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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长征我来说”
来自亲历者的讲述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
!"#$

特刊

!红小鬼"胡守富的!革命之路"

!长征已成国家记忆"

!"岁的转折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宇谈精神传承

! ! ! !“我看到新中国的成立，
也看到改革开放后国家的富
强，但我的很多战友却长眠在
雪山草地里，他们为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献出了生命。从战争年
代走过来的人都明白‘打江山’的不
易，你们青年一代更要担负起建设祖国
的重任。”!!岁高龄的上海警备区原顾问、
正军职老红军胡守富，尽管身体有些虚弱，
谈吐也有些吃力，但提及长征，他总是有很
多的话要说。

胡守富生于 "!"#年 ""月，那是一个
黑暗的年代，其父母和兄弟姐妹在他七八
岁的时候都因饥饿和疾病相继离世，这个
孤儿只能到地主家里放牛。胡守富至今仍
记得，自己要看管两头大牛和一头小牛，住
的是牛棚，吃的是和牛食差不多的东西，
“要是有长工送点地主家吃剩的给我，那就
是美味了”。"$岁时，胡守富生了褥疮，地主
害怕传染，将其赶走，之后的岁月里，他只
能在乡亲邻里间漂泊。

%&岁（实岁）那年，贺龙领导的红军队
伍到达邻县，胡守富只从别人口中得到一
个“穷人队伍来了”的消息，便兴冲冲地跑
去要参军。“可是，部队上的同志见胡守富
年龄小，不肯收他，”胡守富之子、退伍军人
胡新华告诉记者，那时候，胡守富有个小名
“小东子”，村里有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孩子
小名叫“大东子”，眼尖的胡守富看到“大东
子”被收进部队，立马问红军干部“为什么
收他不收我？”就在双方争执之际，恰好碰
到贺龙军长经过，他亲自批准胡守富参军，
并让他留在军部里当司号员。胡守富至今

还记得，那是自己命运最重要的转折点，
“而且当年像我这样年龄参军的孩子还有
好多！”

胡守富的机灵和乖巧，颇得贺龙军长
的欢喜，“贺老总一高兴，就会用烟斗敲我
的头”。%!&'年，胡守富所在的红二军团开
始长征，部队给每名战士都发了褡裢（即可
以搭在肩上的米袋子），里面装着米、炒黄
豆和大麦。过草地时，很多人饿极了，便抓
起干粮大把大把地吃，但胡守富每次只吃
几粒粮食，这正是他能走出草地的“小秘
密”。即便如此，进入草地不久，部队还是断
炊了，战士们不得不挖草根，煮牛皮带吃。
后来，贺龙见伤病员和“红小鬼”们实在支
撑不下去，便忍痛宰杀了军部的一匹战马，
给大家裹裹腹，“党员和干部都把自己的吃
的省下来给战士们，行军途中，他们都走在
最前面，这也是红军为什么有信念走出草
地的原因。”胡守富如是说。

一次战斗中，敌人的子弹从胡守富的
左大腿打入又穿出。按照红军的安排，伤员
一般都就地留在老乡家养伤，以免耽误部
队行军，但贺老总得知胡守富负伤后，说：
“这个小鬼不能留下，要抬走。”之后很长一
段时间里，胡守富由几个战友用担架抬着
走。由于红军要应对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
遭遇战几乎是家常便饭，这一过程中，一名
抬担架的小战士不幸牺牲，“我都不知道他
的名字。”这也成了胡守富一生的遗憾。

采访中，老人一直强调“我是 %& 岁那
年当的兵”，时光飞逝，很多战斗经历已经
回忆不起来，可那个带给他人生转折的年
份他却不曾忘却———%!&%年。那一年，他

%&岁；那一年，他成了一名红军
战士；那一年，他不用再受
压迫和欺凌。走过雪山
草地、参加过百团大
战，为民族解放献出
自己的青春。
“爸爸现在吃饭

都特别快，而且不大
愿意喝水。这都是当
年长征留下的‘后遗
症’。爸爸告诉我们，过草

地时候喝水多了容易要方
便，就会掉队，所以当年战士们都

不怎么喝水，”胡守富的儿子胡新华补充
说，“爸爸还是一个心很细的人，以前也有
记日记的习惯。他也坚决不允许我们以他
的名义搞特殊化。”

一次次历经艰难险阻，一次次突破生
死绝境，() 年前，未满 $) 岁的胡守富跟
着工农红军的脚步走到了延安，究竟是什
么力量让他明知路途遥远，却在经受了难
以想象的饥饿、严寒的考验后，奔向最后
的胜利？
“因为我们有坚定的信念。”

实习生 郜阳 记者 曹刚

!鸣谢上海警备区第一干休所"

! ! ! !陈宇，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从事长征史
研究 &) 多年，%) 余次组队全程考察长征
路，出版过多部长征题材专著。
“长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军，而是考

验红军意志、勇气和力量的人间壮举。当我
们掩卷思索、吟诵长征的时候，都会从中得
到程度不同的启示。”面对记者的采访，陈
宇没有展开宏大叙事，而是用自己重走长
征路的点滴细节，素描出那些鲜活的面孔，
“只有走近他们，才能清晰地认识到当年的
红军面临着怎样的心理考验、生理考验，为
什么他们能坚持下来？只有如此，长征才能
成为国家的神圣记忆，民族的宝贵财富。”

在陈宇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红军长
征路线图，上面显示着一条跨越十余省份
的“红飘带”。采访的第一个问题，就聚焦在
地图上的一个“节点”———川西北。研究长
征历史，陈宇发现川西北松潘草地是红军
吃苦最多、因环境恶劣而牺牲最多的地段。

中央红军长征跨越十余省，历时一年
多，却在川西北草地附近面临不知该怎么
走的难题，准备时间长达 ')多天。陈宇提
到，当年红军要北上，较容易走的是草地边
缘或山脚下的道路，可偏偏中央红军直接
横穿草地腹地，当时的考虑是东有国民党
军胡宗南部追击，西有藏族反动土司堵截，
为了减少战斗伤亡，部队横穿松潘草地实
属用“少牺牲”来“多挽救”的权衡之策。

$)%$年，陈宇带着考察队来到川西北
草地，通过对照档案，他们自毛儿盖出发，
经茸塔玛、班佑村，抵达俄界，这条路线基
本与中央红军主力过草地的足迹重合。过

草地时，让陈宇印象最深刻的，可以归结为
一个“难”字：草墩在草地上星罗棋布，而草
墩上的草梗因为多年生长，多数硬如竹签，
十分扎脚，常人就是穿着运动鞋都很难跨
越，回想红军指战员穿着草鞋前行，难度之
大可想而知；草地气候多变，夏阳高照下也
会突然袭来一阵冰雹，草地里的露水也是
冰凉彻骨，寒从脚起，有时感觉到全身的热
量都被吸走了……据统计，草地行军中，约
一万名红军英烈长眠于此，红军走出草地，
也就完成了长征中最艰难的历程，从此走
向胜利。多少年来，这片充满神话的草地如
同“魔毯”，吸引着众多的“朝圣者”。
“红军能够排除万难，争取最后胜利的

关键因素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陈宇引
述这样一段历史———%!&(年 *月，张闻天
在给陕北公学学生的演讲中说：“为什么长
征能有这样伟大的影响呢？原因就在于中
国共产党在这次长征中充分表现出了她为
了自己的理想而牺牲奋斗与坚持到底的精
神。”坚持到底、奋斗到底就是关键，陈宇
说，这份“坚持”是对理想和信念的坚持。在
信仰的感召下，人的生命意志和生命能量
空前迸发。这份坚持需要战胜内心对于死
亡的恐惧，抵制住外界的诱惑。这份坚持体
现了对革命必然会取得胜利的自信，无论
道路多么曲折，始终坚信前途依然光明。
“弥足珍贵，既不抽象，也不遥远。”关

于长征精神，陈宇这样概括，长征是前辈用
青春热血和生命写就的，长征精神的核心
是“坚持，跟着走，挑战极限，团结互助。”

事实上，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正靠近
世界舞台的中心，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也前
所未有。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一些新问题、新矛盾、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
面。当代人所处的环境与红军长征时虽有
不同，但任务和使命却同样艰巨，时间更加
漫长。改革也是一场深刻革命，改革与发展
中的陷阱和潜伏的危机，犹如长征途中的
大渡河、雪山、草地。涉险滩、克险关要有勇
气，没有压倒一切敌人和困难的勇气+就不
可能成功。直面艰难困苦，敢于迎难而上，
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是长征精神的重要
体现，也是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
要原因。 驻京记者 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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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守富和陈宇都走过的川西北水草地!是红军因自然环境吃苦最多"牺牲最多的地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