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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一、历史背景

（一）“左”倾思想严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3年秋，蒋介石调集军队100万人，对各革命根据地发动规模空

前的第五次“围剿”，以五十万人重点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

然而，在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王明“左”倾冒险

主义得到更加变本加厉的推行。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到

达中央根据地，把持了红一方面军的指挥权，最初主张全面出击，御

敌于革命根据地之外，以阵地战取代运动战和游击战，同优势的敌人

死打硬拼，犯了冒险主义错误；进攻受到挫折后，他们又分散兵力，

处处设防，节节抵御，犯了保守主义错误，使得红军处处被动，到处

挨打，损失惨重。红军奋战一年，没能打退敌人的“围剿”，处于危

险境地。

（二）广昌之战——中央苏区陷入四面合围

面对国民党重兵进攻，毛泽东、张闻天等人都不主张红军与敌军

死打硬拼。但博古信赖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没有采纳他们的正确

意见，坚持“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战法，命令红军主力坚守

广昌。博古和李德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布

《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要求红军同敌人“决战”。

此时，经过半年多准备的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

决定首先以50万兵力，分几路“围剿”中央根据地的红军。1934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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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发起异常凶猛的军事进攻。4月，国民党军

队逼近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中央苏区在军事上已陷入四面合围。

（三）粉碎蒋介石四次“围剿”的军事战略对比

由此可见：战争的胜负,关键不在于力量的对比,而是取决于正确

的战略战术。

（四）湘江战役后的战略转移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境内的兴安

县、全州县、灌阳县，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从全州、兴安之

间强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

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

关键的一仗。但是，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部队指

战员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引起了

广大干部和战士对王明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到达了极点，纷纷要求

改换领导。

湘江惨胜直接导致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五）遵义会议召开前的三次会议

1.1934年12月12日，湖南怀化的通道境内，中央领导人召开通道

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李德主张从通道向北，与转战在湖南西部

的贺龙、萧克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2.1934年12月18日，贵州黎平，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周恩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B4%E5%AE%89%E5%8E%BF/718323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B4%E5%AE%89%E5%8E%BF/718323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8%E5%B7%9E%E5%8E%BF/718332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1%8C%E9%98%B3%E5%8E%BF/718317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81%E5%9B%BE/70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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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以主持者的身份，采纳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放弃与

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想法，西进渡乌江北上。会议通过了《中央政

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提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地区，在

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至此，红军的行军方向从根本上扭转

了。6天后，中央红军向遵义方向移动。

3.1934年12月31日，贵州猴场会议，会上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

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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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报告”，实际上取消了李德

的军事指挥权。

（六）中央领导人对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形成一致意见

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4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

严重的损失。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

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

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得到他们的支持。

至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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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

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同时，中央红军攻占遵义，

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取得了进行短期休整

的机会，也为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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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现场）

二、会议基本情况

（一）时间：1935年1月15至1月17日

（二）地点：贵州省遵义市（原为黔军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

私人官邸）

（三）参会人员

中央政治局委员：

秦邦宪、朱德、陈云、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

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员：

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

小平、李德、伍修权

（四）会议内容——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

训

1.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

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原因归之于反动力量的强大，而不承认主要是

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

2.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

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

诚恳的自我批评。

3.随后，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

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

指挥上的错误。

4.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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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

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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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也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

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提出的意见。

（遵义会议）

（五）会议决议

会后，张闻天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这个决议，在中

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扎西（今威信）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

过。决议明确指出，博古、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

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是第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

因。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

基本原则。

遵义会议还制定了红军尔后的任务和战略方针。决定红军渡过长

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

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务委员。并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

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定的负责者。随后，进一步调整了

中央领导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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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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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周恩来为

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三、历史意义

（一）翻开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篇章

遵义会议，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

践相结合的新篇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

践结合起来，走适合国情的革命道路，实行符合实际的战略策略，

这是中国共产党用血的代价换来并在生死存亡考验中反复确立起来

的基本经验，对中国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

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开辟出中国革命新路

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闯新路、民主团结等都是

遵义会议精神的应有之义。在中国革命危急关头，全党全军不恐慌

不懈怠不放弃，理想信念坚如磐石，“上下同心，其利断金”。坚

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一切从实际

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独立自主地决定关系

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关键问题，开辟出中国革命新路。遵义会议既

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凝聚集体智慧的典范，又是面对重大危

机，万众一心，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众志成城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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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

党和红军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是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召开的，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

路线方面的问题，而是集中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

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

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

一位能驾驭其进程的舵手！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

地取得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这次会议，

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

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

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

屡遭挫折的红军从此有了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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