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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十送红军》的历史真相研究

双击自动滚屏 来源：《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12-05-22   

                         孙 伟  

                          

  著名红歌《十送红军》，歌词质朴、情真意切，曲调婉转优美、十分动听，2001年还被作为电视连续剧《长征》的

主题曲。20世纪60年代初，根据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演唱革命历史歌曲的指示，为创作大型歌舞《革命历史歌曲表演

唱》，空政文工团的词作家张士燮、作曲家朱正本曾到江西革命老区井冈山、吉安、永新、安福等地进行采风，搜集了

大量战争年代的革命歌曲，为创作做了充分准备，其中不少是当年流传在井冈山的各种版本的送红军歌曲。  

  回到北京后，张士燮负责剧本创作，当他写到第四场红军长征时，感到需要有一首歌曲来表达苏区人民群众送别红

军时那种依依惜别、恋恋不舍的心情。他就把自己这次搜集到的多首有关送红军的江西民歌综合起来，形成了《十送红

军》的歌词。朱正本拿到歌词后，细读几遍，当即就想起了自己在江西采集到的赣南采茶戏——《长歌》（《送郎

调》）的曲调，从中寻找到了创作灵感。又借鉴了西洋音乐回旋曲的形式，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重新加工。这样才有了我

们所熟知的由张士燮编词、朱正本编曲的《十送红军》。1961 年建军节，该歌第一次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正式公演就

一炮而红。[ 1] 如今更是传唱大江南北，家喻户晓。  

  通过以上的创作背景，加上歌词中的红军下了山、到拿山、过了坡、五斗江、上大道和望月台等几处场景，学界对

以下事实基本达成共识：这首歌的曲调虽然取自当时的中央苏区，但其内容却是实实在在描述朱毛红军主力1929年初下

井冈山时的情景。作为一首革命歌曲的创作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也达到了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效果。然而，据笔者研

究，真实情况与歌曲中的场景有比较大的出入，学界对此问题却没有作深入的考察。  

                         一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军余部上了井冈山，从而开创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底，朱

德、陈毅带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军也上了井冈山。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部队会师井冈，并

使井冈山的军事力量达到鼎盛时期。红五军与红四军会合的消息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1929年1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

共6个旅计3万多人，兵分五路发动了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  

  当时红军充其量不过四个团，敌我兵力悬殊太大了。根据形势的需要，为了寻求破敌之策，于1929年1月4日在宁冈

县柏路村召开联席会议。会议既否定了据险死守而不能解决经济困难的消极防御观点，又反对了主张全部转移而不要根

据地的逃跑主义，一致赞同毛泽东提出的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策略方针，实行“围魏救赵”。会议决定：由刚

上山的彭德怀、滕代远的红五军部队，及王佐领导的红四军32团的部队防守井冈山；红四军大部出击赣南，吸引敌人，

返身从敌后打来，共同“破围”。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这次下山有这么一些特点。既有被动的一面，又有主动的一面。被动是指两省国民党军的大

军压境，兵力大大超过红军，来势汹汹、杀气腾腾，硬拼可能会有全军覆灭的危险，所以被迫将主力带离根据地以解井

冈山之围。主动是指下山前在思想上、军事上、经济上都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如将红四军和红五军进行了混编，以便

统一指挥；边界各县党组织，会同部队再次加固了工事和挑粮上山，为守山作物资准备；抽调一批得力干部，充实守山

部队领导；对下山部队进行政治动员、组织军事训练，布置出击路线、序列等事宜；在敌人进攻之前，也按照原定的下

山路线有计划地撤离井冈山。  

  既有偶然的一面，也有必然的一面。偶然是指虽然之前有过赣敌四次进剿井冈山，湘赣敌军两次会剿井冈山的经

历，都被一一化解；但国民党军队这次的突然会剿，兵力之多，来势之凶，还是出乎红军领导人的预料，别无它路，只

得转移。必然是指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虽然有着比较丰富的物产，为工农红军提供了必需的经济给

养，但由于地处偏隅，农业经济相对落后，素有“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的说法。在众多部队长期进行武装割



据，需要足够给养力的情况下，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给当地带来很大的经济压力；加上国民党军的严密经济封锁，虽然

边界党和政府采取措施领导根据地人民积极发展农业生产，采取反经济封锁的措施，红军也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但一

直都未使经济彻底摆脱几乎崩溃的边缘，红军的生活与经济非常之艰难；当红五军的部队上山后，更是雪上加霜，物资

菲薄，虽有群众援助，当地却根本无法养活这么多的红军。也就是说，即使没有第三次会剿，红军主力下山以解决井冈

山的经济困难都是势在必行的。  

  除了上面提到的被动与主动、偶然与必然的特点外，对老百姓和国民党也充满着复杂的矛盾。这次下山的主要目的

是围魏救赵，以解井冈山之围。一方面，对老百姓说明了红军下山的原因，在群众中还广泛动员保卫井冈山，向群众宣

传保卫井冈山的有利条件，让他们协助做好防御工作等等，这是公开的。“至于到哪里去，怎样的意图，具体的战略部

署，在群众中就不讲了。”[ 2] 所以，对老百姓既公开，又保密。另一方面，对敌人，开始是静悄悄的、消息封锁的，

这是为了顺利撤退的需要。下山后，为了达到引开会剿井冈山的敌军的注意，又在沿途向群众大张旗鼓散发各种传单，

到处张贴《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旗帜鲜明地宣传红军的革命宗旨和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主张。如“红军宗旨，

民权革命”，“此番计划，分兵前进”[ 3] 等内容，就意在“暴露”自己的行踪，尽最大可能调动和牵制敌人，发动和

争取山下群众参加革命、对敌斗争，以减轻井冈山的压力。所以，对国民党先保密，后公开。  

                         二  

  1929年1月14日，红四军主力部队3600余人，在毛泽东和朱德的率领下，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井冈山。1月16日，

“湘、赣‘会剿’军代总指挥何键发觉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南下，急电蒋介石，报告对红四军主力两路‘追剿’和对

井冈山三路‘进剿’的部署。”[ 4]   

  面对敌人的步步紧逼，留守井冈山的彭德怀、滕代远和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对坚守井冈山的斗争作了周密的部署。

红五军指战员和参战的地方武装同仇敌忾，与敌浴血奋战，表现出了顽强不屈的精神，但终因四面受敌、孤立无援，1月

30日五大哨口先后被敌人攻破，第三次反会剿失败，井冈山根据地落入敌手。根据事先的会议安排，为了保存革命的有

生力量，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余部从井冈山突围，南下寻找红四军主力；王佐等率部转入深山，坚持斗争。敌人占领井冈

山后实行了惨无人道的烧杀政策，根据地受到了极大的损失。  

  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在朱毛的率领下，采取盘旋式的“打圈子”战术，避强击弱，最终摆脱了重兵的追击。

下山伊始，进展比较顺利，轻松占领了大庾县城。但由于脱离了稳定的根据地，群众一时未能发动起来，因而在大庾、

寻乌遭到敌人的袭击，连连失利，损失很大。后来在瑞金大柏地取得胜利，扭转了战局，从此在赣南站稳了脚跟。随

后，红四军为解井冈山之围，挥师宁都，接着又举旗东向，进入吉安东固地区。2月20日，红四军与活跃在东固地区的由

李文林、曾炳春、段起凤等领导的江西红二、四团在东固螺坑胜利会师。会师后，毛泽东、朱德等通过赣西特委的情

报，得知井冈山已经失守，彭德怀率领红五军已往赣南游击，毛泽东、朱德及红军将士甚感沉痛。鉴于赣敌李文彬部正

向东固逼近，金汉鼎部也对东固取进攻之势，于是，红四军前委决定，放弃原定回师井冈山的计划，继续在闽赣边界一

带游击，相机寻找新的落脚点。[ 5] 这样，在休整一个星期后，于2月25日离开东固，出击赣南闽西。4月1日，红四军

与红五军在瑞金会合。4月11日，在于都又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同意彭德怀率领红五军打回井冈山，恢复根据地，

这才有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后期斗争；而红四军则继续在赣南分兵，开拓新的根据地。  

  可以说，朱毛红军主力1929年初下井冈山，采取了“攻势的防御”战略，是积极的策略，也是切合当时实际的。后

来的事实证明，假如红四军不主动撤出，后果是难以想象的。虽然红四军出击赣南后，由于情况的变化，未能完全实现

“围魏救赵”的计划，但红四军在赣南闽西一带，经过多次战斗和艰苦工作，逐渐开创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三  

  基于以上特殊的历史背景，我们再回过头来考察当年下山的具体情景是怎样的，与《十送红军》有什么不同？  

  全国著名井冈山斗争史专家——余伯流教授对此作过这样的描述：“1月14日，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在毛泽东、朱

德率领下，兵分两路向赣南出击。一路经下庄、小行洲、黄坳，一路走荆竹山，进入遂川境内，合为一路。”  

  “红四军下山的那天，红五军、三十二团的指战员及山上、山下的群众数百人纷纷冒雪前来为红四军主力部队送

行。战士们相互紧拉着手，久久舍不得分开，说不尽的送别话语。送行的群众纷纷将带来的熟蛋、布鞋、烟叶等，一一

往红四军战士们荷包里塞。红四军指战员们想到即将离开养育、经营一年多的红色根据地，也都别情依依。一时，告别

声、宽慰声、勉励声、哭泣声嘤嘤四起，场面异常悲壮感人。”[ 6]   

  笔者认为这个场景比较接近历史的真相。《十送红军》中有着几个比较明显的瑕疵，如秋风、细雨就与当时的季



节、气候不符，因为当时阳历1月份，正值寒冬，天降大雪。又如从下山路线看，不会向北路过拿山、再到五斗江，况且

当时这两个地方也属于国统区。当然，考虑到音乐创作的因素，不能完全按照史实去套歌词，适当进行加工也是可以理

解的。这里主要要谈的就是对下山红军的“十送”，可谓荡气回肠，甚是感人。但经过笔者研究认为，守山军民依依不

舍是肯定的，但不会那么凄凉，更不会出现生离死别的相送！下面将给出几点理由：  

  首先，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与国民党的战斗很多，由于红军兵力有限，所以经常会遇到强敌入侵，往往要面对数

倍、十几倍的敌人进攻。毛泽东与朱德一起总结出“十六字诀”的游击战术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为了打退敌人的进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朱毛经常会运用这个原则，到外线调动或打击敌人是屡见不鲜

的。因此，红军主力下山的次数很多。就拿担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而言，也经常率部队下井冈山迎敌。比如，1928年2

月，为打破赣敌第一次进剿，带兵到宁冈新城；1928年4月，为打破赣敌第二次进剿，带兵到宁冈、永新交界的七溪岭阻

击敌人；1928年6月，为打破赣敌第四次进剿，带兵到永新骚扰敌军；1928年7月，为打破湘赣敌军第一次会剿，带兵在

永新困敌；1928年8月，为了迎接朱德、陈毅率领的28团上山，带部队进入湖南桂东等。可见，对红军而言，下山迎敌或

扰敌是常事。  

  其次，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通过计策将敌人引开或调开，以达到消灭敌人或解井冈山之围是先例的，并取得了效

果。比如，1928年5月，赣敌发动了第三次进剿，红军主动退出永新。毛泽东和朱德对于如何打破敌人的进剿，进行了商

讨。与敌硬抗，肯定不行；最好是能把敌人引出来，分而歼之。经过策划，决定红军主力奔袭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的老

家。结果，调动了驻永新的敌人。敌人不知这是“声东击西”之计，部队被调动了。结果被红军分而歼之，二占永新

城。  

  最后，这次红军主力下山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经济给养和打破敌人的会剿，以解井冈之危。从事先的会议计划，

到后来的下山路线，都可以看出，部队下山去赣南只是权宜之计，大家都认为井冈山并不会丢掉，本没有想过要开拓新

的革命根据地，之后还是要再回井冈山的，也是认为能回来的。即使敌人有过多次进剿和会剿，湘赣边界有过三月失败

和八月失败，但在共产党的有力领导下，凭借五大哨口，军民一起共度难关，井冈山此前从未被敌人占领过，可谓固若

金汤，还出现过黄洋界保卫战这样以少数多的战例。没想到由于形势变化，虽然彭德怀又杀回井冈山，收复了失地；但

朱毛红军主力却没有再回井冈山，直到1962年3月和1965年5月，朱德和毛泽东才分别重上井冈山，以弥补当年之遗憾。  

                         四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红四军主力此行下山从战略上讲是对的，因为分散了敌人的力量，减轻了井冈山的压力，保留了革命的火

种，后来还开拓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在广大军民眼中，这就是一次大的部队转移，与之前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队

伍一定还会打回来。却没想到这次井冈山失守后根据地遭受巨大挫折，并不知道这是一次生离死别，而朱毛红军主力也

没有再回来。  

  第二，老百姓虽然不清楚红军此次下山的路线和去多久时间，但清楚此次下山的目的，而且事先作过动员工作，有

思想准备。加上红军下山杀敌或调敌是很平常的事情，老百姓也习以为常。虽然有些依依不舍，但基于对红军的信任，

还是充满期望的，并不会且不必特别伤心。  

  第三，此次下山要做到安全撤离，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要实行消息的保密与封锁。谭政指出：“大家觉得要使敌人迟

一点发觉，防止敌人追击，如果让敌人过早发觉，对我们行军不利。”[ 7] 笔者查阅了许多史料和当事人的回忆录，对

下山的情景描写很少，更从未见过唱歌送行的记载。不过，也不能完全排除个别群众在送行途中歌别的可能性。这个现

象我们很难进行准确考证，但有一个事实我们可以确认：群众和以往一样到村头夹道相送，但大体上还是心照不宣、静

悄悄的。直到顺利下山后，红军为了调敌的需要，才又大张旗鼓。  

  第四，这次下井冈山并没有那么凄惨和壮烈，村民不会一站一站地送，红军也不会一步一回首。作曲者在创作过程

中叠加了许多自己的认识和情感，再揉合了长征的一些因素，才让这首歌曲变得如此凄凉和震撼。  

  第五，这首歌之所以在一经公演就取得了如此好的反响，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是词曲本身情感真挚、源于生

活，可谓脍炙人口；二是在1960年代，正是革命歌曲唱红中国的特殊时代；三是许多经历过井冈山斗争或中央苏区斗争

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循着歌声追忆往事，也都非常有同感。  

  虽然《十送红军》与真实情况存在着一些不符，但我们同样对这首老歌怀有深厚的感情，对当年的编曲作者表达深

深的谢意。可以说，正是这首歌表达了当年的军民鱼水情，反映了为什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最终会夺取全国的解



放。在此，对当年不怕牺牲的红军将士，为革命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老区人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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