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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玉平

! ! ! !重走长征路沿途，许多当地人身体
力行地诠释着自己对长征精神的理解，
其中不乏一些可爱的“娃娃传承者”。

背诗!小能手"

!月 "#日早晨，出征首日，队伍穿
越于都河上的渡江大桥，走到中央红军
长征出发地纪念园。静静的于都河畔的
广场上，有练习滑旱冰的孩子、认真压腿
的父子、晨练的上班族，也有好奇围观大
学生队伍的爷孙俩。
于都因是中央红军长征的集结出发

地，在历史上留下了不朽声名。生活在这
里的人们，则因父辈和红军血脉相承的
关系，对长征保持着深厚而特殊的感情。

$岁男孩康茂阳，是土生土长的于
都人，从小耳濡目染许多长征故事，能在
陌生人面前大方而熟练地背诵《七律·长
征》，背得抑扬顿挫、有板有眼。他的父亲
康贤福，也是听长征故事长大的。如今，
以开出租车为生的老康，闲暇时会带着
儿子来于都河边的纪念广场上玩，也经
常陪儿子去广场旁的长征出发纪念馆听
故事。康贤福说，在于都县城，每家父辈
祖辈都和长征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还有一对爷孙俩令人印象深刻，他
们住在于都郊区，孩子的父母常年外出
打工。小姑娘怯生生的，一看到相机镜头
就往爷爷衣角里躲，又对眼前这些从上
海来的大学生充满好奇，探出脑袋偷偷
瞟向队伍。对不远处的“中央红军长征出
发”纪念碑，小女孩倒是毫不陌生，每次
和爷爷到县城玩，她都会到此一游。从刚
记事起，爷爷就给她讲长征故事。于都县
城的孩子们，成长经历大体如是。

红军!小战士"

红色寻访团抵达遵义娄山关红军小
学时，恰逢正午，%&多个身着红军装的孩
子已在校门口等候多时。大家刚下车，他
们便一拥而上，帮每个人系红领巾，再认
真地敬一个少先队队礼。炎炎烈日下，大
学生和小学生的脸上，都沁满了汗珠。上
海交通大学的王佳莹趁着擦汗的间隙，顺
势抹了抹感动的泪水。
随后，几个一身戎装的小讲解员带

领大家参观学校的展览室。负责介绍第
一展室的女孩，是五年级的袁钰淇。她提
前 '个小时到校准备，口齿伶俐、自信满
满。“我负责遵义会议和娄山关战斗，为
不少客人讲解过，很熟悉这几段历史。”
负责老师庹必亚介绍，“小小解说员”是
学校的特色项目，从三年级开始选拔、培
训。参观结束后，孩子们高声齐唱校歌，
长久萦绕耳边：“校旗上闪烁红军的五
星，脚下的路延续新的长征，我们是新一
代的红军小战士，先辈的热血在身上奔
腾……”
这天，大学生分成四个连队，为二至

五年级上公益课。从唱歌到手工折纸，从

朗诵到急救包扎，#& 后和 && 后打成一
片，仿佛重回童年。分别时，队员们纷纷
留下联系方式，期盼他日再相见。“与其
说我们给孩子们带去了欢笑，不如说他
们带给了我们深深感动。”华东师范大学
的曹海珍说。今年 #月，硕士毕业的她也
走上了中学讲台，打算把重走长征路的
经历，把遵义孩子们的快乐故事，讲给上
海的高中生们听。

认真!小演员"

延安市吴起县金佛坪村，上海和延
安两地的高校师生代表在此会师、联欢。
一片泥土地上，村委会精心地举办

了一场联欢晚会。节目单里排了将近 (&

个节目，村里的秧歌队热闹开场，年龄最
大的老人 )#岁，吸引周边几百个乡亲饶
有兴致地汇聚而来……
乡路颠簸，甜瓜鲜美，飞扬的尘土

中，一群孩子让人眼前一亮。
金佛坪村幼儿园和小学的小朋友们

准备了好几个节目。他们全都化了蓝紫
色眼影，脸上粘了亮片，戴着充满廉价感
的塑料头饰。但是，孩子们表演起节目来
的认真程度，却无法用语言形容。
有个 *+岁的小男孩，眼影涂得乱七

八糟，架子鼓却打得风风火火。一上台像
个小大人，台风大气、节奏明快，丝毫不
输任何大城市的孩子。一曲奏罢，上海的
大学生们忍不住起身喝彩。幼儿园献演
的一支《大王叫我来巡山》更让大家惊呼
“萌化了”。

金佛坪村的小朋友还有点“野”，节
目看到高兴处，便会情不自禁地跳上台，
呼朋唤友，窜来窜去。华东理工大学的马
梦雨在台上感情丰沛地演讲《国强则少
年强》，延安大学的学生高歌《唱支山歌
给党听》，他们却不管台上发生什么，你
拉我、我拉你，表演者在前面演得正儿八
经，他们在后面爬得四仰八叉。
这个积满浮土的广场，本就是孩子

们的主场。十多年后，他们中又将走出多
少社会栋梁？

! ! ! !火红七月，我再次启程，与上海大
学生重走长征路。

启动仪式在中共一大会址隆重举
行。(&多名 #&后队员带着好奇和敬
意，出发。沿着 ,&多年前红军的足迹
前行，他们会有怎样的精神面貌，我关
注着。

比拼长征知识
安顺场大渡河边，激流拍岸，声声

作响。目睹红军用过的机枪、火炮、仿
制船等，听着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副馆
长宋福刚的介绍，当年 -!勇士奋勇渡
河的情景，悄然浮现眼前……安顺场
曾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全军覆没之
地。!(年后，同样在河水猛涨的 .月，
红军成功渡河，创下奇迹。我问：“历史
为何出现‘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
的强烈对比？”宋福刚答：“毛主席指挥
得好！”“红军英勇善战打得好！”

在纪念馆里，由各组队员抽签，比
拼长征历史知识，我是评委之一。那些
题目并不简单，比如，中央红军为何选
择于都作为出发集结地？一名队员侃
侃而谈，讲了四个要点。他们自信作
答，知识丰富，看得我一愣一愣的，感
叹这些 #+后真厉害。

厉害的还在后面。

讲述动人故事
队员们沿大渡河徒步五公里，军

歌嘹亮响彻街头。我紧跟队伍步伐，坚
持不掉队。奇怪，平时走远路不离身的
折叠拐杖，这次居然没用上！不知是红
军走过的路有灵性，还是青春磁场辐
射的温馨所致？

顾超拎着医药箱走在队尾，关心
地问我：“走得动吗？”想起多年前去他
们班上课，他总会到办公室门口等着，

把腿脚不便的我迎进教室。课余，他举
着红旗与我一起拜访老红军。此次师
生同行长征路，也了却我俩多年夙愿。

在磨西会议旧址，长征故事大比拼
拉开帷幕。倔强的小红军、坚韧的女兵、
一生倚门望夫归的农妇……故事从队
员们口中娓娓道来，声情并茂。华东理
工大学刘佳玮讲的故事源自央视《等着
我》栏目：#'岁老红军梁天文寻找长征
途中像父亲般照顾自己的杨政委。

这些故事，我很熟悉，他们讲得太
好了，很感人。同济大学赵子谦讲完，

还动情地唱起了《十送红军》，听得我
眼眶湿润。

争当长征勇士
爬山时，和队员们聊天。一个说：

“我爷爷是红军，负伤后回到老家。我
想抓紧时间，整理他的故事。”另一个
说：“很难想像，和我一样年轻的红军
战士，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是怎么走
下来的。”
与他们交流，没有代沟。山里的天

气说变就变，突降大雨，学生们争着拿
出雨衣递给我，不顾自己气喘吁吁、嘴
唇发白，一直搀扶我向前走。

感动不仅于此———前方一个行人
的帽子被风吹落，帮我背包的赵子谦
见状，立即翻下木栈道，弯腰捡起。见
到别人有困难，主动相帮，何尝不是红
军精神的一种发扬。

在成都，我拜访了三位平均年龄
-+(岁的红军，向他们汇报重走长征路
的情况。老红军李光夫听后，高兴地竖
起大拇指，连声说好：“当年我们长征
光荣，现在年轻人长征也光荣！”从队
员们身上，我看到了新时代青年人的
精神风貌，也涤荡了我对 ,+后 #+后
的担忧。

烈日下的上海火车站，我去接站，
把一个个苹果递到凯旋的长征勇士手
中。挥手告别，依依不舍。这个美好的
夏日，将留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中。

! ! ! !老红军之女邓玉平，曾 --次重走
长征路。七月，她与上海大学生代表同
行，寻访四川境内长征路，在安顺场、石
棉、泸定、海螺沟等地重温红色记忆。
“我还是第一次和那么多 #+后一起重
走长征路。”看到这些年轻的脸庞，她很
激动。('日一早，队伍在大渡河畔徒步
.公里，年过花甲、患有腿疾的邓玉平坚
持和大家一起完成了挑战。
“长征路上悟长征，体验红军万里

程。山险水湍浪涛涌，擎旗自有后来
人。”徒步结束，邓玉平心绪难平，即兴
作诗。

草药解毒
这些年 -(次重走长征路，邓玉平

常遇到带给自己感动和惊喜的孩子。
(++'年 !月，她第一次重走长征路，独
自背包前往四川理县杂谷脑，寻找红
军堡楼与标语，却不慎被毒草割伤，鹌
鹑蛋大小的水泡，布满手臂和腿脚。
“我心里一紧，完全不知道该怎么

办，恰好有个小男孩从身边走过。我叫
住他，请他帮忙，可是他转头就走。”正
当邓玉平手足无措的时候，小男孩回
来了，还带着一些草药，轻轻涂抹在她

患处。不一会儿，水泡逐渐消退。邓玉
平激动地搂着男孩拍照，请他在纪念
本上签字留念。“他叫田辉，圆脸、黑皮
肤，.年级小学生，今年应该是 (+多岁
的大小伙了。”她回忆，“老区人民都很
淳朴，一听说我重走长征路，知道我是
红军后代，都对我特别好。”

军歌传情
邓玉平到过很多学校，为各地孩

子带去长征讲座，也带去上海青少年
的爱心与问候。“不少孩子都与我互留
联系方式，我们常在 //上聊天。”她

尤其提到去年 )月，重庆市巫溪县通
城镇红路小学的孩子们倾情献唱《十
字红军歌》。邓玉平激动不已，回沪后
把这首歌和它背后的故事，一起推广
到了浦东塘桥社区的暑期学生培训
班———,+多年前，为了表达对红三军
的深情厚谊，通城穷苦百姓自创这首
歌曲，伴随着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红
军精神，流传至今。

重走的脚步仍将继续，在未来征
途上，邓玉平还会遇到更多红色热土
的孩子，也将目睹长征精神代代传承。

在贵州省石阡县石阡中学，学生
兰宪说过一番肺腑之言：“我们渐渐忘
记了‘红军’这两个不该忘的字，但邓
老师的到来让曾经的慷慨悲歌鲜活起
来，我们也从她身上看到了长征精神
的延续。”

擎旗自有后来人
红军女儿邓玉平回忆长征路上的孩子

“这些90后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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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
县磨西镇，磨西会议纪念馆门前，
一个穿着彝族特色服装的女孩，不
时细声细气地朝游客喊：“叔叔阿
姨，买野菊花吗？”

彝族小姑娘名叫李明佳，今
年 ! 岁，在镇上一所寄宿制小学
读二年级。她家住磨岗岭村，距离
叫卖点约 (+ 公里。上学时，小明
佳就住在学校旁月租 -++ 元的房
子里，假期也不回乡。放暑假了，
她上午 # 点来纪念馆前卖干野菊
花，直到晚上 #点才收摊，几乎天
天如此。

卖花女风雨无阻
明佳是家中老幺，大哥二哥在

西昌上大学，三哥在泸定读高中，
父母都是农民。“妈妈卖小玩具，一
天能赚 -++元。”
“四个孩子都在读书，一年最

节约也要花费四万多。老大已经贷
了两万四的助学贷款，每次开学
时，几个孩子一起走，要用好多
钱。”明佳的奶奶黄福英，平时除了
给孙女做饭，抽空还得干农活，补
贴家用。

李明佳说，只有三哥的电话是
智能手机，大哥娶媳妇要给 0%万
元彩礼，借了 -+多万元。邻居家都
有摩托车，只有她家没有。“家里有
%+亩地，我帮忙喂猪、砍柴、卖核桃

和野菊花，都能挣钱。”
小姑娘透露，野菊花是她妈妈

在附近的海螺沟采的。每袋售价 -+

元，平均每天可以给她带来 -++多
元收入。最多的一次，来自上海的
一名校长带着一群大学生到磨西
参观，买走了 )+多袋野菊花。

当地海拔较高，山雨突来。小
明佳没有带伞，顾不上挡风遮雨，
第一反应是低头把装野菊花的袋
子用力紧了紧：“淋到雨，客人就不
要了。”

“我挣的这些钱，都在攒学
费。”一年级期末考试，全班一共 .0

个学生，她拿了第三名。

多销了四五十包
李明佳没有课外书，没钱买，

也从来没有人捐过。
她会说彝语，但是不会写彝族

文字，她的彝族名叫“泽噶莫”
（音）。除了彝族服饰，她有时候也
会穿藏区的衣服和汉族的长裤。

有大学生队员提出，带她进纪
念馆里去听重走长征路的故事，明
佳的大眼睛闪烁了一下，又有点犹
豫。“奶奶会骂的，我要在这里卖野
菊花。”

没过多久，奶奶来了，欣然同
意明佳进馆看看。小姑娘指着队
员们，眼睛里闪着小狡黠，凑到女
队员韩冰的耳边轻声说：“姐姐，

等会能不能让这些哥哥姐姐买些
菊花？”告别前，她得偿所愿，在红
色寻访团里多推销了四五十包野
菊花。

听到队员们第二天要去海螺沟
活动，明佳贴心地提醒说：“要穿暖和
一些，姐姐们不要穿裙子，山上猴子
很调皮，会掀裙子的。”

不少游客喜欢找穿彝族服饰的
明佳合照。一个游客端着相机，直愣
愣冲到她鼻子下面：“小姑娘抬起头，
笑一下，我拍张照。不要这么严肃，把
牙齿露出来。”镜头里的明佳听从指
令，勉强露了露还没换完的乳牙。

手拉手围炉起舞
第二天，韩冰和几个队员买了瓜

子和凤爪，趁休息时间又去找明佳，
她身上还穿着前一天的衣服。看到上
海大姐姐，她格外高兴，畅快地聊了
很久，不觉已到归队时间。“刚说完再
见，她又追出来，叮嘱我以后一定要
来找她。”韩冰动情地说，“我边走边
回头，只见一个小小的身影从天主堂
追过来，一直朝我挥手，直到纪念馆
的墙遮住视线……”
那天晚上，有一场篝火晚会。“明

佳打电话说想我。去酒店门外接她，
等了几分钟，远远看到一个黑影飞奔
而来。她跑得气喘吁吁，直接扑进我
怀里。”跟在后面的奶奶笑着说，明佳
一听见要跟你们玩，什么都不管了，

东西一扔，跑得比兔子还快。
队员们和明佳分享了蛋糕和

烤羊肉，但她似乎对围着篝火跳
舞更感兴趣。眼睛闪着光，拉着大
哥哥大姐姐的手，她边唱边跳，节
奏感很棒。
“山雨又来。晚会快结束时，

被冷雨打散，我把帽子递给她，和
朋友们急忙拉她去避雨。旁边有
队友看见，问能不能合照，她小声
说‘不知道’，然后抬头看着我。我
知道她不情愿时，不会说‘不可
以’，只会说‘不知道’。”韩冰回
忆，“临走时，我们抱了抱。她脱下
帽子要还，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
了过来。”

做点更容易的事
在长征路上的川西小镇，遇

到这么投缘、乖巧的女孩，几个队
员萌生出一些共同的想法，特别
想帮助她，给她积极向上的力量。
李明佳说，自己最远只去过泸定
县城，但听说过上海。韩冰鼓励她
“以后来上海读大学”，相互留了
电话和地址，临别前她一个劲地
叮嘱，以后多多电话联系。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韩冰说，“后来的几天，明佳每天
给我打电话。每次都说想我，还说
长大要去上海读书。有一次，她刚
讲了几句，就听到旁边奶奶的声
音，说电话快停机了。她匆匆道再
见，挂机。再后来，我的帽子落在
延安，怎么找都找不到，特别后
悔，当时没有送给她。”
归途中，有队员提议，每天攒

一块钱，每年开学时给明佳买些
课外书，寄过去。建议得到了许多
学生的热烈响应。“反正怎么攒钱
也买不起上海的房子，不如做点
更容易做到的事。”韩冰打趣说。
小小年纪早当家的彝族女孩

李明佳，就像长征路上一朵小小
野菊花，独立而坚强。其实，在她
身上传递的，不也是一种新时代
的长征精神吗？

“野菊”花开 坚强独立 本报记者 曹刚

实习生 韩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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