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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一无所惜的突击

86 年过去，流经川西小镇泸定的大

渡河咆哮依旧。只是，过去那被火药与鲜

血染成红褐色的河水，早已澄澈如碧玉。

山间尖锐的风，从记者耳畔吹过。这

一刻，嘹亮的军号从历史深处飘来。如今，

大渡河上添了许多新桥，更宽阔、更稳固。

可泸定桥那十三根铁索所承载的，已远远

不止一座桥。有位诗人这样写道——

“路，有时候是土地，有时候是水，有

时候，是十三根铁链。

在铁链上走路，需要二十二个人，二

十二支枪，二十二把马刀，以及二十二句

摘自《国际歌》的口号……”

如何在难以逾越的天险之上杀出一

条路来？武警四川总队甘孜支队泸定中

队指导员李宏将记者带到了沙坝天主教

堂遗址。

当年，敌人为了阻止红军前进，拆掉

了泸定桥的桥板。就在这里，一个看似不

可能实现的战斗计划被红军将士提上案

头：二连连长廖大珠率领其他 21名勇士组

成突击队，攀着泸定桥上光秃秃的 13根铁

索，为危境中的中央红军杀出一条血路。

教堂里的十字架，默默注视着这群

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士兵。他们看上

去是那样的普通，但是生死抉择面前，他

们没有祈求神灵，也没有丝毫的畏惧，争

相咬破手指，把鲜血滴在军旗上，立下

“有我就有桥”的誓言。

时至今日，22 名勇士中尚有一部分

人的姓名佚散，难以确定。但可以确定

的是，他们全部都是信念坚定的勇士。

共产党人从不信虚无缥缈的神。“澎

湃着心中火焰，燃烧无尽的力量”，他们

知道“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唯有靠自

己的双手，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

由此向北，步行 1 公里，便到了泸定

桥。时光荏苒，当年那安置着红军迫击

炮的观音阁，依然静静伫立于半山腰。

西桥头，就是红军当年发起冲锋的出发

阵地。

那天，大渡河的“山洪”，自枪口爆

发——东桥头，敌人开始疯狂地射击。子

弹打在铁索上，火星四溅。敌人疯狂地叫

嚣：“来吧，看你们飞过来吧！”他们没想到，

红军真的能“飞”过来。

从西桥头攀着铁索冲锋，22 名突击

队员攀着铁索开始了世界战争史上前所

未有的一次攻坚战。多少年之后，人们用

各种艺术形式再现这场不可思议的战斗。

为什么红军能够赢，没有变成“石达

开第二”？中外诸多军史学者给予了这样

的解答：打赢一场战斗不仅在于装备与人

员的较量，更在于勇气与意志的比拼。

激战后的泸定桥，铁索重新铺上了木

板。刘伯承跺着脚感叹：“泸定桥，泸定

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

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如果说，长征是一篇壮美的史诗，

那飞夺泸定桥无疑是其中最为绚丽的

华章之一。

这场仅用 2 个小时的战斗，红军将

士以身为桥，杀出一条血路，开辟了一条

足以改写中国历史、改变中国前途命运

的道路。

一个难以体味的温度

站在桥头，记者用掌心去触碰铁链，

试图感受毛泽东诗中“大渡桥横铁索寒”

的温度。

出乎记者意料，铁索并没有想象中

那么冰冷。86 年前，红军将士触摸到的

铁索之“寒”，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感

受而非体感温度。

走到桥面，记者忍不住向下望去。

桥面木板间隙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湍急

的河水激起白沫。

还记得以前跟随海军战舰出海时，

水兵曾说：“海面上看似只有一点点浪

花，其实下面的浪已经很大了。”那泸定

桥下的河水该有多深？

上泸定桥之前，同行的人一再提醒

记者要注意安全：“如果不小心掉下去，

即使精通游泳也很难生还，因为人会很

快冻僵。”

翻开地图，沿着大渡河的流向一路溯

源，找到了果洛山。这座位于青藏高原之

上的巍峨雪山，毫不吝啬地将常年积雪融

水和丰富的地下水补给到大渡河中。

泸定桥下的河水究竟有多冷？

武警泸定中队上士郑常发新兵时，

就爬过一次泸定桥。

那天，下着雨，木板上一片湿滑。郑

常发紧贴着桥面匍匐，深色的迷彩和桥面

摩擦出水花。他的目光透过木板缝隙，直

直落在大渡河上。寒气扑面而来，说不清

是大渡河水的温度，还是雨水的温度。

匍匐前进，是每一名军人的必修课。

在平地上匍匐和在桥面上匍匐，感受截然

不同。对于生龙活虎的小伙子来说，103

米，在地面上也就是几次深呼吸的距离，

在泸定桥上却显得那么漫长。爬过泸定

桥，郑常发身上已经被汗水浸透。

直到今天，郑常发还常常在想，自己

爬过泸定桥时桥上铺有木板，且桥面已经

被增高，离水面 5 米有余。当年，红军是

怎么爬过去的？那时，桥上只有光秃秃的

铁链，桥面与水面仅有两三米的距离。红

军前辈们是如何克服内心恐惧的？

走在泸定桥上，记者紧盯着前面人

的后背，突然想到，当年的红军战士一定

是向前看的——后面的战友跟随着前面

铺设木板的战友；铺设木板的战友紧跟

着最前面那 22 名“开路先锋”；那 22 名勇

士，他们的眼睛盯着对岸，他们的枪口指

向胜利的方向，他们的心中永远追随着

一面不倒的红旗。

“大渡桥横铁索寒”，不仅“寒”在这

难以逾越的天险，更“寒”在这悲壮无比

的夺桥战斗。

红四团前身为“叶挺独立团”。这支

英雄的部队，在飞夺泸定桥后继续一路向

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们屡立

战功。如今，这支部队仍是我军的尖刀。

一次追求胜利的奔赴

走到桥中间，记者感觉双腿有点发

软，仿佛走了很久很久。大渡河畔，突然

传来一阵整齐的呼号。

一群穿着迷彩服的年轻士兵，列队

奔跑在前辈跑过的道路上。那是正在附

近集训的武警甘孜支队的新兵们。

当年，红军来到泸定桥前，刚刚完成

了 3天 320多里的奔袭。

《星火燎原》中用一句话描述了红四

团令人震惊的速度：昼夜兼程二百四。

240 多里是什么概念？红军在一昼

夜之间差不多跑完了 3 个马拉松，创下

了一昼夜世界步兵徒步行军纪录！

这 240 多里，是中国革命军人意志

与信念的集合，更是赢得这场战斗的胜

利密码。

“实际距离远不止这些。”中共甘孜

州委讲师团讲师夏芸说，“240 多里只是

直线距离，红军在这条路上左右绕行、

上山下坡，走过的实际距离比 240 里还

要多。”

站在泸定桥上极目远眺，海子山的

山巅被轻雾笼罩。前一天夜里，刚刚下

过一场大雨，厚重的云与山间的雾气连

成一片。当年红军赶到泸定桥时，也是

这样的雨天。

很难想象，居然是这样一群士兵突

破了难以逾越的天险——他们刚刚经历

过激烈的战斗，不少人都伤势未愈。路

途中也不平静：在猛虎岗遭遇头天击败

的残敌，在雅加埂河重新架好被敌人炸

毁的桥，在奎武村与对岸敌人斗智斗勇。

黯淡无光的深夜里，他们冒着瓢泼大

雨，拄着拐杖，在羊肠小道上艰难前行。

今天，当我们这些乘车赶来还禁不

住一路颠簸而晕车的人走上泸定桥时，

心中涌起的是对前辈无限的敬意。

资料上记载，杀过泸定桥，有 18名勇

士活了下来。上级对他们的奖励，是每人

一套列宁装、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一个

搪瓷碗、一个搪瓷盘和一双筷子。这也是

当时红军将士能得到的最高奖赏。

在勇士刘金山家中，至今还珍藏着当

年奖励给他的那支蓝色钢笔。这支笔，跟

了他一辈子。对刘金山来说，这已经不仅

是一支笔，更是血战之后胜利的纪念。

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说：“军人生来

为战胜。除去胜利一无所求，为了胜利

一无所惜。”

对军人来说，胜利便是最高的奖赏。

一份默默无闻的守望

回望泸定桥，行人走过时铁链撞击

在一起，发出金属的嗡鸣。

冰凉的铁，晕染着历史的沧桑。这

座建成于清代康熙四十五年的铁索桥，

与天堑大渡河共同见证着三百余年间的

兴衰更替。

关于泸定桥，还有一场战斗鲜为人

知，却同样惨烈。

1935 年 6 月初，红军主力通过泸定

桥继续北上，红九军团奉命殿后。在阻

击敌人的战斗中，他们血战数昼夜，最终

完成任务后撤出阵地。

排长袁炳清在行军途中不慎与大部

队失联。后来，他辗转返回泸定，隐姓埋

名，守在离当年战场最近的地方，寻找当

年失散的战友。

从此，他再也没有走出泸定。

年龄大了后，袁炳清每天早上都会

走到大渡河边，远远地眺望泸定桥。但

他从不愿踏上这座桥。“大概是怕触景生

情，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吧。”他的儿子

袁清贵猜测。

直到 2006年，长征胜利 70周年之际，

93岁的袁炳清老人才颤颤巍巍地踏上这

架凝聚着悲欢离合的铁索桥。此时，距离

他离开泸定桥已整整 70年。

“夺桥难，守桥亦难。”这是袁炳清临

终前给儿子袁清贵的嘱托。

今年 59 岁的袁清贵是泸定县一名

环卫工人。工作之余，他把当年红军的

战斗故事讲给身边的人，讲给学校里的

学生，讲给来纪念馆参观的游客。

对袁清贵来说，守桥，就是替父亲把

红军的故事讲下去、把红军的精神传下去。

如今，泸定桥已经成为每个泸定人

生活中的一部分。游子回乡，除了见家

人，一定要到泸定桥上走一走。伴随着

旅游开发和产业转型，这个峡谷间的小

县城日渐繁华。

泸定桥上，人群熙熙攘攘。

满脸稚嫩的武警新兵们，在队长的

带领下，小心翼翼地触摸着桥头浸满血

与火的铁索。

穿着当年红军衣服的年轻大学生拿

起手机自拍杆，将洋溢着青春的面庞与

这座饱经沧桑的铁索桥定格在一起。

包着头巾的彝族妇女端着盛满樱桃

的竹筐，轻巧跨过铁链上木板的间隙，来

到河东繁荣的市场。

对这里的居民来说，这条曾经浸满

血与火的铁索桥，如今，一头连着自己的

家，一头连着更加美好的未来。

（采访中得到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

馆大力支持，特此致谢）

一掌宽的木板搭成桥，指头粗的铁
环连成链。风从两山之间掠过，吹得铁
索桥荡呀荡。

如今，这一幕看上去似乎颇有诗意——
如果这座桥的名字不是泸定桥，如果

这条河的名字不是大渡河，如果桥上的游
客没有停下脚步、抓紧彼此的手臂……

现在，是 2021 年初夏的一天，下午 4
点。时间往前推 86 年——1935 年 5 月 29
日，也是下午 4点，红军 22名突击队员向着

泸定桥东桥头发起冲锋。
时至今日，人们已经无法精确还原那

场战斗的细节，大多数人的印象都来自中
学课本里的那篇《飞夺泸定桥》——

“北上抗日的红军向天险大渡河挺
进。大渡河水流湍急，两岸都是高山峻岭，
只有一座铁索桥可以通过。这座铁索桥，
就是红军北上必须夺取的泸定桥……”

这山、这河、这铁索，浓缩了时光，沉积
了岁月，暗藏着一支军队的胜利密码。

今日泸定桥

文字撰稿：本报记者 贺逸舒

战地记者队记者 马嘉隆

通 讯 员 徐权、王贵弘

视频制作：马嘉隆、贺逸舒、徐权、王百越

访谈专家：军事科学院 刘子君

无人机执飞：张文轩 版式设计：梁晨

听
涛
泸
定
桥

听
涛
泸
定
桥
，，
军
号
依
然
嘹
亮

军
号
依
然
嘹
亮

沙场回访

记者：1984 年 12 月，聂荣臻元帅

应 中 共 四 川 省 委 的 要 求 ，题 写 了 约

500 字的《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碑

文》。碑文提到了红四团“奇绝惊险地

夺取了泸定桥”。能不能解释一下“奇

绝惊险”这四个字？

专家：聂荣臻元帅所说的“奇绝惊

险”是他有感于当年红军闯过大渡河

时的英雄气概和艰难过程而写下的，

是对飞夺泸定桥战斗的由衷赞叹。

安顺场与泸定桥相距 160 公里，

很多路段是盘旋在险峻高山上的羊肠

小道或在绝壁上凿出来的栈道，下面

是数丈深谷和奔流的河水，沿途还有

不少国民党军凭借天险围追堵截，其

作战环境堪称奇险。

红四团到达泸定桥时，敌军虽未

炸毁桥梁，却拆除了桥板，只余悬空于

河道上的十三根光滑铁索，轰鸣的河

水，摇晃的铁索，让人耳鸣心悸。英勇

的红军将士凭一双铁脚板跑过国民

党军的车轮子，按时抵达并成功夺取

了泸定桥，为红军摆脱险境杀出了一

条血路，其战斗过程堪称惊绝。

记者：1935 年，红军强渡大渡河、

飞夺泸定桥，粉碎了蒋介石将红军变成

“第二个石达开”的美梦。在您看来，面

对如此险境，为什么我们能获得成功？

专家：虽然面对的是同一条河流，

两支军队的属性特征却不可同日而

语。红军不是太平军，毛泽东不是石

达开。曾踏过千山万水、突破围追堵

截的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下，可以创造出人类战争史上的任何

奇迹。

聂荣臻元帅曾对此予以总结道：

这是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

农红军，有敌人根本不能和我们相比

的政治素质和以劣胜优的机动灵活的

战术素养，特别是我们指战员那种无

限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中国革命的

伟大的牺牲精神，所以有时能绝处逢

生，再开得胜之旗，重结必胜之果。

记者：红军当年夺桥成功，有什么

样的意义？

专家：红军飞夺泸定桥，是一场关

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性战斗。红

军在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防线

上，开辟了一条中央红军迅速北上、摆

脱追兵的通道，使蒋介石精心策划的

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以南地区、让“朱

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计划完全破产，

为实现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创造了有利条件，是我军作战史上的

一次重要的战略胜利。正如布热津斯

基曾评论过的：泸定桥一战，在长征史

上意义巨大。如果这次战斗失败，如

果红军在炮火面前畏缩不前，或者，如

果国民党军炸断了铁索桥，那么中国

随后的历史可能就不同了。

踏访泸定桥归来，记者对军事科学院政治工作研究院

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子君进行了访谈。

山河峥嵘长征路

青年记者对话党史专家

泸定桥特写泸定桥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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