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浴血奋斗中走来，向世界
一流军队的目标奔去。在迎来红
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时刻，今年
八一建军节具有特别的意义。广
元是红四方面军长征的集结地和
出发地。1932年12月，红四方面
军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转战到川
陕一带，并从陕西进入四川通江
两河口，开始了创建川陕革命根
据地的征程。从 1933 年 1 月至
1935 年 4 月，红四方面军转战广
元，广元成为川陕革命根据地西
部战线的主战场。到 1933 年 12
月，为策应中央红军入川，川陕苏
区机关、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先后
迁至旺苍坝（今旺苍县城），广元
成为川陕革命根据地后期政治、
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成为西渡
嘉陵江长征的集结地与战略出发
地。1934 年 4 月，红四方面军强
渡嘉陵江离开广元开始长征。在
庆祝建军89年、纪念红军长征胜
利80周年的时候，我们编发了《红
四方面军在广元地区重大战役》
以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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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三路围攻”广元战况

红军占领川北和建立川陕革命根据
地后，蒋介石委任田颂尧为“川陕边剿匪
督办”。1933年 2 月，田颂尧以三十八个
团近六万人组成左、中、右三个纵队由嘉
陵江东岸的旺苍至仪陇一线对川陕根据
地进行“三路围攻”。

“三路围攻”主力配置于左翼，其意
在防范红军西进并压迫红军于四川内地
而歼灭；同时，杨森部夏炯旅在南面配合
向兰草渡进逼，刘存厚部廖雨辰旅进犯
洪口，另一旅进犯江口。为迎击“三路围
攻”，红四方面军根据敌我情况和川北的
地势特点，决定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
入，集中优势，消灭敌人”的战略方针。
诱敌深入，将根据地领土暂时放弃，先撤
出通、南、巴各县城，退守巴山一隅。5月
26日，红军在通江空山坝战役取得反“三
路围攻”的决定性胜利，红军主力之一七
十三师（师长王树声、政委张广才、参谋
长李特、政治部主任张琴秋）从南江方
向经乐坝追敌进入三江坝一线。6 月
初，敌五个团占据三江坝制高点华盖
山，凭险构筑工事，同时为掩护残部退
却，从木门方向调来一个旅，红十一师
三十三团团政委程世才带领战士昼夜兼
程在木门青龙寨设伏，活捉敌旅长覃世
科，然后部队向苍溪方向挺进。 10日，
红七十三师二一七团两个连以轻伤两人
攻占华盖山，于12日攻占漏米寨。官亭
寨至木门一线，敌李均陶旅闻知华盖山
和漏米寨失守惊慌败退。红七十三师乘
势西进，二一七团团长洪美田率第四连
乘胜追击，夜袭三江坝，守敌刘汉雄部
一个旅溃逃，残敌向普子岭、旺苍坝逃
窜，俘敌官兵六千余人。红七十三师15
日占领旺苍，经真武宫（今尚武）、尖
场子 （今白水）、麻柳桥 （今元坝柳
桥）直逼广元城下，解放了除广元孤城
以外的嘉陵江以东地区。同日，红十一
师在李先念率领下收复长池、木门，进
占龙门场。

6 月 16 日，红七十三师师部进驻旺
苍坝王庙街，政治部驻嘉川庙二湾梁家
场，政委张广才、政治部主任黄超驻于此
地，师长王树声驻旺苍城南旦家垭，参谋
长李特驻高坎子。17 日，红军总部前线
医院迁到旺苍坝，驻禹王宫隔壁。不久，
红十一师师部医院迁入旺苍坝驻百丈
关，十一师三十三团、三十二团进驻旺苍

黄洋。红七十三师二一八团经罐子坝、
两汇寺向旺苍北部山区郭家坝挺进，二
一七团则经伏溪场向燕子峡进军，二一
九团向真武宫、三溪口、薛家桥进发。6
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有关部门相继进驻
旺苍坝。6月下旬，川陕省委号召消灭逃
敌，巩固胜利，红七十三师继续从旺苍坝
西进，29日，红十一师分兵多路追击曾宪
栋溃师，第一路由旺苍坝进入苍溪黄木
垭，沿回龙与从旺苍城南下的第二路会
师高坡，第三路从旺苍坝进入苍溪震武
庙，连克白山、石马。同期，建立长池县
第五区苏维埃政府于木门场孙家祠堂，
并在木门中街建立中共长池县委第五区
委员会。至此，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范围
北起陕西镇巴、西乡南部，南至仪陇、江
口，东达万源，西抵广元和苍溪城附近，
纵二百余里，横三百余里，人口两百余
万，面积三万多平方公里。各地相继组
织了游击队、战斗连、模范连等，红江、赤
江、巴中、恩阳、南江、赤北、江口、长赤、
广元（旺苍）、苍溪等县还分别建立了数
百人到数千人不等的独立营和独立团。

历时 4 个月的反“三路围攻”胜利结
束，共毙伤敌一万四千余人，俘敌一万余
人，缴获长短枪八千余支，机关枪二百余
挺，迫击炮五百余门。

反“六路围攻”广元战况

1933 年 9 月，蒋介石企图借“剿共”
之名插手四川，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
总司令。10月，蒋介石令刘湘“三月内肃
清赤匪”，组织四川全部军阀队伍向川陕
革命根据地发动“六路围攻”。

反“六路围攻”分为两线，总指挥徐
向前在东线指挥，以二十五个团布置于
达县到万源一线，主要对付刘存厚部队；
副总指挥王树声在西线指挥，以十二个
团布置于渠县至广元一线，主要对付田
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洲和邓锡侯等，
旺苍成了反“六路围攻”西线的主要战
场。

1934 年 1 月初，红军西线部队收紧
阵地至旺苍坝至鼎山场一线，旺苍境内
处于敌我交错地带，国民党反动派成立

“清共委员会”，组织“清共保卫团”、“义
勇大队”，旺苍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不少
红军家属、苏维埃干部和革命群众被杀。

1934 年 8 月，红军在万源开始全线
反攻，由通江以南的老官庙渡过巴河夜
袭突破杨森与李家钰部，一举攻克杨柏
河与得胜山。9月 11日，西线反攻开始，
中路红三十军收复巴中，徐向前立刻挥
师西进，与李先念一起率部从巴中出发
经凤仪场、雪山场、九龙场直趋黄猫垭
（今属苍溪），深入孙震后部。敌田颂尧
部曾南夫旅取道长池、木门向旺苍坝撤
退，在向长池撤退途中与从南江和平场
向苍溪黄猫垭撤退的傅贵梁部胡开荣旅
两个团相遇，互相夺路，秩序大乱，退到
黄猫垭一带，被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和
红三十军包围。12 日，红三十一军九十
一师、九十二师围攻南江，13日攻下南江
后追敌至三江坝，在旺苍坝与三江之间
歼敌周仕英、陈泽旅各一部。

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和红三十军包
围曾南夫旅后，徐向前、李先念在九龙场
召开重要军事会议，三十一军军师级干
部参会。会上分析了敌情，决定发起黄
猫垭战役。14日至 15日，在高台寺与敌
反复争夺，并在高台寺附近的二郎庙、松
垭子歼敌无数。经过两天激战，歼敌曾
南夫两个旅和其他敌人共十多个团。击
毙敌孙震部代旅长傅贵梁、团长陶斋等
官兵四千余人；俘敌旅长以下官兵一万
余人，缴枪六千余支，大炮四十多门，取
得反“六路围攻”以来歼敌最多的一次胜
利。黄猫垭战役以后，红军乘势猛追，直
趋东河，进占东溪。

9 月 18日，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九
十二师乘胜追击，从南江经分水岭、普子
岭至旺苍坝，在旺苍坝激战一天，于19日

收复旺苍。22日，红九十一师、九十二师
各一部经庙二湾、尖场子、元坝将邓锡侯
部逼到广元城下。最后，邓锡侯部退过
嘉陵江于昭化一线固守。至此，反“六路
围攻”取得最后胜利。刘湘“六路围攻”
被粉碎后，蒋介石急派胡宗南师和李铁
军旅进驻广元，防红军西进。

黄猫垭歼灭战

黄猫垭位于苍溪城东北百余公里的
蟠龙山梁上。因梁上的盘龙寨和狮子寨
之间的岩壁有一对黄色的巨石，形状若
猫，故称“黄猫垭”。从五官寨到黄猫垭，
长约30里，蜿蜒曲折，像一条巨龙卧于深
壑之中。“龙背”上的二郎庙、高台寺、松
垭子，便是隆起的小山岭，两侧悬岩绝
壁，长达 10多里。1934年 9月 14日至 15
日，红四方面军在这里毙敌 4000 余人，
俘虏 1 万余人。这是反“六路围攻”以
来歼敌最多最集中的一次战 斗。

1934 年 9 月 11 日，红军收复巴中
时，敌孙震部曾起戎、胡开荣两旅正向
长赤方向溃退，企图经木门、黄猫垭西
窜苍溪，再到嘉陵江西岸，以求喘息。
徐向前等决定西出巴中，进行大纵深穿
插迂回，直插敌后的旺苍坝和黄猫垭。
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和副军长程世才决
定，由八十八师熊厚发师长带二六三团
为先头部队，立即出发，火速抢占黄猫
垭，红二六八团、二六四团、二六七团
等随后跟进。所有部队必须在第二天下
午全部赶到指定地点。红二六三团接到
任务后，连夜急行军，经五官寨、高台
寺、松垭子，于第二天拂晓占领黄猫垭。

14日拂晓，程世才率领二六五团沿
山路向黄猫垭前进，当天中午赶到五官
寨。他命令二六五团就地造饭，自己随
警卫连继续前进。这时，红二六八团、
二六四团、二六七团和二七四团等部队
也相继赶到黄猫垭对面的制高点高台寺
一带。随后，徐向前总指挥和李先念政
委来到五官寨，并把指挥部设在寨上的
庙子里。14日午后 3时许，程世才副军
长等到达离五官寨不远的鸽子庙，发现
一大群敌人顺着山路爬上来。这正是从
木门方向退下来的敌两个旅。敌人发现
黄猫垭已被红军占领，便顺着山梁向黄
猫垭以东的五官寨和鸽子庙扑来，钻进
红军埋伏的“口袋”里。

15日拂晓，红军参战部队已全部赶
到，红八十八师与红三十军主力由二郎
庙、李家大院向高台寺正面发起进攻，
红三十一师、九十三师从松垭子、老君
寨方向发起攻击。从二郎庙到松垭子，
从吞口石到黄猫垭岩下的田坝子，战士
们一齐冲向敌人，敌人被压到山谷里，
前挤后拥，往后面山坡溃逃。1934 年 9
月 15 日上午，黄猫垭歼灭战胜利结束。
9月16日，红三十军印发捷报称：“曾南
夫匪部两旅被我军围困于木门一带□□
□沟内，敌□逃跑无路，欲作困兽之犹
斗，于昨（15 日）上午数次猛冲未逞，
激战四点钟。我军给敌猛攻，将敌两旅
全部消灭，毙敌旅长两只（人），团长
四只（人），营连长数十块（人），轻重
机关枪十余挺，长枪六千多支，得子
弹、西药及其他军用品颇多。总之，敌
两旅无一人一枪逃脱。”

广昭战役

1935 年 1 月，红四方面军已发展到
8 万多人，加上独立师等共有 10 万余
人，部队素质和战斗力都有很大提高。
为冲破蒋介石的“川陕会剿”，实现

“川陕甘计划”，决定攻击广 （元） 昭
（化）之敌。当时广昭地区驻有胡宗南
部丁德隆旅约一万二千人，布防于昭
化、三堆、羊模、中子一带。

针对敌人的兵力部署，红军采取的
作战方针是：以主力突击敌人的侧背，
切断广元、昭化两城之间敌军的联系，
相机攻城或打援。具体部署是：“以三
十一军九十三师从昭化、广元间渡过嘉
陵江，割断两城敌军之联系，包围昭化
城，并准备打击从剑门关方向来援之
敌；以四军十师和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主
力由正面逼进广元城；以九十一师一部
向广元东北的转斗铺出击，掩护向敌侧
翼出击的部队渡江，并阻击有可能由阳
平关方向来援之敌；以九军二十五师和
另两个团、三十军八十八师和另一个团
共 9 个团，从广元以北渡江，直扑广
元、昭化敌军与甘南联络线上重要据点
羊模坝和三磊坝，准备在消灭该地区的
敌军后，一部移师西进，冲破‘川陕会
剿’为打援，一部配合围攻广元的部队
攻城。”红军动用的兵力共 18 个团，总
司令部设在旺苍坝。战役开始前夕，红
四军十师和三十一军一部逼近广元城，
形成对广元城的包围。

战斗开始后，红四方面军兵分南北
两路，向敌人发动进攻。北路的红91师
和红10师正面进逼广元城，以部分兵力
从中子铺沿川陕大道直趋转斗铺，将胡
宗南之第一师一营完全缴械，活捉营
长。南路红 9 军 25 师和红 30 军 88 师由
朝天一带渡过嘉陵江向羊模坝和三堆坝
进击，配合我军围攻广元。历时一天半
激烈战斗，将胡旅两个营全歼，歼敌
800余人，缴枪600余支。然后乘胜向车
家坝进击。1月27日，击溃三堆坝守军。

1935 年 1 月 22 日晚，红 31 军 93 师
从广昭间的牛寨坝 （今盘龙镇共和
村）、龙爪湾 （昭化附近） 渡过嘉陵
江，占领河湾场、走马岭，歼敌一部，
切断广昭两地敌军联系，挺进宝轮院
（今宝轮镇），与川军杨秀春师相遇。经
过一天两夜激战，于25日打败敌军，攻
占宝轮院。25日拂晓，红军主力一部从
宝轮出发，渡过青江、白龙江，围攻昭
化城未果。

1935年 1月 26日，包围广元城的红
军开始攻城。29日，红军占领乌龙包制

高点后，凭有利地势向城中射击。此
时，城中大乱。丁德隆严令城中百姓将
家中瓦罐装满石灰，竹竿上裹上棉花，
浸上煤油，在城墙下面待命，以防红军
越墙入城。30日拂晓，丁德隆命令民团
守城，自己带领城内主力出城，组织敢
死队反攻乌龙包，战斗异常激烈。因红
军装备较差，弹药供应不上，致使乌龙
包阵地失守。

正当广昭战役进行得十分激烈的时
候，1935 年 1 月 22 日，中央军委来电，
要求红四方面军先破川敌，集中全力向
西线进攻，策应中央红军北上。为此，
红四方面军停止与“胡宗南部的角逐”。
况且广元、昭化两城守敌的粮食和弹药
准备相当充足，难以迅速破城，胡宗南凭
坚固守，意在消耗红军实力；邓锡侯部 5
个旅也已逼近广元和昭化，威胁红军侧
背安全。红军权衡利弊后撤兵，结束了
广昭战役。

陕南战役

1935年1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决定用
集结在旺苍的红四军5个团、红 三十军4
个团、红九军两个团，共 11团的兵力，出
击陕南。红四方面军总司令部仍设立在
旺苍坝。

1935年 2月 3日，红军向敌人发起攻
击；2 月 4 日，红军占领宁强和阳平关重
镇；2月9日，红军占领勉县；2月14日，红
军攻克褒城并抵达南郑城郊；2月 20日，
红军主动结束战斗，共歼敌 4个多团，缴
枪5000多支，俘敌4000余人。

在陕南战役中，旺苍、广元的地方武
装和群众大力支援前线，参军参战。红
坪县苏维埃的黄坝河区游击队150余人，
同陕西宁强县高寨子、曹家坝等地游击
队联合起来，在红坪县游击队领导王宣
华（红军干部）的统一指挥下，配合红四
军第十师主力攻打宁强。同时，游击队
和群众还为红军筹集粮草，运送弹药，抢
运伤员，做向导，修工事，为战斗的胜利
作出了积极贡献。嘉陵县苏维埃的游击
队，积极配合陕南战役，与来犯的敌军进
行了英勇的战斗。

1935年2月，嘉陵江西岸的川敌二十
八军一个营，乘红军主力参加陕南战役
之机，过江袭击嘉陵县苏维埃。驻虎跳
乡傲盘观山上的红军一排全体战士英勇
阻击，乡区游击队 100 余人紧密配合，坚
守阵地，激战一天，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
攻，后在永宁铺援军协助下，将敌人彻底
击溃。在傲盘观战斗的同时，川敌二十
八军另一营，由营长许多诗带领，过江袭
击嘉陵县易家湾乡苏维埃。红军一个排
和游击队100余人，在元山子顽强地进行
了一天的阻击。由于红军机智勇敢，游
击队熟悉地形，不断变换阵地，敌人伤亡
惨重，残敌狼狈逃回嘉陵江西岸。

陕南战役打乱了敌人的江防部署，
迷惑和调动了敌人，积极、有效地策应
了中央红军的行动。蒋介石第四十五师
（伍成仁部）、六十六师（陈沛部）、六
十一师（杨步飞部）和王耀武旅到达陕
南，胡宗南部也进逼宁强。邓锡侯的 5
个江防团，北进接替广、昭防务。国民
党军队向北移防，有利于红军在苍溪一
带西渡嘉陵江。红四方面军于是撤离陕
南，回师川北，加紧进行西渡嘉陵江的
准备工作。

强渡嘉陵江战役

1935 年 3 月 28 日夜，渡江战役开

始。红军指挥部设在现苍溪县城塔子山
后的谭家大院，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
席张国焘、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
树声、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等都在这里直
接指挥。部署在塔子山、武当山的20门
迫击炮，也测好射击目标的距离，集结
在塔子山后的突击部队随时等待出击。
晚上 9 时许，前线指挥部向渡江部队发
出“急袭渡江”的命令，红军立即按作
战计划出击。

在塔山湾主渡口，红三十军八十八
师二六三团两个营和总部教导营迅速登
上小船，乘风破浪，驶向对岸。这段河防
的守敌是何德隅部的陈泽仁营，大批守
军此时正聚集在哨棚内赌博，待红军突
击队摸掉三道岗哨，逼近陈营，向东岸红
军指挥部发出信号时，敌人才发觉红军
渡江，慌忙向红军射击。陈泽仁听到枪
声仓皇奔出营部，刚到门口就被红军战
士击毙。这时，沿江防线以密集火力封
锁大江，塔子山红军炮兵立即向敌人的
江防据点轰击，配合机枪压制敌人的火
力，掩护突击队强渡。

霎时，战船齐发，洪波涌起。在一艘
渡船上，划船的老船工不幸中弹牺牲，女
突击队员石磨玉立即抓起双桨使劲地划
起来。可是又一枚炮弹飞来，船前炸起
腾天巨浪，石磨玉腹部中弹，肠子脱出，
鲜血直流，她紧勒腰带，咬紧牙关继续划
桨。突击队的船靠岸了，石磨玉却倒在
了血泊之中，长眠在嘉陵江畔。

突击队登岸后，全歼守敌一个营。
渡江部队另外两个连也从杜家场、孙家
仑等处胜利抢上对岸，向敌人左翼杜里
坝迂回，占领敌人一个营的沿江防区，紧
接着攻克了赵家山、杨家坝。29日拂晓，
红三十军八十八师第二梯队两个团分两
路攻击东青场：一路从赵 家山出击，经高
城山攻盘龙庙，击毙敌团长陈宗朴，攻克
盘龙庙和鸣羊寺；另一路从杨家坝出兵，
经岗柱背猛攻东青场。守敌不支，向阆
中思依方向败退。

塔山湾主渡口强渡成功后，红军随
即在苍溪县附近的谢家坡、临江坡架设
了竹筏便桥，大队人马通过竹筏便桥顺
利渡过嘉陵江，踏上长征路。 1935
年 3月 29日清晨，红三十一军一部在苍
溪以北的鸳溪口强渡成功，随后与塔山
湾渡口过江的红三十军主力一道，向敌
人的险要阵地火烧寺（今剑阁鹤龄）发
起进攻。同时，左路红九军主力在苍溪
涧溪口顺利渡过嘉陵江，并于 1935年 3
月31日攻克阆中，守敌弃城败走盐亭。

红军除在主渡口强渡外，还在其它
渡口实施了多路突破。由陈昌浩指挥的
红四军和三十三军也很快从苍溪渡过嘉
陵江，主力向梓潼方向发展。驻广元江
东沿线的红军，乘三路红军渡江之际，也
立即在嘉陵江北起红岩寺、南至青牛庙，
共100余里长的几个沿江渡口过江，驻青
牛庙邢家店红九十三师二六七团三营八
连和一个工兵连，乘坐西岸三个船工开
过来的“燕尾船”（又名“大河船”）渡
过嘉陵江。猫儿跳背后傲盘观的红九十
三师二七四团和二七九团，用事先隐蔽
在野鸡壕里的小船、拌桶、竹筏、木
板、纤绳，连夜在王爷庙的河湾至对岸
熊家坝之间架起一座浮桥，随后络绎不
绝地疾驰过江。驻旺苍坝、永宁铺、元
坝子、石板等地的红四方面军政治部、
供给部，红三十一军军部、医院、妇女
独立团、儿童团，抬着伤员的担架队，
驮着辎重的马匹等，也源源不断地汇集
到这里，浩浩荡荡地跨过嘉陵江，踏上
长征路。

红四方面军在广元地区重大战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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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苍溪县塔山湾主渡口遗址。 本报记者 陈朝文 摄

图为旺苍红军城一角。 本报记者 常力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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