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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命 遗 址 探 访

腊子口战役纪念碑位于甘肃省甘

南州迭部县东北部的腊子口乡政府驻

地以北 7 公里处的深山峡谷中，距离县

城约 105 公里。1980 年 8 月 21 日，为纪

念在腊子口战役中光荣牺牲的革命先

烈和战役的辉煌胜利，甘肃省人民政府

修建了此碑。纪念碑体长 2.5 米，象征二

万五千里长征；宽 2 米，象征第二次国

内革命；高 9.16 米，象征 1935 年 9 月 16

日攻破天险腊子口。纪念碑南面镌刻着

杨成武题写的“腊子口战役纪念碑”8

个大字，北面刻有碑文，内容如下：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六日袁 毛泽东尧
周恩来同志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

方面军袁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途中袁越过雪山草地之后袁突破了国民

党重兵扼守的腊子口天险袁打开了通往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胜利道路袁实现了北

上抗日的伟大目标遥
腊子口战役的辉煌胜利将永远彪

炳我国革命史册!
在腊子口战役中光荣牺牲的革命

烈士永垂不朽!
甘肃省人民政府

一九八零年八月二十一日立

碑文阐述了腊子口战役的历史背

景、重要地位和作用，记载了腊子口战

役彪炳史册的历史功绩和对光荣牺牲

的革命烈士的永恒纪念，把人们带回到

那段炮火连天的峥嵘岁月。

险关劲敌疑无路

1935 年 9 月 13 日，党中央率红一、

三军和中央军委直属纵队离开俄界向北

进发。腊子口是红军北上的唯一通道。

腊子口，位于甘南州迭部县境内的

腊子沟内，藏语之意为“险绝的山道峡

口”，自古以来就是川西北进入甘肃的

必经之路，地势险峻，素有“天险门户”

之称。腊子口整个隘口长约 30 米，宽约

7 米，东西两边挺立的是悬崖峭壁，悬

崖之下是水流湍急的腊子河，河上架有

一座一米多宽的小木桥。要通过腊子

口，必须经过这座木桥，因此构成了“一

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地势。当地流

传着这样一句民谣：“人过腊子口，像过

老虎口。”

为防堵红军北上，蒋介石电令鲁大

昌部扼守岷县和腊子口。国民党军以一

个旅部率 3 个团的重兵，沿腊子口、康

多、道藏、黑扎一带布设了数道防线，以

腊子口为防守重点，在桥头和两侧的山

腰都修筑了坚固的碉堡，并在山坡上修

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和军需仓库，企图

凭借天险将红军阻于藏区。

前有天险挡路，后有敌兵追击。红军

如果不拿下腊子口，就要被迫调头南下，

重过雪山草地；如果西进或东渡嘉陵江

上游，就踏进了国民党军早已布下的口

袋中。对于中央红军来说，拿下腊子口，

打通北上通道，是当时的唯一选择。

野神兵冶天降越天险

9 月 14 日当夜，接到攻打腊子口任

务的红二师第四团，在团长王开湘、政

委杨成武带领下，星夜赶往腊子口。9

月 16 日下午 4 时，红四团第一营率先

向腊子口守敌发起攻击，但敌人火力凶

猛，几次进攻均未能奏效。这时，我军指

挥部制定了正面进攻和侧翼袭击相结

合的作战方案。王开湘率 2 个连渡过腊

子河，攀登悬崖绝壁，袭击东面山顶上

的敌人和摧毁大碉堡；杨成武指挥 4 个

连从正面发起进攻。担任正面主攻的部

队发动了多次进攻，只因敌人火力密

集，攻击部队未能冲过小桥。

20 时许，红军得到情报：次日清

晨，敌鲁大昌部将从岷县派两个团的兵

力增援腊子口，另外还有千余名藏族骑

兵从西面赶来。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

毛泽东连续向红四团下达指示，强调在

天亮之前必须拿下腊子口。面对严峻局

面，红四团召开党团员火线动员会，决

定由 15 名党团员组成突击队，分成两

路向敌人发动第 6 次进攻。突击队员身

携短枪，腰挂手榴弹，背插大刀，在夜幕

掩护下向桥头移动。正当突击队将要接

近桥头时被守敌发现，敌集中火力向桥

头射击，企图阻止红军进攻。红四团掩

护部队立即以猛烈的火力压制敌人，突

击队抓住时机，迅速攻进桥头工事，挥

舞大刀与敌人展开肉搏战。

在这关键时刻，迂回部队中一名苗

族战士率先攀登悬崖峭壁到达山顶，放

下用绑腿拧成的绳子，接应其他战士登

上数十丈高的峭壁，到达指定位置，迅

速发出登顶成功的信号弹。杨成武立即

命令总攻开始，山上山下的红军战士同

时向敌人发动猛烈进攻。经过 3 个小时

的激烈战斗，9 月 17 日清晨，红四团接

连突破了敌人的两道防线，胜利夺取了

天险腊子口。

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是

红军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战前动员会

上，“腊子口就是刀山，我们也要打上去，

鲁大昌就是铁铸的，我们也要把他砸成

粉末”的钢铁誓言震撼着山谷，激励着每

个红军战士。他们不畏艰难、舍生忘死，

竭尽全力与敌拼杀。“腊子口上降神兵，

百丈悬崖当云梯。”《长征组歌》中的寥寥

数语，将红军将士们英勇无畏、勇往直前

的英雄气概展现得淋漓尽致。

全盘棋都走活了

腊子口战役是军事史上以弱胜强、

出奇制胜的著名战役，在红军长征中虽

不算大仗，却是一场十足的险战，也是

红军长征进入甘肃境内关键的一仗。腊

子口战役的胜利，打开了红军北上进入

陕甘的唯一通道，使国民党企图阻挡红

军北上抗日的阴谋彻底破灭，成为党史

军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时任红一军政委的聂荣臻对此役给

予了高度评价：“腊子口一战，北上的通

道打开了。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

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

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现在好

了，腊子口一开，全盘棋都走活了。”

突破腊子口后，红军向哈达铺方

向进发。9 月 18 日，红一方面军主力翻

越达拉雪山，先后进占漩涡村、大草

滩、哈达铺一带，进行休整。在宕昌县

哈达铺，中央领导根据缴获的国民党

报纸，获悉了陕甘红军和陕甘革命根

据地仍然存在的消息。9 月 20 日，中共

中央在哈达铺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

正式决定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

队。在 9 月 22 日下午召开的团以上干

部会议上，宣布陕甘支队向陕甘革命

根据地进发。9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在榜罗镇召开会议，决定以陕甘革

命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

营，使中国革命找到了一个战略转移

的落脚点和走向抗日前线的出发点。

渊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 贾玉婷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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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路上的小英雄———云贵川
1935 年 9 月 16 日下午腊子口战

役打响，红四团在五次正面强攻都被

猛烈的火力压了回来，不但没有任何

进展，部队还出现了很大的伤亡，团长

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趴在前沿对腊子

口的地形反复观察，终于发现了敌人

防守的两个弱点，一是敌人的碉堡没

有顶盖，二是敌人所有的火力全部集

中在正面，试图凭借隘口天然险要的

地形进行封锁。两人同时意识到如果

能从绝壁上攀上去，就可以直接往碉

堡中扔手榴弹，但是绝壁连看一眼都

让人昏眩，如何上的去？

经过反复研究，决定还是派人攀登

绝壁，迁回到敌人的侧后去。四团召开

了士兵大会，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这

时，一个从贵州入伍的苗族小战士站了

起来，他说：“我能从绝壁爬上去。只要

我一个人爬上去了就能扔下绳子，别说

一个连，一个营也能上去。所有的红军

官兵都吃惊地望着他。史料没有留下这

个苗族小战士的名字，只知道大家都叫

他“云贵川”，因为他自参加红军之后已

经走过了云贵川三省。这个年仅十七岁

的苗族小战士大眼睛，高颧骨，皮肤黝

黑，汉话说得不够好。他从小就过苦日

子，受过不少欺辱脾气很倔，但参加红

军后作战异常勇敢。

“云贵川”对黄开湘和杨成武说：

“我在家经常爬绝壁采药。只要给我一

根长竿子，竿头绑上个铁钩子，能钩住

绝壁上的树根、崖缝、石嘴什么的，我就

能上去。”黄开湘和杨成武看着他，不知

说什么才好，两个人一个劲儿地点头，

四团立即确定了作战计划：由团长黄开

湘带领一连、二连以及侦察组和信号

组，攀登绝壁迂回，凌晨三时之前到达

迂回地点，然后发出一红一绿两颗信号

弹。之后政委杨成武率领二营正面强

攻，六连担任主攻连，总攻击的信号是

三颗信号弹。

杨成武还是对攀登绝壁不放心，他

亲自带人用一匹高头大马把“云贵川”

送到了绝壁下一个敌人看不见的死角。

现在，红军突破腊子口的全部希望都寄

托在这个身子单薄的小战士身上了。杨

成武低声对“云贵川”说：“你爬爬看。一

定要小心。”“云贵川”赤着脚，腰上缠着

一条用战士们的绑腿带连接起来的长

绳，拿着长竿，先钩住了一棵小树的树

根，往下拽了一下，似乎很结实，于是猛

地向上一蹿，像只猴子一样登了上去。

杨成武后来回忆说“我和黄开湘同志、

李英华同志，还有营、连干部，都屏住气

仰视山顶，生怕惊动了云贵川，好像是

谁要咳嗽一声，他就会掉下来似的。”

“云贵川”的身影越来越小，一会就不见

了。绝壁下的每一个人都不敢出声，但

都很焦急“云贵川”能否攀上去，决定着

整个腊子口战斗的胜负，甚至是决定着

红军的生死。不一会儿，杨成武听见有

人小声说：“他上去了！在上面招手呢！

又过了一会儿，“云贵川”居然从原路下

来了。小战士站在杨成武面前说：“我说

过，能上去嘛。”天黑下来的时候，“云贵

川”一个人先登上绝壁，在上面把绳子

顺下来，上百名红军战士开始抓着绳子

攀登绝壁。

这是北上红军最急迫的求生之战，

黎明前的黑暗中，峡谷里的肉搏声惊天

动地。突然，两颗信号弹从山后升起来

了，一红一绿。接着，三颗信号弹升空

了！这是总攻的信号。在腊子口前沿阵

地上，红军所有的武器，包括军团支援

来的迫击炮，一起开火了。参加总攻的

官兵从隐蔽处蜂拥而出，向腊子口隘口

冲了过去，杀声在峡谷中回荡。

国民党军的碉堡上面突然出现了

红军，扔下来的手榴弹如同暴雨。腊子

口上的木桥迅速被红军控制，红军官兵

们从桥上冲过，向敌人的防御纵深席卷

而去。这是最后的时刻，也许久攻不下

聚集了太多的仇恨，四团的先头部队打

疯了一样。突破了隘口的前沿以后，他

们在敌人装满弹药和补给的仓库里或

是抱起一堆手榴弹，或是抓起一挺机

枪，一路猛追下去。在那片小开阔地上，

红军没有遇到抵抗，一路冲到了敌人第

二道阻击阵地前。迂回部队从一侧压下

来，一个小时之后，敌人放弃了抵抗，在

黑暗中溃退而去。至此腊子口一战全部

胜利结束。这一仗红军打出了军威，打

开了北上的通道，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妄

图凭借天险将红军困死饿死在雪山草

地的罪恶计划。这一仗红军胜利了但是

这山青水秀的腊子口却永远的停住了

一部分红军战士的脚步。

渊腊子口战役纪念馆供稿冤

线路简介

哈达铺长征纪念馆由 7 处革命遗

址构成袁是继井冈山尧陕北延安之后袁遗
址最大尧最全面袁保存原貌最完整的革

命纪念地遥 哈达铺镇野红军街冶袁也称为

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第一街冶遥 1935 年 9
月袁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攻克天险腊

子口后到达哈达铺袁红军在这里得到了

粮食尧药品等补充袁因此 袁哈达铺被称为

红军长征途中的野加油站冶遥 腊子口是迭

山上的一处隘口袁两壁绝峰对峙袁高耸

入云袁周围崇山峻岭环拱袁腊子河水流

湍急袁地势十分险要袁是甘尧青尧川三省

藏区通往汉区的门户袁红军长征在此地

与国民党军队曾发生激烈战斗遥 红军长

征到达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袁并在此召

开了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特

殊意义的俄界会议袁确立了继续北上抗

日的正确道路遥
扎尕那景区山势奇峻尧云雾缭绕尧

宛如仙境袁藏寨内游牧尧农耕尧狩猎和

樵采等多种生产活动合理搭配和互补

融合袁 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个

典范遥

行程路线

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寅哈达铺

红军街寅腊子口战役遗址寅迭部县达

拉乡高吉村寅迭部县扎尕那景区

主要乡村旅游点（项目）介绍

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院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遥 这里森林广

袤尧风光秀美袁有幽静的民宿袁可看山色

如黛尧听清脆鸟鸣袁在这里仿佛整个世

界都安静了下来遥 2019 年高吉村被列入

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遥
迭部县扎尕那景区院
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遥 在这里喝酥

油茶尧吃糌粑尧着藏衣尧住百年游牧民族

古木屋体验色彩缤纷的民族风情袁徒步

过草地进行光辉灿烂的红色传承袁均是

不可错过的遥

特色美食和创意产品

羊肚菌院产于地形复杂袁气候高寒

湿润袁草木生长茂盛的甘南草原遥 甘南

羊肚菌近似球形尧卵形或圆锥形遥
野蘑菇包子院可爱的外形袁松软的

面皮袁搭配天然野蘑菇袁时令带来的一

丝新鲜总能让人怦然心动遥
蕨麻猪肉院 生长在迭部县境内袁以

放养为主尧圈养为辅袁不添加任何工业

饲料和生长素遥
创意产品院蕃迦明信片尧口红尧雪莲

面膜尧藏族元素书签尧笔记本尧帆布包遥

突破天险 全盘棋都走活了
———腊子口战役纪念碑碑文敬读

历史上的杨土司在迭部有三大粮

仓，崔古仓就是其中一个。1935 年 9 月，

红军途经这里时，发现了这个粮仓，粮

仓内储存着附近村寨人家历年缴纳的

二十多万公斤陈粮。由于深明大义的杨

土司痛恨国民党军阀的压迫同情北上

抗日红军，在红军到来之前，密令仓官

杨景华召集迭部头人，传达土司手谕：

“不要把枪口对准红军，让其顺利过

境。”又暗中指使守仓官打开粮仓铁锁，

拉开粮仓门板，使粮食暴露出来，以引

起红军注意，又以躲红军为名，跑进山

林回避，只留下妻子照看仓库。

当时红军离开四川巴西时，由于军

情紧急，出发仓促，未筹到粮食，只搏了

一些当地刚刚成熟的青稞穗子充饥，进

入岷山后又一直在艰难的行军中，饥饿

威胁着红军生命，在这紧急关头，红军

就顺利打开了粮仓，使处在饥饿状态中

的红军指战员体力及时得到补充。按照

商议决定给每个战士用 10 斤的小斗各

打一份。军将所拿粮食和所属部队番号

一清楚记在粮仓门板上，又将少量的银

元放在仓内或交给仓官妻子。部队后勤

人员在仓板上写下了“望各部队节约用

粮，此为杨土司庄稼粮”之句，当时掌管

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大印的林伯渠，除了

留下苏区货币外，又写了一张借据，并

将印盖上，交给仓官妻子。可能因为他

处理其他事，将大印没有及时收藏忘记

了，就将大印丢失。据说是仓官妻子将

大印藏了起来。

1989 年夏天，迭部县电尕镇麻日村

村民安告在翻修房屋时，从房顶上发现

了一枚圆形印，听到消息后，县文化馆

马真福同志专程前往了解。据安告奶奶

讲，此印最初是安告爷爷去世时，从他

怀里发现的。至于这枚大印又怎么来到

电尕镇安告家中就成了个迷。文革期

间，安告奶奶将印藏在屋梁上，时间一

长就忘了，直到孙子翻修房子时才发

现。印呈圆形，由印面、印台和印柄组

成。印面直径 10.5 厘米，印台高 1.8 厘米，

柄方形（1.5 厘米伊1.5 米），长 9.7 厘米。

印面用铅锌腐蚀板精制而成。印面有 0.2

厘米宽的边沿，边沿内是一圈用两颗红

五星隔开的隶书文字：上部文字较小，

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

人民委员会”字样；下部文字较大，为“财

政人民委员会”字样。文字圈内又有一细

线圈，圈麦穗与谷穗相接环抱地球，麦穗

头与谷穗头中间以稍小的五角星相隔，

地球图案的经纬线和南北极圈之上是由

铁锤和镰刀组成的党徽。

“红军印”发现后，马真福同志撰文

介绍了此印。甘肃省藏族专业女作家益

希卓玛读文后认为此印是林伯渠的，原

因是她曾与林老的女儿林利共过事，也

去过林老家，当林老听说益希卓玛是甘

南州的藏族人时，曾提起当年在迭部县

崔古仓分粮时不慎丢失了一方印，当时

未公布消息，益希卓玛觉得此印可能就

是当年林老丢失的印。她又查阅了林伯

渠长征日记有这样的记载“9 月 15 日

（1935 年），早 6 时行，行不二、三里，到

阿藏寺（旺藏寺），纵队在此宿营，检查担

子，失掉资料一背，即次掉队仍没归来之

一箱，计金子 127 两，文件两包。同时押

担子之郭东生同志押运至番民庄附近被

枪击牺牲了，真可惜。”、“9 月 16 日晴，

早五时行，行约 80 里到黑纳（拉）宿营，

是日又失一个背子。”、“9 月 17 日红军

突破天险腊子口，接着翻过岷山，于十日

到达哈达铺附近的鹿园里，在这里中央

决定取消先遣工作团，将财委改为供给

处。”根据以上记载推断，中央在哈达铺

将财委改为供给处，即可能与此事有关。

至于当时仓官妻子为何要藏印呢？据

益希卓玛采访回忆说，因为当时语言不通

无法交流，红军借走了那么多粮食，一旦

土司追究下来，她只有以此印为凭证交

代，想来也在情理之中。如今这枚大印为

国家一级文物，被珍藏在迭部县文化馆。

渊腊子口战役纪念馆供稿冤

一枚留在迭部的红军印———财政印章

迭部县扎尕那景区

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