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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 通讯员
丁绍学）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胜利 !"周年，根据中央的决定，各
地将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名义，为
#$%& 年 & 月 ' 日前参加革命工作
的健在的红军老战士和老同志颁发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周年”
纪念章。昨天一早，上海警备区司令
员张晓明、政委马家利，亲切看望慰
问了现居本市的老红军和老红军家
属遗孀，感谢他们为民族解放和国
家独立作出的贡献并向老首长、老
同志致以诚挚的问候和美好的祝
愿，八位现居上海健在的老红军收
到了这枚沉甸甸的纪念章。

八位上海老红军
获颁长征纪念章

! ! ! !“!"年过去了，我们再谈长征，
意义和内涵已经扩展了。长征我们
现在还在走，思想上、精神上的长
征是从中共一大开始的。”

在昨天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召开的中国工农红军著名将领后
人代表座谈会上，朱德元帅的孙
子、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朱和
平这样说。

这不仅是朱和平的心声，同时
也是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粟裕大
将的女儿粟惠宁、儿子粟寒生等 ("

多位参加座谈会的红军将领后人

多次提到的。他们说，在新的时代，
仍然要学习红军精神和革命精神，
这样的精神对后人依然有鼓舞和
激励的作用，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一部分。

那么怎么让革命精神传承下
去？他们反复地问自己。红军将领
后代自小看到先辈们的奋斗，耳濡
目染。萧华上将的长女萧雨讲道，
长征一直是父母心中的丰碑。当时
媒体反复向父亲约稿，父亲却一直
很忙，没时间写作。直到 ($')年他
患肝炎到杭州养病，决定以诗歌的

方式讴歌长征胜利。他的心血和情
感都沉浸在了创作当中。周恩来总
理的侄女周秉德提到，许多人是听
着《长征组歌》长大的。尽管现在的
年轻人离长征的岁月很遥远，与老
一辈之间不可避免有了代沟，但一
位将领后人代表说，他们还是要想
方设法把革命精神传给下一代、再
下一代。

*+('年，既是中国工农红军长
征胜利 !"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
建党 $, 周年。拥有五千年文明
的古老国度，不仅要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还要努力站上世
界的高地。与会人员表示：“我们
必须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也不能
忘记走过的路，不能忘记为什么
出发。”
“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

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
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
席用兵真如神！”座谈会在众人齐
唱《长征组歌·四渡赤水出奇兵》的
歌声中结束。

首席记者 邵宁

实习生 吴紫涵

“长征的路我们还在走！”
!!!红军著名将领后人代表座谈会侧记

海外媒体大量报道
回顾中国新闻史，近代化报刊

首先由外国人创办。鸦片战争后，上
海成了外报在华的出版基地。上世
纪初，上海拥有多家外国通讯社与
外文报纸，包括路透社远东分社、合
众社上海分社、美联社上海分社、塔
斯社远东分社，英文《字林西报》《上
海泰晤士报》《大陆报》《密勒氏评论
报》等。正在上海图书馆举行的“伟
大的史诗———纪念长征胜利 !" 周
年馆藏文献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不
少海外媒体的长征报道。
据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阅

览部副主任徐锦华介绍，在红军长
征期间（!"#$年 %&月至 !"'(年 %&

月），上海的许多西文报刊都对这一
重要事件进行了跟踪报道。大部分
报道都由于政治立场的原因而沉寂
在图书馆中。然而，抛开一些政治色
彩浓厚的词汇后，我们可以从这些
历史报道中挖掘出大量和红军长征
相关的细节，也可以从国民党当局
以及外国势力的动向当中侧面了解
红军长征的深层意义。
为了此次展览，上海图书馆有

关人员检索并阅读了大量报刊。上
海图书馆助理馆员陈乐歆表示，当
时，关于红军长征的报道常见于《密
勒氏评论报》、《字林西报》、《北华捷
报》、《大陆报》等，这些报道可以勾
勒出红军长征的大致面貌，甚至还

有不少曾经被忽略的内容也可以从
中窥见一斑。陈乐歆研究发现，在这
些英文报刊中，不仅报道战况非常
及时，而且在用词上也颇具特点，像
《密勒氏评论报》中描述红军所用的
英文就是“-./”、“-./0”。虽然受到
当时整体环境的影响，这些报纸上
也有“悬赏”之类的消息，但是“长征
动向”“呼吁抗日”等内容还是对于
宣传红军、宣传长征起到了非常重
要的作用，如：($%)年 (+月 (+日
的《字林西报》中，就介绍了红军多
位主要领导人；($%, 年 , 月 (! 日
的《大陆报》，介绍红军从云南进入
四川的战况；($%' 年 & 月 (, 日的
《北华捷报》上，有红军各主力已全
部渡过黄河并摆脱堵截报道。

陈乐歆还发现《密勒氏评论
报》对长征的报道非常详尽且具有
研究价值。比如，($%,年 '月 (日
的《密勒氏评论报》中，介绍了红军
渡过金沙江；($%, 年 $ 月 & 日的
《密勒氏评论报》中，提到蒋介石计
划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围剿西北的红
军；($%' 年 (( 月 () 日和 *( 日的
《密勒氏评论报》中，分别有斯诺采
访毛泽东的报道以及毛泽东戴八角
帽的照片，这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沪上出版功不可没
($%& 年 & 月，幽谷所著《红军

二万五千里西引记》冲破了国民党

的新闻封锁，刊登在上海出版的文
史类半月刊《逸经》上，这在当时实
属不易。在此次上海图书馆的展览
中，不仅有当时《逸经》的原件，还有
其他转载的出版物，比如由夏丏尊
和叶圣陶主编、开明书店发行的大
型综合性刊物《月报》，当时转载《红
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并改名为《二
万五千里西行记》。($%&年，大众出
版社出版了单行本《二万五千里西
行记》，作者署名化名为“赵文华”。
“在我们这次的展览中，各类出

版物是一大亮点。”上海图书馆历史
文献中心阅览部主任刁青云说，“据
我们的研究，当年许多在海外出版
的长征报道，当时在中国国内是几
乎不可能发表的，但是通过书籍出
版，这些有关长征的信息为人们所
了解。像《随军西行见闻录》在莫斯
科出版单行本后，很快传到国内，先
后以不同的版本出版印行，现发现
的有明月出版社 ($%!年 (月出版
的《从东南到西北》、上海生活书店
($%!年 %月出版的《随军西征记》、
大文出版社 ($%$年 (月出版的《长
征两面写》、上海群众图书公司
($)$年 '月出版的《红军长征随军
见闻录》、《随军西行见闻录》连载版
和单行本等等。”

上海图书馆助理馆员刘巍介
绍，此次展览中，有不少当年上海本
土出版社出版的红军长征革命故
事、《西行漫记》的多个中文版本、长

征回忆录等等。
今天，我们翻阅当年的史料会

有不少有意思的发现，像 ($%&年
夏，复旦大学文摘社出版的《文摘·
卢沟桥浴血抗战特辑》（《文摘》杂
志第二卷第二期）曾发表记者任天
马在陕北采写的《集体创作与丁
玲》，文中最早公开披露了《长征回
忆录》的编辑情况———“起初由参
加长征的人自由用片断的文字叙
述长征中的史实，在几千篇短文中
选出几百篇较佳的作品；由这几百
篇作品加以淘汰只剩下百余篇佳
作；再按历史的次序排列起来集合
成一部长篇巨著；这长篇巨著，经过
丁玲、成仿吾等人剪裁，始成为现在
正式的初稿。”这里提到的“长征中
的史实”，就是后来出版的《红军长
征记》。

上海与长征从未远离
*+世纪 %+年代，中小商人和

一般市民阶层在上海壮大，工人阶
级、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构成了城
市大众群体。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陈建云教授看来，上海是当时东方
最大的都市，市民社会成为近代出
版业最初和最基本的社会基础和土
壤。上海的文化底蕴并不深厚，但它
却有得天独厚的一面，既依托江浙
文化之基，又凭借近代东西方文化
交汇中心之利。得益于整个文化氛
围的上海出版业，同时也帮助了上

海都会文化的整体构建。
($%)年 '月，《少年真理报》在

上海创刊。该报原为共青团中央和
江苏省委合办，同年 (+月底改由共
青团江苏省委主办。这份报纸于
($%'年春首先宣传长征。这份油印
报纸从第 ((+期起分 &次连载西屏
的《中国红军的铁流》，其中生动叙
述了长征的相关情况。为了进一步
满足读者需求，《少年真理报》于同
年 $月出版《中国红军的铁流》小册
子，它以手写体印刷，收入西屏的
《中国红军的铁流》和李璜的《红军
西征是怎么胜利的呢》两篇文章。

($%&年 ((月，上海光明书局
出版黄峰编的《第八路军行军记·长
征时代》。这本书内容主要分为两部
分：一是新闻记者对陕北的采访实
录，如范长江的《解放了的劳动》；二
是长征亲历者的自述，如《雪山行军
的插话》和《长征日记》；另外，还有
幽谷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和白华
译的《红军小史》等。
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专

家吴海勇看来，从地理上说，长征所
经之处与上海相隔很远，两者似乎
不搭边。但事实上，上海与红军长征
也有着密切的历史关联。作为当时
中国的文化大都会，长征精神在上
海得到最初提炼，并发挥影响。文化
大都会吸引人才的同时，也造就人
才。上海在宣传长征精神方面的重
要影响力，也倍加受到重视。

上海：长征精神的“扩音器”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 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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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前，红军三大主力
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成功
会师，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
长征胜利结束。长征取得了
伟大胜利，并由此改写了中
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深刻影
响了世界发展的格局。作为
党的诞生地，上海虽然不是
长征的途经地，但是与长征
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关联。
通过上海这个“窗口”，全世
界都了解了长征。

! 胜利到达陕北的红四方面军一部 本版图片由上海图书馆提供

本报记者 方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