物质条件不
好。但事实是：　　从力量对比来看，第一次反“围剿”，敌军10万，红军不足4万，敌我力量是2
．5:1；第二次反“围剿”，敌军20万，红军仍不足4万，是6:1；第三次反“围剿”，敌军30万，红军3
万多，是10:1；第四次反“围剿”，敌军30余万，红军4万多，是8:1；第五次反“围剿”，敌军50万，
红军4万多(未计地方武装)，也是10:1。　　另外，第五次反“围剿”时有19路军在福建和蒋作战，还
有广东军阀陈济棠宣布自由行动，对蒋威胁。第一至四次反“围剿”时，则无此有利条件。　　在一
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的口号下，中央政府领导后方倾尽一切力量支援前线，支援红军，基本保障了前方
的物资、粮食和兵员供给。　　由此可见，李德、博古为自己推诿的理由难以成立，第五次反“围剿
”失败的真正原因是不言而喻的。　　5月下旬的书记处会议，李德提出的“大转移”，并非后来“
二万五千里”那么遥远，只是迫于内线作战失利，而企图到湘西会合第2、6军团，寻求无堡垒的外线
作战而已。　　其实，寻求无堡垒区域外线作战，早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初，毛泽东、彭德怀等人
就提出过，但都被博古拒绝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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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长征》

精彩短评

1、　　     第一次发现这书，是因为当时自己由于爱情方面的原因而心情郁郁寡欢，于是在图书馆想
也许看革命题材的书可以转移注意力。不然一直看张小娴啊，李碧华的听她们谈论爱情，怎么可能走
出爱情的旋窝呢。
　　   看着这本书，觉得这本书比以前读的历史教科书有趣太多。里面的内容感觉挺真实和客观的，
不像历史教科书，只有呆板无趣的各种长篇大论。这里，可以看到双鱼座的周恩来，发挥着他双鱼座
特有的在人际交往和在外在世界与自己内在世界取得平衡的一个完美过程。他支持毛泽东，欣赏毛泽
东的理论和头脑，毛泽东也欣赏和相信他，可是他却依旧可以在毛泽东被李德和博古排挤时，周恩来
依旧可以和李德，博古成为长征前的3大头子。这本书没有过多地用表扬性的字眼去表扬毛泽东，更
没有用过度的字眼描述周恩来。看这本革命题材的书，感觉很客观，很具体，很像听自己的爷爷来讲
关于长征的故事。
　　  谢谢这本书，让我这个从来不关心政治的感性的小女生，对曾经的共产党尤其是曾经的长征这
段历史有了自己清晰的认识。
2、有一些新的东西，但是基本的东西还是不真实的，尤其是党史出版社的。（2009年读）
3、没有内幕！
4、第一次从一个观望者的书中，回顾红军的这段峥嵘岁月，心灵的感觉还是非常震撼的，也激起了
我对于这段历史的兴趣，于是接下来要看的一本书是《开国领袖的故事》。以前，看过唐国强版本的
电视剧《长征》，一知半解，图个热闹，真正回眸这段历史的时候，却真正的觉得这是一段血与泪的
交纵史，战争太残酷，生死存亡，不在话下，也许才真的是成者为王败者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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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长征》

精彩书评

1、第一次发现这书，是因为当时自己由于爱情方面的原因而心情郁郁寡欢，于是在图书馆想也许看
革命题材的书可以转移注意力。不然一直看张小娴啊，李碧华的听她们谈论爱情，怎么可能走出爱情
的旋窝呢。看着这本书，觉得这本书比以前读的历史教科书有趣太多。里面的内容感觉挺真实和客观
的，不像历史教科书，只有呆板无趣的各种长篇大论。这里，可以看到双鱼座的周恩来，发挥着他双
鱼座特有的在人际交往和在外在世界与自己内在世界取得平衡的一个完美过程。他支持毛泽东，欣赏
毛泽东的理论和头脑，毛泽东也欣赏和相信他，可是他却依旧可以在毛泽东被李德和博古排挤时，周
恩来依旧可以和李德，博古成为长征前的3大头子。这本书没有过多地用表扬性的字眼去表扬毛泽东
，更没有用过度的字眼描述周恩来。看这本革命题材的书，感觉很客观，很具体，很像听自己的爷爷
来讲关于长征的故事。谢谢这本书，让我这个从来不关心政治的感性的小女生，对曾经的共产党尤其
是曾经的长征这段历史有了自己清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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