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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蓝天，白云，黄沙，绿洲。
大漠，气势雄浑，朴厚苍茫；长河，源远流长，汹涌澎湃一飞机平稳地飞行在河西走廊上空，追寻着
徐向前元帅当年的战斗足迹：虎豹口——梨园口；一条山——祁连山。
机舱内，徐向前元帅的骨灰盒覆盖着鲜红的党旗；舷窗外，千里祁连白雪皑皑，向后延伸着延伸着，
似乎在依依地挥手道别，肃立含悲。
此刻，是1990年11月6日。
此前，李先念到病房探望徐帅。
徐帅把酝酿很久的意愿，告诉了这位与自己并肩战斗半个多世纪的老战友，他说：“把我的骨灰撒到
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和太行山！
”徐帅曾把自己的脚印留在河西走廊那浑莽、空漠、深沉的世界里，他对长眠在这里的战友、部属以
及这里的各族人民有着深厚感情和无限怀恋。
遵照徐帅的遗愿，其亲属将徐帅的部分骨灰伴着白黄两色鲜花撒向徐帅当年浴血奋战过的河西大地。
徐帅的英灵像遥远的地平线将永远横在天际，和牺牲在这里的万千英烈同在，和祁连山同在。
一位西路军女战士肃立在徐帅家中会客室设的灵堂前，仰望徐帅的遗像，不禁潸然泪下。
她难忘祁连山下那殊死的搏斗，更难忘艰苦岁月里徐帅表现出的博大胸怀和高风亮节。
她呼叫了一声“徐帅”，痛哭失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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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路军西征的起因是什么？
失败的历史原因有何复杂性？
应当怎样评价它的历史作用？
这些问题随着本书揭开这些尘封往事逐渐清晰起来。
本书通过有血有肉的真人真事，通过有根有据的原始资料，展现了西路军由虎豹口渡河到祁连山失败
的全过程。
这是《西路军》三部曲的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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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亚光，原籍陕西省耀县，1947年生于陕北延川。
1966年高中毕业，当过兵，当过工人，因业余创作被调进甘肃省文化厅文艺创作研究室，1977年考入
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分配到甘肃日报社任记者，现在是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曾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新闻稿件、学术论文等数十万字。
为父亲写作回忆录《永远的足迹》。
从开始从事西路军研究至今，历经二十年，发表《陈云肯定西路军的历史原委及史实依据》等论文二
十余篇，汇编成册《西路军论集》。
1992-1993年出版的《西路军生死档案》《两路军喋血河西》是《西路军》三部曲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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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西渡黄河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战略决策  “你当过木匠，指导造船有办法！
”  “渡河刻不容缓”    亲身经历者谈渡河准备  夜渡虎豹口  红三卜一军折而东返  红五军抵西岸三角
城第二章   “二马”堵截  冷？
裹着狐皮大氅  “死了时托一个梦来”    “青海的青蛙”    凉州“马”的喘息之计  骑五师少将参谋长
饮弹毙命  青海援军第三章 兵殇古浪  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电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  西路军与“二马
”兵力对比1：6  “四方面军最年轻有为的军级指挥员”    “战将”    古浪的生死搏斗  当地群众谈红军
由干柴洼到古浪  马家军由干柴洼到古浪第四章 军过武威  “宁死一万人不失一寸土”  起火？
有人和红军联络  武威城下之盟  兵分五路，竭力“进剿”  第五章 永昌建政  这里能建立根据地吗？
    苏维埃  青年队儿童团  皮活、毡鞋、磨面第六章 鏖战永凉  战幕在永凉一线伸展  她用殷红的血播种  
长城脚下抛忠骨  《剿匪概述》中记载分割包围红军情况  山丹的苏维埃政权第七章 西安事变  蒋介石
给徐向前的信与给马步芳的电报  西路军与西安事变  “二马”与西安事变第八章 喋血临高  再三电令
建立临高根据地  临高一带的苏维埃政权  严峻的历史从高台城头走过  为时已晚的杯水车薪  临泽飞过
一串流火  红军女战士的叙述第九章 东进？
西进？
    东进受阻，折而西返  “一片土地一片血，一个战士一团火”  打进被打出，再进去又被打出  东进？
西进？
艰难游弋的困窘之师  不添油的灯第十章 兵败祁连  南柳沟突围  梨园口阻击  血红的夕照  雪地上留下的
脚印弯向一片松树林中  石窝会议  妇女团红军老战士的回忆第十一章 徐陈东返  你们能把信送到，不
容易呀！
    湖北老乡  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
  第十二章 右翼支队  太阳有落就有升  趴在羊群里，爬着跟羊走！
    来，拿着这个家伙！
    孙玉清被俘与被害第十三章 游击支队  组织关系已经用电报发给党中央  大队缩小队，小队化小组，
小组也可分成个人  子弹，一杆枪三发  掉队人员组成游击队  干部支队  我们不叫共产军叫红军第十四
章 左翼支队  死了算我革命成功  祁连山的电波  错打安西  奔向星星峡  安西收容第十五章 赢之“二马
”    连日欢庆热闹一番  蒋介石“慰问”    “每村均有阵亡之人，每家均有负伤之兵”  同槽相争第十
六章 历史回顾  徐向前：西路军为什么终于惨遭失败呢？
    李先念：西路军自始至终都是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进行作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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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迪化，今乌鲁木齐，新疆首府，位于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南缘。
每当天晴日丽，登高眺望，可见天山博格达峰巍峨耸立，冰雪晶莹。
绵亘于市境的天山支脉峰峦迤逦，婉转生姿。
迪化城东西南三面环山，紧靠乌鲁木齐河，依山傍水，绮丽多姿。
北面是广阔的冲积平原，土地肥沃，水草丰茂，“乌鲁木齐”即蒙语“优美的牧场”。
那时的迪化还有城墙，站在大十字路口，可以看到东南西北四个城门。
全城人口11万。
1936年，迪化迎来了又一个冬季。
街道林木满树满枝凝结寒霜，宛若银花，千姿百态。
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边务处，是在苏联的建议和帮助下于1936年上半年建立。
边务处的任务是保证新疆安全，侦察界外敌对势力。
边务处具有高度的机密性，因而它不在督办公署八大处之内，而由督办盛世才兼任处长。
边务处的干部都由盛世才亲自选派。
苏联派来一位少将顾问和三位上校情报官，还有一位德国籍的无线电专家。
陈培生，中国共产党党员转联共党员，由共产国际和苏联派到新疆，原名刘进中，陈培生是其化名。
陈培生刚到边务处，最迫切的是想了解盛世才派任的第一副处长武佐军。
他原以为这人一定是新疆旧军队中被盛世才信任的将领，不然怎能取得卫队团副团长的要职，成为盛
在边务处的代理人呢？
如何才能与其协力合作把边务处业务发展起来？
陈培生心中无数，深怕这人也像盛世才那样冷漠无情，那就很难办了。
可是，当他推开武佐军办公室的门，见到这位第一副处长，完全不是料想的那种人。
武佐军是一位年仅二十几岁的青年。
当武知道他就是新到任的第二副处长后，热情地和他紧紧握手，微笑着表示欢迎。
武谦虚地说自己对军事情报一窍不通，望多多指教，随即简单介绍了自己的经历。
武佐军是吉林青年学生，九一八事变后热血满腔地参加了抗日学生军，失利后随军撤入苏联，辗转来
到新疆。
武的自述，给陈培生这样一个印象，武政治上是抗日的，对苏联是友好的，作风上谦虚谨慎。
陈培生和武佐军共事后，凡他的建议武都诚心诚意支持。
武没有官场上流行的那种“客气”，嘴里一套心里一套，他有多数青年人所具有的稚气。
可能因为陈培生从莫斯科来，年龄也较大，武很尊重陈。
在这样的环境里，陈自以为是的老毛病有所抬头，但武从不介意。
他俩相处真诚友好，从没发生过任何不快。
陈培生得知红四方面军一部约两万余人，在甘肃境内渡过黄河，向河西走廊挺进。
红军进入河西遭到马家军和蒋介石军队的前截后堵，战况十分激烈。
边务处应做些什么？
陈培生心中无数，急切地等待着盛世才的指示。
边务处把搜集到的有关河西战事的消息多次向盛报告，盛不动声色，只是指示说：“加强哈密和星星
峡的界外侦察！
”陈培生不便过多地谈论此事，对红军西进表面上也装着漠不关心的样子，但在家里，他和在边务处
总电台工作的妻子张鲁丝做着各种猜测。
张鲁丝说：“我们能在新疆见到革命队伍中的亲人，那将是革命生涯中最愉快的事！
”由于他们夫妻长期在敌区做地下工作，始终还没有见到过红军。
红军西进，对他们夫妇来说是一个猜不透的谜。
因为当时新疆还没有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机关，公开的或秘密的都没有，所以这一疑问得不到党组织的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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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才对红军西进一直保持沉默，苏联顾问也推说不了解中国红军西渡黄河的意图，不愿谈论此事。
他们夫妇私下估计，红军一定能消灭马家军，把河西建成一个巩固的根据地。
这样，新疆东边省界的安全就有保障，红军和新疆军队就会结成友好关河西的新疆青年，但这青年在
边务处工作中没有积极表现，也没有任何斗争经验。
他能否完成这一重要任务，陈培生很担心，可是选不出更合适的人。
出发前，陈培生对他千叮咛万嘱咐，反复说明任务的重要性。
他化装成小商贩，从星星峡出发。
陈培生、武佐军怀着极大的希望把他送上征途。
他们还设法在空中进行联系，这主要是通过边务处电台寻找西路军电台。
负责这项工作的一个是边务处电台的德国籍专家，另一个是陈培生的爱人张鲁丝。
两人在夜间以较强的信号秘密呼唤西路军电台。
此外，他们还在哈密办事处和星星峡办事分处做迎接红军的准备，但准备是困难的。
当时哈密警备司令是尧乐博斯，一旦得知盛世才迎接红军进疆，必将进行阻挠，因此迎接红军一事要
对他保密。
盛世才为了加强同边务处的联系，在自己卧室和边务处长办公室之间安装了直线电话。
武佐军和陈培生可以随时同他通话，这样，他们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快很顺利。
他们曰夜盼望着红军的消息，可是地上空中都没有取得联系。
这样等候了约一个月，派出的联络员回来了。
联络员说他到过酒泉、张掖，未见过红军的踪迹，据当地老乡说红军余部被赶到祁连山里边去了，山
口被马家军封锁。
对联络员完成任务的情况，陈培生很不满意，但又不能斥责。
全部希望只好寄托在空中联络了。
一天夜里，张鲁丝从电台回来对陈培生说：“从现在起，夜里电台呼叫工作停止了，我也不用再值夜
班了。
”“为什么停止？
现在全部希望寄托在电台，你们停止工作，这不等于全部失望了吗？
”陈培生惊异地问，瞪着双眼直看妻子。
鲁丝摇摇头，慢条斯理地说：“那有什么办法呢？
累死人，联络不上！
”说着转过头去，扑哧地笑了。
陈培生正想发火。
鲁丝转过头高兴地说：“放心吧，那边已经接到了中央的电报，所以这项工作停止了！
”“真的吗？
别开玩笑！
”陈培生以为她在开玩笑，猛然站起来问。
鲁丝郑重地说：“这不是我亲自联系上的，所以未能立刻告诉你，是德国专家告诉我的。
他已报告了莫斯科和盛督办，所以电台联络就停止了。
”这一特大消息使陈培生万分高兴，浑身因激动像火焰一样燃烧。
从这时起，他家里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改变了前些时候对孩子们冷冰冰的态度。
孩子们也随着他们夫妇的高兴而高兴，但不知道为什么高兴。
这是革命家庭的孩子们通常的特点，有时随着爸爸妈妈高兴，有时随着爸爸妈妈忧愁，但却不知道为
什么，也不敢问，问了也白搭。
前些时候父母对他们那样冷淡，现在又这么热乎，这是为什么，他们只是纳闷。
像这样迎接红军亲人的大喜事，一个字也不能对孩子们透露。
“联系的任务完成后，迎接的任务就得开始。
”陈培生对鲁丝说。
“在迪化开欢迎中国红军的大会，这不是在做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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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才体会到新疆地位的重要！
新疆将成为中国革命圣地之一，莫斯科一迪化一延安，将联成一体了！
”鲁丝兴奋地说。
“他们到迪化时，盛督办要组织军民夹道欢迎，在北门外大操场开欢迎会，要像每年四一二纪念会那
样隆重！
”陈培生也乐观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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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上高中时读了西路军红军老战士程世才的《悲壮的历程》、李天焕的《气壮山河》，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1968年3月，我当兵后，随部队在张掖、武威等地驻扎多年，经常听到有关西路军的故事。
武威东关居民指着路旁参天的白杨说：“这是当年被俘红军将士栽种的！
”武威流传着这样的传说：“折断这些参天白杨的树枝，可以看见横断面上有一颗五角星。
”我常常在参天白杨的林荫道上散步，但没有勇气拣起一根树枝试一试真实性，怕失去这个美丽的传
说。
一位流落武威的红军女战士的孙子说：“这是真的！
”2008年9月，我陪《血色黎明》的作者夏宇立又一次从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会宁，踏上了西路军西征
的河西走廊，一直到西路军余部左支队进疆的星星峡。
在武威，我想亲眼见一见这些红五星，但道旁数里长的参天白杨早已荡然无存。
因虫害肆虐，白杨被蛀空，被全部砍伐掉了。
这几乎成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然而有幸的是，临泽西路军烈士公墓墓冢长着一棵白杨，白杨枝条的横断面上也有红五星。
我原以为红五星只是大致相似，没有想到枝条中心的红五星极工整、极标准，和红军将士帽子上的红
五星一模一样。
而其他地方的白杨树枝条横断面都没有这样的红五星。
这真让人称奇，生出无限感慨。
我当记者时，因为采访三番五次出入河西走廊，到过虎豹口、吴家川、一条山、大拉排、干柴洼、古
浪、武威、永昌、山丹、高台、临泽、安西，到过西路军兵败祁连的入山处梨园口，西路军余部左支
队出山的公岔山口等，完成了从西路军渡河的虎豹口到最后一仗的安西等全部主要战场的考察，对西
路军被俘将士的主要监押地西宁、张掖、武威、永登、兰州也做过考察。
我用了两年多时间，写了《西路军喋血河西》(1989年连载于《阳关》杂志，12万字；1993年由甘肃人
民出版社出版，23．5万字)。
河西走廊的弯弯堑壕和迷茫硝烟渐渐模糊了，可思绪的长楫却仍然拨动心的波澜，我把最深沉的苦涩
咽进肚里，又用了两年多时间写了《西路军生死档案》(1992年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32．2万字)，
写下了西路军将士冷寂而又辉煌的生命篇章。
两书出版后，我继续收集材料，做进一步的补充修改，并准备写作《西路军奋斗新疆》。
我两次去新疆。
第一次考察了西路军左支队的进疆路线，星星峡、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地；第二次到了南疆的
焉耆、库车、阿克苏、巴楚、喀什等地。
一种理想，一股豪情，伴着考察的足音，自心底横流四溢，飞舞在苍穹之下。
开拓者以人类的坎坷为道路，我以笨拙但真诚的笔触，趑趄地追随前行者至真至纯的脚步。
为了彪炳红军西路军，其伟大、其辉煌、其荣耀，我努力完成了全景式的西路军史：《西路军·生死
档案》《西路军·河西浴血》《西路军·天山风云》。
西路军史是一部英雄的、悲壮的、不朽的史诗；西路军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财富与先进文化的纪念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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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们一定完成造船任务，做好强渡的准备工作！
”李先念沉吟片刻，斩钉截铁地回答。
他分明感到了所承担的千钧重任。
他知道马步青已在黄河沿岸构筑了严密防御工事，企图阻截红军。
背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正虎视眈眈、穷凶极恶地扑过来。
傍晚。
就在董振堂准备下令突围时，军政委黄超派人化装从临泽送来一封信。
其大意是：高台是打通国际路线的重要军事据点，必须死守。
西路军弹药将尽，最近战斗主要靠白刃格斗，但刀矛又少，体力亦不强，不及敌兵强悍。
敌四周封锁，日夜被迫与敌血战。
每次伤亡多则数百，少亦数十。
卫生材料旱已用完，彩病号安插后均被敌屠杀。
现敌洞悉我军弹药无法接济，彩病号无法安插及粮、水之困难，正加，紧封锁并企图乘虚短期歼灭我
军⋯⋯　　——徐向前、陈昌浩、李特中央军委电“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
他（徐向前）奉中央军委命令，⋯⋯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四个多月，有力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
。
”　　——江泽民“西路军的两万多人，遭到几乎全军覆灭的命运，在我军历史上，绝无仅有。
回顾这段历史。
确有‘不堪回首话当年’之叹。
”　　——徐向前“我完全同意先念同志信中所提出的对待西路军西渡黄河这-重要史实的原则意见，
也同意胡绳同志信中的负责态度。
”　　——胡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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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路军(套装共3册)》：红军战史上一次最惨烈的失败西路军西征的起因是什么？
失败的历史原因有何复杂性？
应当怎样评价它的历史作用？
这些问题随着《西路军(套装共3册)》揭开这些尘封往事逐渐清晰起来。
《西路军(套装共3册)》通过有血有肉的真天真事，通过有根有据的原始资料，展现了西路军由虎豹口
渡河到祁连山失败的全过程。
这是《西路军》三部曲的第一部。
地上甩满了军帽、背包、饭碗和鞋子等物，大坑两侧鲜血像水一样流向公路和周围地里。
有一个女的和两个娃子，浑身血淋淋的从死人坑里爬出，又被马家骑兵检查队发现埋掉。
从此，人们都叫飞机场为“万人坑”⋯⋯马匪从高台将董军长等四人的首级带回武威，买了几十斤烧
酒作酒精，又用白铁做了四个筒子才将四颗首级保存起来。
在医院放了两三个月后，由匪徒们送至西宁交给马步芳。
一路上。
我们看到许多红军将士的尸体，有的被割掉耳朵、鼻子，有的整个脸皮都被揭下来，有的肠子扯出来
绕在树上，有的女兵尸体一丝不挂，被割去乳房，下体塞着石头，真是惨不忍睹。
见此情景，我们一个个义愤填膺，有的战士就跳了崖，有的就一头撞在岩石上自杀身亡。
马步芳还“请”孙军长到被俘红军编成的“补充团”讲话。
孙军长到“补充团”看望了自己的战友和部下，激昂地说：“同志们，西路军虽然失败了。
红军仍然存在，红军是杀不完的！
党中央在陕北建立了根据地，陕北的红军壮大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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