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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

　　“会议一共开了三天，气氛紧张激烈，发言的声音很高，每天总是开到半夜才休会。”

记者｜应　琛

贵州遵义，这座黔北重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

期。但遵义之所以成为无数国人向往的圣地，是因为

中共中央于长征途中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

义会议”。

党的两个“历史决议”都高度评价了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

其中，《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

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所谓“生死

攸关”，是因为长征出发时中央红军有 8.6 万多人，过前三道

封锁线损失了 2.2 万人。湘江战役异常惨烈，又损失了 3 万多人。

这是人民军队自创建以后受创最重、牺牲人数最多的一次战役。

广大指战员无不对红军的前途和命运担忧。

然而，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

地位，在中国革命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也因此被称为“转折之城”。

胜利的春天

从 1931 年 9 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成立到 1935 年 1 月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左”倾路线时期，其最大恶

果就是排挤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样一来，原

来胜利发展的革命形势遭到全面破坏，革命事业受到严重损失。

中央红军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完

全照搬苏联红军的正规战，把过去苏区反“围剿”的经验抛得

干干净净，最终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中央红

军主力退出中央根据地，被迫长征。

在 历 史 危 急 关

头，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中共中

央 在 遵 义 召 开 了 政

治 局 扩 大 会 议， 即

“ 遵 义 会 议”。 屋

外 天 寒 地 冻， 屋 内

热 火 朝 天。 据 中 共

中 央 党 史 研 究 室 第

一研究部编著的《红

军长征史》记载：“会

遵义会议：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

《遵义会议》（油画）沈尧伊作   国家博物馆馆藏作品。

遵义会议会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