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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通道转兵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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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通道转兵的历史背景 

  
      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
3万余人 。 红一、红三军团损失过半；红
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全军覆没，红八军团被
打散，由长征出发时的10922人，过江后
只剩下1000多人；红九军团也由11538人
减到3000多人。 

        

           三年不饮湘江水， 
          十年不食湘江鱼。 



 

 一、通道转兵的历史背景 

桂  军 

刘建绪7个师8万余人 

薛岳第二兵团8个师 
一个纵队11万人 

黔军一个团 
     民团 

王家烈五个团 



 一、通道转兵的历史背景 

 
 1、各种不良情绪开始滋生蔓延 

      
     强渡湘江血如注， 
 
    三军今日奔何处？ 
       



 一、通道转兵的历史背景 

 
 2、对军事指挥及路线产生怀疑 

   遵义会议前，毛泽东、王稼祥、

张闻天即批评军事路线错误。我

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 



 一、通道转兵的历史背景 

 
 3、改变领导的情绪越来越强烈 

  渡过湘江，中央红军只剩

下三万多人。这都使我深为焦
虑不安。我躺在担架上冥思苦
想，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同志
出来领导? 

                  ——聂荣臻 



 一、通道转兵的历史背景 

 
 3、改变领导的情绪越来越强烈 

   
‚部队中明显滋长了怀疑、

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
情绪。这种情绪，在湘江战
役之后，达到了顶点。‛ 

 



 二、通道转兵的历史过程 



 二、通道转兵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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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通道转兵的历史过程 

        

    中央红军分三路翻越广西兴
安老山界。一路以中央一、二纵
队为主，沿龙塘江过雷公岩上百
步陡，从主峰猫儿山的西南面翻
越，其他两路分别沿乌龟江和杉
木江开进，对中央纵队形成左右
两翼保护。 
 



 二、通道转兵的历史过程 

朱德令一军团先头师进占通道及十日各军团行动部署：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九日） 

 
各兵团、纵队首长（董、李抄转周、黄）： 

         1、一军团应以先头师进占通道向绥宁、靖县警戒， 其第一师经长
安堡或经经长安堡东北进至通道以南地域。九军团进至临江口、木路口之间，
向绥宁及来道警戒。十五师进至长安营（堡），向城步方向警戒。 

       2、三军团主力应进至白岩、平寨、石村地域。其先头师或团应进至
陇城，向长安堡及其以西通黎平道路侦查、警戒，其侦查部队应相机占领长
安堡，另一部扼守甘溪塘隘口，向龙胜方向警戒。 

      3、军委一纵队进至萃坪，二纵队赶至广南城。 

                                                                                            朱                                                                                            

                                                                                    九号二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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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一、九军团 

中央军委纵队 

红三、五、八军团 

通道县城 

 二、通道转兵的历史过程 



 二、通道转兵的历史过程 

 
     毛泽东建议：‚不要强渡湘江，而是要到湘南去
，那里群众基础比较好，有利于红军机动作战。并
提议乘国民党调兵遣将之机，寻歼国民党一部，以
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 

 

    彭德怀建议：‚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
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否则，将被迫经过湘
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
补委员 

中革军委副主席 

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 

书记处书记 

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人民委员
会主席 

 



        

     毛泽东还说，这是因为，只要能说
服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
通过张闻天再影响、说服别人就容易得
多了。这个方针、办法果然灵。 
     ——师哲《我所知道的张闻天》 



 二、通道转兵的历史过程 

 
 

   “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
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
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
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
政委接受他的思想。” 

                       ——李德                  



 二、通道转兵的历史过程 

 
 

 ‚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
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们很快接受
了他的意见，三人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
博古的斗争。‛ 

                             ——张闻天 
 



 二、通道转兵的历史过程 

 
    毛泽东认为：‚红军北上湘西，

无异于自投罗网，将会陷入敌军重

围。贵州敌人力量最弱，如果进军

贵州可以争取主动，还可以使部队

得到休整。不要去钻口袋 ，大路

朝天，各走一边嘛。要避实就虚，

到贵州去！‛ 



 

 二、通道转兵的历史过程 

  通道会议于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县
召开，因为会议开的很紧急，军事顾问李德把
这次会议称之为‚飞行会议‛。 



 

 二、通道转兵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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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转兵》 (1) (1).mp4


 

 二、通道转兵的历史过程 

‚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
稼祥的支持，而且得到了当时
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
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
的建议被通过了。‛ 

《通道转兵》 (1) (1).mp4


军  委 

萬萬火急 

 二、通道转兵的历史过程 



县溪 平
茶 

新厂 

播阳 

洪州 

黎平县 

红三、五、八军团 

中央军委纵队 

红一、九军团 

 二、通道转兵的历史过程 

 



 三、通道转兵的历史地位 



 三、通道转兵的历史地位 

  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
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确立了
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 



通道会议—— 作出了转兵贵州的重大决定，迈出了实现战略 
                      转向的第一步 
黎平会议——作出了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 
猴场会议——进一步落实黎平会议决议，并限制了博古、李 
                     德的军事指挥权    
 
遵义会议——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 
                     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鸡鸣三省会议——中央实现了“博洛交权”，毛泽东为周恩 
                             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扎西会议——通过《遵义会议决议》 
苟坝会议——成立新的军事“三人团” 

第 
一 
次 
伟 
大 
转 
折 
的 
系 
列 
会 
议 



       ‚如果把通道转兵看作是长征复杂历史链

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那么，我们可以说，通
道会议在长征中党的战略转变、思想自觉和组
织成熟三个方面都起到了开端作用，其意义是
很重大的。‛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陈晋 

    

‚通道转兵是实现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任 蒋建农 

 三、通道转兵的历史地位 



湘西 

 

 三、通道转兵的历史地位 



 

 三、通道转兵的历史地位 



 三、通道转兵的历史地位 

 

 
‚我认为长征改道是从通道会

议开始酝酿，而由黎平会议最后
决定的。        

     ——李维汉《回忆长征》 
 



 三、通道转兵的历史地位 

 

   

  ‚当时，如果不是毛主

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

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

灭。‛ 

 



 三、通道转兵的历史地位 

 



 三、通道转兵的历史地位 

 
   在革命的危机关头，
通道会议恢复了党的民主
集中制传统，在全面分析
敌我态势的情况下，依靠
少数服从多数，作出了转
兵贵州的重大决定 。 

       猴场会议《决定》明
确规定：‚关于作战方针，
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
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
议上做报告。‛ 
 



    “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
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
所以第二次全国大会议决
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
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
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
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
支部。” 
        ——《中国共产党加入第
三国际决议案》 

 



 三、通道转兵的历史地位 

 
     通道转兵是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独立自主地解
决自己重大问题的尝试，成为了我党历史上否定
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国革命错误指导的先例，
是我党对共产国际从盲从到独立思考，从教条执
行到自我解决重大问题的转折点。 



 三、通道转兵的历史地位 

 
 
   ‚中国共产党把原来可能
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
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  
                 ——斯诺（美） 
 
 



 三、通道转兵的历史地位 

 

  
 受冷落时间最长 
  
 遭受的打击最深 
 
 遭受的痛苦最大 
 

     我们被孤立了，他们把我这
个木菩萨浸到糞坑里，再拿出来，
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
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 
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
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毛泽东 



 三、通道转兵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终于获得了表达自己
主张的机会，这说明共产党高
层正发生着一种微妙的变化。
对于毛泽东来讲，这是自1932
年以后，他第一次参加高层会
议‛。                                                  
                                   ——李德 



 三、通道转兵的历史地位 

 康克清回忆：“出了老山界，
来到湖南境内，不久走到通道
县……中革军委在这里临时开
会，研究下一步红军行动的计
划。这是个十分重要的会议。
在群众的强烈呼声、老总和周
恩来的推动下，会议破例请毛
泽东参加”。 

                                  



 三、通道转兵的历史地位 

   1962年，毛泽东在出巡南方同随行的
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谈论通道会议时
说:“那个时候，中央政治局开会，不让
我参加，只让管点政府工作和群众工作，
毫无发言权”。 “一直到1934年11月，
中央红军过了第四道封锁线之后发生了
行军方向问题......在这拿不定主意的时候，
他们在湖南通道召开了中央军委会，这
一回他们才请我去参加会议。” 

 

 

 

 

 



 三、通道转兵的历史地位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在

《长征行》一书中评价通道会议：为实现

党的历史第一次伟大转折，确立毛泽东在

中央的实际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最初的基

础。  

       
        
      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央政治
局常委。会后不久分工，毛
泽东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
的帮助者。 
 
 



 四、通道转兵的历史启示 



 四、通道转兵的历史启示 

通道转兵是一次对共产党人责任担当的真正考验。 

启示一：在新的长征路上，必须以老一辈革命家为榜
样，坚定理想信念，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四、通道转兵的历史启示 

通道转兵是一次贯彻实事求是精神的生动实践。  

启示二：只有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准
确把握党情、国情、世情，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事，才能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引向胜利。 

  “照搬苏联的经验，结果把南方的根据地几乎都丢掉
了，只好长征，使革命受了很大损失。马克思和列宁都
曾说过，他们的理论仅仅是行动的指南，是指导方向的，
不能当作教条。但我们有些同志就是不懂得这一点，后
来受了损失，吃了苦头，才明白了。” 
                                                                      ——毛泽东 



启示三：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今天，必须坚决扛起贯彻执行
民主集中制的政治责任，切实把党和国家这一根本组织原
则和领导制度坚持好、贯彻好、执行好。 

 四、通道转兵的历史启示 

通道转兵是一次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成功典范。 



 四、通道转兵的历史启示 

启示四：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独立自主 都是
我们的立足点。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必
须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 

 通道转兵是一次践行独立自主的自觉行动。 

1、独立自主确定战略转移方向 
 
2、独立自主改组中央领导机构 
 
3、独立自主实施军事作战指挥 
 
4、独立自主选择长征的落脚点 



 结    语 

       不忘历史、方能开辟未来。通道转兵已经过

去了86个春秋，但它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弥足珍

贵、历久弥新，必将成为我们走好新的长征路的

不竭精神动力。作为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一

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奋力走好

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