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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 40年前的1976年，不仅有周恩来、朱德、毛泽东3位巨

星陨落的刻骨悲恸，也有粉碎“四人帮”的大快人心。关于
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的历史事件，学界有不少著
述和文章。由于缺乏档案文献，研究者主要依据回忆和口述
资料来梳理和讨论。亲历者和当事人的记忆多有出入，研究
者关于一些细节的叙述也不尽一致；至于种种未经证实的说
法，在坊间更有不少流传。

▋据《国家人文历史》

毛泽东生前已有所部署？
现有史料表明，最早酝酿采取强力措施解决“四人帮”的

是叶剑英。据对王震和聂荣臻秘书周均伦的访谈，毛泽东生
前，叶剑英就曾同王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时任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人谈过解
决“四人帮”的话题。据对乌兰夫女儿云杉的访问，叶剑英曾
邀请乌兰夫（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谈话，征求意见。据对李德生（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沈

阳军区司令员）的访谈，他去看望叶剑英，叶曾暗示他当务之
急是果断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最值得注意的是，《叶剑英年谱》称，毛泽东逝世后几天，
叶剑英便同汪东兴就国内局势和“四人帮”问题交换过意见，
时间是 1976 年 9 月 12 日和 13 日。过去的说法，都是华国锋
与叶剑英商量之后才与汪东兴沟通的。《叶剑英年谱》修正了
这一说法，表明华、叶商谈之前，叶、汪已经议论过。

不是叶剑英最早提出动议
酝酿是一回事，提出动议又是一回事。究竟谁最早提出

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动议？过去广泛流传的说法是叶剑
英。近十多年来主要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表明，提出动议的
是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

李先念事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谈过抓捕“四人帮”的
经过：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他家，对他说：我们同“四人
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他问华下
了决心没有，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
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
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
决‘四人帮’的问题。”9 月 14 日，李先念去北京西山，向叶剑
英转告了华的意见。

华国锋回答老熟人的询问说：9 月 10 日，他首先找了李
先念密谈，指出“四人帮”正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
野心迫不及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
思想。9月13日，李先念去西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

另一位直接当事人叶剑英，没有公开发表过回忆。华国
锋、李先念的回忆，所说时间和对话内容不尽一致，但基本情
节相同，都说是华国锋最先提议，经由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
得到早有此意的叶剑英赞同。

政治局成员极少知晓此事？
以往的说法是，出于保密，政治局成员极少知晓此事。目

前来看，这种说法并不属实。
据前引史料，至迟到 9 月 14 日前，至少华国锋、叶剑英、

汪东兴、李先念已就解决“四人帮”问题达成共识。华、叶、汪
之间的联系，是叶剑英分别沟通的。据叶剑英女儿叶向真
说：“他们三个人没有在一起待过，更不会大张旗鼓开会，父
亲都是晚上开车到中南海，到汪东兴家里谈部署和安排。”

“汪东兴不能出来，他是管八三四一部队的，他的行动是‘四
人帮’严密盯死的。”“华国锋当时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也
不能走来走去。”汪东兴、华国锋证实了这些细节。汪说：“你
父亲要我和华国锋同志不要动，他在我们中间来回穿插。”

有意思的是，与其他政治局成员的联系，是华国锋本人沟
通的。据吴德口述，大约是（九月）十几号，华国锋、李先念、
陈锡联、纪登奎和他在国务院后的会议室里议论过解决“四
人帮”的问题。据吴德口述，事后华国锋曾告诉他，华还与苏
振华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吴德说，只有倪志福是他打
的招呼。

高层人士之间的联系，除了政治局成员外，还有一些元老
和将帅，后者主要是通过叶剑英来沟通的。《叶剑英年谱》记
载，9月21日至25日，叶剑英同聂荣臻、粟裕、宋时轮、陈云、
邓颖超等人都通了气。

上述情况还说明，毛泽东逝世前后，尽快解决“四人帮”
的问题渐成一种隐伏的共识。

因地图失误陷入绝境
红 34 师是 1933 年春由闽西游击队改

编组建而成，师长陈树湘、政治委员程翠林，
全师共5000余人。

1934 年 11 月 30 日凌晨，红 34 师在掩
护中央红军最后一支部队——红八军团离
开广西桂林东北部的灌阳县后，即奉命前往
隶属广西灵山县的新圩接替红 6 师第 18 团
防务。本应在数小时内到达阵地的红 34
师，却因一份失误的地图进入了茂密的原始
森林而迷失了方向。他们沿地图上的直线
行军，如果这是一条平坦大道，那无疑是正
确的选择，然而这条山路又陡又窄，还要翻
越海拔高达 1100 多米的观音山。红 34 师
到达时，敌人已占领18团的阻击阵地，此时
已是12月1日14时。

因四面处敌，中央军委又按照地图上的
直线电令红 34 师“由板桥铺向白露源前
进，或由杨柳井经大源转向白露源前进，然
后由白露源再经全州向大塘圩前进，以后
则由界首之南的适当地域渡过湘水”。

这样，红 34 师又翻越了海拔 1900 多
米的宝界山，从而延缓了到达湘江的时
间。当他们抵达时，红军主力已渡过湘江，
渡江点已被湘、桂军控制，红 34 师的退路
被完全切断。

民团成为突围红军的噩梦
敌人对红 34 师发起了猛攻，战至傍

晚，红 34 师伤亡大半，陷入了粮弹告罄、
四面受敌的绝境。师政委程翠林、师政治
部主任蔡中、第 100 团政委侯中辉、第 102
团团长吕宫印相继牺牲。陈树湘清醒地
意识到，红 34 师只能突围。当晚，他断然
下令：毁弃无弹的火炮、枪支，突围到湘南
开展游击战；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
流尽最后一滴血。

夜幕低垂，红 34 师开始了突围战斗。
但面对湘军刘建绪部、中央军周浑元部和
漫山遍野的地方民团，突围没有成功，又损
失了千余人——当年广西的八大民团区相
当于一个正规师，在湘南桂北，这些土生

土长的民团队员，有着比正规军更强的优
势，那就是对地形的熟悉，他们在山里的
小路上设陷阱，埋竹签，不断吞噬着红 34
师的战斗力。

陈树湘只得率领剩下的 700 余人折回
东岸继续坚持斗争。无奈环境不熟，又没
有群众基础，红 34 师伤亡人数不断增加，
没过几天就已不足 500 人。最后，陈树湘
决定和师参谋长王光道率师部及第 101、

第 102 团剩余的 300 多人为先锋，从灌江

突围，命令第 100 团团长韩伟带 100 多人

断后。等陈树湘他们进入湘南地区时，只

剩下140多人。

师长被捕自断肠子牺牲
12 月 11 日，陈树湘在抢渡牯子江时遭

当地民团伏击，腹部负重伤，肠子都流了出

来。为不当俘虏，他命令警卫员补上一枪。

警卫员流着眼泪为师长包扎好伤口，抬着他

且战且走。紧急关头，陈树湘命令王光道率

领仅存的百十号人上山躲避，把自己藏匿于

洪东庙疗伤，不幸被搜捕红军伤病员的道县

保安队抓获。

在 被 敌 人 用 担 架 抬 着 去 邀 功 请 赏

时，陈树湘乘敌不备猛地撕开绷带，用尽

最后气力把肠子扯断，壮烈牺牲，年仅 29

岁。陈树湘死后，敌人割下了他的头颅，

装在篾笼里，悬挂在他的家乡湖南长沙小

吴门外中山路口石柱上示众。 红 34 师最

后仅剩下 100 多人，在王光道和第 101 团

团长严凤才的率领下，坚持山区游击战，

终因寡不敌众，最后大部分牺牲。

灌江突围时负责掩护的第 100 团在

打退敌人的多次冲锋后，全团剩下 30 多

人。韩伟下令分散突围，自己和 5 个同志

负责掩护。最后子弹打光了，宁死不愿
做俘虏的韩伟等人从灌阳和兴安交界处
的一座山上滚了下去，最后只有韩伟一
人 侥 幸 逃 脱 ，历 尽 艰 辛 才 回 到 革 命 队
伍。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担任北京军区
副司令员，成为湘江战役为数不多的讲
述者之一。

《绝命后卫师》剧照

红34师:
《绝命后卫师》的原型 最早提议粉碎

“四人帮”的不是叶剑英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以来损失最惨重的一仗。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

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其中一支为中央红军主力突围断后的英勇之师打得
尤为惨烈，几乎全军覆没。它就是红五军团第34师。以红34师为原型创作的32集电视
连续剧《绝命后卫师》17日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

▋据《福建党史月刊》《南方周末》《皖江晚报》《桂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