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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继兴

彭德怀奉命砍掉“尾巴”

鉴于毛泽东在致《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的信中提出

该诗不宜发表，195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十

九首》中，就未把该诗收入其中发表。以后，这首诗更是很

少有人提及了。在1963年和1976年两次公开出版的《毛

泽东诗词》中，也都没有收录该诗。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些老同志开始认真回忆当年

的历史，长征中一直与彭德怀并肩作战的杨尚昆（长征前

期彭德怀与杨尚昆分别任红三军团军团长、军团政委；长

征后期中央红军改编为红军陕甘支队后，彭德怀任红军陕

甘支队司令员，杨尚昆任该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在其晚年

所写的回忆录中，再次肯定了毛泽东曾创作该诗及彭德怀

修改该诗的历史事实，指出了该诗写于长征末期，并非是

攻打腊子口之后。

经过多方面史实考证，根据多位知情人提供的可靠史

料，疑云散尽，历史的迷雾终于被拨开了。由曾长期担任

毛泽东政治秘书的胡乔木主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

民文学出版社 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将《六言

诗·给彭德怀同志》正式收入，还了历史以本来面目。

红色历史档案之毛泽东诗赞彭德怀

毛泽东诗赞彭德怀的来龙去脉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这是毛泽东的诗《六言诗·给彭德

怀同志》。然而，这首写于1935年10月的诗，问世后几多波折，毛泽东自己都建议不发表，直至1986年出

版的《毛泽东诗词选》才收入该诗。这首诗的背后，有着鲜为人知的故事。

长征已近尾声的1935年 10月，蒋介石发电报给盘踞

在陕甘宁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各部：“朱毛赤匪长途行军，

疲惫不堪，企图进入陕北会合刘志丹”，各部要“前往堵

截，相机包围，予以歼灭”。

其时，蒋介石集团的宁夏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部队

追了上来。为确保长征红军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毛泽

东提出绝不能把尾追长征红军的敌军带进陕北根据地。

于是毛泽东把砍掉尾追长征红军的“尾巴”的重任交给

百战名将、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

接到命令后，彭德怀马上深入实地考察，以做到知己

知彼。基于对军事地形的分析，彭德怀与周恩来、叶剑英

共同拟定发给前线作战部队及毛泽东的作战电报，在作

战电报中分析该地区地理环境特点时，写了“山高路远沟

深”一句电文。根据彭德怀等人制定的作战方案，1935年

10月20日夜，彭德怀亲自部署和指挥红军陕甘支队（原

红一方面军缩编改称）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在吴起镇西

北部的五里沟口一带设下埋伏。

捷报传来，毛泽东即兴赋诗

翌日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敌35师骑兵团2000多骑兵

进入我军伏击圈。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一声令下，埋

伏在周围的红军战士居高临下同时向敌骑兵开火。这一

仗红军吃掉敌1个骑兵团，击溃敌2个骑兵团，俘虏敌官

兵700余人，迫使敌军停止了对长征红军的追击，远离陕

北革命根据地。

在战斗打响的当天上午，毛泽东在作战科长伍修权

陪同下来到前线，心情异常兴奋，即兴创作六言诗一首：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

大将军！”

其中“山高路远坑深”一句诗，是毛泽东对彭德怀等

人的作战电文中“山高路远沟深”一句用语，略作文字修

改而成。

这次大获全胜的战斗结束后，彭德怀来到毛泽东住

处汇报作战情况时，恰逢毛泽东不在住处，彭德怀无意中

看到毛泽东已写好放在办公桌上的赞颂自己的诗，感到

很不安。于是随手拿起笔，将最后一句修改为“惟我英勇

红军”，然后将诗稿放在原处离去。

错误注释一错再错

1947年8月1日，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办的《战友报》

根据一些老同志回忆，以《毛主席的诗》为题第一次公开

发表了《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这首诗。

由于没向毛泽东索取原稿，也没有经过毛泽东本人

校阅，所以首发此诗的《战友报》不慎出现一个史实错误，

编者误把该诗创作的军事历史背景注释为是在红军取得

突破腊子口战斗之后写成的。此诗发表后也没有人对错

误注释提出纠正。

在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作品的留存与流传远没有

现在这样方便，很容易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毛泽东诗词

也概莫能外。

转眼到了1954年。这一年的八一建军节之际，《解放

军报》沿用《战友报》发表的原文及原注释，再次发表了这

首诗。“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的豪迈诗句，不

胫而走，为众多的读者所喜爱。

也就在这时，错误注释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彭德怀办公室的军事参谋读报后，对林彪指挥红军取得

攻打腊子口战斗胜利后，毛泽东为何要写诗赞颂彭德怀

感到不好理解，于是便向彭德怀询问这首诗的写作历史

背景。彭德怀看了报纸，发现了上述错误注释，于是以当

事人的身份作出纠正：“攻占腊子口战斗是林彪指挥一军

团打的，不是我指挥的。这首诗不是在腊子口写的，是在

一方面军到达陕甘苏区后写的。”彭德怀向军事参谋简要

介绍了毛泽东写这首诗的军事历史背景。

遗憾的是，当时是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整日忙于事务

的彭德怀也没有把这个太当回事。所以他对军事参谋面

谈式的纠正，当时知道的人不多，也未能使有关方面从此

彻底纠正这个注释上的错误。

三年后的1957年2月6日，《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致

函毛泽东，准备再次发表这首诗，并请毛泽东校阅诗稿。

该编辑部在致毛泽东信中沿用《战友报》的错误注释，继续

把该诗说成是在红军取得攻打腊子口战斗胜利后，毛泽东

在发给彭德怀的作战电报中写出的诗句。

错误注释的误导，加上毛泽东工作繁忙，无暇深入回

忆该诗写作的有关情况等原因，致使毛泽东决定不让发表

这首诗了，他当时给《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写了一封内容

十分简单的回信：

编辑部同志们：

记不起了，似乎不像。拉（腊）子口是林彪同志指挥打

的，我亦在前线，不会用这种方法打电报的。那几句不宜

发表。《东海》收到，甚谢！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五日

毛泽东指出不宜发表

疑云散尽终入选

1953年毛泽东和彭德怀在一起

《毛泽东诗词选》封面

1947年

1957年

198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