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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长征中白石渡“扩红”人数考
*
 

阳伶 

(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湘潭 411105) 

【摘 要】:1934 年 11 月 11 日至 14 日，红一军团长征中在湖南宜章县白石渡积极开展了“扩红”工作并收到

显著成效。在白石渡红一师至少补充了三百多名新战士，红十五师补充了五六百名新战士，红一军团直属队“扩红”

人数不得而知，红二师未在白石渡“扩红”，红一军团在白石渡“扩红”至少八九百人。除红一军团外，中央红军

其他部队未在白石渡“扩红”，中央红军长征中在白石渡“扩红”至少八九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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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红”，即扩大红军。长征中的“扩红”，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在长征中保存有生力量、争取长征的胜利，无

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学术界对长征中的“扩红”这一专题的研究还十分薄弱，对长征中的“扩红”进行全面、系统、

深入的研究，能弥补目前研究之不足，进一步深化对党史军史，尤其是长征史、苏区史、“扩红”史的研究，也可为当前和今

后做好群众工作、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统战工作、民族工作等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自 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以来，由于该书收录了彭加伦《干事去》和童小鹏《粤汉路

旁》两篇回忆文章，加之 1979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萧锋《长征日记》(此后多次再版，影响很大)，中央红军长征中在湖南

宜章县白石渡所进行的“扩红”活动便为广大党史、军史研究者，尤其是长征史研究者所熟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数十年

来白石渡“扩红”并未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没有研究者对此进行较为深入的考察。于是，对白石渡“扩红”，各相关著述

或完全回避，或模糊处理，或错误表述。例如，权威军史著作《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是这样说的:“红军进入湘南后……

四五百穷苦的青壮年自愿参加了红军。”
［1］499

对此，权威长征史著作《红军长征史》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史·中央红军征

战记》原文照录，另一权威长征史著作《红色铁流——红军长征全录》也大致如是。事实上，如《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

那样处理，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产生了新的错误。为免致行文烦琐，其他相关著述如何表述恕不在此一一列出。迄今为止，

笔者尚未见到较为全面、准确述说白石渡“扩红”的著述。 

对中央红军长征中在白石渡“扩红”人数进行考证，不仅有助于求得白石渡“扩红”历史的真实，而且直接关系到对中央

红军长征中在湖南“扩红”成效的准确评估。有鉴于此，本文拟就白石渡“扩红”人数作一考证，以就教于方家。 

一、萧锋《长征日记》辨正一则 

《长征日记》出版后，萧锋进行了核实和修订。萧锋去世后《长征日记》再版，1996 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一次再版，2006

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二次再版，2012 年由知识产权出版社第三次再版。此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将萧锋《长征日记》收录

在《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日记卷》第 3卷中，于 2016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要研究白石渡“扩红”，不能不仔细研读萧锋《长征日记》的有关记载。因为有着几个版本，尤其是萧锋对 1979 年初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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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过核实和修订，所以必须认真比对初版和再版关于白石渡“扩红”的记载是否不同。虽然修订后的再版一般来说应该比初版

更完善、更可靠，但不能保证作者自己或责任编辑不会对原本正确的内容做出错误的修改。通过比对可知，2006年版和 2012年

版是依照 1996年版再版的，《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日记卷》第 3卷中的萧锋《长征日记》是依照 1979年初版出版的。至于《红

军长征纪实丛书·日记卷》为何选用了初版而不是修订过的再版，笔者不得而知，不敢妄言。 

在反复比对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初版 1934 年 11 月 6 日至 13 日日记，在再版中全部被后推一天，

直至将初版 13日和 14日日记合在一起改为再版的 14日日记。也就是说，在再版中 11月 6日日记没有了，初版的 11月 6日日

记变成了再版中的 11月 7日日记，依此类推。如此一来，萧锋《长征日记》中有关白石渡“扩红”的记载，虽然内容完全相同，

但时间都发生变化了。根据初版，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三团于 11 月 10 日抢占白石渡;根据再版，红三团抢占白石渡则发生在 11

月 11日。那么，在考察白石渡“扩红”时到底哪个版本才是可以信赖的呢?红三团到底是哪天抢占白石渡的呢? 

通过对萧锋《长征日记》的研读，再参阅相关史料，笔者认为红三团抢占白石渡的时间是 11 月 10 日，不是 11 月 11 日。

理由如下: 

1．从萧锋《长征日记》的记载来看，红三团按时完成了作为红一军团先头部队 11月 11日前抢占白石渡的重要任务。 

1934 年 11 月 5 日晚，中央红军开始通过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7 日下午四时，朱德致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

杨尚昆，决定中央红军从“宜章北之良田及宜章东南之坪石(均含)之间通过”第三道封锁线;红三、红八军团为右翼队，由宜章

以北通过;红一、红九军团为左翼队，由宜章以南通过;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和红五军团则视情况而定，“主力在内翼侧道路移

动”。
［2］617

按照中央军委的决定，红一、红三军团立即作出了部署。 

据萧锋《长征日记》，“军团令我团为先头部队，要在 11 日前抢占白石渡(镇)”，周恩来、刘伯承“带我们三团行动”，

到红一师后周恩来说“要赶到敌人布防之前，攻占白石渡”。抢占白石渡当天的情况是:“晨 7时出发……在田头过武水河，赶

到白石渡，行程 110里。在周副主席、刘总长
①1
亲自指挥下，我团英勇杀敌，消灭了何键军阀两个连，胜利攻占了白石渡。周副

主席……微笑着对我们说，你们别看这是个小镇，可它是敌人第三道封锁线的重要支撑点，占领了它，对南挡陈济棠，保证全

军通过粤汉铁路有重要作用。”
［3］10—12 

宜章城和白石渡是第三道封锁线的重要支撑点，夺取宜章城和白石渡对于中央红军顺利通过第三道封锁线意义重大。正因

如此，作为当时掌握党和红军最高权力的“三人团”成员的周恩来十分重视抢占白石渡，并随红三团行动。出发前周恩来即曾

强调抢占白石渡的重要性，胜利抢占白石渡后周恩来又十分高兴地再次说明了这一行动的重要性。如果不是在 10日即胜利抢占

白石渡，而是迟至 11 日才占领白石渡，周恩来的心情不会这么愉快;如果这么重要的任务没有按时完成，红三团也必然会受到

各级首长的严厉批评。从萧锋《长征日记》的记载来看，不仅没有批评，而且洋溢着十分欢乐的气氛，红三团应该是 10日即抢

占了白石渡。 

2．从李聚奎的回忆来看，红三团顺利完成了作为红一军团先头部队前头开路的任务。 

据李聚奎回忆文章《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我红一师正在粤汉路以东与广东敌人进行战斗，接军团首长打来的电话，令

我带一个团在前头开路，掩护整个部队通过粤汉路。命令要求:动作要快，不得延误。我当即令一、二团继续抗击侧面敌人的进

攻，带红三团从阵地上撤下来，赶到全军的前头。……周恩来同志摊开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图，指着地图上画好的箭头，告诉

我们应从哪里前进，并告诉我们在前进中在哪里放一个排，在哪里放一个连，以担负警戒。然后，周恩来同志又嘱咐说:‘一定

要保证全军安全通过!’……我带红三团受领了前头开路的任务后……安全地通过了粤汉线，并为随后通过宜章城创造了条件。”

                                                        
1
 ① 此处有误。第五次反“围剿”中刘伯承被撤销总参谋长职务，降任红五军团参谋长，1934 年 12 月 18 日黎平会议后刘伯

承的总参谋长 职务才得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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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9—450 

李聚奎时任红一师师长，他的回忆与萧锋《长征日记》的记载是基本吻合的，他的回忆虽没有提到白石渡，但几次说到是

他带红三团在前头开路，这说明红三团确是作为先头部队顺利完成了前头开路的任务。 

3．从《赖传珠日记》的记载来看，红一师主力 11月 10日已进至白石渡宿营，作为先头部队的红三团 11月 10日即已抢占

白石渡确凿无疑。 

据《赖传珠日记》，“11 月 8 日休息半天，等齐部队。12 时向三界圩前进。到上庄宿营。二团就在大元洞担任警戒。11 月

9日到里田之吴竹坪、香花楼下一线宿营。11月 10日到白石渡宿营。二团留塘村宿营，担任后卫警戒。”
［5］273 

从萧锋《长征日记》和李聚奎《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来看，可以确定红三团作为红一军团先头部队先行出发抢占白石渡。

再将萧锋《长征日记》、李聚奎《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与《赖传珠日记》结合起来看，可以确定红三团出发后，时任红一师代

政委的赖传珠“等齐部队”，率红一师直属队和红一、红二团随后跟进。从《赖传珠日记》可知，红一师直属队和红一团于 10

日即已进至白石渡宿营，那么，这实际上也就证实了作为先头部队的红三团 10日即已抢占白石渡确凿无疑。 

二、关于红一师白石渡“扩红” 

1934 年 11 月 10 日，红三团由广东乐昌县罗家渡行军至白石渡，经过战斗占领白石渡。红一师直属队与红一团也于当日进

至白石渡宿营，红二团在乐昌塘村担任后卫警戒。 

白石渡地处湘粤边境，位于宜章中部偏东，距宜章城约 10公里，是湘粤“骡马古道”南端重镇。“千条路万条路，当不得

白石渡”，作为湘粤边境的重要客货集散地，白石渡十分繁盛，繁盛程度几可媲美宜章城。白石渡是粤汉铁路必经之地，当时

有三四千名工人在修铁路。工人主要是湘南人，也有不少逃灾的北方人，“每天工资三毛，天亮起床，一直做到天黑……工人

成天的流着血汗，不但没有钱寄回家去养家眷，连自己的生活都维持不下去”。
［4］548 

据萧锋《长征日记》，第二天，红一师政治部主任谭政“布置在白石渡镇休整几天，要求扩红 300名”。在白石渡，“红军

战士做到见群众就宣传共产党抗日反蒋，建立苏维埃的政策”。11 日至 12 日，红三团“一营……扩红 33 名……七连扩红筹款

成绩突出。六连扩红 15 名。团部特派员小袁跟三营突击队扩红 42 人。全团扩红 300 余人”。12 日下午，谭政在红三团“召开

政工会议，总结几天来在白石渡宣传赤化和扩红经验”。 

红三团在白石渡的“扩红”和筹款工作是由萧锋负责的，且萧锋 11 月 12 日日记对红三团 11 日至 12 日“扩红”的记录十

分详细，11 日至 12 日红三团“扩红”300 多人是确凿无疑的。在此之后，红三团 13 日休整待命，14 日作行军准备，当晚离开

白石渡向蓝山县进军。萧锋 11 月 13 日日记中并未记录当日红三团是否开展了“扩红”工作及扩充了多少新战士，只说“这几

天……扩红 300多”，11月 14日日记中则没有关于“扩红”的记录。因此，13日至 14日红三团应该没有扩充多少新战士。 

至于红一、红二团和红一师直属队是否在白石渡开展了“扩红”工作及扩大了多少新战士，不得而知。据萧锋 11 月 13 日

日记“红一团已向宜章进攻”
［3］13—15

，可知 12 日或 13 日红一团已离开白石渡。另据《赖传珠日记》，11 月 15 日，红一师直属

队和红二团作为红一军团的掩护队由白石渡出发经宜章城到宜章梅田附近宿营。
［5］273

那么，可以确认红一师在白石渡至少“扩

红”300 多人。 

据萧锋 11 月 13 日日记，红三团出征时共 2724 人，到白石渡时只有约 1700 人了，“这几天，我们在白石渡一带吸收了许

多积极要求参军的粤汉铁路修路工人，扩红 300 多，现又有 2000 多人了”;另据萧锋 11 月 14 日日记，“师部令我红三团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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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队，乘胜袭占蓝山城。我们立即准备，补充衣、鞋，备足粮食，分配新兵”。
［3］14—15

那么，可以确定这 300 多名新兵并未编入

红一军团或红一师所设的补充团或补充营等，而是直接编入了红三团下辖的连队。 

三、关于红一军团直属队白石渡“扩红” 

继红一师之后，林彪、聂荣臻于 13 日率红一军团直属队由乐昌平田出发到达白石渡，14 日驻留白石渡，15 日离开白石渡

经宜章城至宜章梅田。 

长征时，童小鹏和彭加伦都在红一军团政治部工作，童小鹏任政治部秘书，彭加伦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二人分别撰写的

回忆文章《粤汉路旁》《干事去》，对白石渡“扩红”的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 

童小鹏《粤汉路旁》说道:“离铁路二十里，总支部就来人传达工作了:‘今天到白石渡，那里是铁路旁边，有很多工人，

各部队要动员去扩大红军，进行比赛。’指挥员一声动员，除地方工作组当然担任这工作外，其他很多同志也就自动的报名赶

到部队前面去扩大红军。一下子，轰轰烈烈的扩红突击队就往前面跑了……扩红突击队带着五六个新战士回来了”，炊事员老

黄也扩大了一个新战士，“成分还是工人呢”。第二天，“各部队都扩大了很多新战士”。
［4］550—552 

彭加伦《干事去》说道:“我们立即开了好几个群众大会，散发了很多传单，实行对失业工人的救济，散了很多谷米，发了

猪肉，发了衣服物件，有些急着回家的还发了路费，并发动他们起来为改善自己生活而斗争。工友们的斗争情绪是大大提高了，

每天总是一大群一大群的到街上来，政治部的门口总是挤得水泄不通，很多自动的报名当红军。我们组织了扩大红军突击队，

动员了全体指挥员、战斗员、政治工作人员，到工人群众中去进行宣传鼓动。……工友们都自动报名了，有的自己去邀伙伴，

一来就是十个八个，甚至几十个。……不过两天的工夫，扩大了四五百人。”
［4］549 

1936 年 8 月 5 日，毛泽东、杨尚昆发出号召信征集长征回忆录以出版《长征记》。至 10 月底，编辑委员会收到征稿 200 多

件，50 多万字。至 1937 年 2 月 22 日，编辑委员会编选稿件近 40 万字，取名《二万五千里》。《二万五千里》收录了《干事去》

(署名加伦)和《粤汉路旁》(署名小朋)。
［6］112—119

可见，《干事去》和《粤汉路旁》的写作距白石渡“扩红”时间并不久远，彭加

伦、童小鹏对白石渡“扩红”的描述可信度是比较高的。笔者认为: 

1．二人的回忆共同说明，而且可以确认的是:(1)红一军团直属队到达白石渡后积极开展了“扩红”工作。(2)13 日至 14日

这两天红一军团在白石渡扩大了很多新战士。 

2．二人的回忆并不能共同说明，但可供参考的是:(1)据《粤汉路旁》，13日红一军团直属队“扩红”并不多，14日红一军

团在白石渡扩大了很多新战士。(2)据《干事去》，13日至 14日红一军团“扩红”人数为四五百人。 

3．关于彭加伦所说“不过两天的工夫，扩大了四五百人”:(1)“扩红”四五百人是彭加伦日后回忆的，并非当时的记录，

这个数字是否准确可靠?如上所述，彭加伦写作《干事去》距白石渡“扩红”时间不长，加之彭加伦当时在军团政治部工作，而

“扩红”工作主要由各级政治机关负责，他对白石渡“扩红”情况应该是比较了解的。所以，彭加伦的回忆应该还是比较可靠

的。当然，四五百人这个数字毕竟是来自于回忆，不一定就那么准确，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2)红一军团直属队驻留白石渡的

时间是 13 日至 14 日，两天“扩红”四五百人也就意味着，军团直属队还未到达白石渡的 11 日至 12 日红三团扩大的那 300 多

人并不包含在内。(3)两天“扩红”四五百人，“扩红”主体是 13日至 14日红一军团在白石渡的所有部队，并非单指红一军团

直属队。至于红一军团直属队扩大多少新战士，不得而知。 

四、关于红十五师白石渡“扩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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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一军团中最后来到白石渡并开展了“扩红”工作的是红十五师。11 月 13 日，红十五师由汝城文明行军至宜章香花宿营。

14日，红十五师由香花行军至白石渡休息，开展“扩红”工作，下午进至宜章城宿营。 

《彭绍辉日记》中 11月 14日日记作了如下记载:“今日准备到宜章。晨，由冯主任带工作人员先到宜章。……我们在白石

渡吃午饭，派人做宣传工作，在修路工人中进行动员，两个钟头的时间，争取五六百名新兵，并组成一个补充营。午后，部队

进至宜章城宿营。”
［5］316 

笔者认为可以确定的是:红十五师在白石渡开展了“扩红”工作，并补充了五六百名新兵。理由如下: 

1．开展“扩红”工作，“争取五六百名新兵”，这是彭绍辉当日日记所载的，且记录较为详细，准确度、可信度很高。 

2．作为一师之长，彭绍辉对红十五师的“扩红”情况是关心的，也应该是了解的。红十五师在鲁塘圩只扩充了 20 多个新

战士，彭绍辉也在日记中作了记录。
［5］319

在白石渡一下子扩充这么多新战士，彭绍辉又是随部队一起行动的，并不是道听途说，

而且当天就做了记录，应该不会搞错。 

3．对这五六百名新战士是如何处理的，《彭绍辉日记》中记载得也很清楚，组成了一个补充营。 

4．这个补充营应是红十五师下辖的。如前所述，红三团扩充的 300多名新战士是由红三团自己分配了，萧锋、童小鹏、彭

加伦都未提到军团成立过补充团或补充营，彭绍辉也并未特别说明这是由军团负责管理的补充营，于情于理这个补充营都应是

红十五师下辖的。 

有人或会质疑，“两个钟头的时间”能“争取五六百名新兵”吗?笔者觉得是有可能的。理由如下: 

1．两个钟头是说红十五师到白石渡后做“扩红”工作的时间。《彭绍辉日记》还讲到，“冯主任带工作人员先到宜章”。

冯主任是红十五师政治部主任冯文彬，冯文彬先行出发并不一定就是身负什么重要任务必须先赶到宜章城不可，更大的可能还

是去做政治工作，宣传发动群众。从香花到宜章城要经过白石渡，香花到白石渡距离很近，也就十多公里。在白石渡具有开展

“扩红”工作很好的条件的情况下，冯文彬很有可能带着政治部工作人员在白石渡先做了“扩红”工作，甚至可能到了白石渡

就一直在做“扩红”工作。 

2．红一师和红一军团直属队此前在白石渡已经做了几天的宣传动员工作，红军在白石渡工农群众中的影响持续扩大，红十

五师的到来更使工农群众看到红军的力量是强大的，有可能促使那些正在犹疑观望的工农群众下定了参加红军的决心。 

3．这五六百名新兵也有可能并非全部都是由红十五师补充来的，红一军团直属队此前肯定补充了不少新战士，军团将直属

队补充来的大部分新战士交给担负战斗任务、更需要补充新战士的红十五师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 

五、结语 

1934年 11月 10日，红三团率先到达白石渡。15日，红一军团全部离开白石渡。在 11日至 14日这四天里红一军团在白石

渡积极开展了“扩红”工作，并收到显著成效。需要指出的是，红一军团在白石渡“扩红”时，隶属于中共湘南特委的宜乐县

委积极协助，起到了重要作用。白石渡是湘南特委开展工人运动的重点地区之一，在红军长征来到白石渡之前，湘南特委即曾

派出工运委员亲自抓白石渡的工运工作，并建立起党的支部。红军到达白石渡时，“宜章特委
①2
公开发动群众欢迎红军，并动员

筑路工人参加红军”
［7］411

，“宜乐县委派人与红军一道，开展民运工作”。
［8］165—166

 

                                                        
2
 ① 此据赵镕《长征日记》。宜章特委有误，应为湘南特委或宜乐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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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一军团共下辖红一师、红二师、红十五师三个师。红一师和红十五师在白石渡开展了“扩红”工作，但红二师并未在白

石渡开展“扩红”工作。据《红一军团在长征中战斗日程表》，11 月 11 日，红二师在大盈担任掩护任务，遏阻了粤敌;11 月 14

日，红二师在塘村、香花树下、赤石坝担任掩护任务，敌军为湘军，未进行战斗。［9］19 另据《红军长征年谱长编》，11 月 13

日，“红二师在香花树下、塘村间向坪口警戒、遏阻敌人”;11 月 14 日晚，“红二师向白石渡开进，向宜章东北一带地区集中

继续西进”。
［10］194—196

 

综上所述，在白石渡红一师至少扩充了 300 多名新战士，红十五师补充了五六百名新战士，红一军团直属队“扩红”人数

不得而知，红二师未在白石渡开展“扩红”工作，那么红一军团在白石渡至少“扩红”八九百人。由于中央红军其他部队并未

在白石渡“扩红”，所以中央红军长征中在白石渡至少“扩红”八九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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