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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年前的9月 在甘肅哈達鋪作出「到陝北去」戰略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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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哈達鋪紅軍長征紀念館

▶通過參觀紀念
館，不僅豐富了
青少年們對中國
共產黨歷史的了
解，更激發了他
們深入探究歷史
的興趣。

▶據介紹，1935
年當中央紅軍抵
達哈達鋪時，一
份《大公報》刊
有關於陝北紅軍
和根據地的消
息。毛澤東得知
後，作出了 「到
陝北去」 的重大
戰略決策。

紀念館內用《大公報》鋪陳的天花板

香港青少年閱讀當年的《大公報》

▶在講解員深情
講述下，香港青
少年們彷彿穿越
時空，通過一件
件實物、一張張
圖片，包括當年
的《大公報》，
看到了紅軍在整
個歷程，深刻感
受到他們的頑強
意志和無畏精
神。

在抗戰史和大公報報史上，9月都是
一個值得銘記的特殊月份。1931年 「九
一八事變」 爆發後，大公報於19日獨家
刊發《最後消息》，向世人揭露了這一重
大事變，20日又刊登了胡政之對張學良
的專訪。1945年9月20日，抗戰勝利後不
久，毛澤東又在重慶談判期間親臨大公報
館，留下了 「為人民服務」 的題詞。

而在14年浴血奮戰的歷史進程中，
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武裝能夠不斷
從勝利走向勝利，得益於另一個發生在9
月的重大轉折，並且同樣與大公報密不可
分。1931年 「九一八事變」 後，中共中
央在9月20日發表了《為日本帝國主義強
暴佔領東三省事件宣言》，表達了堅決反

對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堅定立場。1934
年7月，粟裕等人率領紅七軍團作為先遣
隊北上抗日。當月15日，毛澤東、朱
德、周恩來等聯名發表《為中國工農紅軍
北上抗日宣言》， 「北上抗日」 成為長征
的一面鮮明旗幟。

1935年9月17日，經歷重重困難的紅
軍，攻克甘南天險臘子口。次日，先頭部
隊挺進岷山腳下的小鎮哈達鋪。這一天，
正是 「九一八事變」 四周年。隨後，中央
紅軍主力陸續抵達。在這裏，疲憊不堪的
紅軍將士，得到了難得的休整與給養補
充。不過，縈繞在紅軍領導人心頭的，是
何去何從的艱難抉擇。此前9月12日俄界
會議形成的意見是， 「首先打到甘東北或

陝北，經過游擊戰爭，打到蘇聯邊界去，
打通國際聯繫，得到國際的幫助，整頓休
養兵力，擴大隊伍，創建根據地，再向東
發展。」 俄界會議還準備將紅一方面軍主
力等整編為 「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 。
可見，當時毛澤東等人尚不清楚陝北已經
有了一塊穩固的成規模的根據地。

66年後的2001年6月，國務院公布哈
達鋪為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並明
確指出： 「哈達鋪是決定中國工農紅軍長
征命運的重要決策地」 ， 「紅軍北上的里
程碑」 。而這一 「決定命運」 和 「里程
碑」 的原因，就源自在哈達鋪找到的一批
報紙，包括《大公報》《晉陽日報》《山
西日報》《中央日報》等。

彭德懷元帥後來在《彭德懷自述》
中回憶： 「在哈達鋪約休息了四五天，
從報紙上看到陝北有劉志丹蘇區根據
地，很高興。」 毛澤東等人正是從報上
得知了陝北紅軍的確切消息，決定調整
俄界會議的部署，做出了 「到陝北去」
的重大決策。

究竟是哪份報紙為中共中央提供了
決策依據？1987年，中央黨史研究室編
輯的《中共黨史資料》第22輯上整理發
表了一篇珍貴文獻，那就是1935年9月張
聞天在哈達鋪寫的 「讀報筆記」 ─
《發展着的陝甘蘇維埃革命運動》。

1935年1月遵義會議，決定由張聞天
取代博古在中共中央 「負總責」 ，主持
日常工作；毛澤東與周恩來、王稼祥組
成 「三人軍事小組」 負責軍事指揮工
作。張聞天十分擅長調查研究工作。在
這篇 「讀報筆記」 中，他摘錄了1935年7
月7日、23日、29日、31日和8月1日的
《大公報》社評、新聞報道中大量有價
值的信息。譬如：

「全陝北二十三縣幾無一縣不赤
化，完全赤化者有八縣，半赤化者十餘
縣。現在共黨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擴
大區域威勢。」 （7月23日）

「關於農村赤化問題，陝北確甚於
陝南……陝北則有廣大之區域，與較久
之根據地故也。」 （7月29日）

「八十四師師長高桂滋則說： 『盤
踞陝北者為紅軍二十六軍，其確實人數
究有若干，現無從統計，但其槍有萬
餘。（8月1日）

大公報也報道了山西軍閥閻錫山對
於陝西、山西兩省局勢的看法： 「鄰省
既有赤化的武力，影響於共產黨之氣焰
甚大……若陝亂長久不平，山西自身之
危險即不堪設想矣。」 （7月31日）

張聞天的夫人劉英（曾任中央紀委

委員、全國政協常委）後來回憶： 「紅
軍長征到達甘肅的哈達鋪，在當地郵局
得到不少報紙，主要是七八月間的天津
《大公報》。毛澤東、張聞天、周恩
來、博古等人翻閱這些報紙……現在得
知陝北有一塊紅軍的根據地，很自然決
定到陝北落腳。」

1996年，長征勝利60周年之際，
《人民日報》發表了馬文瑞、賀晉年、
王世泰、吳岱峰等4位陝西籍革命家的聯
合署名文章，也明確指出： 「毛主席在
甘肅哈達鋪繳獲敵人的天津《大公報》
上得知： 『全陝北二十三縣幾無一縣不
赤化』 ， 『陝北赤化人民七十萬，編為
赤衛軍者二十萬』 ， 『匪軍長劉志丹轄
三師，槍有萬餘』 。這些已經過時的消
息，引起了毛主席的極大重視，他還多
次找參加長征的原陝西地下黨省委委員
賈拓夫詢問陝北的情況。」

1935年9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在
哈達鋪關帝廟召開陝甘支隊團以上幹部
會議，毛澤東作報告時指出： 「民族的
危機在一天天加深，我們必須繼續行
動，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計劃。首先要
到陝北去，那裏有劉志丹的紅軍。」

9月27日，在甘肅通渭縣榜羅鎮，張
聞天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毛
澤東、周恩來、博古等參加，作出把紅
軍長征落腳點放在陝北的決定。10月19
日，中央紅軍抵達陝甘蘇區南大門吳起
鎮。22日在此舉行中央政治局會議，批
准了榜羅鎮會議的決策，宣告中央紅軍
（紅一方面軍）長征結束。

1936年10月，另外兩支隊伍即紅
二、紅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在甘肅
會寧大會師，標誌着長征的完全勝利。
從此，紅軍主力實現了從江西到西北的
戰略大轉移，為直接開赴抗日前線奠定
了基礎。

1937年9月18日，正是 「九一八事
變」 六周年之際，《大公報》漢口版正
式創刊。這是大公報抗戰期間 「六遷其
館」 的第三站。這一天的報紙上，大公
報罕見地刊登了 「雙社評」 ，題目分別
是《本報在漢出版的聲明》、《九一八
紀念日論抗戰前途》。

前者向讀者交代了創辦漢口版的理
由，隨着1937年的七七事變、八一三
事變後平津淪陷、上海戰起，《大公
報》津版停刊，滬版岌岌可危， 「義不

受辱」 的大公報決定開闢新陣地， 「要
盡可能搜集戰地確訊，並加以正當的批
評觀察。要盡可能集中全國各界權威的
救國高見，同時我們自己要對於外交、
政治、經濟等不斷的貢獻意見，以求裨
益於全國持久抗戰的前途。」

後一篇則號召全體軍民同仇敵愾，
抗戰到底。文章充分肯定了共產黨八路
軍的抗戰熱情： 「新編第八路的朱德彭
德懷各軍長的部隊，也完全在同一的精
神與信念之下，為祖國效死。」

而就在這個九一八前夕，剛剛由工
農紅軍改組而成的八路軍，在1937年9
月15日東渡黃河進入山西，進抵抗日
前沿。9月25日，林彪率八路軍115
師，在山西平型關重創日軍精銳的 「阪
垣師團」 ，打破了其不可戰勝的神話。
全國各地向八路軍致敬、慰問的電報、
信函多如雪片。1937年10月1日，毛澤東
致電在南京的博古、葉劍英，向他們通
報平型關大捷的相關情況時特別提到：
「我們捷報發至全國，連日各省祝捷電

甚多，其中有蔣介石、楊虎臣（城）、馬
鴻逵、范長江、龍雲、孫蔚如，上海大
公報、上海職業救國會……」 將大公報
列在了社會團體的第一位。

而追根溯源，八路軍在1937年9月
東進抗日，正是源自1935年9月哈達鋪
作出的 「到陝北去」 的歷史性決策。在
哈達鋪的決策中，大公報所載的有關陝
西、山西的詳細報道發揮不可替代特殊
作用，成為大公報 「筆錄歷史，文章報
國」 的真實寫照與不朽見證。

▲東北烈士紀念館展出的國家一
級文物，侵華日軍 「滿洲農業移
民入植圖」 。 央視新聞

【大公報訊】據央視
新聞報道： 「在九一八事
變」 爆發93周年之際，東
北烈士紀念館首次展出國
家一級文物侵華日軍
1939年 「滿洲農業移民
入植圖」 ，揭露侵華日軍
在中國東北地區的罪惡行
徑。

據東北烈士紀念館工
作人員介紹， 「滿洲農業
移民入植圖」 是日本昭和
14年（1939年）由日本
拓務省出版，日本杉田屋
印刷所印刷。從圖上可以
清楚地看到日本帝國主義
侵佔中國東北後，有計
劃、有組織地大規模向中
國東北移民的詳盡情況。
這是迄今少有的一份有關
日本侵略中國進行移民的
實物資料，也是日本妄圖
長期佔領中國東北的歷史
物證。

20年內移入500萬人
「九一八事變」 後，日

本關東軍制定了《關於滿洲
移民綱要案》，變以往的農
業移民為特別意義的屯田兵
式移民。1935年7月，日本
拓務省炮製了《關於滿洲移
民之根本方針》，在此基礎
上《20年內移入百萬戶500
萬人的滿洲開拓政策案》制
定完成。1936年5月，日本
廣田內閣將其作為 「七大國
策」 之一開始實施。

黑龍江地區由於地廣
人稀、資源豐富及重要的
軍事戰略地位，成為日本
侵略者的移民重點。在當
時黑龍江地區47個縣中，
就有日本開拓團移民
52822戶、137484人。
這些所謂的 「開拓團」 村
落周圍修築有防禦工事，
配有士兵和武器，他們對
鄰近的中國人肆意地毆
打、偷搶，明顯具有 「戰
時為兵，閒時為農」 的武
裝侵略屬性。1945年8月
日本投降後，絕大多數開
拓民被陸續遣送回國，
「百萬戶移民計劃」 隨之
土崩瓦解。

今日是 「九一八事變」 爆發93周年。
1931年9月18日夜10時許，日軍炸毀

南滿鐵路柳條湖段一段路軌，反誣中國軍
隊所為，以此為藉口炮轟北大營。 「九一
八事變」 是民族屈辱的記憶，更是全民族
十四年浴血抗戰發端。

十四年抗戰、兩萬五千里長征、開國
領袖、百年老報……如果要給這些歷史事
件與人物，尋找一個共同交集點的話，就
要回到1935年9月的甘肅哈達鋪。在這個
山區小鎮上，毛澤東等人根據《大公報》
的相關報道，作出了 「到陝北去」 的戰略
決策，使紅軍主力實現了從江西到西北的
戰略大轉移，書寫了 「一張報紙定乾坤」
的傳奇。陝北，成為長征的落腳點，也成
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武裝東進抗日的新
起點，改寫了中國歷史。

馬浩亮（文）

《大公報》詳盡報道陝北情勢

賀平型關大捷 毛主席特意提到大公報祝捷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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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解員向香港青少年介紹 「一張報紙定乾坤」 的故事

哈達鋪相遇《大公報》 港青尋根紅色記憶

文、圖：大公報記者郭濤

進駐哈達鋪 發現《大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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