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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史2：红二方面军征战记》本着求真、务实的指导思想，坚持以历史资料
为基础，参考了大量当事人的回忆和多年来在长征研究中形成的一些有价值的成果，还选用了一些历
经岁月洗礼而保存下来的老照片，力求客观、公正地反映红二方面军长征途中每一次重大行动，尽力
展现红二方面军长征的真实画卷，以便读者从中领悟到红军长征胜利的真谛。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加强对红军长征历史的宣传，弘扬长征精神，更好地继承
和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优良传统，按军事科学院的工作计划，编撰了这部《中国工农红军长
征全史——三大主力红军大会师的实现》。
该书比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红二方面军的光辉战斗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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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 言 第一章　红3军千里转战，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 一、“左”倾错误的推行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第
四次反“围剿”的失败 二、红3军转战7000里，由鄂北到达湘鄂边 三、恢复湘鄂边根据地的斗争和“
左”倾错误肃反的严重后果 四、湘鄂边反“围剿”失利，红3军在湘鄂川边游动 五、创建黔东革命根
据地 第二章　红6军团突围西征，与红3军胜利会师 一、中共中央、中革军委“7·23”训令，决定红6
军团突围西征 二、成功突出重围，红6军团领导机构正式建立 三、适时调整部署，乘虚抢渡湘江 四、
冲破围堵，转战湘黔 五、甘溪遇险，绝地求生 六、不辱使命，与红3军会师黔东 第三章　湘鄂川黔根
据地的创建和反“围剿”，红2、红6军团决定实行战略转移 一、发动湘西攻势，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
移 二、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 三、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反“围剿” 四、刘家坪会议决定实行战略转移 第
四章　红2、红6军团开始长征，转战于湘桂黔滇地区 一、开始战略转移，突破国民党军澧水、沅水封
锁线 二、转战湘黔，突破乌江天险 三、占领黔大毕地区，创建黔西根据地 四、转战滇黔边，夺取乌
蒙山回旋战的胜利 第五章　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 一、中革军委来电，红2、红6军团
决定北上 二、激战滇中。
打破国民党军围堵 三、横扫滇西。
胜利渡过金沙江 四、翻越哈巴雪山，通过中甸藏区 五、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第六章 与
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一、维护团结统一，坚持北上方针 二、红二方面军的
组成 三、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 四、艰苦卓绝的草地行军 五、举行甘南战役，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
创造条件 六、到达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主要参考文献资料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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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工农红军自创建后，始终处于优势国民党军的不断进攻与“围剿”之中。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红军能否生存与发展，除了客观因素之外，领导者的主观指导正确与否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
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战略战术运用得当，红军就能以弱胜强，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部队和革
命根据地就能得到壮大和发展。
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鄂豫皖、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红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充分证
明了这一点。
反之，主观指导脱离客观实际，战略战术运用错误，就会给红军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红3军之所以离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前往黔东。
就是因为错误的战略指导，导致湘鄂西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失败，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的浪潮在全国不断掀起。
“枪口对外、一致抗日”。
成为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声。
可是，时任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却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
甘心于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失败，积极调集兵力，部署新的“围剿”。
1932年夏，蒋介石亲任豫鄂皖3省“剿匪”总司令，调集40余万兵力，向湘鄂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
红军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四次“围剿”。
其中，“围剿”军左路军的11个师、7个多旅共10万余人，重点进攻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当时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大体包括湖南、湖北两省所属的京广铁路以西，洞庭湖、沅江、酉水以北
的广大区域。
大革命失败后。
根据中国共产党在“八七”会议上确立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方针，中共鄂中特
委、鄂西特委先后领导了沔阳、公安、石首、枣阳、汉川、华容、当阳、荆门等县的秋收起义，创建
了多支游击队。
并先后成立了以贺龙为书记的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和以周逸群为书记的中共鄂西特委，创建了湘鄂
边红军第4军和鄂西红军中央独立师（后扩编为红军第6军）。
在此期间，中共鄂北特委和巴东县委，分别领导创建了红军第26师和红军第49师。
上述革命武装经艰苦斗争，先后在湘鄂边、洪湖、襄（阳）枣（阳）宜（城）、巴（东）兴（山）（
秭）归及鄂西北等地创建了多块根据地。
因为这些根据地（包括红军）统一由中共湘鄂西特委和后来成立的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所以被
统称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其中，由于洪湖根据地规模最大，又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领导机关所在地，因而成为湘鄂西根据地的
代表。
　　国民党军对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也是以洪湖地区为重点。
洪湖革命根据地经过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后。
至1932年间，已经扩大到东西250余公里，南北100余公里的广大范围，拥有近300万人口。
红3军发展到下辖3个师，即第7、第8、第9师，共1.5万余人，拥有各种枪1.1万余枝。
加上地方红军和群众武装，湘鄂西根据地的革命武装共达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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