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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长征中湖南“扩红”述论 

阳勇 

(遵义师范学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 

文化资源研究中心，贵州 遵义 563006) 

【摘 要】：中央红军长征中在汝城“扩红”150 多人,在宜章至少“扩红”900 多人,在临武、蓝山、道县、嘉

禾、江华、永明“扩红”约 900 人,在湖南“扩红”总计约 2000 人,取得较好的成效。中央红军长征中在湖南“扩

红”取得较好成效,原因主要在于:党和红军在湖南的影响很大,群众基础好;党和红军日益重视“扩红”工作,较好

地组织、推动了“扩红”工作的开展;红军广大指战员更加重视开展宣传工作、群众工作,积极执行党的民族政策,

模范遵守纪律,注意给予群众利益,大大提升了人民群众对红军的认可度;地方党组织大力协助红军开展“扩红”工

作。中央红军长征中在湖南“扩红”,进一步扩大了党和红军在湖南的影响,增强了中央红军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为

此后在贵州“扩红”取得丰硕成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从而为中央红军在长征中扩大、保存有生力量作出了重要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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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征史上,湖南占有重要地位,湖南人民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1934 年 10 月底,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湖

南,12月中旬离湘入黔,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长征经过了湖南 15个县。在湖南,中央红军开展了“扩红”(即扩大红军)

工作。中央红军长征在湖南“扩红”多少人,成效怎样,原因何在,意义如何?本文拟就此作一初步考察。 

一、入湘前“扩红” 

依照 1934 年 10 月 8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下达的军事命令和中共中央给各军团下达的

政治命令,10月 9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指令提出要“严格的执行阶级路线,发动连队进行扩

大红军与搜集资材的革命竞赛。对于扩大来的新战士,应集中补充团加以短期训练与检查工作”①。对于即将开始的长途行军与

战斗中的“扩红”工作,总政治部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重视。 

10月 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雩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20日,中央红军主力完成突

围准备。当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三团在江西信丰县谷平寨休息,“团政治处通知:各连要广为宣传红军政策,就地扩大红军”。

可见,即将突围之时,根据总政治部的要求,中央红军各级政治机关对“扩红”应该还是做了一定的发动的。21 日,中央红军各部

队开始突围,至 2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 

此后,中央红军向湖南汝城县和广东仁化县城口方向前进。10 月 25 日,红三团由信丰庙下行军至广东南雄县境。途中,红一

师政治部主任谭政“布置沿途扩大红军”。红三团党总支书记萧锋认识到,红军“远离苏区,现在是牺牲一个少一个,损失一个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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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设法补回一个。红军既要战斗,又要认真做好扩大红军的工作”。突围以来,红三团“九连只扩红五名,一连沿途派多人做工作,

也没有扩几名”。“扩红”效果不好,是“因环境太坏”,“那些伪乡、保长知道你要当红军,捉住了不是杀头就是坐牢,还要牵

连几代”
(1)
。突围开始后,在江西和广东,中央红军几乎没有扩大新战士。 

进入湖南之前,中央红军没有扩大多少新战士,原因何在?从主观方面来看,“扩红”工作尚未提上日程:一是中央红军要进

行的军事行动是战略转移,成功突围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扩红”并非当务之急;二是实行战略转移前中央红军已经在中央苏区

突击扩大了许多新战士,参加战略转移的红军主力已达 8.6万余人,考虑到当时的军力,“扩红”也非当务之急。从客观方面来看,

这段时间确实不太具备开展“扩红”工作的条件:一是从长征开始到进入湖南一共不到 20天,其中一半的时间是在中央苏区内完

成集结、突围准备工作,剩下的时间则忙于进行突围战斗和连续行军,各部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扩红”;二是在这段时间

里各部队基本上都是夜行军,很难开展“扩红”工作;三是如萧锋所言,“环境太坏”,在反动势力的高压下,沿途群众不敢参加

红军。 

二、汝城“扩红” 

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中央红军即已离开中央苏区。为了帮助广大指战员迅速适应“行动与环境的巨大转变”,10 月 29 日,

总政治部发出《对目前行动的政治工作训令》。训令提出五项“争取群众最重要的工作”,其中之一是“吸收广大群众到红军中

来,扩大红军”。指令要求各级政治机关,一是要教育政治工作人员和所有战斗员“注意扩大红军的工作”,在白区完全有可能争

取大批工农群众参加红军;二是“要反对以为白区不能扩大红军的观点”,大力争取新战士,同时也要“进行严格的检举,防止敌

探及一切反革命份子混入”(2)。此时,对于“扩红”工作,总政治部是更加重视了,训令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湖

南后“扩红”工作的开展。 

《总政治部对目前行动的政治工作训令》发出的同一天,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由江西崇义县聂都率先进入汝城东岭一带宿营。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2 日,中央红军主力分三路全部进入汝城县境。10 月 30 日,红军到热水附近的平头脑后召开周边村庄群众大

会,宣传党的政策,打击土豪劣绅。31日,红军到集龙后打开国民党地方政府设在当地的粮仓,将大部分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到土桥

后在附近的东坑、坳口、青龙、黄家、坳背等村召开群众大会,没收了几家豪绅的稻谷、衣物。 

11 月 5 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主力由汝城和城口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同日,红军在汝城小垣的大山、简水,

延寿的东寿、官亨、下拓、桑坪等地宣传党的政治主张,打击土豪劣绅。7 日,毛泽东、朱德联署发布文告《出路在哪里?》。《出

路在哪里?》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指出共产党主张的苏维埃和红军才是工人、农民、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的

出路,号召广大工农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暴动起来,实现党的主张,创造红军和苏维埃政府
(3)
。《出路在哪里?》

对于中央红军在汝城“扩红”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日,红军到文明后在老田、秀水、韩田、沙洲、新东、文市等地短暂休整,并

在文明街、沙洲村设立兑换处,连续三日兑换红军使用的苏维埃钞票。8 日,红军在所驻文明各村召开群众大会,没收土豪劣绅财

物。同日,中央红军全部通过第二道封锁线。至 13日,中央红军全部离开汝城。 

中央红军长征在汝城,从 10月 29日至 11月 13日历时 16天,经过 18个乡(圩)205个村。东岭上里村青年农民何青林患病得

到红军医治,病愈后何青林坚决要求参加红军,在他的带动下,同村钟有堂、黄涛明、李付军等人也参加了红军;在小垣白云村,一

次就有 34名青年加入在当地宿营的红五军团某部;红军来到附城磨刀村时,村民朱天古躲到一间杂屋楼上,看到红军纪律严明,不

进民房,不拿群众东西,朱天古赶紧下楼并跑到后山叫回村民,红军离村时朱天古带着村里几个青年参加了红军;泉水秀溪村胡光

海的妻子曾当过地主家的丫环,苦大仇深,红军路过时雨后道路泥泞,胡光海之妻主动挑了糠壳铺路防滑,后干脆扔掉箩筐参加了

红军;在文明,一个村子就有 51人参加了红军。 

在汝城,“延寿、岭秀、文明等地 150余名青年农民参加红军”(4)。汝城“扩红”成果的取得,一是因为中央红军在汝城较好

地开展了宣传工作和群众工作,红军不侵犯群众利益,关心群众疾苦,纪律严明,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从而吸引了部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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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参加红军;二是因为《总政治部对目前行动的政治工作训令》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各部队“扩红”工作的开展。 

大革命时期,在中共汝城特别支部的领导下,汝城农民运动蓬勃发展。1927年 9月汝桂秋收起义爆发,工农革命军连克桂东、

汝城两座县城,并建立了汝城县苏维埃政权。1927 年 11 月,朱德率南昌起义余部来到汝城活动,汝城成为湘南起义的策源地。湘

南起义后,毛泽东率部由井冈山南下策应,攻克汝城县城。井冈山会师后,朱德、陈毅又率部征战汝城,再次成立县苏维埃政权。

1929年、1932年彭德怀率部两度攻占汝城县城。1931年邓小平率红七军过境汝城。 

就在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汝城前两个多月,西征的红六军团也曾过境汝城。党和红军在汝城的影响比较大,汝城的群众条件也

比较好,再加上中央红军长征过境汝城时间并不短,为什么汝城“扩红”虽取得一些成绩,但成效也并不那么显著?一方面是因为

“扩红”工作还没有在中央红军各部队中得到普遍的高度的重视,没有在各部队中真正开展起来。 

另一方面是因为红军的宣传工作和群众工作仍有待加强,模范遵守纪律方面做得也还不够:一是对白区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

还“非常缺乏”,宣传方式有待改进。“用大字在到处的墙壁上书写大标语,则一般的没有注意。有些地方也只写了个别我们的

基本口号”,而没有注意写出群众迫切要求的口号,特别是“口头的宣传鼓动工作,还没有注意”。“连队中的宣传队,还没有真

正开始在群众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进行宣传不是“首先从群众切身的利益开始”,没有“以最通俗的言语,极大的耐心,同群

众接近,来启发他们的斗争。……引不起群众的兴趣与注意”。 

二是通过给予群众利益去发动群众斗争与组织群众方面做得还不够。“打土豪的东西,我们很少发给群众。……打土豪的积

极性是大大的提高了,然而主要的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给养与改善自己的生活。”三是“红军中地方工作部与中央工作团的工作,

还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四是“在阶级纪律方面,从我们最近几天的行军中看来,还表现非常的不够。到处屙屎,到处丢弃禾草,

乱拿群众的东西等现象,还是非常严重”
(5)
。 

三、宜章“扩红” 

1.红一军团白石渡“扩红”。 

中央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很快颁布紧急“堵剿”电令,设置了第三道封锁线。1934 年 11 月 7 日,中革军委决定

中央红军从宜章县以北之郴县良田至宜章县以南之广东乐昌县坪石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同日,红三、红八军团由汝城

出发兵分两路进入宜章县境。8 日,红三团作为红一军团的先头部队向宜章白石渡进军,任务是于 11 日前抢占白石渡。10 日,红

三团由乐昌罗家渡出发,攻占白石渡。白石渡是宜章的一个镇,粤汉铁路由此经过,有三四千名工人在这里修筑铁路。筑路工人们

工资很低,生活很苦。 

第二天,红一师政治部主任谭政即布置在白石渡开展“扩红”工作,11 日至 12 日共“扩红”300 多人。12 日,谭政在红三团

召开政工会议总结“扩红”经验。红一师政治部和中共宜乐工委还指导成立了三个苏维埃政府,发展了 42名党员,建立了三个秘

密党支部,成立了 60多人的游击队和 100多人的赤卫队(6)。 

13 日,红一军团军团部及直属队来到白石渡。还未到达白石渡之前,各单位基层党组织就已经动员指战员们去开展“扩红”

竞赛。一到白石渡,军团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员与扩红突击队就积极开展宣传鼓动工作。红军在白石渡组织工人召开群众大会,给

工人发放谷米、衣物、猪肉,想回家的还发给路费,13日至 14日两天扩大了不少新战士。14日,红十五师经过白石渡时也大力开

展了“扩红”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补充了五六百名新战士(7)。在白石渡,红一军团“扩红”至少八九百人。 

红一军团白石渡“扩红”成效显著,原因何在?从客观方面来看,一是白石渡聚集了大量筑路工人,他们受压迫很严重,有强

烈的革命诉求,比较容易将其发动、组织起来;二是此前中共宜乐工委在白石渡筑路工人中已做了大量工作,这就为红一军团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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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扩红”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三是从 10 日到达至 15 日离开,红一军团在白石渡活动了好几天,其中红三团整整休整了四天,有

较为充裕的时间去做“扩红”工作;四是长征以来红一军团各部队减员比较严重,需要大量补充新战士,例如红三团到达白石渡

时已由长征出发时的 2724人锐减至 1700人左右了。 

从主观方面来看,一是红一军团各级政治机关和基层党组织比较重视“扩红”工作,例如红一师政治部主任谭政、红三团党

总支书记萧锋自长征以来就一直十分重视“扩红”工作;二是红一军团各级政治机关和基层党组织对白石渡“扩红”做了较好

的布置与发动,各单位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扩红”竞赛;三是不仅政治工作人员积极“扩红”,而且广大指挥员、战斗员,甚至炊

事员也积极参与到“扩红”中来。 

2.红三军团宜章城“扩红”。 

11月 11日,红三军团第六师进占宜章城。红三军团政治部派出了一个工作团,协同红六师政治部在宜章城开展工作。红军打

开监狱,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和无辜群众;没收豪绅地主的财物,并组织游斗土豪劣绅和反动官吏;书写标语、演戏,积极进行宣

传活动;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宜章县苏维埃政府,将没收来的财物分发给贫苦群众;成立工人赤卫队,发放枪支 100 多支;设立

临时银行,兑换银元,收回苏维埃钞票。驻宜章平民工艺厂的红十七团团部卫生队也积极向工人进行宣传,“十几个青年工人,很

快觉悟过来,参加了红军”(8)。在宜章城,红三军团“在三天中扩大了五十名新战士”。 

与红一军团白石渡“扩红”比较起来,红三军团在宜章城的“扩红”效果显然差了很多,原因何在?《红星》报 11月 25日刊

发了《宜章城市工作的经验》一文,署名为“福州”(9)政治部。从这篇文章来看,红三军团在宜章城“扩红”没有取得很好的成效,

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在扩红工作上没有把最大力量放在铁路工人方面,因此所获成绩还是不够得很”;二是虽然在铁路工人中

开展了工作,但是没有把他们组织起来,派去铁路工人中开展工作的同志存在着“把组织工会与扩大红军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

三是“扩红”工作主要是由红三军团政治部和红六师政治部承担了,没有充分发动整个部队去做(10)。 

中央红军长征在宜章,从 11 月 7 日至 18 日历时 12 天,经过 15 个乡镇 56 个村。红一军团在白石渡“扩红”至少八九百人,

红三军团在宜章城“扩红”50 人,另外,“‘红章’(11)在樟桥时,鼓动了卅余个路工加入红军”,“‘红星’(12)四科指导员胡锡光

和五科罗科员,努力扩红工作,在章桥时仅仅一天功夫,扩大了四个红军”,中央红军在宜章至少应“扩红”900多人,成效显著。 

四、《红星》报发出“扩红”动员令 

11 月 14 日,《红星》报刊发《加紧扩大红军的工作》一文。文章未署名,从行文语气来看,应为《红星》报编辑部写作。文

章开门见山,提出“扩大红军是我们在白区一刻也不能放松的战斗任务”,接着以 1933年 8月彭德怀、滕代远率东方军在福建建

瓯县洋口“以十天的工夫扩大了一千五百个新战士”为例说明白区也能扩大红军,指出“扩红”工作“在这次行动中,还未能引

起各部的重大注意”,仅仅取得如下成绩:第二野战纵队在宜章樟桥鼓动了 30 多个筑路工人加入红军;红三军团某部在宜章城两

天扩大了 36 个新战士;红三军团“攻”团第九连在汝城文明开了一个群众大会,扩大了三个新战士;总政治部的同志在郴县安源

召集了一个铁矿工人会议,争取两名工人加入红军;军委胡锡光指导员和罗科员在樟桥扩大了四个红军。 

但“这是扩红最先的捷报,打击了以为在白区不能扩大红军,或者以为在一个地方时间很短无法扩大红军的胡说”,强调

“扩红工作还仅开始,要求我们用大力的去进行”。另外,红三军团政治部出版的《火线》报已向红三军团各部提出“扩红”号

召,文章对此做了详细介绍:“每单位每月至少扩大五个新红军。每团每月至少扩大一连新红军。每师每月至少扩大一营新红军。

并且要保证这些新战士都是自愿的,都是坚决勇敢的贫苦工农,同时要加紧对于这些新战士的巩固工作。”最后,文章要求各兵团

“立即动员起来,加紧扩大红军的工作!”(13) 

长征中《红星》报由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唯一的报纸,实际上起到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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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机关报的作用。《红星》报首次刊发《加紧扩大红军的工作》是代表总政治部乃至中革军委和中共中央发声,向广大指战员发

出了“学习去年东方军在洋口扩大红军的经验,动员白区广大工农加入红军”的号召,明确要求各军团“立即动员起来,加紧扩

大红军的工作”,实际上是向各军团发出了“扩红”动员令,对此后中央红军“扩红”工作的开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此时,中央红军已经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减员十分严重。“第一次突围减员 3700 余人,第二次突围减员 9700 余人,第三次

突围减员 8600余人”,突破三道封锁线后中央红军共减员 2.2万多人(14),“加紧扩大红军的工作”确已势在必行。 

《加紧扩大红军的工作》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前文所述入湘前中央红军“扩红”确实没有什么成绩;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正确

看待《加紧扩大红军的工作》对“扩红”情况的报道并不那么准确、全面。关于宜章“扩红”,红三军团在宜章城三天“扩红”50

人,文章中讲到红三军团某部在宜章城两天扩大了 36 个新战士,这表明《红星》报编辑部对红三军团“扩红”的情况是了解的,

报道也是准确的,但红一军团在白石渡“扩红”的情况《红星》报编辑部并不清楚,所以文章中没有反映白石渡“扩红”的情况。

关于汝城“扩红”,文章中只提到红三军团“攻”团第九连在文明扩大三个新战士,这表明《红星》报编辑部也并不了解中央红

军在汝城“扩红”的情况。由于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并未要求各军团及时汇报“扩红”情况,在军情紧急且联络并不那么畅通的

情况下,各军团并不都会将“扩红”情况上报至总政治部,甚至各军团对所属部队“扩红”的情况也并不一定清楚,不止是《红

星》报编辑部,就是总政治部、中革军委也无法十分准确、全面地掌握各部队“扩红”的情况。 

五、临武、蓝山、道县、嘉禾、江华、永明“扩红” 

1.红一军团临武、蓝山、道县“扩红”。 

为避免敌军的截击和追击,中革军委“决定迅速秘密的脱离尾追之敌,前出到临武、嘉禾、蓝山地域”,11 月 14 日朱德致电

各军团首长作出部署
(15)
。受领作为先遣队袭占蓝山城的任务后,红三团于 14 日由白石渡出发,15 日至临武县楚江圩宿营,行军途

中扩大新战士 30 多名。“昨夜通过宜章城、骑田岭、牛荷村,过香花山,到楚江圩宿营,行程 120 里。……沿途扩红 30 多名,大

多是十七八岁的青年人,其中多数是没吃没穿的苦孩子。” 

由白石渡至楚江圩的 120里,大约半数在宜章县境,半数在临武县境。白石渡距宜章城约 20里,通过宜章城已是晚上,在宜章

境内基本上是夜行军,“扩红”的可能性不大,这 30多名新战士可能主要是在临武境内扩大的。16日红三团“经繁木村到石河宿

营”,“机枪连扩红八名”;红一军团先遣团占领临武城,红一军团主力到达临武城及其附近地区,在临武水头圩一带红二师“扩

红百余人”,红一师也于 17日在水头圩一带“扩红 200多人”。 

18 日,红三团由水头圩进入蓝山县境,19 日晚红三团袭占蓝山城,20 日红九军团接防蓝山城,红三团向宁远进发。在蓝山,红

三团扩大 75 名新战士。“政治处汇报,两天来扩红 75 名,有八个雇农,十个中学生。他们有的因父母被反动派杀害,要为父母报

仇。有的为了逃婚。大多数青年是为了寻找革命真理,不愿受压迫。他们说,不当红军也得被国民党抓去当炮灰。有兄弟俩扛着

锄头来当兵,要为父报仇。”红三团攻击宁远城不克,转移至天堂圩一带参与阻击追敌薛岳纵队,完成掩护任务后于 27 日进至道

县白芒铺。红三团之“三营在白芒铺扩红 27 名,蒯秋棠只有 16 岁,学做衣服,红军一来,他丢下剪刀,拿起刀枪,愿为工农打天

下”(16)。 

2.红八军团嘉禾“扩红”。 

按照中革军委 11 月 14 日的决定和部署,红八军团于 15 日进至宜章老铺上、新铺上。至 15 日,中央红军全部通过第三道封

锁线。16 日,红八军团进至嘉禾城附近宿营。在宿营地,红八军团无线电队政委袁光给小孩子讲故事,然后又和年轻人拉家常,了

解到“这些年轻人都是受苦人的孩子,不少人的父兄都受过革命的影响,有的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这些青年,无一例外地对国

民党、蒋介石怀着刻骨的仇恨”。于是,袁光向他们做宣传,动员他们当红军,并叫他们回去征求家里的意见,当晚就有 35名年轻

人来报名参军,袁光派人将他们送到了军团政治部。第二天部队出发前,又有 20 多名青年来无线电队报名参军,“无线电队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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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百多个红军”,受到军团政治部的表扬(17)。 

3.红九军团江华“扩红”。 

在红军通过第三道封锁线时,蒋介石已判明中央红军西进的战略意图,于是调集军队准备实施“湘江会战”计划。11月25日,

朱德发出作战命令,以红八、红九军团“为第四纵队,经永明……三峰山向灌阳、兴安县道前进”(18)。26日,红九军团“政治部编

印了红军告僮、苗、瑶族同胞书,并颁发了通令,说江华、永明是僮族、苗族和瑶族聚居的区域,要教育部队严格执行我党的民族

政策,做好少数民族的工作”。 

接到通令后,红九军团供给部立即展开了所属单位的士兵大会,供给部部长赵镕讲话,要求必须尊重少数民族,“绝不能欺负

或歧视少数民族,我们要争取他们成为革命的重要力量,要把他们当做自己的亲骨肉、亲兄弟、亲姐妹”。27日晨,红九军团第三

师第七团进占江华城,下午红七团召开群众大会,将缴获反动分子的两万匹布分发给群众。继红七团之后,红九军团主力也进驻江

华城。军团直属队进入江华城时,“我军团政治部编发的告僮、苗、瑶同胞书,七团战士们已贴得到处都是,群众争相观看,少数

民族的兄弟们脸上露出了欢喜的笑容”(19)。 

在江华县城所在的沱江镇,红军散发传单,教唱革命歌曲《当兵就要当红军》《送郎当红军》《把苏维埃的红旗插遍全中国》《打

倒土豪》等,用石灰、黄泥、染绽、锅灰到处书写标语,打开县粮仓和几个大商户的绸布店,宰杀土豪的生猪,在火神庙分发给群

众,宣传队演出了斗争土豪劣绅的街头剧。红九军团还在沱江积极开展了“扩红”工作,在沱江冯都庙设立扩红接待站。据《中

国共产党江华瑶族自治县历史(1921—1949)》,“有唐顺洪、何仲定等 150余名青年报名参加红军”(20)。 

另据《红军长征在永州实录》,“有唐顺红、何仲定等 150 多名瑶族青年积极踊跃地参加红军”,在迎新大会上“给新兵发

了寒衣,给他们的家属也发了布匹和安家费”(21)。江华瑶族人口众多,这 150余名新战士中可能瑶族居多甚至占绝大多数,但并不

一定全部都是瑶族。在没有确凿证据可以证明这 150多人都是瑶族的情况下,“150多名青年参加红军,其中多为瑶族”这样的表

述要准确一些。 

4.红八、红九军团永明“扩红”。 

11 月 28 日下午,红九军团离开江华向永明城进发。29 日上午,红八军团两个团在永明城外十余里与敌战斗。红九军团第三

师第八团跑步增援,击溃该敌,十时左右红军进占永明城。红军用刺刀在龙母庙旁两颗大树的主干上分别刻上“保家卫国当红

军”“中国工农红军万岁”两条标语,“没收了当铺,由地方工作部的同志把当铺里东西都从窗子里扔出来,叫群众认领回

去。……一下子就扩大了 200 多个红军战士,多是瑶族和苗族”(22)。“白天,城乡四周的各族人民纷纷拥向城内,欢迎红军,大街

小巷,人山人海,僮、苗、瑶族人民……高兴地跳跃,向红军欢呼。黄昏时分,当我们离开这一难忘的城市时,各族人民都恋恋不

舍”(23)。 

在临武、蓝山、道县红一军团“扩红”约 440人,在嘉禾红八军团至少“扩红”100 多人,在江华红九军团“扩红”150多人,

在永明红八、红九军团“扩红”200 多人。在这些地方,中央红军“扩红”约 900人。考虑到这段时间里中央红军长途行军,战斗

频繁,这样的“扩红”成绩还是不错的。之所以取得较好的“扩红”成绩,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党和红军在这些地方影响很大,群众基础好。“红军每到一地影响都很大,……劳苦大众见了高兴得了不得,群众心向红

军。”“据讲,这一带由于受秋收暴动的影响,群众都知道毛委员。”(24)“沿途群众对我军极好,利于我继续扩大红军。”(25)“此

地农民对红军、苏维埃十分爱戴!”(26)“共产党和红军在群众中素有影响,……沿途群众男女老少对红军都是极为热情。这样有

利的群众条件,为红军打土豪筹款和扩红工作提供了不少方便。”(27) 



 

 7 

二是红军很好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进入江华、永明前,红九军团即编印了告僮、苗、瑶同胞书,并下发通令对部队进行

民族政策教育,红军积极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得到了瑶、苗、壮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和大力支持。三是在各级政治机关和《红星》

报持续教育和推动下,各部队在开展宣传工作、群众工作以及模范遵守纪律方面有了较大的提高和进步。四是自《红星》报发出

“扩红”动员令之后,各部队已越来越重视“扩红”工作的开展。 

六、结语 

红八、红九军团尚在江华、永明时,中央红军主力正在桂北与敌激战,抢渡湘江。湘江战役后,红二师于 12月 11日占领湖南

通道城,12月 12日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转兵西进贵州。 

中央红军长征在湖南,历时一个多月,途经汝城、郴县、宜章、桂阳、临武、嘉禾、蓝山、宁远、道县、江华、永明、城步、

绥宁、通道、靖县等 15个县。如前所述,中央红军在汝城“扩红”150 多人,在宜章至少“扩红”900 多人,在临武、蓝山、道县、

嘉禾、江华、永明“扩红”约 900人,此外,中央红军在宁远、郴县、道县等其他各县也扩大了少量新战士,中央红军长征在湖南

“扩红”约 2000人。 

总的来看,中央红军长征中在湖南“扩红”取得较好的成效,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党和红军在湖南的影响很大,

群众基础好,有利于“扩红”工作的开展;二是党和红军日益重视“扩红”工作,红军中各级政治工作机关和党的基层组织以及

《红星》报较好地组织、推动了“扩红”工作的开展;三是在党组织和政治工作机关的教育、推动下,红军广大指战员高度重视

开展宣传工作、群众工作,积极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更加模范地遵守纪律,更加注意给予群众利益,大大提升了人民群众对红军的

认可度;四是红军的“扩红”工作得到了地方党组织的大力协助。 

中央红军长征中在湖南开展的“扩红”工作,进一步扩大了党和红军在湖南的影响,增强了中央红军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在

湖南中央红军广大指战员进一步认识到“扩红”的重要性,完成了从习惯于在苏区“扩红”到善于在白区“扩红”的重要转变,

为此后在贵州“扩红”取得丰硕成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从而为中央红军在长征中扩大、保存有生力量作出重要贡献。 

注释： 

1《总政治部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1934年 10月 9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

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文献》(1),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版,第 70页。 

2 萧锋:《长征日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日记卷》(3),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 年版,第

1045—1046页。 

3《总政治部对目前行动的政治工作训令》(1934年 10月 29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工农

红军长征史料丛书·文献》(1),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版,第 125—126页。 

4遵义会议纪念馆编:《遵义会议前后红军政治工作资料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 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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