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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过凉山的民族政策及其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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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红军长征过凉山期间
,

经历 了巧渡金沙江
、

会理会议
、

彝海结盟等重要的历 史事件 尤其是红军在通过彝区时
,

先遣部队司令刘伯承与 果基小叶丹
“

彝海结盟
” ,

使红军 能顺利通过凉山彝族地区
,

抢占大渡河
,

飞夺庐定桥
,

赢得 了战略上的

先机
。

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一次成功 实践
,

是红军长征历 史上的光辉篇章
。

这些 宝贵的精神财富
,

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着

重要的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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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

为

后世留下了一笔笔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
。

红军长

征过凉山期间
,

认真执行党的 民族政策
,

在经过冕

宁彝区时
,

先遣部队司令刘伯承与果基小叶丹
“

彝

海结盟
” ,

使红军得到了彝族上层社会和全体彝汉

群众的同情和支持
,

从而顺利通过凉山彝族地区抢

占大渡河
,

飞夺沪定桥
,

最终实现与红四方面军会

合北上抗 日的战略目标
。

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
,

对

于我们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

一
、

红军长征过凉山的历史回顾

年 月遵义会议召开以后
,

在毛泽东
、

周恩

来
、

朱德
、

王稼祥等指挥下
,

中央红军采取了灵活机

动的战略战术
,

摆脱了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对红

军的围追堵截
,

逐渐取得了红军战略转移的主动

权
。

年 月 日
,

中央红军开始从皎平渡过江
,

月 日至 日在会理体整
,

其间于 日在会理铁

厂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

会议强调要团结一致
,

克服困难
,

顽强战斗
,

继续北上
。

月 日红一军团

占领德 昌
,

为了避开强敌争取时间北上
,

中央军委

决定绕道过西昌
。

月 日主力红军陆续到达西昌

城北之礼州镇
,

先后在此住了 天
,

开展打富济贫
,

宣传群众等大量工作
。

中央军委 月 日命令刘

伯承率先遣部队向冕宁方向进发
,

同时派出左权
、

刘亚楼率第二先遣团跟进
。

月 日红军先遣部队

进人冕宁县城
,

先遣司令刘伯承命令红军向群众加

强宣传
,

贴标语和朱总司令 《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
。

红军进城后打开监狱放出坐质换班的彝汉群众
,

宣

传红军主张
,

开展打富济贫
。

月 日刘伯承
、

聂荣

臻率先遣队 由大桥出发
,

进人彝区受阻
。

经过谈

判
,

刘伯承与彝族果基家支头人果基小叶丹在冕宁

以北 里处的彝海边献血为盟
,

刘伯承授予果基小

叶丹
“

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
”

红旗
。

月 日
,

果

基小叶丹派人分段护送红军过彝境
。

红军先头后

续部队连续走了七天七夜
,

全部走出彝区
,

平安抵

达大渡河
。

月 日夜间
,

红军先头部队赶在敌人

增援部队到来之前
,

神速的到达了大渡河边的安顺

场渡 口
,

消灭了国民党守军
,

占领了该渡 口
。

次 日

早晨
,

红军十八勇士在该渡 口强渡成功
,

彻底粉碎

了蒋介石反动派利用大渡河阻挡红军消灭红军
,

让

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的作战目标
。

红军从 月 日晚军委干部团巧取金沙江皎平

渡进人凉山境内
,

到 月 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及

中央军委机关离开安顺场
,

至此
,

红军全部胜利通

过了千里凉山
。

二
、

红军长征顺利过凉山的原因

中央红军强渡天险金沙江之后继续北上
,

一路

上攻占了德昌
、

礼州
、

冕宁
,

四川军阀与红军部队一

触即溃
,

望风批靡
。

与此同时
,

国民党部队也在调

整
,

尾追红军的国民党军队 已进至金沙江一线
,

而

前头截击的国民党军队则正向大渡河急进
,

如果不

能迅速抢占大渡河
,

势必又要出现对红军非常不利

的局面
。

从冕宁到大渡河中间隔着大凉山地区
。

这里

居住的主要是彝族
,

当时还是一个处在奴隶社会的

落后的少数民族
。

彝族人民性情强悍
,

部落之间时

常因奴隶主互相争夺奴隶
、

牲畜和土地而引起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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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
,

各部落家支奴隶主都有 自己的武装和势力范

围
,

红军要通过形势异常复杂的彝族地区
,

需要面

对不同的奴隶主分别做许多工作
。

历史上汉族统

治者对彝族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
,

在彝族和汉族之

间造成了误解和民族隔阂
,

导致彝族群众对所有汉

族军队历来都采取敌视态度
,

认为汉族军队都是与

他们作对的
。

另外
,

汉族中的不法商人也经常利用

彝族人民的朴实和善良
,

对他们进行欺诈和盘剥

到了民国时期
,

国民党军队更是经常对他们进行抢

掠和
“

剿讨
” 。

这些因素就引发了彝族人民对汉人

尤其是汉族军队的猜忌和敌视
,

已经在他们心 目中

种下 了极深的成见
,

他们对一切汉族军队都采取排

斥的态度
,

这种态度是根深蒂固的
。

因此
,

要在短

时间内让他们认清红军的性质
,

相信红军不会抢占

他们的地盘
、

争夺他们的利益是很困难的
,

但也是

必须做到的
。

当时红军赖以克服这个困难的唯一

武器就是党的民族政策 对彝族群众采取说服的办

法
,

宣传教育的办法
,

团结和争取彝族群众支持的

办法
,

最后和平通过了彝族地区
,

又一次赢得了战

略上的先机
。

红军对彝族群众的宣传内容主要体现在由朱

德总司令署名并且在彝区广泛宣传的 《中国工农红

军布告 》里
“

中国工农红军
,

解放弱小民族 一切彝

汉平民
,

都是兄弟骨肉
” ,

强调了红军的使命和民族

平等
。 “

红军万里长征
,

所向势如破竹 今已来到川

西
,

尊重彝人风俗 军纪十分严明
,

不动一丝一粟

粮食公平购买
,

价钱交付十足
” ,

讲明了红军对彝人

的态度
。 “

凡我彝人群众
,

切莫怀疑畏缩 赶快团结

起来
,

共把军阀驱逐 设立彝人政府
,

彝族管理彝

族 真正平等 自由
,

再不受人欺辱
” ,

提出了共同的

目标
,

说明红军与彝人 目标一致
、

利益一致
。

红军布告深人浅出地宣传了共产党的民族政

策
,

在彝族人民中产生 了广泛的影响
,

并通过红军

的实际行动体现出来
,

从而获得群众的支持
,

使得

中央红军能够顺利通过凉山地区抢 占大渡河
,

飞夺

沪定桥
,

最终实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北上抗 日的战

略目标
。

一 争取了彝族上层对红军的支持

月 日刘伯承
、

聂荣臻率先遣队由大桥出发
,

进人彝区 多里路的彝家海子
、

喇嘛房一带遭到彝

民的袭击时
,

红军先遣队坚决执行 了党的民族政

策
,

不向彝族同胞开枪
,

而是通过通司喊话
,

向彝族

同胞说明红军同国民党的中央军不同
,

红军不是来

抢劫
、

杀人放火的
,

是替受压迫的人打天下的
,

此次

来并不打扰彝族同胞
,

只是借道北上抗日
。

并告诉

为首的果基小叶丹的四叔果基约达
,

红军刘司令员

愿与他们的首领果基小叶丹结为兄弟
。

小叶丹的

四叔对此还是半信半疑
。

可是当他环顾四周
,

看到

红军的纪律严明
,

并不象国民党的
“

官兵
”

那样烧杀

抢掠时
,

便对红军的宣传深信不疑了
。

特别是听说

刘司令愿与他们的首领结为兄弟就更加高兴
,

于是

欣然答应做小叶丹的工作
。

小叶丹听了果基约达

的话后也打消了顾虑
,

于 月 日下午与刘伯承在

彝海边举行了庄严而简朴的
“

彝海结盟
”

仪式
。

傍

晚
,

刘伯承
、

小叶丹等又 回到大桥
,

并请来罗洪家的

头人罗洪作一一起再次杀鸡喝血洒
,

向他们强调红

军是各民族的军队
,

彝人汉人要团结
,

彝族内部要

团结
。

通过
“

彝海结盟
” ,

红军宣传了革命主张
,

同

时争取了彝族上层对红军的支持
。

月 日起
,

红

军在果基家和罗洪家派出的彝族向导的护送下
,

顺

利通过了彝区
。

二 得到彝族群众的拥护

在争取彝族上层对红军支持的同时
,

红军还注

意向广大彝汉群众进行宣传
。

月 日下午
,

由左

权
、

刘亚楼率领的第二先遣团进人越西县城
。

先头

部队一见老百姓就笑嘻嘻地打招 呼
“

老乡
,

你们受

惊了
” “

老乡
,

不要怕
,

我们红军专为各族人民办好

事
。

我们红军打富济贫
,

消灭国民党反动军队
。 ”

当

听说监狱里还监禁着几百彝汉群众
,

便立即打开监

狱替那些被关押的彝汉群众打开铁锁
,

发给他们新

衣
,

还备酒饭款待
,

发银元作路费让他们回家
。

他

们及家属都非常感谢红军
,

提出要给红军带路一起

去消灭国民党逃窜部队
。

次 日晨红军一部从青杠

关出发
,

许多彝族群众手持大刀长矛护送红军
,

在

彝族兄弟的帮助下
,

红军部队于当天下午在海棠追

上并击溃逃窜的敌人
,

活捉县长彭灿等 余人
。

三 与历史形成巨大反差

红军的 民族政策之所以能在短期内产生这么

好的效果
,

还在于这些政策与历史形成的巨大反

差
。

一是太平天 国将领石达开兵败安顺场的历史

事件的影响
。

清同治二年农历三月 一八六三年五月 间
,

石

达开带领十万精锐部队进人冕宁以北彝区境内
,

因

他对少数民族首领无视团结
,

当时被彝族土司岭承

恩截击
,

结果伤亡惨重
。

后来在彝区至大渡河作战

月余
,

陷人彝兵和清军的重围
,

最后全军覆没
。

石

达开兵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

是他制定和执行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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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政策
,

导致他得不到彝族的支持和协助
,

尤

其是当地彝族上层还被清军所用
,

成为清政府消灭

太平军的重要帮手
。

结果
,

太平军在土司兵和清军

的联合攻击下
,

兵败大渡河
。

其实
,

石达开进人彝区之初
,

也曾重视做彝族

的
“

统战工作
” ,

太平军沿途向当地彝族群众发送文

告
,

要求他们
“

切勿听信谣言
,

滋生事端
” ,

同时以重

金赠送当地土司
,

短时间内也收到了效果
,

曾有数

百名彝族群众愿意为太平军当向导
。

但这种建立

在金钱基础上的关系既不牢固也不持久
。

太平军

能收买当地土司清政府也能做到
,

甚至封赏更重
,

从而导致当地土司转而死心塌地替清政府效劳
,

成

为清军消灭太平军的帮凶
。

这一教训是极为深刻

的
。

如果石达开进人彝区后能平等的对待彝族同

胞
,

向彝族人民宣传太平军的主张
,

唤起彝族民众

对太平军的同情和支持
,

则安顺场可能就不会成为

石达开的滑铁卢
。

二是历代汉族统治者对彝族人民的残酷镇压

与统治
。

历史上彝族人 民由于不堪忍受反动统治者的

压迫与剥削
,

曾多次暴发反抗民族压迫的彝 民起

义
。

汉族统治阶级曾多次进行镇压
,

并想方设法切

断或封锁彝汉人民之间正常的往来与联系
,

因而造

成民族之间严重的仇恨与对立
。

国民党地方当局

为了加强对彝区的控制
,

强迫彝族家支的头人到监

狱里
“

坐质换班
” ,

彝族人民如果不服从他们 的统

治
,

就杀这些头人
,

平时就把这些头人当作人质
。

红军到达大凉山彝区之前
,

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彝族

人民作了大量造谣诬蔑的反动恐怖宣传
,

造成彝族

群众包括彝族上层对红军产生了恐惧
。

月 日
,

冕宁县国民党当局闻红军北进
,

顿成惊弓之鸟
,

县

长钟伯琴与团练局长邱维刚和彝务团长李德吾携

家眷
,

纠合士兵 余人
,

押解坐质换班的彝族头人

人弃城逃跑
。

各家支黑彝向李德吾提出要求
,

放

回
“

坐质换班
”

头人
,

红军过了再送回来
,

不管各家

支头人如何请求
,

李就是不同意
。

最后在冕宁以北

公里的冶勒被彝族群众武装包围缴械
,

人质获

救
,

首恶钟
、

邱
、

李三人被杀
,

余者逃亡
。

红军到达冕宁后
,

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
,

通

过宣传和实际行动消除了彝族人民的误解
,

特别通

过
“

彝海结盟
” ,

得到了彝族群众的信任
、

了解与支

持
,

甚至有许多彝族青年
,

还积极踊跃的报名参加

工农红军
。

红军在越西释放了被关押的彝汉群众

后
,

他们欢喜若狂
,

高呼
“

红军卡沙沙 感谢红

军
” “

红军瓦瓦苦 红军万岁
”

历史和现实的鲜

明对照让彝族人民很快做出了选择 —他们手持

大刀长矛帮助红军
,

甚至直接加人红军队伍
。

年红一方面军政治部所编 《二万五千里 》一书中记

载越西参加红军有 余人
,

其中彝族就有 余

人被编为一个连
。

三
、

红军长征过凉山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红军长征过凉山
,

播下了革命火种
,

唤醒了彝

汉群众
,

组织了革命武装
,

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
。

广大彝汉群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坚持斗争
,

最后迎

来了全国的解放
,

凉山地区一步跨千年
,

从奴隶社

会迈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新中国
。

新中国成立后
,

凉山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
,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

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

如今
,

凉山经济发展
,

社

会稳定和谐
,

人民安居乐业
。

作为中国最大的彝族

聚居区和当年红军历经艰险走过的凉山地区
,

是一

个资源十分富集
、

有着巨大开发潜力的地区
,

是中

共四川省委
、

省人民政府确立的
”

攀西资源综合开发

区
”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有丰富的水能资源
、

矿产

资源
、

光热资源
、

特色农业资源和旅游资源
。

如今

的凉山
,

交通便捷
,

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
,

经济发

展步人快车道
。

作为地处凉山地区的高等学校
,

西昌学院应该

利用好地域优势
,

联系凉山历史和现实发展
,

对学

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

中央红军长征过凉山
,

历时

天
,

经历了巧渡金沙江
、

会理会议
、

彝海结盟等重

要的历史事件 凉山地区独特的一步跨千年的发展

历程
,

凉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

各项事业的巨大成就
,

都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非常

好的教材
,

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现理论联系实

际的很好的着力点
,

是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的重要阵地
,

对大学生了解社会
、

投身改革开放
、

参

与社会实践进而成长成才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

尤其是在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和
“

毛泽东思想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课的教学中
,

要充

分利用上述实践教学资源
,

组织学生重走长征路
,

参观会理会议遗址
、

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
、

冕

宁红军长征纪念馆
、

彝海结盟纪念馆等
,

让学生 了

解凉山地区一步跨千年的发展过程
,

认识中国走社

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

实际体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越性
,

从而激发青年大学生的爱国热情
,

增强大学

生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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