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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叶剑英既全力“争”
又坦然“不争”，正确处理了为谁

“争”为谁“不争”，“争”什么“不
争”什么，怎样“争”怎样“不
争”的问题，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
榜样。

为自己的事从来“不争”

叶剑英是1931年从上海秘密进
入中央苏区的，担任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
参谋部部长 （一般称总参谋长）。
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叶剑英渐渐
认识到，毛泽东能够从实际情况出
发，实施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
一位不可多得的帅才，心里对他非
常敬佩。在毛泽东受到“左”倾路
线领导人的打击和排挤时，叶剑英
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因此多次
受到不公正的对待。1932年，毛泽
东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政委职务。叶
剑英因为支持毛泽东，也被撤销了
总参谋长职务，改任中国工农红军
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1934 年 6
月，时任福建军区司令员的叶剑英
率福建军区主力部队红二十四师攻
打福建连城，战斗失利。叶剑英向
中革军委作了检讨，主动承担了责
任。博古、李德借机把叶剑英从福
建军区调到军委任四局局长。

对于个人职位高低、得失进
退，叶剑英从来不争，也不屑于
争。他多次和 别 人 说 ：“ 我 不 是
因为穷，我是为了理想才参加革
命的。”

叶剑英入党前，以其卓越的军
事才能深受蒋介石的赏识，担任过
粤军的师长，享有优厚的待遇。当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叶剑英毅然决
然地同蒋介石决裂，在白色恐怖最
严重的 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叶剑英舍
弃荣华富贵，过着粗茶淡饭的日
子，无怨无悔。在叶剑英看来，生
命都可以牺牲，个人名利又算得了
什么呢？几十年后，叶剑英在谈到
往事时，感慨地说：“那时李德打
击我，把我参谋长撤了，我当时考

虑到，革命事业还很长，我做什么
工作都是为革命，不能斤斤计较。”

为革命战友而“争”

叶剑英为自己的事从来“不
争”，但为了革命事业，为了同
志，他总是尽力去“争”。准备长
征期间，叶剑英担任军委四局局长
兼管军委直属队工作。当时，不少
同志因为抵制“左”倾错误，支持
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而受到打击。长
征之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保
卫局对犯“错误”干部开列了一个
留走名单，要把一部分干部留在苏
区。叶剑英耐心地做保卫局负责人
的工作，要求尽量少留人，逐个陈
述自己对名单上干部的看法，极力
加以保护。当时任中央军委一局参
谋长的边章伍不在随军突围转移之
列。叶剑英说：“这个同志我非常
熟悉，他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
校，很有学问，军事理论和军事素
质比较高。他参加宁都起义也是有
功劳的，工作很有成绩，他是个好
人，怎能把人家列为反革命呢？”
就这样，边章伍被保护了下来，并
参加了长征。

为了保护更多的干部，叶剑英
向军委提出两个方案：一、把红军
大学和步兵、特科、卫生等学校中
的一部分教员、学员，分配到各军
团补充干部缺额，其余编入干部
团，调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
委。干部团一般不作战斗部队使
用。二、把编余干部、犯过“错
误”或受过打击的干部包括萧劲
光、郭化若等，一部分安排在军委
机关担任一定职务或帮助工作，另
一部分编入干部团随军长征。这一
批被保护下来的干部在遵义会议之
后，都先后被恢复名誉并分配工
作，后来大都成为我党我军的高级
领导干部。

为革命前途而“争”

长征开始时，中革军委将军
委、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其

直属部队组成第一野战纵队，又称
军委第一纵队，与主力红军一起行
动，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博 古 、 张 闻 天 、 周 恩 来 、 毛 泽
东、朱德、王稼祥、李德等随其
行动。叶剑英主持总司令部的日
常工作，并担负着保卫最高领导
机关的重任。

突破湘江后，8 万多中央红军
主力只剩下 3 万来人。叶剑英心情
极其沉重。而最让他忧心的是红军
的命运究竟该向何处走。有一天，
行军休息时，叶剑英独自一人爬到
一座高山上沉思，“想起毛主席、
朱老总苦心创造的中央根据地丢给
了敌人，苏区群众在受苦受难，我
们转移的队伍前路漫漫，便吟哦
了几句诗：越过千山与万水，问
君西游何时还？……”此时，叶
剑英更迫切地感觉到党和红军需
要毛泽东。

长征初期，毛泽东的身体不
好，叶剑英想方设法关照他，保护
他。一次，中央机关行军到一条山
谷时，突遇敌军一个连的攻击，毛
泽东暴露在敌军的射击范围内，情
况万分危急。叶剑英立即率领通信
排勇敢地冲了上来，他站在最前线
指挥部队作战，打退了敌人的进
攻。中央机关转危为安，毛泽东避
免了一次巨大的危险。大家说：

“好险呀！要不是叶参谋长及时赶
到，我们就要吃枪子了！”

还有一次，毛泽东、叶剑英等
人正在红三军团开会，敌机突然袭
来，对红三军团进行狂轰滥炸。叶
剑英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毛泽东，他
拉住毛泽东迅速跑出屋子，隐蔽在
山脚下的茅草地里。他们刚从屋子
跑出来，那间屋子就被敌机炸毁
了。如果不是叶剑英行动果断、
迅速，毛泽东当时可能就遭遇不
测了。

1935 年 6 月，红一、四方面军
在四川懋功会师后，两军分成左右
两路军，分头北上。中共中央、中
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叶剑英和徐
向前等领导右路军北上，但他时时
惦记着毛泽东。在一次战斗中，右

路军从敌军手中缴获了几匹马和一
些牛羊。起初，右路军中的红四方
面军部队准备把打来的战利品直接
交给四方面军供给部，而没有分给
中央。叶剑英知道以后，就把三十
军军长程世才找来，为中央机关争
取一些战利品。程世才同意叶剑英
的意见，直接把一部分战利品分给
中央机关。博古感激地说：“你们
送来一头牛，让我们饱餐了一顿，
这是我们得到的最好礼物！”毛泽
东知道以后，夸奖叶剑英：“组织
纪律性强。”

1935 年 6 月下旬，党中央在两
河口召开会议，通过了 《关于一、
四 方 面 军 会 合 后 战 略 方 针 的 决
定》，明确规定：“在一、四方面军
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
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
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
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可红四方面
军领导人张国焘阳奉阴违，表面上
同意红军北上，却以各种理由不执
行中央的北上方针。

1935 年 7 月 22 日，中革军委
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
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为总
指挥，陈昌浩为政治委员。应张
国焘要求，中革军委任命叶剑英
为参谋长。张国焘此举意在拉拢
叶剑英，因为两人都有留苏的经
历，张国焘对叶剑英超群的军事
指挥才华也是非常欣赏的，有意
重用叶剑英。然而，叶剑英到红
四方面军工作后，却逐渐识破了
张国焘的野心。

1935 年 9 月，在张国焘公然分
裂党和红军，另立中央的关键时
刻，叶剑英及时揭露了张国焘妄图
危害中央和分裂红军的阴谋，巧妙
地率领军委直属队北上，使党中央
和中央红军脱离险境。毛泽东后来
曾多次提到这件事，高度赞扬叶剑
英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
不糊涂”。叶剑英在“不争”中果
断相“争”，避免了党和红军的分
裂，保护了党中央，深刻地影响了
党和红军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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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叶剑英的“争”与“不争”

“惊堂木”是古代封建衙门里审
判案件时，主审官吏用来拍击案桌
以示声威、震慑犯人招供罪行的木
块。其体积以大人的手能握住为
准。制作惊堂木的选料极为讲究，
以结实耐用为本，多为质地坚硬，纹
理细腻的高档红木，如檀木、酸枝、
黄花梨木、鸡翅木、黄杨木等，敲击
桌案时声音响亮。但北方也有用
桑、枣、黑槐木制作惊堂木的。

据传，我国历史上最早使用惊
堂木的时间，大约在春秋战国时

期。各级衙门都可以在审案时使
用。一般的惊堂木上都刻有象征权威
的图案，清代以前最常见的是龙造型
图案，除此以外没有任何装饰纹样。

惊堂木的使用，上至帝王将相、
文武官员，下及市井店铺、民间艺
人。因使用者的身份、职业不同，这
块木头也称谓各异。皇帝用的小木
块称为“震山河”，天子一拍，四海皆
闻，以示显赫权威；皇妃使用的称为

“凤翥“，也称“凤霞”，亦显权贵；丞
相手里的小木块称为“佐朝纲”，表

明自己的身份，意思是鼎力协助皇
上振兴朝纲；元帅用的称为“惊虎
胆”，用以壮军威，鼓舞士气；只有普
通官员手中的那个小木块才叫“惊
堂木”，乃戏剧或影视中“七品芝麻
官”常用之物。随着时间推移，惊堂
木逐渐传入民间。道士用的称为

“令牌”，和尚用的叫“醒木”，都是用
以醒神的；旧时教书先生用的称为

“呼尺”，用以维持课堂秩序，惩罚顽
皮学生；药店里用的称为“戒方”，用
来压药方单，以防被风吹走；书生用

的称为“镇纸”，用来压书写的纸或
展开的书页；当铺所用的称作“唤
作”；药铺、医生使用的称作“慎沉”

“审慎”；客栈柜房所用的叫作“镇
静”；评话艺人用的一寸长、半寸厚
的木块名称更多，称其为“过板石”

“拎儿”或“止语”，一拍醒众，再拍收
场（即开场之前拍击一下，那是在告
诉观众：“请别讲话了，听我说书。”
说唱至“关子”时又猛然一击：“欲知
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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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堂木”趣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