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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召开过哪些重要会议？ 

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召开过多少次会议，有重大影响的

有哪些？ 

1935年10月，陈云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情况时说：

“每次战斗前，连队的党员都召开会议，选出后备指挥员，

大约有四五个人。如果连长在前线受伤或者牺牲了，队伍不

会跑散，因为第一后备连长会立即挺身而出；如遇不幸，第

二后备连长又会代替他，一个接着一个。”这生动反映了红

军在漫漫征途中何以打不散、拖不垮，最根本在于党的坚强

领导，“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

艰难困苦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开会是党的重要领导

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党的各级组织集思广益、科学决策、协

调关系、宣传动员、解决问题的重要方式和有效手段。 

据统计，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重要会议，留有记

录的就有 30多次，包括中央负责人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等。为便于了解

和掌握总体情况，这里按照时间顺序，对其中具有重大影响

的会议作一简单梳理。 

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等，是争论和调整行军

路线的系列会议。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

移，原定计划是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国民党当局

察觉后，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四道封锁线，



安排重兵进行堵截和尾追。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中

央红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从长征出发时的 8.6 万余人

锐减至 3万余人。湘江战役后，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仍然

坚持原定计划。毛泽东审时度势，建议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

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为了讨论解决行军路线问题，中

央接连召开会议。1934 年 12月 12日，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

道举行紧急会议，毛泽东的建议得到王稼祥、张闻天、周恩

来等多数同志赞成，但博古、李德拒不接受。12月 18 日，

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后，通过《中

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过去在湘西

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

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

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根据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向贵州

西北前进，12 月底到达瓮安县的猴场。12月 31日晚至次日

凌晨，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会议，作出《中共中央政治局

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以遵义为中心

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会后，

中央红军渡过乌江天险。更重要的是，经过这几次会议的一

路争论，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

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 

遵义会议是确立党中央正确领导，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

重要会议。1935 年 1月 7 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5



日至 17 日，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

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

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

“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

这次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

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

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

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

死攸关的转折点。而且，遵义会议的重大决策是在党同共产

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作出的，标志着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

成熟，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不

无巧合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28 年以此为界，刚好可以

分为两个 14年，伟大转折的意义更加凸显。 

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是贯彻遵义会议精

神的系列会议。1935年 2月 5 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

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

负中央总的责任，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2月 9日，中央负责人会议在扎

西老街江西会馆召开，研究下一步进军方向和部队缩编等问

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方

针。3 月 10 日至 11 日，中央负责人会议在苟坝召开，毛泽



东说服与会者放弃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根据毛泽东的提

议，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团，全权

指挥军事。5 月 12 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理县城附近的铁

厂举行扩大会议，决定中央红军继续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

合，并对林彪等怀疑毛泽东的领导、不同意机动作战的主张

进行了批评。这几次会议的召开，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

成果，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中央红

军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

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6 月与红四方面军在

懋功会师。 

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俄界会议等，是

制定和执行北上抗日战略方针的系列会议。懋功会师后，摆

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正确制定统一的红军发展的

战略方针。6月 26 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

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张国焘

会上表示同意，但不久就借口给养困难，反对北上，主张南

下，向四川、西康边境退却，并提出“统一指挥”和“组织

问题”有待解决，公然向党争权。中共中央坚决拒绝张国焘

的无理要求，但为了照顾红军的团结，任命他为红军总政治

委员。8月 4 日至 6 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讨论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重申两河口会议确

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红一、红四



方面军的团结。8月 20 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

议，毛泽东进一步论证了北上方针的正确，强调向东还是向

西是一个关键问题，红军主力应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

黄河以西。8 月 21 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央机

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历时数日越过渺

无人烟的茫茫草地。随左路军行动的张国焘再次提出种种借

口，不愿北上，乃至 9月 9 日电令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

党内斗争”。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与周恩来、张闻天等

人紧急磋商，决定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

9月 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俄界召开扩大会议，通

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

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藏边境退却方针是错误的。中

央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

倾向作坚决的斗争。实践证明，坚持北上抗日，是红军长征

不曾改变的战略目标，也是激励红军走过千难万险的强大动

力。正如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说：“共产党人

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

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 

哈达铺会议、榜罗镇会议、吴起镇会议等，是确定长征

落脚陕北的系列会议。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继

续北上，9月 17 日突破川甘边界天险腊子口，第二天占领哈



达铺。在这里，根据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获悉的陕北红军和

根据地仍然存在的情况，毛泽东提出到陕北去。9 月 20 日，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哈达铺召开，毛泽东强调我们现在的

干部是精华，应该注意保护。组织部应该调查了解干部，既

要了解高级干部，又要了解中下级干部。当天，他在陕甘支

队团以上干部会上指出，民族的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

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要到陕北去，

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9月 27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榜

罗镇召开，正式确定把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

大苏区”。会后，红军越过六盘山，于 10月 19 日抵达陕甘

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10月 22日，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

会议，指出长途行军已经结束，今后的战略任务是保卫和扩

大西北的根据地，领导全国革命斗争，并以陕、甘、晋三省

为发展的主要区域。这次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的战略决

策，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结束。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

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是党中央和各路

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主力

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中央红军主力在历时一

年的艰苦转战中，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十几个省，粉碎数

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实现了空前的战

略大转移，胜利地完成了震惊中外的长征。中共中央在长征



途中召开的重要会议，仿佛一块块路标，前后承接，指示着

胜利的方向。这些重要会议，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

严肃的、对人民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勇于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善于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

符合中国实际的战略策略，将中国革命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