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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集
1933

年， 日军侵
占我热河、 察哈尔省及冀东地
区。 面对日寇外患，蒋介石放弃
抵抗， 毅然对中国工农红军所
在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
第五次围剿。 赣南老营盘战场
战事危急， 司令员陈毅指示军
长钟和鸣放弃前沿阵地， 收缩
防御，等待增援。 在回程途中，

陈毅负伤， 被赶来的少共书记
陈丕显及“反革命分子”郑进财
所救。

第2集老营盘阵地失
守， 中共中央负责人李德把责
任算到了司令员陈毅和军长钟
和鸣头上，钟和鸣被解除职务。

陈毅负伤住院， 前来看望的曾
山把自己的警卫员武韶华留在
陈毅身边。 中央革命根据地被
国民党包围，紧要关头，中央决
定从粤军陈济棠的领地突围。

李德不同意陈毅跟随大部队转
移，执意将其留在中央苏区。

第3集红军主力转移在
即， 中央命项英留在中央苏区
并委派陈毅为其副手主持中央
苏区的工作。 陈丕显、杨涛、邱
菊、 胡耀邦等少共成员互换礼
物并合影留念。 张鼎丞征得中
央苏维埃主席毛泽东的同意返
回闽西开展工作。 被解除职务
的钟和鸣无所事事、牢骚满腹，

对陈毅很有意见。 陈毅和项英
为确保红军主力顺利转移，开
始在中央苏区联合《红色中华》

报主编瞿秋白制造祥和气氛来
麻痹蒋介石。

第4集
1934

年
10

月
21

日夜， 中央红军主力发起突围
总攻， 从此开始了漫漫长征之
路。 由于中央苏区军民顽强抗
击，牵制住了几十万“围剿”中
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 从而解
除了中央红军集结、 休整及突
围转移初期的后顾之忧。 陈毅
腿伤日益严重， 项英重新任命
钟和鸣为代理中央军区参谋
长。 钟和鸣兴奋之余提出以“围
魏救赵” 之计率大部队与国民
党军周旋， 不想却被主张分散
游击的陈毅一口否定。

第5集钟和鸣求胜心

切， 导致苏区再次陷入危难境
地。

1935

年
1

月
15

日，红军召
开遵义会议， 肯定了毛泽东等
人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所形
成的基本原则， 实际上确立了
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
位， 并拨正了坚持南方三年游
击战争的方向。 钟和鸣率兵在
湾塘岗大败国民党军李桂堂，

看似完美的胜利却为以后埋下
了深深的隐患。 赤卫队指挥员
刘国辉前来投奔钟和鸣， 协同
邱菊运送伤员， 却在牛领山遭
到敌人的猛烈袭击。

第6集中央来电指示将
中央苏区的斗争方式转变为游
击战，中央分局拟定突围方案，

突围过程中遭遇敌人猛烈的炮
火攻击。 钟和鸣率红

71

团突围
在即，刘国辉夜访，并劝说钟和
鸣带兵投降国民党。 正式突围
开始， 中央苏区的全体官兵分
散成十几路分队冒着敌人的炮
火向各自的转移地点前进。

第7集由于等待中央回
电耽误了突围时机，陈毅、项英
率领中央分局被迫放弃突围安
远河，向山中的临时驻地撤离。

蒋介石试图放火烧山逼陈毅、

项英投降。 一时间，陈毅、项英
率领的中央分局分部陷入即将
被围剿的境地， 在山中转移之
时，偶遇当年救过陈毅的“反革
命分子”郑进财。 郑进财建议巧
渡桃江向油山转移。

第8集陈毅、 项英化装
渡桃江时被国民党军发现，万
般危难关头被及时赶到的陈丕
显所救。 脱险后的陈毅、项英与
赣南突围部队的李天彪等会
合， 其余各路突围部队伤亡惨
重，瞿秋白、毛泽覃等一批领导
人壮烈牺牲。 项英主持召开长
岭会议， 会上认真贯彻中共中
央关于“彻底改变组织方式和
斗争方式， 使与游击战争的环
境相适合”的指示。 在陈丕显的
指示下， 李天彪率兵化装袭击
了国民党军队的钨矿区。

第9集一纸调令把陈丕
显调回中央特委。 在外执行任
务的郑进财偶遇邱菊并将其带

回部队。 深夜，陈毅密会邱菊，

并协商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

以叛党的罪名将邱菊开除党籍
来迷惑敌人。 闽西龙翔村崔月
楠与国民党军达成协议并出任
联保主任。 邱菊回到闽西重新
投奔在崔月楠门下。 陈丕显带
兵在山里与国民党军的保安团
周旋， 国民党军一时被陈丕显
搅得草木皆兵。

第10集钟和鸣独断专
行不理会中央分散游击的指
示，执意带领红

71

团正面与敌
人交锋。 心急如焚的陈毅写信
命钟和鸣移交兵权， 回中央分
局谈话。 钟和鸣不理会陈毅的
命令， 继续与粤军展开正面交
锋。 国民党军李桂堂部加强了
对游击队的清剿。 郑进财化装
成箍桶匠秘密与邱菊联络传达
消息。 崔月楠对邱菊的行为不
置可否， 并资助邱菊建成草药
铺。

第11集钟和鸣的独断
专行导致红

71

团被敌军包围，

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钟和鸣杀
害了红

71

团政委石友声，投靠
了粤军陈济棠。 湘赣工农红军
指挥员谭余保转移到罗坑口时
意外地找到自己失散多年的女
儿娇崽。 长征途中，周恩来委派
潘汉年前往上海建立红军主力
与各游击部队的联系。 粟裕率
挺进师与闽东独立师叶飞在郑
家坑会合。 闽西游击军张鼎丞、

谭震林计划在国民党军联谊会
时伏击第十三陆军医院。

第12集国民党军联谊
会召开前夜，张鼎丞、邱永生率
兵袭击了第十三陆军医院。 粤
军军长余汉谋试图请赋闲在家
的钟和鸣加盟粤军， 无奈钟和
鸣自视清高。 在余汉谋威逼利
诱下， 钟和鸣出任第六绥靖区

少将剿共游击司令。 陈毅、项英
在当地居民汪世贵的帮助下建
立堡垒村。 叛徒李庆书欲联合
土匪周文山剿灭游击队。

第13集周文山的土匪
部队被收编为粤军剿匪部队，

周文山决定在中央分局转移前
夜袭陈毅、项英部队。 由于交通
员的牺牲， 邱菊暂时失去了与

中央分局的联系。 是夜，周文山
率土匪部队夜袭中央分局。 兵
败粟裕的李桂堂十分气愤，钟
和鸣深夜造访共商剿匪大计。

受到钟和鸣蛊惑的大刀会拦截
了转移的粟裕、刘英部队。 危难
之中， 粟裕命纵队长孟鑫在不
许开枪的前提下掩护部队转
移。

第14集粟裕设计瓦解
了大刀会的攻势， 并用革命精
神感化大刀会、 红带会等民间
团体，并建立了抗日组织。 在与
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 根据
战事需要，粟裕、刘英、叶飞商
定成立闽浙临时省委来对抗敌
人的大规模围剿。 经过一周艰
苦卓绝的游击战， 孟鑫率部队
与粟裕会合， 并将此次游击战
的经验交流传达给各作战部
队。

第15集在山中侦察的
何长林被钟和鸣抓获， 威逼利
诱下， 何长林投降钟和鸣并答
应帮其消灭陈毅、项英。 下山采
购的武韶华被钟和鸣逮捕，钟
和鸣逼其说出了中央分局的临
时驻地，中央分局危在旦夕。 缺
吃少穿的游击生活使部分游击
队战士产生了回家的想法。 李
桂堂抓住这个机会， 向战士家
属施加压力， 试图削弱游击队
的实力。

第16集钟和鸣的背叛
已是众人皆知， 余汉谋不满钟
和鸣无所作为， 解除其职务并
将他软禁在家。 是夜，李桂堂造
访并游说钟和鸣加盟国民党
军。 陈毅、项英计划借李庆书强
娶民女之事除掉这个叛徒并挑
起当地百姓与粤军的矛盾。 山
里密营中， 谭余保主持了段焕
竞与发姑的婚礼却阻止了周密
与刘娟的婚事。 气愤之下，周密
以结婚出国为条件投降钟和
鸣。

第17集由于周密的出
卖， 钟和鸣很快率兵包围了谭
余保部队的临时驻地。 在撤退
转移途中， 谭余保的女儿娇崽
失踪。 余汉谋找到钟和鸣提出
进一步剿共合作， 山区村民都
被限制口粮以防支援红军。 一
时间， 游击队陷入更加危难的
境地。 为夺取地方政权，陈毅、

项英设计除掉了当地保安团团
长皮老二。 毕博雅拒绝给红军
代购物品的第二天， 儿子毕思
贤失踪。 无奈之下，毕博雅找来
旧识郑进财寻求解决办法。

第18集独自在山中游

玩的毕思贤被李天彪带回临时
驻地。 项英将计就计重新对毕
博雅提出支援游击队的条件。

经过几天的接触， 毕思贤逐渐
对红军产生好感， 甚至要求加
入游击队。 谭余保设计抓获了
钟和鸣的妻子区淑娴并以她为
人质， 要求钟和鸣用钱粮来交
换。 见面时，谭余保意外得知娇
崽在钟和鸣的手上。

第19集崔月楠非常后
悔与张鼎丞、 邱永生的正面交
锋，无奈之下，崔月楠找到邱菊
旁敲侧击， 希望邱菊能将悔意
转达给张鼎丞。 在国民党军失
意的钟和鸣重新回到粤军担任
特案组组长。 上任后的钟和鸣
在清理“投诚”名单时，把目光
对准郑进财并将其逮捕。 由邱
菊引见， 张鼎丞与崔月楠顺利
见面并进行了友好协商。

第20集两广军队借抗
日之名起事反蒋， 趁军阀混战
之时， 张鼎丞派邱菊前往上海
恢复与中央的联系。 穷凶极恶
的钟和鸣在撤退时残忍地杀害
了郑进财， 邱菊的身份逐渐遭
到敌人怀疑。 钟和鸣利用陈毅、

项英对陈海的信任， 以中央代
表的名义诱骗陈毅等人下山伺
机加害。 不明真相的陈毅如约
下山，危险一步步靠近。

第21集陈丕显与李天
彪率领游击队暂时化解了危
机。 向山中临时驻地撤退的陈
毅被国民党军队包围。 隐蔽之
时，陈毅提笔写下千古佳作《梅
岭三章》。 不久，“西安事变”爆
发，红军得到暂时的喘息。 邱菊
以和蔡平西去上海学习为借
口， 前往上海恢复游击队与中
央的联系。 钟和鸣发现了邱菊
的真实身份， 开始全城缉拿邱
菊。

第22集多年艰苦卓绝
的战争大大削弱了国民党军官
兵的士气。 一时间，消极厌战的
气氛在国民党军部队中弥漫开
来。 “七七事变”爆发，陈毅下山
与国民党军初步达成共同抗日
的协议， 项英回到延安正式恢
复了和中央的联系。

1937

年
12

月
1

日，中共中央分局撤销，中
共中央军委新四军成立。 至此，

三年游击战圆满结束。

11月25日至30日
19

誜

55(央视一套)播出第1至
12集。

22集连续剧

浴血坚持
编剧：陈爱民
总导演：胡玫
导演：杨军何燕江
主演：马少骅倪土王斑

三年游击战争与红军长征被称为我党历史上
最为艰苦的军事斗争，陈毅、项英、张鼎丞、粟裕、
叶飞等老一辈革命家出色地牵制了敌人，有力配
合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更为后来组建新四军
和抗日战争保存了南方的革命战略支点和一批骨
干力量。这是我党我军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段时
期，在中国革命历史和军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不
能忘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