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版２０２１年４月１３日 星期二责任编辑/徐雯

“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
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
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
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

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
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
的伟大长征精神。”

……
2016 年 10 月 21 日，习主席在纪念红

军长征胜利 8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长征，为中国革命
和中华民族乃至人类文明作出的重大贡
献给予高度评价。

征途如虹，岁月如歌。沿着建党百年
的历史经纬，穿越时空追寻当年的红军足
迹，我们就会更加深刻认识到，今天中国
的进步和发展，就是从长征中走出来的。

★向死而生的进军
——平均每 300米就有一

名红军牺牲

初春的阿坝阴雨绵绵，海拔 3100米的
元宝山顶，红军长征纪念碑巍然耸立。碑
顶的红军战士铜像一手持枪、一手举花，
双手高举成“V”字形，寓意“胜利”。

这尊铜像没有名字。为了最后的胜
利，千千万万个像他一样的无名英雄，倒
在了漫漫征途上。

1934年 11月，为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
锁线，红军将士血战湘江。此役，中央红军
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
红三军团在新圩死守四天四夜，师以下团营
连指挥员几乎全部阵亡；红一军团在脚山铺
一带阻击敌人，付出了3000多人的生命；红
五军团第34师为掩护红军主力渡江，与十几

倍之敌鏖战四天五夜，几乎全部牺牲。师长
陈树湘腹部中弹，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被
捕后从伤处掏出肠子绞断，英勇就义……

远山春意正浓，江水悠悠，丝毫看不
出80多年前，这是一条血染的河。

而这，仅仅是开始。面对敌人的围追
堵截，中央红军平均 3天就发生一次激战，
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

2015年 6月，习主席到贵州遵义考察，
一下飞机就直奔红军山烈士陵园敬献花
篮。在“突破乌江天险”浮雕前，他驻足感
叹：“当时要是过不去就危险了……”

危险，始终与红军一路相伴。
泸定桥，13根铁锁今犹在。当年，22

名勇士冒着雨点般的子弹攀着铁索匍匐
前行，一举突破这道天堑。一位外国政要
评价：“泸定桥一战，在长征史上的意义巨
大。如果这次战斗失败，如果红军在炮火
面前畏缩不前……那么中国随后的历史
可能就不同了。”

红军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
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鏖

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二万
五千里征程，就是红军向死而生的进军。据
统计，长征出发时总人数为18.7万余人，算
上途中补充兵力，共约20万人，而1936年10
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仅剩5万余人。一
册长征回忆录里有这样的描述：“不用路标，
顺着战友的遗体就能找到前进的路线。”

★追寻真理的考验
——70多次重要会议不断

纠偏正向

翻阅史料发现，长征途中，不仅有血
火的战斗，还有思想的交锋。

众所周知，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

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这个伟大转折，
是在遵义会议前后的多个会议中完成的。
“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

处？”湘江战役之后，红军究竟应该往哪里
去？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发生激烈争论。

带有侗族风情的木结构建筑，静静立
在罗蒙山下，这座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恭
城书院，是通道会议的纪念地。纪念馆前
有一座塑像，毛泽东皱眉凝视，似在展望，
又似沉思。

1934 年 12 月 12 日，中共中央在此召
开紧急会议。会上，第五次反“围剿”以
来，对红军重大行动久无发言权的毛泽
东，终于以其西进贵州的主张，得到了大
多数人的支持。6天后，黎平会议召开，中
央政治局通过了否定博古、李德错误战略
方针的决议，肯定和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
意见，从根本上实行战略转兵。
“人们在胜利时认识了毛泽东，在失

败时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讲解员介绍，
在遵义会议前，党中央在猴场召开会议，
解除了李德的决策权和指挥权。

一座中西合璧的二层建筑里，陈列着
一张桌子、几把椅子。1935 年 1 月中旬，
就在这样一个简陋的房间里，经过整整 3
天的阐述、争辩，诞生了《遵义会议决
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
导地位。此后，扎西会议，决定张闻天接
替博古“负总的责任”；苟坝会议，成立由
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
指挥小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
步巩固。
“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

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确立。”有这
样一组数据：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到三大
主力会师陕甘，先后召开了 70多次重要会
议，作出了一系列战略决策。

两河口会议确立了党的北上抗日救

国战略方针，俄界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
的错误的决定，哈达铺会议决定到陕北与
刘志丹部汇合，瓦窑堡会议圆满解决了党
的策略路线和军事战略问题……这一个
个会议，不仅决定了长征的方向、红军的
生死存亡，也使我们党找到了中国革命的
正确道路，找到了指引这条道路的正确理
论。

★理想信念的胜利
——“没有理想，不用说万

里长征，红军连一千里都走不了”

人们常说“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
五”。红军长征到底有多苦？

如果将红军各部队长征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连起来，就会发现，长征实际路线
构成了几张遒劲的弯弓形状，“弓弦”下多
为平原、丘陵地区，鱼米富庶；“弓背”之
处，密布峡谷激流和雪山草地。而红军多
是在“弓背”上艰难跋涉。

如果换算成数字，漫漫征途中，除了
同敌人进行 600余次战役战斗，红军将士
还跨越了近百条江河，攀越 40 余座高山
险峰，其中海拔 4000 米以上的雪山就有
20余座。

许多长征纪念馆中，都收藏着红军
草鞋，干草自带的毛刺，让人不用触碰就
能想象到那粗糙的质感。红军将士就是
穿着这样的草鞋与敌人周旋战斗，将坎
坷踏平。
“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

间。”当地的民谣道出了翻越这座雪山的
难度。在《红军长征·回忆史料》里，老红
军谢良这样描述：“寒风吹在身上，冷飕
飕的；雪粒打在脸上，像刀割似的疼痛……
特别是一双脚，长时间在冰雪里行走，

草鞋浸湿后冻上了冰，硬邦邦的，磨得
生疼……不少同志已精疲力竭，走几步
就呼呼直喘……但是一坐下来后，就再
也起不来了……”

同样的苦难，也发生在茫茫草地里。
若尔盖县文化馆珍藏着很多红军文

物，其中绝大多数是枪支、弹药、炊具、勋
章等物品。文物保管员解释说：“这些都
是重要的贴身之物，可见当年红军过草
地，非战斗减员有多么严重！”他清楚地记
得，上世纪 80年代，有一次组织清理过草
地时牺牲的红军尸骨，人们发现有些地方
每隔三五米就有一具。

雪山草地埋葬了无数英魂，但也从
中走出了胜利之师。长征胜利靠的是
什么？张闻天回答，就在于有坚定不
移、百折不挠的革命理想信念，“没有理
想，不用说万里长征，红军连一千里都
走不了”。

多少年之后，也有人问邓小平：“长征
那么艰难凶险，你是怎样走过来的？”他坚
定地回答：“跟着走！”简简单单 3个字道破
一个事实，即艰难可以摧毁人的肉体，死
亡可以夺走人的生命，但没有任何力量能
够动摇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红军战士刘志
海临死之前，把一只胳膊伸出雪堆，手里
紧握着党员证和一块银元；也不难理解，
长征途中，因为没有御寒衣物而冻死的人
是军需处长，因饥饿劳累倒下不醒的人是
炊事班的党员班长……

有人说，长征这条红飘带，是无数红
军的鲜血染成的。这鲜红，就是信仰的
颜色。

震古烁今的伟大远征

从没有一条路，在共产党人心中如此

壮阔；从没有一条路，在革命军人心中如

此豪气。

这条路，叫长征路。

1934年10月17日夜，秋风萧瑟，马蹄

声碎，8.6万多名红军从于都的8个渡口过

河，踏上漫漫长征路。“整个国家走上了征

途。”埃德加·斯诺形象地说。

一年后的10月19日，风云际会、红旗

漫卷，一名名衣衫褴褛但精神昂扬的红军

抵达终点，会师喜讯在秋收的高原肆意弥

漫。“三军过后尽开颜。”毛泽东诗云。

有人把当年红军的长征路线誉为“地

球上的红飘带”，但我们知道，他们的征途

绝非“挥一挥衣袖”那般潇洒。红军也不

曾料到，他们所进行的远征，会对国家、民

族和军队的命运，乃至中国和世界的历史

都发生深刻影响。

长征路是新生之路。一名红军这样回

忆，“当时以为是一转身就能回到熟悉红土

地的转移，却不知这条路需用生命来丈

量”。长征，红军将士靠着“革命理想高于

天”的信念，将一次危机四伏的被动撤退，

变为一个开创革命新局面的起点；将一段

险象环生的艰难跋涉，变成一首气壮山河

的英雄史诗；将一次饱受苦难的艰辛历程，

变成一次伟大民族的奋起之旅、新生之路。

长征路是转折之路。长征开始前炼

狱一般的重大牺牲，让红军从困惑中觉

醒、在迷惘中探索。生死攸关，遵义定

尊。从此，红军以空前的英勇无畏战胜了

无数艰难险阻，开始了一次谋求生存和胜

利的大胆尝试，用坚定不移的脚步走出了

中国革命的新天地。

长征路是爱民之路。在湖南汝城县

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

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

留给老人。“半条被子”的故事，饱含人民

军队与广大群众须臾不可分离的鱼水深

情。从此，每当人民需要的时候，纵是冲

天烈火、滔天洪水，纵是天塌地陷、病毒肆

虐，人民子弟兵都“铺路许输头作石，攀天

甘献骨为梯”，赴汤蹈火、义无反顾。

长征路是复兴之路。宁夏固原，将台

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碑。三尊英姿勃发

的红军头像，雄踞碑顶眺望远方。“长征一

完结，新局面就开始。”长征的历史意义正

在于，它开启了中国革命不断胜利的序

章，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创造奇迹的大幕，

开启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征程。

“长征源”，刻在于都河畔石碑上的三

个字，默默守护着静好岁月。那条用草鞋

走出的路就像图腾一般，始终被人追忆、

铭记。如今的“长征”二字，更多象征着一

种崇高的理想、不屈的精神、坚强的意志、

超凡的胆气，它能让我们时刻感受到一股

蓬勃向上的精神力量，激励我们前方纵是

千难万险，也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

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我

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道长且阻但给人力量，让我们

向星辰大海挺进，向民族复兴迈步，在“长

征”中播种，在“长征”中收获！

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娄轶峰

走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一座红色
雕塑首先映入眼帘：一只强劲有力的大
手，从崩裂的巨石中伸出，紧扣着汉阳造
步枪的扳机。

1927 年 8月 1日凌晨，周恩来、贺龙、
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所掌握和影
响的军队，在南昌发动起义，打响了武装
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经过 4个多小时激战，起义军占领南
昌城。两天后，根据中央的计划，起义军
陆续撤离南昌。后来经历失败，一部分到
广东海陆丰地区，而主要部分则转移湘
南，开展游击战争。

暂时的挫折，并不能掩盖历史的光
辉——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
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
夺取政权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
纪元。

这次起义也有深刻的教训。正如周
恩来 1972 年 6 月在一份报告上的批示，
“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名义，南下广东，想
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
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
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

历史迎来新的转机——1927年 8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

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
总方针。毛泽东突出强调：“以后要非常
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
的。”

这次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
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
路，中国革命由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
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从那
以后 ，我党在各地举行了 100 多 次 起
义。穿行在各个史馆，驻足观看各种文
物、史料，这些革命斗争的艰辛探索清晰
可见。

秋收起义，第一次“公开打出共产党
的旗子”，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
标定了中国人民革命发展史上具有决定
意义的新起点。

广州起义，发动第 3 天即告失败，再
次证明，面对国民党新军阀在中心城市拥
有强大武装的情况下，想通过城市武装起
义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不可
能的。

此外，还有海陆丰起义，琼崖起义，黄
安、麻城起义，东固起义，湘南起义，闽西
起义等。这些起义，虽然大多失败了，但
革命火种得以保存下来。

一张 1933年出版的《红色中华》第 97

期影印件，吸引了记者目光。这张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上，刊登
着何长工撰写的文章《井冈山斗争与中国
工农红军的创造》，让人读来不禁惊叹于
那片热土的伟大实践——

建立工农兵政府，确立游击战十六字
诀，颁布《土地法》，提出红军“三项任
务”，规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领导红

军反“围剿”，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
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光辉
著作……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一条前人没
有走过的正确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
市，武装夺取政权”渐渐成形。

南昌城头点燃的星火，已在全国成燎
原之势。

下图：油画《南昌起义》（局部）星
火
燎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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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

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在10多个省创建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这些根据

地，成为中国共产党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的摇篮和阵地。上图为1929年至1932年

农村革命根据地形势示意图（局部）。 图片来源：《解放军画报》

红色根据地：革命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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