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5 年 6 月 12 日，中央红军同红四方

面军在达维胜利会师。野心膨胀的张国焘见

红四方面军已是拥有 8 万精锐的劲旅，而红

一方面军经历了湘江血战、四渡赤水、抢渡

大渡河之后， 为不足两万人的疲惫之师，心

中很不平衡， 便先后在 6 月 26 日的两河口

会议和 8 月 4 日的沙窝会议上跳出来向中

央发难要权。

朱德在党和军队中一直是德高望重的

主要领袖之一，为典范式的忠厚长者。 他同

张国焘的斗争，不是妥协退让，而是十分讲

究斗争的方式方法，运用“软功”有理、有节

地斗争。 就当时的形势看，非常必要。

同张国焘这个“独裁者”共事，是一件非

常艰难的事。 当时中央任命朱德为总司令、

张国焘为总政委共同领导左路军，但是张国

焘一手遮天。朱德在后来的回忆中深有感触

地说：“张国焘领导红四方面军，总是以个人

为出发点，一切都从个人出发，凡是反对他

的，或者被赶走，或者被杀掉。 ”

朱德的警卫员潘开文在《怀念敬爱的朱

总司令》中说：就是在噶曲河边扎营的第二

天，朱总司令、张国焘、秘书长黄超、第 5 军

团团长董振堂几个人在张国焘的帐篷里讨

论军队的进击方向问题，争论得很激烈。 董

振堂赞同朱总的意见北上，黄超便打了董振

堂几个耳光。 张国焘没制止，朱德心里气愤

至极，却没开腔，带着董振堂回到了自己的

帐篷。

后来， 张国焘不仅拒不听从中央的劝

告， 反而在部队中大肆造谣中伤党中央，四

处扬言中央率孤军北上， 不被消灭也会饿

死。 甚至在阿坝的格尔登寺的大殿里开会

时，竟然悬挂出“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

跑”的大幅标语。朱德对此非常气愤，他在会

前三番五次对张国焘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

劝其不要搞这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张

国焘听不进去，在会上还怂恿人围攻朱德。

会上朱德岿然不动，泰然地翻着手中的

一本书。 有人直接逼朱德表态，见“戏”演到

一定火候时，朱总司令镇定自若，和颜悦色

地说：“中央决定北上抗日是完全正确的。现

在日本已侵占了我东三省，红军在这民族危

亡之际，当然该担当起救国的重担。 我是一

名共产党员，是不会反对中央决定的。 ”

1935 年 10 月 5 日，张国焘在卓木碉成

立第二“中央”。 朱德在大会上平心静气地

讲：“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 红军在党中央

领导下，是一个整体。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是

红军内部的问题，不能让蒋介石看笑话嘛！”

正因为朱总司令一直用“软功”与张国焘唱

“对台戏”，使红四方面军广大将士看清了张

国焘的真正嘴脸。 张国焘倍感孤立，他一手

炮制的第二“中央”也很快夭折了。

岿然不动

用“软功”智斗张国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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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枪林弹雨中从未负伤成传奇

核心提示

从井冈山斗争起， 朱

德与毛泽东便一起成为中

国革命的旗帜，中央红军也

常被称为“朱毛红军”。 长

征期间， 朱德担任中国工

农红军的总司令， 在征途

上他以身作则激励全军，

面对党内复杂的斗争， 在

逆境中忍辱负重努力做工

作， 最终促成了三大主力

实现胜利会师。 长征结束

后，毛泽东称赞他“度量大

如海，意志坚如铁”。

朱德在枪林弹雨中闯

了数十年，竟然一直没有中

弹负过伤，这也成为他的经

典传奇。

平易近人

和老百姓打成一片

朱德是打游击的专家，在不断的实践

中，他总结出“秘密，迅速，化整为零，声东

击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一套与

众不同的战法。

在井冈山时， 朱德走遍了整个山区，

在勘察过地形和防御工事后说：“国民党

军队完全采用经常见到的日本军事战术，

永远以一路纵队前进，前有前卫，旁有侧

翼。除了这些，他们就什么都不懂了。可是

我们分成了小股的快速部队，进入他们的

后卫和侧翼，把他们切成几片。 这种战术

并没有什么秘密，任何人都可以学会。 军

阀们过去也想用来对付我们， 却失败了，

因为游击战术不但需要熟知地形，还要有

老百姓的支持。 ”1928年 5月至 6月，朱德

亲自指挥红军三打永新，三战三捷，他和

毛泽东一起打开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新

局面。 当时他用以克敌制胜的法宝，不是

别的，正是流动游击战术。

朱德身强力壮，所以能和士兵们一起

生活，与他们密切接触，从而得到了他们

的信任。朱德在运用游击战时深深体会到，

若没有广大群众做依托，成功是无望的。

同老百姓保持密切关系， 使得朱德获

得了不少帮助。 1929 年 8 月，朱德带领着

几千名红军， 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广东丰顺

县马图镇。当地百姓受反动派蒙蔽，对红军

有惧怕心理。对百姓的这种情况，有些战士

想不通。 朱德便耐心对大家说：“老乡越怕

我们， 我们越要接近他们， 多为他们做好

事，慢慢他们就会明白了。 ”于是就动手为

老乡扫院子、劈柴、喂猪、挑水……几天后，

老乡们消除了惧怕心理，走出来欢迎红军，

此时的马图镇就像过年一样热闹。 朱德仍

旧要红军继续为群众做好事， 他自己每天

都把房东的水缸挑得满满的。 有人向房东

介绍说：“担水的老兵， 就是红军的领头

人。”房东很吃惊，接着就在镇上传颂开了：

红军的领头人给老乡做好事， 在国民党军

队中是从来没有过的， 因此老乡们更加拥

护红军了。

朱德的平易近人，与老百姓、士兵打成

一片，不仅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潜在的护

身符，在危难时候大显身手……

1927 年 10 月， 朱德到达汝城的消息

很快被汝城匪首何其朗得知。 早在南昌起

义后不久， 何其朗就听说了朱德是共产党

的领导人， 现在南京政府正以重金通缉捉

拿朱德， 今天朱德跑到了自己的地盘上，

真可谓升官发财的好运从天而降。 一阵狂

喜之后， 他把担任中队长的内弟朱龙奴叫

到跟前，对他说：“龙奴，今天发财的机会到

了，就看你的本事如何！ ”朱龙奴听后，丈二

和尚摸不着头脑，只是直直地望着姐夫。 直

到何其朗把事情的由来说完，朱龙奴才欣喜

若狂地回答说：“好机会，能抓到朱德，你我

今生今世就有享受不完的荣华富贵。 ”何其

朗说：“朱德是讲武堂的毕业生， 智勇双全，

要抓住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他还带

了一个排的人。 ” 朱龙奴道：“我就听姐夫

的。 ”何其朗说：“明天，朱德将从汝城返回上

堡，要路过壕头住宿，你带两个中队去壕头，务

必抓到活的。 ”

夕阳西下，朱德率警卫排来到壕头的一

个祠堂里宿营，警卫排排长黄志中带领战士

到老百姓家借稻草、木板摊铺，朱德和两个

战士留在祠堂准备晚餐，谁知黄志中带着战

士出去不久，村里便响起了枪声，朱龙奴带

着几十个匪兵分头进行搜查，十几个匪兵冲

进了朱德住的祠堂里，两个战士冲出门口拦

住匪兵，不幸中弹牺牲。

朱德知道出去不了，随即跑到临时用来

做饭的厨房， 抓起挂在墙上的围裙系在腰

里，又到灶里摸了把烟灰擦到脸上，紧接着

又拿起一把柴火往外走，十几个匪兵冲到跟

前，朱龙奴指着朱德喝问：“你们的军长朱德

在哪里？”朱德装出一副恐惧的样子回答说：

“他到村中老百姓家去了！”朱龙奴见眼前这

人衣着破旧， 腰上系着沾满油污的围裙，双

脚穿着草鞋，一张脸又黑又脏，根本不会相

信他就是要抓的朱德。他不想在这里耽误时

间，便带着匪兵跑出祠堂。

警卫排长黄志中听到枪声，立即集合全

排战士向祠堂跑去，朱龙奴一见追过来的警

卫排，便慌忙率匪兵转身向村外逃去。

黄志中率警卫排追击几十米后返回祠

堂，一见朱德的“伙夫”打扮，立即明白了是

怎么一回事。朱德苦笑着说：“我这个伙夫头

还装得像吗？ ”黄志中说：“很像！ 很像！ ”从

此，朱德“伙夫头”的故事在部队传开了。

朱德虽然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

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但长征前夕的

实际军事指挥权却掌握在博古、李德等人手

中。 准备突围西进的决定，直至需要用总司

令名义下达命令时才告诉他。 朱德事后感

叹，这“使我伤心”。

不过朱德还是以大局为重，尽全力做好

自己的工作。 1935年 9月，当中央苏区在敌

军围攻下情况危急时，朱德同周恩来等人一

起筹划对粤军开展统战工作，并以红军总司

令的名义致信广东军阀陈济棠，以抗日和反

蒋的大义劝说，使其同意在赣粤边界放开一

个缺口，中央红军得以由此突围西进，开始

了长征。

中央红军出发后， 朱德虽无实际指挥

权，但仍经常到部队中做鼓动工作。 红军渡

湘江时， 遭到国民党中央军和湘桂军夹击，

朱德对于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情况提出不

同的意见，可这个德国人不但不接受，还大

发雷霆。 朱德对那些照搬苏联教条的领导人

极为不满，赞成更换领导。

1935年，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

大会议，朱德参加了会议，并以尖锐语气批

评了“左”的错误，他说：“这样的错误如果继

续下去，红军就不能再跟着临时中央走了。 ”

他还表示支持毛泽东指挥红军， 这种态度，

对遵义会议取得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向北进军，一渡

赤水时在土城遇到川军拦截，敌军进行反扑

还威胁到中央机关。 形势紧急，朱德向其他

负责人提出要亲自到火线上指挥，毛泽东马

上组织身边的同志开了一个临时欢送会。 当

有人叮嘱他保重安全时， 朱德豪迈地回答

说：“能打中我的子弹现在还没有造出来呢！ ”

朱德亲自赶到红一军团前沿阵地，川军

已占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进行射击，他身边

弹雨纷飞。 总司令的亲临极大地鼓舞了一线

指战员，终于将敌人打退并夺回制高点。 激

战到黄昏，部队撤出战斗向西转移，其他人

劝总司令先走，朱德却一直等到后卫团到达

才通过浮桥。 当时敌军的一颗炮弹正好落在

他的身旁，幸好没有爆炸。 朱德在枪林弹雨

中闯了数十年，竟然一直没有中弹负过伤。

（据《长沙晚报》）

幸运相伴

枪林弹雨中从未负伤

朱德参加劳动。

1 9 3 7 年，朱德与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在延安。

1 9 3 8 年，朱德在华北抗日前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