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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红色脉搏，一直在神州大地跳

动；它是红色飘带，让人们不断追忆探寻。

它，就是长征。

在江西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

馆的墙上，一幅由草鞋拼成的中国地图，

格外醒目。80 多年前，那支脚穿草鞋的

队伍，从这里开始跋山涉水，历经九死一

生，把足迹印刻在中华大地上，也刻在了

中华儿女的精神崖壁上。

长征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

伟大长征精神。这一精神，极大彰显了

“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红军不怕远

征难”的壮志，“苟利国家生死以”的抱负，

“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情怀，“何须马革裹

尸还”的血性。因此，长征已不单指当年

那“无与伦比的史诗般远征”“世界军事史

的惊人奇迹”，更是崇高理想、坚强意志、

超凡胆魄、乐观上进的精神标识。

习主席对传承长征精神高度重视，

指出长征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

族精神的最高体现，强调伟大长征精神

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断砥砺前行的强

大精神动力。

岁月的奔涌从不停歇，奋斗的征程

永远向前。现在，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

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新的赶考之路。这是长征的继续。在这

条路上，世界格局风云变幻、改革发展任

务繁重，我们还会遇到“雪山”“草地”，还

要攻克“娄山关”“腊子口”。越是面对风

险挑战，就越需要明确方向、坚定信念、

鼓舞斗志、凝聚力量，从而把新的赶考作

为又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

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召唤我们传承伟

大长征精神。当年，红军从敌人规模空前

的“铁桶围剿”中突围出来，靠的是奋斗战

斗；现在，人民军队在盘马弯弓中奔向“世

界一流”，也要靠奋斗战斗。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

实现的。新的赶考之路，既是逆水行舟，

也是激流勇进，每一个心怀强军梦的中国

军人都需要在传承长征精神中豪迈向前。

走好新的赶考之路，需要我们传承

伟大长征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

军队高歌猛进，理想信念之基深植固立，

备战打仗之风强劲回归，正风肃纪之剑

持续发力，改革强军之势气贯长虹。长

征复长征，辉煌更辉煌。新的赶考之路，

既有攻坚目标，也有能力指标。唯有传

承长征精神，不忘初心、衔枚疾走，始终

保持那么一股拼劲、那么一种精神，才能

传薪火而开新宇，乘大势而奏凯歌。

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催促我们传承伟

大长征精神。今天的人民军队，朝着实现

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昂首阔步。“物有甘

苦，尝之者识；道有夷险，履之者知。”走好

新的赶考之路，需要广大官兵大力弘扬伟

大长征精神，发愤图强、奋发有为，夺取一

个又一个伟大胜利，才能更好地担负起党

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此生留得豪情在，再作长征岂畏

难。”长征精神属于历史，也属于现在和

未来。新的赶考之路上，让我们把伟大

长 征 精 神 作 为 瑰 宝 装 入 行 囊 ，砥 砺 奋

进。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

作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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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今追昔抚今追昔

长征是什么？

毛泽东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

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

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

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

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

红 军 长 征 是 20 世 纪 最 能 影 响 世

界 前 途 的 重 要 事 件 之 一 ，是 充 满 理 想

和 献 身 精 神 、用 意 志 和 勇 气 谱 写 的 人

类史诗。长征迸发出的激荡人心的强

大 力 量 ，跨 越 时 空 ，跨 越 民 族 ，是 人 类

为追求真理和光明而不懈努力的伟大

史诗。

由是观之，长征属于这样一种事件：

即使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依旧被世人恒久

追寻。正如《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作

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言，“阅读长征的

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

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时值红军长征胜利 85 周年，让我们

回到历史深处，从不同侧面追寻那次震

古烁今的伟大远征，重温红军将士创造

的人间奇迹和不朽精神丰碑。

血血火火抗争抗争

硝烟里的硝烟里的长征长征

红军长征，最初叫“战略转移”。由

于分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分割包围之中，

多路红军部队进行长征时，起始时间、

地点，所走路程各不相同，但无一不是

在枪林弹雨、战火硝烟中前行。

其中，尤以中央红军的长征，最为

艰苦卓绝、最为惊心动魄。

1934 年 10 月 ，中 共 中 央 率 红 军 主

力 撤 离 瑞 金 ，踏 上 漫 漫 征 途 。 史 料 记

载，出发时，这支 8.6 万余人的大军，只

有山炮、迫击炮 38 门，平均每百人拥有

枪支仅 40 余支，平均每支枪不到 60 发

子 弹 ，此 外 还 有 6000 多 支 梭 镖 ，800 多

把 马 刀 。 就 是 用 这 样 的 武 器 ，红 军 将

士同国民党军队的飞机大炮展开殊死

搏斗。

血战湘江，红三军团死守新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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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 大 牺 牲 ；红 五 军 团 第 34 师 和 红 三

军 团 第 18 团 为 掩 护 红 军 主 力 渡 江 ，与

十几倍之敌鏖战，大部壮烈牺牲。

这，仅仅是开始。危险，始终与红

军如影随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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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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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里征程，俨然一次向死而生的进军，

真可谓“走一步枪声回响，踏一脚烈焰

升腾”。

泸定桥，13 根铁索今犹在。一位外

国政要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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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的字典里没有“如果”！一支

临时抽组的突击队以大无畏的革命精

神，迎着雨点般的子弹，一边匍匐前

行一边英勇战斗，一举突破了这道天

堑。

据统计，整个长征途中，各路红军

与围追堵截之敌进行了 600 余次战役战

斗，其中师以上规模约 120 次，取得了歼

灭与击溃敌军数百个团、毙伤敌军数万

人的辉煌战绩。

生死生死抉择抉择

会议里的会议里的长征长征

长征，不仅有血火的战斗，还有真

理的探寻。当年，趁着打仗的间隙，党

和红军的领导者们围坐在会议桌前，一

次次同党内错误思想展开斗争，为红军

的前途命运作出抉择。

“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

处 ？”湘 江 战 役 之 后 ，红 军 的 出 路 到 底

在哪里？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发生激烈

争论。

罗蒙山下，恭城书院，通道会议旧

址。1934 年 12 月 12 日，中共中央在这

里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以其西

进贵州的主张，向“左”倾路线和洋顾问

说“不”。6 天后，黎平会议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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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很快迎

来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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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整

整 3 天的阐述、争辩，诞生了遵义会议决

议。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

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党和革命事业转

危为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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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召开了几十

次重要会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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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

了党的策略路线和军事战略问题……

这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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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指引这条

道路的正确理论，并进一步认识到这样

一条真理：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

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

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

雄雄关漫道关漫道

地图里地图里的长征的长征

展开中国地图，连接各路红军长征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会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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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弓 背 ”之

处，密布断崖深谷、激流险滩。而红军

多是在“弓背”上艰难跋涉。

按图索骥，再看一些研究成果提到

的具体数字，则其“行之多艰”更加令人

惊叹——

中央红军长征历时 1 年，转战 11 个

省，渡过 20 余条江河，翻越 20 多座大山，

行程两万五千里；

红二方面军长征历时 11 个月，转战

9 个省，渡过乌江、金沙江、渭水等江河，

翻越乌蒙山、玉龙雪山等大山，行程近

两万里；

红四方面军长征历时 19 个月，转战

4 个省，渡过 15 条江河，翻越 5 座雪山，

行程一万余里；

红 25 军长征历时 10 个月，转战 4 个

省，渡过渭河、泾河、葫芦河等河流，翻

越桐柏山、伏牛山、秦岭等大山，行程近

万里。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

闲。”很难想象，在如此恶劣严酷的自然环

境面前，红军将士竟是脚穿带着毛刺的草

鞋，与敌人战斗，将坎坷和泥泞踏平。

赤水河，流经滇、川、黔三省交界，

素以水流湍急、岸险难行著称。就是在

这里，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与

敌军展开周旋——一渡赤水，向扎西前

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三渡赤水，调

动国民党军西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

跳出敌人重兵包围圈。红军将士靠着

一双铁脚板，南北往返数次，东西驰骋

千里，上演了精彩绝伦的战争活剧。

由赤水河沿图向川北，雪山耸峙，

草地绵延。当年红军路经这些地方，非

战斗减员极其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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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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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发生在号称“死亡

陷阱”的草地里。上世纪 80 年代，曾组

织清理过草地时牺牲的红军尸骨，人们

发现很多地方每隔三五米就有一具。

鸟兽绝踪的大雪山，人迹罕至的沼

泽地，究竟吞噬了多少红军战士？至今

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一本长征回忆

录对此这样描述：“不用路标，顺着战友

的遗体就能找到前进的路线。”

忠忠勇无畏勇无畏

群像里群像里的长征的长征

长征，是一条红军走向胜利的路，

也是一条英雄血肉铺就的路。

从会师之地回到起点，即使再设身

处地，即便再懂得流血牺牲，我们依然不

忍直视有关资料上的这样一组数字——

长征出发时，总人数有 18.6 万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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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损失最为严重的中央红军，平

均每 12 人中只有 1 人到达陕北。

生死亦英雄。每一个数字背后，都

有一群红军将士鲜活的面孔。

血战湘江，红五军团第 34 师师长陈

树湘率领官兵奋力抵抗。腹部中弹后，

他躺在担架上继续指挥战斗，最后弹尽

粮绝，伤重被俘。在敌押解途中，陈树

湘用手从伤口处绞断肠子，壮烈牺牲。

激战百丈关，红四方面军官兵与敌

展开浴血苦战，子弹打光了，就同敌人反

复白刃格斗；有的战士手臂打断了，就用

牙齿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土城之战失利，总司令朱德亲上前

线指挥。炮弹在身边爆炸，几次把这位

“红军之父”震倒在地。他抖抖身上泥

土，像普通士兵一样端着机枪冲向敌阵。

夺取娄山关，红三军团第 12 团政委

钟赤兵右腿中弹，骨头被打断。没有麻

药，忍着剧痛锯掉了一条腿。截肢手术

后，他拖着一条腿走完了长征……

整个长征，像这样有据可查的英雄

壮举不可胜数，而更多倒下的英烈，甚

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为了最后的胜

利，红军将士人不分老幼、职不论高低，

无一不披肝沥胆，英勇杀敌，将生死置

之度外。

“艰难可以摧残人的肉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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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

长征路，走出了一支胜利之师，也耸立

起一座精神丰碑。

习主席指出，今天中国的进步和发

展，就是从长征中走出来的。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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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奋勇前进。

长征永在路上，长征精神永放光芒。

图片来源：《解放军报》、《解放军画

报》资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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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史诗 不朽的丰碑
■本报记者 梁蓬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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