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可曾知道，红军是这样走完 漫漫征途的

长征中的“衣、食、住、行、娱”

! ! ! !长征以前，红军被服供应还能得到
保障。!"#!年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
时中央政府成立，随后启动统一红军装
束的工作。当时，红军战士有的穿工农
装，有的穿缴获的敌军服装，也有人受苏
联影响，头戴列宁帽，身穿灰布军服。
时任中央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赵品

三接受任务，开始设计新军装。他一开始
参考苏联红军军服样式设计，上衣紧口
套头，但这种设计很不适合南方苏区的

气候，于是改成开襟敞口，缀上红领章。
至于军帽，最早设计成大八角式列宁帽，
后来发现帽角太大，不适合中国人的脸
型，就改为“小八角”，帽前中央缀一颗红
五角星。考虑到红军经常在山地作战，就
选用了不容易暴露目标的灰布衣服。
至 !"$%年红军长征前，各根据地的

军需工厂发展到 &$家，基本能保证各主
力红军的军服供应。但由于根据地的生
产主要靠民众手工制衣，服装样式和颜
色无法彻底规范统一。
红军从中央苏区出征前，每人发了

一套新军装，据参加长征的老红军回忆：
“除了高级指挥员，战斗员有不少是带着
四颗或六颗手榴弹、一支步枪、一把刺
刀。这些（除枪支外）都是我们兵工厂造
的，我们的帽子、衣服、布（草）鞋、绑腿、
皮带，从头到脚，都是崭新的东西。”
尽管有些准备，但经过近三个月转

战后，红军的衣服多已磨损。!"$'年占
领遵义后，红军休整了半个月，被服厂日
夜开工，又为每人补充了一两套新军服，
此后九个月的行军中再未更换过，因此
到达陕北时，多数人身上都“打满补丁”。
继中央红军之后，红四方面军也开

始长征，他们在荒凉的川康边藏区行军

一年多，战士们几乎见不到布匹，只能用
羊毛和牦牛皮自制毛衣、皮衣御寒。老战
士回忆，在翻雪山，过草地时，“能暖身的
都穿，能裹脚的都裹”。

起初，大家用被子、毯子来取暖，后
来变成用野草编披肩，拿麻袋粗布做裤
子，身体被扎得疼痛难忍。红军曾想买一
部分蒙自布（藏民织的一种土布），但弄
到的很少，因为那里不产棉花。
不过，藏区盛产羊毛，由于交通闭

塞，大批羊毛存货积压在藏民家里和喇
嘛寺里，于是红军就买来羊毛，发动战士
自己加工。羊毛比较硬，又没有加工工
具，战士们就把羊毛摊在地上，用红柳条
抽打，软了以后再纺成毛绳（由于加工粗
糙，只能说它是绳，而不能称为线），再织
成毛衣、毛裤、毛袜和毛手套。有些战士
别出心裁，把牛羊皮剪成两块板，搞些羊
毛厚厚地铺一层，再用柳条或羊毛绳固
定，胸前一块，后背一块，变成御寒的背
心。行军时间久了，这些“背心”都破了，
但大家却舍不得扔掉，后来过草地断粮
时，把它们拿出来煮烂，成了救命粮，真
正做到“物尽其用”。
各路红军到达陕北时，战士的服装

颜色杂乱，几乎人人身上都是补丁摞补
丁，而且补丁的颜色、质地各不相同，有
的是布头，有的是皮革，有的是麻袋片，
有的甚至是棉絮。虽然穿的衣服很“花”，
但会师时，绝大多数人头上却戴着一顶
红五星八角帽，表达对革命的无比忠诚。

! ! ! !由于行军途中战事不断，红军难以
携带大批辎重，在敌占区等地筹粮就成
了大问题。
长征之初，中央红军每到一处驻地，

便派出两路人马去筹粮，一路打土豪，另
一路则发动群众，帮助提供粮食。对于贫
苦农民，红军坚持花钱买粮，绝不允许无
偿索取。这一过程中，即便部队上下都在
忍饥挨饿，所有人仍然严守纪律。

!"$'年 !月，红军第一次渡过赤水
河，进入川南。(月 $日（大年三十），红
军行至叙永城外营盘山时，发现山上有
一片橘林，一派黄澄澄的丰收景象，有人
大喊：“同志们，加油啊，到山上吃橘子
去！”但干部们立刻制止了，在重申群众
纪律后，红军开进营盘山。
山并不高，却充满诱惑，饱满的橘子

压得树枝都快弯到地上了，那些落到地
面的熟橘子铺了满满一层，有些都开始
腐烂……穿行其间的红军战士实在太想
剥一个解解馋，有个小战士忍不住从地
上捡起一个，周围战友都来劝阻，小战士
无奈地掂了掂说：“嘿，不简单呐，肯定有
六两多重。”说完，又把橘子放回地上。

守纪律的部
队注定能赢得民
心。起初，守林人

看到大军过来，先是有点害怕，观望一阵
后，发现战士们根本不碰橘子，心里便明
白几分。大部队过后，军委先遣队上来了，
守林人抬来一筐橘子，非要送给红军，并
告诉一位指挥员，橘林不是他的，他是穷
人，只是为地主看林子。
听他这么一说，红军进一步侦察得

知，这片橘林属于一个被称为“张老爷”
的大土豪，此人是个品行极差的劣绅。如
此一来，这些橘子就成了“打土豪”的没
收对象。红军找来木板，写上：“这橘子林
是土豪的，现没收。各部队路过这里时，
应有组织地在指定地点采摘。”接着，橘
林被划分成若干块，并专门留出一块给
当地群众。这份意外收获，可算是红军在
大年三十置办的一宗“大年货”。
长征中最缺粮的阶段，是红军进入

人烟稀少的川康少数民族地区后。为了
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红军不再打土
豪，而是通过谈判从少数民族头人或宗
教界人士那里买粮。阿坝地区藏、羌等族
人民曾为途经的数万红军提供过大笔军
粮，毛泽东到延安后曾说：“长征在川西
北，我们是欠了藏、羌人民的债的。”
筹粮过程中，女红军发挥了特殊作

用。!"$'年 '月，在藏族聚居的杂谷垴，
红四方面军派女干部张琴秋与喇嘛寺谈
判购粮。针对喇嘛们的疑虑和敌意，张琴
秋力陈我党、我军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
策，以诚恳的态度与灵活的策略，打消了

对方的顾虑，最终成交牦牛 !))头、羊 $

万只、青稞麦和炒面 %'万斤。
中央红军过草地前，周恩来曾致电

红一、三军团领导人，要求努力筹粮，保
证供应。可是，纵横几百千米的草地遍布
沼泽，没有人烟，红军走了两三天，粮食
就出现紧缺，每人每顿饭的定量逐渐减
少，直到米面全无，不得不采野菜充饥。
据记载，红军吃过的野菜有几十种。

为了在吃野菜时增加食欲，战士们用小
刀把因雨水打湿而粘在粮袋上的一层薄
薄的粮食剔下来，然后放到水里泡开，使
野菜汤里有点粮食的味道。然而，能食用
的野菜毕竟数量有限，特别是先头部队
过后，后面的部队要靠采集野菜充饥就
比较难了，只好去寻找那些不能吃的野
草。有一种生在水边的带毒野草———河
麻草，人只要碰了河麻草，皮肤接触部位
便会感到刺痒，随之泛起一片小水泡，继
而肿涨起来，俗称被“咬”了。就是这样
“咬人”的草，也成了红军的“碗中餐”。为
了不被河麻草“咬”，红军战士用树枝把
草拢住，然后用刀割下，放入锅内煮烫，
再放入凉水中浸泡去毒，最后煮熬食用。
早先，大伙一起打河麻草，炊事员用锅来
做，然后分发大家吃。后来，环境越来越
恶劣，不是没了炊具就是炊事员牺牲，战
士们就用各自的缸子装上河麻草，围坐
在火堆旁自己煮熬。这种草粗糙味苦，吃
下后腹中难受，却排泄不出，有的人吃后
浑身浮肿，严重的甚至中毒死亡。

饥饿造成红军最严重的非战斗减
员，但没有打垮拥有钢铁意志的队伍。他
们吃着河麻草、死牛烂马，却走出了茫茫
草地，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

! ! ! !长征路上，红军宿营都是因陋
就简。途经有老百姓居住的地区
时，红军会通过群众工作来借住民
房，但规定官兵必须严格遵守纪
律，帮助老百姓干些挑水、打扫院
落等家务活。红军还会开展模范评
比，例如，在群众家借宿后，“上门
板、捆禾草，把地上打扫干净；保持
厕所清洁，不随便屙屎，宿营时掘
厕所”成了评判标准，用实际行动
塑造“文明之师”形象。
进入川藏高原后，红军就很难

找到民居了。为了执行民族宗教政
策，部队不能住寺庙，只能在野外
露营，通过搭草棚、生篝火等办法
驱寒。只有极少数部队住过房子，
这些房子基本是简陋的土坯楼房，
下面一层放养牛羊，上面一层住
人，上楼只能靠一根独木楼梯。

红军住宿条件最差的阶段出
现在过草地中，迂回曲折的河道在
草地上留下大片沼泽，处处隐藏着
险情。如果能找到相对干燥的地
方，大家会分工合作，有的选位置，
有的砍树枝，有的挖坑，七手八脚
地干起来，很快搭起草棚、草窝，三
五个人挤在一起休息，感觉比较暖
和。而在水草交织的沼泽地里行

军，河沟纵横，积水漫地，根本没有
树枝高草可用，也找不到架帐篷的
地方，一名老战士回忆：“地是湿
的，柴草是湿的，身上几乎没有干
过。”实在找不到一块干燥地面，许
多人只好坐在背包上，背靠背依偎
着取暖，相坐而眠，这被称作“坐
觉”。官兵们就这样坐着、睡着，熬
过一个又一个夜晚。由于饥寒交
迫，有时等到天亮时，一些战士怀
抱枪支，已然长眠不醒。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无论是

指挥员还是士兵，处境都是一样
的。*"$'年，红三军团进入水草
地，几乎天天遇上下雨，战士们的
衣服几乎没有干的时候。一天午
夜，连绵细雨把指挥员罗荣桓的毯
子打湿了，北风一吹，他感觉像是
掉进冰窟窿里，于是只好起身挤到
篝火边去烤火，周围的战士们看在
眼里，记在心头。第二天宿营时，战
士们找了一处避风的地方，给罗荣
桓搭一个草窝。傍晚，罗荣桓发现
这个草窝时，以为是战士们自己用
的，便高兴地说：“这个窝搭得好！
如果一个班有两三个这样的草窝，
夜间就好过了。”战士们听到表扬
后很高兴，一位班长说：“首长，今

晚你就睡在这里吧。这是我们特意
为你搭的。”“什么？”罗荣桓扶一扶
眼镜，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告诉
我，是谁让你们给我搭的？”

战士们未曾想到罗荣桓会如
此认真，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班长只好结结巴巴地说，是他们几
个人商量着搞的。罗荣桓挨个瞧了
瞧这些可爱的战士，叹了一口气
说：“你们搭这么好的草窝，应该感
谢你们。可这草窝我没有资格住，
应该留给伤病员。”说完，他就离开
大家，另找地方休息去了。
长征途中，红军领导人叶剑英

能够住进“牛屎房子”，就已经非常
满足了。当时，部队终于走出草地，
来到班佑村，那里不过是二三十户
游牧藏民的聚居地，只有用树棍拱
起屋架、外面涂以牦牛粪的“牛屎
房子”。叶剑英和战士们经过草地
中的风餐露宿，能够住进这样的
“房子”，已是相当满意，他们生起
火来，烤烤湿衣服，非常知足。

让红军名将徐向前印象深刻
的，是他在长征中住过的“绿色旅
店”。据他的警卫员孙继争回忆，长
征期间，徐向前率部沿着大渡河支
流石扎河向西北挺进，由于战士们
太累了，徐向前便指示部队在岸边
就地露宿，而指挥部露营点设在一
块河岸滩地上。孙继争等人砍些树
枝，搭起棚子，顶上盖些茅草、细松
树枝；里面再铺上厚厚一层枯草、
干树叶，“绿色旅店”便完工了。徐
向前走进棚子，往地铺上一坐，风
趣地说：“小娃子哎，你们硬是把这
地铺搭得很安逸哩，都赶上沙发床
喽！”孙继争问：“沙发床是啥玩意
呀？”徐向前说：“等将来革命胜利
了，人人都睡上沙发床，你就知道
了。反正就跟这一样，软和，舒服！”
之后，徐向前就和大家一起躺在
“沙发床”上，仰望灰色的天空，憧
憬着美好的明天。

! ! ! !红军始终面临国民党中央军和各
地军阀的围追堵截，如何摆脱险境？重
要一点就是依靠自己的“铁脚板”快速
行军。据统计，光中央红军头一年的长
征，官兵们日平均行军 $+千米。

对于这些徒步行军的红军指战员
来说，胶鞋、布鞋是难得一见的宝贝，多
数人只能靠草鞋行军，草鞋往往不经
磨，大家只得一路行军，一路打草鞋。在
一些地方，国民党军追踪红军的“方法”
便是寻找路边被丢弃的一双双烂草鞋。

按照规定，红军团以上干部一般配
马，但在行军途中，许多领导干部把马
让给生病或受伤的战士。被称为“长征
四老”之一的徐特立，当时年近花甲，却
处处以“普通一兵”自律。每天，他扛着
背包，带上八斤干粮，拿着一根竹杖，与
大家一同行军。徐特立本来分配有一匹
马，但他总是让给伤病员骑，自己跟着
走。毕竟年纪不饶人，当红军翻越长征途
中第一座高山老山界时，徐特立实在走
不动了，怎么办？他突然想“能否揪住马
尾巴，借助马的力量走过去”，但又担心
马会尥蹶子踢人，筋疲力尽的徐特立顾
不了那么多，伸出手紧紧抓住马尾巴。

这匹马很通人性，并没有乱踢，而
是更加使劲地拉，很快就把徐特立拽了
上来。于是，一项“伟大的发明”诞生了！
拉着马尾巴行军，既可以省点力气，又
可以减轻马的负担，一匹马还能多驮两
个人的物品。之后，年老体弱者或红军
女战士纷纷效仿，过雪山草地时，“拉着
马尾巴行军”成为一景。

除了抓马尾巴，长征中红军还采用
过不少辅助方法，“脚马子”便是其中之
一。“脚马子”是红军爬雪山时用过的一
种黑色防滑铁环，每个铁环上都铸有四
颗倒三角形或方形的铁钉。*"$'年 &

月，红军翻越川康边界的夹金山，山上
终年积雪，空气稀薄。为了取得过雪山
的经验，红军向当地猎户请教，得知“脚
马子”很管用，但当地没有铁匠，红军只
能从猎户手中买来不多的“脚马子”，供
开路先锋使用。同时，红军就地取材，自
制简易的竹棍或木棍，供大部队使用。

爬雪山时，“脚马子”起到了很好的
防滑作用，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前进速
度，减少了因失足跌入深谷的危险。长
征途中，红军相继翻越了梦笔山、长板
山、仓德山、巴郎山等雪山。每逢过雪

山，红军都要先筹办一些“脚马子”，作
为翻越雪山时的简易必备装备。

但“脚马子”还是无法避免红军在
爬雪山时的伤亡。在雪山下面，人是看
不到下雪，可一上雪山就雪花纷飞，上
得越高，雪下得越大，冷到零下一二十
摄氏度。有的人走错了路，掉入雪坑，有
的人因为缺氧，实在走不动了，坐下来
休息，却再也没有起来……

草地环境之恶劣也远超出想象。由
于水草地的水草有毒，要打好绑带，穿
好布袜，没有布袜，也要找布裹好脚，否
则脚会烂掉。为了保护战士的腿脚，宿
营时，军医会指导大家用背来的干柴或
能找到的干草茎把脚跟垫高，这就是
“倒脚运动”。原来，双脚长时间泡在水
里走路，流向脚部的血液会增加，让双
脚感到很沉重，人躺下睡觉时，通过“倒
脚”，能让脚部比头部、上身稍高，让体
内恢复正常血液循环，避免双脚浮肿。

! ! ! !漫漫征途，红军官兵不仅勇于吃
苦，还能以苦为乐。
战斗间歇，红军的文艺骨干既是战

斗员又是宣传员，他们几件乐器一台
戏，因地制宜地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红
军宣传队最常用的场合是宣传鼓动棚，
即宣传队员在部队经过的路口搭起棚
子，插上红旗，在棚里唱歌、说快板、呼
口号，鼓舞同志们加速行军。*"$%年，
红军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时，湘江
边上就出现宣传鼓动棚，宣传队员们打
着快板，催促后面的部队赶快过江。
红三军团教导营政委李志民回忆，

该营宣传队还有一台缴获的留声机，大
家再苦再累，也舍不得丢掉它。宣传队
常把它放在鼓动棚里，让它哇啦哇啦唱
着，他们则在一旁搞宣传鼓动。留声机
里只有十几张旧唱片，除了两三张民乐
曲外，大多是京剧唱段，如梅兰芳的《贵
妃醉酒》、谭富英的《空城计》、程砚秋的
《苏三起解》、周信芳的《徐策跑城》等。
虽然这些旧唱片的内容似乎与长征的
艰苦环境不太协调，有的唱片因为反复
使用而出现裂痕，唱起曲子来有不少杂
音，但战士们却非常喜欢这个“戏盒
子”，一听到远处传来留声机的声音，好

像前头就是戏园子似的，不由自主地加
快脚步。到鼓动棚前，红军战士们总要
伫脚休息片刻，听一会儿宣传，也听一
会儿戏，有的还情不自禁地跟着哼起
《空城计》：“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
城外乱纷纷……”有的还边唱边学着
“青衣”或“老生”摇摇摆摆、拂袖踱步的
姿态，逗得大家大笑不止。

除了给大家鼓劲儿，长征中的娱乐
活动还能给作战带来实际意义。红军先
头部队翻过雪山后，突遭敌骑兵袭击，
许多战士不知道该先打马还是先射人，
后续部队一听这种情况，也对骑兵产生
恐惧心理。针对这种情况，宣传部门很
快就编了一首《打骑兵歌》教大家唱：
指挥员和战斗员们!努力学习打骑兵"

四个基本原则!一条一条记在心"

第一基本原则!沉着冷静#勇敢坚定!

确实相信手中武器!

一分一秒!不要放松!

准备战斗打骑兵"

第二基本原则!

如果发现骑兵!迅速警报大家!

以便本队取得优势!

一枪一个!落花流水!

这些骑兵不顶打"

第三基本原则!沟墙工事!加强木层!

行军注意!家屋森林!

如果发现有了骑兵!

依托地物同他拼"

第四基本原则!立射跪射!坐射卧射!

投罢榴弹!接着刺杀!

砰澎砰澎!砰澎砰澎!

这些骑兵不顶打"

这些歌词通俗易懂，既把必胜信念
灌输给部队，又把打骑兵的要领教给战
士。大家唱着唱着，打败敌人的信心就
提高了，而且懂得用齐射战术阻击骑兵
的要领。后来再遇敌骑兵袭扰，红军马
上散开队形，第一排卧射，第二排坐射，
第三排跪射，第四排立射，统一口令，步
枪排射，把敌人先头骑兵打翻下马，后
面的骑兵便一溜烟跑了。战士们都兴高
采烈地议论：《打骑兵歌》真灵！

为了庆祝一些重要活动，红
军还举行过联欢会。*"$'年 &月，
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与红四
方面军胜利会师，随后在懋功举
行盛大联欢会。当天，红军总政治
部早早布置好会场，接着代号
“太阳”的红一方面军某部
以主人身份，排着整齐的队

列，挥舞着小旗，齐聚在会场内外，热烈
欢迎红四方面军代表入场。两军官兵席
地而坐，全场洋溢着团结欢乐的气氛。

在热烈的掌声中，红军总司令朱德
宣布：“两军‘同乐会’正式开始，先上五
大碗，同志们放开肚量会餐。”五大碗是
朱德老家四川民间筵席的上菜标准，通
常指盛得“冒了尖”的五大碗荤菜。联欢
会的五大碗很简单，全是热气腾腾的牛
羊肉，主食则是青稞、玉米面疙瘩。每张
桌子上，还摆着醇香四溢的青稞酒。

当会餐进入高潮时，有同志报告
说，红四方面军的“猛进”剧社来了，会
场顿时沸腾起来，大家掌声四起。会餐
完毕，晚会开始，首先是红一方面军“火
线”剧社的小队员们表演唱歌和跳舞，
接着便由“火线”剧社与“太阳”纵队一
起表演小戏剧《十七个》。演出是在土戏
台上，台面坑坑洼洼，小队员们在表演
滚翻动作时，沾得满身尘土，甚至有人
擦破皮，流了血，但所有人认真表演每
一个动作，令台下官兵们十分感动。

红四方面军“猛进”剧社表演的《破
草鞋》则是一出小话剧，剧情是蒋介石
处心积虑追剿红军，但都被红军一一粉
碎，最终一无所获，仅仅拾到红军一双
破草鞋。演员表演得活灵活现，尤其是
剧中的蒋介石，拾到“破草鞋”后开始兴
奋，继而又表现出沮丧、懊恼，手托着
“破草鞋”闻一闻，又气急败坏地扔到台
下，滑稽之态令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这次意义非凡的“同乐会”成为两
军会师和团结的一个重要标志。最后，
中央领导还和战士们同声高唱了《两大
主力会师歌》。

人人穿着“花衣服”
只有红星帽最整齐

钢铁队伍饥肠辘辘
钢铁意志从不动摇

搭起草棚“依偎取暖”
“坐觉”之后长眠不醒

烂草鞋成“追踪目标”
“倒脚运动”取得奇效

真实的长征，
真实的红军，远没有
影视作品中表现得那么
浪漫轻松。在这场纵横万里
的远征中，单单了解一下红
军指战员的“衣、食、住、
行、娱”，就足以让后人
心怀崇敬。

一路行军一路歌唱
革命也有欢声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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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陕北会师的红军留下宝贵的影像

! 四渡赤水期间!红军

指挥员用过的指北针

" 红军在贵州买东西时留下的货币

!

女战士翻越雪山所穿的防滑鞋

" 红军过草地时穿过的蓑衣

!

红
军
过
草
地
吃
过

的
野
菜
标
本

!

红
军
长
征
用
过

的
茶
缸
与
饭
盒

"

红
军
在
草
地
宿
营
的
情
景
素
描

" 红军过草地时用过的皮带! 当时不

少战士曾吃皮带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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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红军长征 胜利 8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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