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08
邓小平实地确认遵义会议会址

从槐树掩映的侧门进入遵义会议会址，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不到30平
方米的客厅。就是在这间原国民党黔军 25 军第 2 师师长柏辉章的会客室
里，一个影响了中国革命走向的历史性会议作出了历史性决议。

记者努力想象着那一刻的场景。在那个风雨如晦、天寒地冻的日子
里，一群衣衫破旧的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分子，冲破重重阻力，终于第一次
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这
需要多么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智慧！

这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二层砖木楼房。会议室在会址二层，呈长方形，
面积27平方米，室内陈设基本复制了当年开会时的原貌。屋子正中的顶壁
上悬挂着一盏荷叶边盖的洋油灯，屋子的东壁设置了一只挂钟和两个壁
柜，西壁是一排玻璃窗，屋子中央陈列着一张板栗色的长方桌，四周围着
一圈折叠靠背椅，共20把，为出席遵义会议的人员所坐。长方桌下有一只
烧木炭的火盆。

81年前那场决定中国革命前途的重要会议，仿佛刚刚结束。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门前的大门正上方，挂着一块黑漆金匾，上面“遵

义会议会址”6 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俏俊飘逸、豪放酣畅。讲解员任婷说：
“纪念馆玻璃柜里面的题字，是1964年毛泽东主席在北京题写的，这是毛泽
东主席为革命纪念馆唯一的一幅题字，这个题字是非常珍贵的。我们遵义
会议会址门匾上也就是这6个大字，这个门匾也被誉为‘中华第一匾’。”

如今，毛泽东为遵义会议会址题字的原件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有关寻找会址的过程还有一段故事。由于遵义会议是在严酷的战争环

境和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召开的，遵义本地没有知情人。
原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馆长、党史专家费侃如，披露了当初寻找、确

认遵义会议会址的种种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先是根据一些同志回忆，初步判定遵义天主堂为遵义会议会址；1954

年1月，根据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提供的“是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 （当时
为一师长） 柏辉章的公馆内召开的”的档案线索，有关人员随即找到坐落
在遵义老城子尹路的柏公馆，把公馆房屋及周边环境保护起来，并拍下照
片，绘制详图，送交上级进一步鉴定核实。

1958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政治
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办主任杨尚昆
等陪同下，到贵州视察，并专程参观了遵义会议纪念馆。

据当时随行采访的记者事后发表的报道记述，一走进这座阔别了20多
年的楼房，杨尚昆立刻兴奋地叫起来：“就是这里，这个地点找对了。”

邓小平一行仔细地察看楼下的每一间屋子。随后，他们踏着窄窄的楼
梯登上二楼。当走过东过道小客厅时，邓小平双目炯炯，环视着厅内的长
桌、椅子、挂钟、壁柜和彩色玻璃窗，肯定地对陪同的同志说：“会议就是
在这里开的。”他还指着里侧的角落说：“我就坐在那里。”

从纪念馆出来，邓小平一行又走进遵义天主堂，发现那里原来是红军
总政治部驻地，的确不是遵义会议召开的地方。他们在院子里找到了当年
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和夫人蔡畅所住的房间，还找到了政治部主办的

《红星报》的小小的编辑部。

毛泽东故居再现“担架上的春光”

经过4天4夜血战，红军终于渡过湘江，但整个部队由出发时
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

湘江两岸，滔滔江水泛起殷红的血光，累累的英烈尸骨横列两
岸。硝烟未尽，悲壮惨烈。朱德脱下军帽，沉重发誓：“苍天在上，湘
江为证，我朱德将永志民众英魂，不负万千先烈，毕其一生为人民利
益奋斗不止，忘记了这一点，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2015年1月15日，在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之际，经改扩
建的遵义会议陈列馆正式向公众免费开放。馆内展陈内容分为

“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遵义会议、伟大转折”“转战贵州、出奇
制胜”“勇往直前、走向胜利”“遵义会议、光辉永存”5个部分，
运用大量历史文物、文献、图片资料和雕塑、场景模拟并通过声
光电等多媒体手段，全方位展示了这段光辉的历史。

长征出发前，中央最高“三人团”决定：中央政治局成员一
律分散到各军团去。毛泽东从政治局常委张闻天那里得到消息
后，便提出请求，自己要同张闻天、王稼祥一路同行。

其时，毛泽东因经受了几个月疟疾的折磨，差点丢掉性命，
加上受排挤后心情不好，对红军的前途忧心忡忡，身体非常虚
弱。因此，过了于都河，他不得不坐上了担架。

凑巧的是，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遭敌机轰
炸，右腹部伤势十分严重。长征一开始，他就坐在了担架上。

在毛泽东看来，转移途中如能与这两人结伴同行，便可借机
向他们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若能得到他们二人的支持，对于
推行正确路线，扭转当时红军面临的极为严峻的局势，有着不可
估量的作用。

现今，作为遵义会议纪念馆的一部分，本报记者找到了位于
新城幸福巷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故居。

2001年，该旧址保护范围扩大，新建一幢两层楼房。楼下是“担
架上的春光——遵义会议准备工作杂陈”，楼上是毛泽东像章展。

2003 年，遵义会议纪念馆请著名雕塑家在这里塑起了毛泽
东、张闻天、王稼祥在一起的雕像。

1935年1月7日，红军先头部队袭占遵义后，军委纵队随即于
1月 9日入城。中央领导成员立即忙着为这次会议做准备。当时，

“中央队三人团”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在新城古寺巷 （今幸
福巷） 黔军旅长易怀芝的官邸。这是一幢建筑精致的二层楼房。张闻天住楼
下西厢房。他的楼上是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对面，楼上右前室住的是王稼
祥。他们三人住下以后，围绕即将召开的会议主题进行了商议。张闻天根据
商议的意见写成了一个比较详细的提纲。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副局长薛庆超介绍，遵义会议上，毛

泽东发言批判“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后，王稼祥第一个挺身而出，主张由毛
泽东出来领导、指挥红军，为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

据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展陈史料显示，遵义会议精神传达到各军团、师、
连队时，很多指挥员、战士都激动得流下眼泪。时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代主任
罗荣桓听取遵义会议精神传达时，眼睛湿润了，一面听一面摘下眼镜用衣襟
缓缓地擦着。朱德曾为遵义会议赋诗一首：“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
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但是，有关遵义会议的记录失落了。薛庆超分析说，红军长征的时候，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曾经把中央的秘密文件装在几个铁皮箱子里，红军冲锋陷
阵，四渡赤水时，有几匹骡马受惊跌倒在赤水河里，和它们驮的铁皮箱子一
起被激流冲走了。遵义会议记录可能就在其中。

另一种可能是1947年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的时候，中共中央机关曾经把
大批中央文件装进一批经过防潮处理的箱子，运到延安附近的深山老林里
面，挖了深深的大坑，秘密地掩埋起来。后来，等到大家想到这件事，派人
到延安附近寻找这批秘密文件的时候，发现经过多次天降大雨，山洪暴发，
已经把原来所有的痕迹冲刷得一干二净。所以，这批文件就永远埋藏在延安
附近的土地里了。

遵义的许多故居地从此染“红”

1861年，法国传教士傅第业·沙布林首次来到遵义城，在杨柳街租用一间
民房作为临时教堂，开始坐堂传教，成为遵义天主教第一位本堂神父。翌
年，他在杨柳街北端购得一片土地，并于清同治五年 （1866年） 开始兴建正
式教堂，两年后落成。

1935年 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遵义，将其总政治部机关设于天主教堂院
内，并在教堂内召开各界民众代表大会。1月15日至17日，中共在遵义召开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结束后，红军总政治部在天主教堂召开大会，由毛泽东，张闻天、
周恩来等人向红军营以上军官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此后还在这里举行赤色
工会、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回山乡革命委员会等机构组织的成立大会，天主
教堂从此染“红”。

1978 年，国家文物局拨专款对老教堂进行维修，在保持原貌的前提下，

将原建筑砖木结构改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后期又在教堂内部神父布道的
位置增设毛泽东等人的雕像。该教堂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遵义
会议旧址”的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热门的“红色旅游”景点之一。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旧址位于红花岗区老城杨柳街口。旧址原是国
民党黔军25军副军长犹国才的私宅 ，建于20世纪20年代末，坡屋顶、小青
瓦、穿斗屋架，具有典型的黔北民居建筑特点，建筑面积1155平方米。

1935年1月，红军到达遵义后，为了保证部队的后勤供给，红军成立
没收征发委员会。当时，由于战争频繁，红军到达遵义时，值钱的东西
已经不多，为让战士们在遵义城内能买到一些生活必需品，银行公开发
行苏区印制的钞票。

“遵义是红军长征中唯一正式发行过苏维埃币的地方。”遵义
会议纪念馆副研究员关黔新告诉记者，因为当时遵义城里有1万多
名红军，每个红军身上都有苏维埃币，所以一旦决定发行使用苏
区纸币后，它很快就流通起来了。

最让遵义百姓感动的是，由于当时抗战的需要，无法在遵义
建立革命根据地，红军在遵义待的时间并不长。为使群众利益在
红军离开后不致受到损失，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红军各驻地及
闹市区张贴布告，设立兑换处，用食盐、米、布匹等物资和光洋
换回民众手中的“红军票”。

红军决定撤离遵义的前夕，中央没征委员会和国家银行的同
志通宵达旦地为群众办理兑换工作，许多群众见红军如此为群众
利益着想，舍不得将手中的苏维埃币拿去兑换，便珍藏起来作为
纪念品。遵义解放后，群众又把一张张、一叠叠冒着白色恐怖留
存下来的苏币，捐献给遵义会议纪念馆，成为我党、我军经济工
作和政治工作的见证。

2002年 1月 15日，遵义会议纪念馆在旧址楼上推出 《肩挑的
银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长征在遵义》 专题陈列，使
旧址成为展示我国新中国成立前金融工作比较全面、系统的场所。

徐静，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在一次会上专门
介绍了红军长征在贵州留下的文化遗产——

有人说，贵州的一个重要文化标记就是有“一栋楼”，这特指
遵义会议会址。但是，如果把遵义会议看成是一个系列，那留下
的就不仅仅是“一栋楼”，而是很多栋楼，具体包括黎平会议、猴
场会议、鸡鸣三省会议、苟坝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的会址。

其次是留下了一系列重要的战斗遗址。因为有了黎平会议，中
央红军才会向黔北进军；因为有了猴场会议，才会有强渡乌江战斗；
因为有了遵义会议等之后的系列会议，才会有一渡赤水、二渡赤水、
三渡赤水、四渡赤水等一系列重要军事行动，才有了遵义战役的胜
利，四渡赤水的胜利。这为我们今天留下了宝贵的军事文化遗产。

在遵义城，与红军有关的地名和建筑特别多，红军桥、红军
街、红军巷、红军学校等达数十处。遵义市的湘江河东岸亲水平
台边，还修建了一组1公里长的雕塑群，展现长征路上的多场激烈
战斗。人们从这里也能读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袖和红军
将领聂荣臻、袁国平、肖华的诗词。

最有意义的是，市区凤凰山旁的小龙山，因为山上建有 2000
多名牺牲在黔北的红军烈士墓、邓萍将军纪念碑等，数十年来，
已经被当地群众称为红军山。从山下拾级而上，有一座30多米高
的“红军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

文博探秘2016年10月8日 星期六2016年10月8日 星期六

81 年前，在黔北小城遵
义，位于老城子尹路中西合璧
的两层灰砖小楼上，中国共产
党人做出了一次生死攸关的
重大抉择，从此开启了中国革
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进程。

遵义会议的历史，人们早
已从课本和艺术作品中熟悉，
但实地寻访，仍然让本报记者
感到强烈的震撼。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
克遵义。1 月 15日至 17日，
在这幢二层小楼里，中共中央
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
议开始，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
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
接着作了副报告。毛泽东进
行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
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
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阐述
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
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
取的方针。会议通过了“毛泽
东同志选为常委”等4项决定。

“历史实践已经证明，遵
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
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随着时
间的推移，必将越来越显示其
伟大历史意义。”遵义会议纪
念馆馆长陈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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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会场现状和画家笔下的遵
义会议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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