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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
周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电视台联
合摄制了大型电视纪录片《长征》。《长
征》展示了“豪情万丈的英雄史诗”，体现
了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的完美统一。
毛泽东指出，长征“十二个月光阴中间，
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
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
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
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
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
有，从来没有的”。美国第一个采访长征
的新闻记者斯诺认为，长征是“现代史上
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美国作
家索尔兹伯里也认为，“20世纪中没有什
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
世界前途的事件了”。电视纪录片《长
征》中，长征画卷一幕幕展现出来：红一
方面军连续突破四道封锁线，血染湘江；
红二、六军团乌蒙山回旋战，在共同战斗
中建立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一往无
前，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红二十五军在
河南南阳方城县独树镇遭到敌军包围，
政治委员吴焕先冲锋陷阵，共产党员前
赴后继，指战员奋勇冲杀，突破敌军拦
阻。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与陕甘红军
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为红军三大主力
提供长征“落脚点”。遵义会议后，中国
共产党开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新境界，以毛泽
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
自主、实事求是，正确解决一系列关系党
和红军前途命运的全局性问题，采取符
合中国实际的战略与策略，探索适合中
国国情的革命道路。《长征》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度挖掘新

的长征史料，用新的主题、新的创意、新
的内容、新的故事，着重阐释长征的深层
历史。它具备了电视纪录片（亦称理论
文献专题片）的各种要素：通过历史当事
人、历史当事人亲属、老红军战士的口
述，深入挖掘各种历史文献，着力再现长
征历史现场，真实记录长征的丰富历史。

《长征》展示了大量党史资料、文献
资料、音像资料，揭示了长征中确立毛泽
东中央领导地位的珍贵史实。长征开始
后，通道会议毛泽东力挽狂澜，黎平会议
中央政治局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
猴场会议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支持毛泽
东的正确主张，奠定历史转折坚实基
础。遵义会议上，博古在政治报告中为

“左”倾错误辩解，周恩来在军事报告中
实事求是地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
原因，张闻天按照与毛泽东、王稼祥商定
意见作反对“左”倾错误的报告，毛泽东
在长篇发言中集中批判“左”倾军事路
线，王稼祥发言拥护毛泽东领导党和红
军，绝大多数与会同志支持毛泽东的正
确意见。遵义会议决定：第一，毛泽东同
志选为常委；第二，指定洛甫（张闻天）同
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
中去讨论；第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
工；第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
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
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
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结束

“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毛
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和红
军。毛泽东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
执行委员会主席，遵义会议当选为中央
政治局常委，后来成为军事指挥“三人
团”成员。这些翔实的资料和叙述，令人
信服地说明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
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邓小平指
出：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
了领导作用。那个时候行军，毛泽东同
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和我是在一
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电
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来确
定红军的行动。在重要问题上，大多是
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
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
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
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

《长征》展示了确定长征“落脚点”的
艰辛过程，阐释了各路红军的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遵义
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强渡
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与红
四方面军会师。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
军、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张国焘反对
中央北上方针，命令红四方面军南下，另
立“中央”，公然宣布：“毛泽东、周恩来、
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应撤销工
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
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中共中央
战胜张国焘分裂活动，俄界会议重申北
上方针，哈达铺在《大公报》上发现陕甘
红军和陕甘根据地，榜罗镇会议确定长
征落脚点。红一方面军改编的陕甘支
队，攻取腊子口，翻越六盘山，抵达陕甘
革命根据地，完成长征，开创中国革命新
局面。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北上陕
甘的胜利，使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与中央
会合的强烈要求和对张国焘的不满情绪
不断增长。从苏联回国的张浩（林育英）
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名义明确表示
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态度，任弼时、贺
龙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即将到达甘孜
地区，迫使张国焘取消了第二“中央”。
任弼时、贺龙等率领红二、六军团和红四
方面军会师，有力地增强了反对张国焘
分裂活动的力量。在中央争取下，经过
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等同
张国焘的斗争，张国焘不得不同意红四
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红二方
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从甘孜出发，沿着中
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开辟的北上道路，
越过雪山草地，到达甘肃南部。红四方
面军（包括红一方面军一部）在甘肃会宁
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红二方面军在静宁
以北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
大主力会师西北，结束长征。

《长征》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
人民根本利益的宗旨，揭示了紧紧依靠
群众就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真理。
长征中，红军指战员足迹遍布十多个省
份，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打土
豪、分田地，废除苛捐杂税，为人民谋利
益，建立中共地下组织，使约两亿人民群
众第一次知道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播下
了革命火种。同时，红军紧紧依靠人民

群众，战胜了长征中的艰难险阻。红军
到达大渡河畔安顺场时，涛声如雷，浪高
水急，漩涡密布，只有熟悉水文的船工才
能摆渡。红军找到安顺场最好的船工，
通过思想工作打消其疑虑，他又找到自
己熟悉的几位船工。强渡大渡河战斗，
红军17勇士登上小船。几位船工冒着枪
林弹雨，驾着小船划向对岸，迅速控制对
岸渡口。长征中的突破乌江，四渡赤水，
巧渡金沙江，翻越雪山，走过草地，会师
陕甘，处处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

《长征》展示了鲜为人知、生动感人
的事例，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与少
数民族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历史。《长
征》说明，红军长征除了经过汉族地区
以外，穿越苗族、彝族、藏族、羌族、回族
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地区，红一方面军长
征到达彝海以北时，被彝民阻拦。刘伯
承接见彝族一个首领小叶丹，讲解红军
宗旨和民族政策，实现“彝海结盟”。红
一方面军通过彝区，为强渡大渡河、飞
夺泸定桥赢得时间。红一方面军途经甘
南迭部地区杨土司的领地时，深明大义
的杨土司没有命令藏兵阻击，有意给红
军开放存有数十万斤粮食的粮仓。红
二、四方面军长征到此，杨土司同样打
开粮仓给予支援，并对掉队的红军战士
给予搭救和安置。红军长征途经甘孜
时，朱德总司令多次亲切会见格达活
佛，促膝长谈。格达活佛大力动员藏族
群众筹措粮草、支援红军，积极保护留
下的红军伤病员。红军走后，格达活佛
深信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经常说：“红军
一定会回来，藏族人民一定会翻身。”红
军长征在四川阿坝地区，充分尊重藏
族、羌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帮助他们建
立革命政权，得到少数民族人民大力支
持，他们纷纷为红军筹集粮草，充当向
导、翻译，甚至参军、参战。当红军离开
阿坝地区时，几千名少数民族青年毅然
决然参加红军，后来绝大多数为中国革
命英勇献身。

《长征》展示了长征中的一系列重大
史实，阐述了发人深思的历史智慧和鲜为
人知的“中国故事”。从《长征》中可以看
到，遵义会议后，陈云撰写的《遵义政治局
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飞夺泸定桥后，他
从四川天全县秘密离开长征队伍，经上海
抵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红军长征和遵
义会议情况，撰写了反映长征的《随军西
行见闻录》，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成员。长征中期，周恩来大病，彭德怀组
织担架队，杨立三等人把周恩来抬出草
地。杨立三逝世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主
祭，文职第一个执绋的是周恩来，将帅第
一个执绋的是彭德怀。周恩来说：“我们
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不是无情论者，
是杨立三把我从鬼门关抬出来的，我现在
不送他一程，死人也会说话的。”红二、六
军团长征到达毕节期间，请辛亥革命老人
周素园担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随
后，他与红军一起长征到陕甘。毛泽东称
赞他“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
朋友与革命同志”。

总之，纪录片《长征》依据党史、战
史，以长征的真实历史和丰厚资料再现
长征，以长征的革命精神叙述长征，生动
展现了红军长征的壮丽历程。通过观看
《长征》，可以深切感受到：长征极大地锻
炼了革命力量，逐步确立了北上抗日的
战略方针，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形成，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凤凰涅槃 浴火重生
——评大型电视纪录片《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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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长征》依据党史、战
史，以长征的真实历史和丰厚资
料再现长征，以长征的革命精神
叙述长征。全片展现了中国共产
党把党和红军的命运与中华民族
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军事
上的战略转移与政治上的战略转
变紧密联系在一起，把长征前进
的方向与建立全国抗日战争的前
进阵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挫折
走向胜利的壮丽征程。

图为电视纪录片图为电视纪录片《《长征长征》》海报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