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说起远征，许多人会想到神话，
诸如古希腊英雄寻找金羊毛，唐三藏
与徒儿历经艰险取得真经……然而，
面对长征，这些神话都显得那么单
薄，因为只有真实的长征彻底扭转了
历史进程，美国政治家布热津斯基说
过：“长征是中国国家统一精神的提
示，是克服落后东西的要素。”

!"#$年，美国人斯诺接触到完
成长征的中国红军。一年后，介绍长
征的专著《红星照耀中国》问世，美国
总统罗斯福被这本书迷住了，约斯诺
来白宫长谈，他提到最多的问题是：
“他们（指红军）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一群年轻的人
看年龄，参加长征的红军大体是

由一群花样年华的青年组成的队伍。
据统计，红军师以上干部年龄多

在二三十岁。%"&&年，中国人民解放
军首次授衔，'&(名中将以上的将帅
中，)**人参加过长征。以长征开始
时（+",(年）计算他们的平均年龄，"
位参加长征的元帅为 ,$-&岁，.位大
将为 ,%-/ 岁，(. 位上将为 *&-" 岁，
%&/位中将为 *,-.岁。

将领如此，普通战士就更年轻
了。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做过统计，
红军基层官兵平均年龄在 %. 岁左
右，%( 岁至 %. 岁的战士至少占
(01。可以说，这是一支由青年人指
挥、一大批青少年参加的战斗队。

可是这群年轻人是如此坚韧不
拔，从中央红军 !",(年离开江西算
起，到 !",$年 !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
陕甘苏区会师，共历时两年，各路红
军转战 !(个省份，面积之和比许多
欧洲国家还大。一路上，红军遭遇
$00多场战斗，平均每三百米就有一
名红军倒下。可以说，长征之路是用
红军烈士遗体铺就的“无畏之路”。

一群无畏的人
这群年轻人何以如此无畏？那是

因为他们有理想。当时的中国内忧外
患，人民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红军
的理想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
国民党新军阀，争取民族解放、阶级
解放，为中国开创一条光明之路。
聂荣臻元帅回忆，问部下为什么

当红军，他们普遍回答，“为了打土

豪，分田地”，“为了苏维埃新中国”，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许多人在临危
受命时，一面喊着“为了苏维埃新中
国”，一面献出宝贵的生命。就这样，
一路上，他们传播理想，也为理想而
战，换来广大群众对红军的支持。

张震上将记得一桩往事：长征
中，他的队伍沿黑水河右岸前进，看
到左岸有位藏胞，就请来通司（翻译）
喊话，讲明自己是红军，是反对官僚、
军阀压迫的穷人队伍，现路过此地，希
望老乡帮忙弄点吃的。这位藏胞听后，
立即杀了一匹马，用河上的索道把马
肉送过来，紧接着，张震又通过索道将
银元传送过去，可是那位藏胞坚决不
要，又退了回来，令大家深为感动。

从红军的行动与宣传中，社会底
层的民众明白了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
运，通过抗争过上属于人的生活。于
是，很多人追随红军，即便历经艰险，
只因心中有理想，虽苦却甘之如饴。

一群无私的人
除了心中有理想，红军能够胜

利，还在于他们胸中有爱。历史上，旧
式农民武装和军阀部队是靠首领威
信来维系，金钱发挥了巨大作用，一
旦发不出钱或生活太苦，就会散伙。
但红军却是不同的新式革命军队。

!"*/年，毛泽东率领起义队伍
在三湾进行改编，确立两大基本原
则———党支部建在连上和军队内部
建立民主制度。部队实行民主制度，
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政治民主、经
济公开、官兵平等，消除旧军队的雇
佣关系，废除旧军队的体罚制度，革
命完全靠自愿。一位老革命家形容，
这是“新军队反对旧军队的利器”。
于是，红军变成一支官兵平等的

军队，也是一支没有私人财产概念的
军队。长征中，红军指挥员与战士们
同甘共苦，他们忘记自我，将个人命
运与民族解放紧密相连，为了共同的
事业，他们互相友爱，舍己为人。

!",&年 &月，中央红军到达四
川会理，官兵们得到一些银元，但所
有人都把银元塞进伤员的担架上。很
简单，自己只要不负伤不掉队，留着
银元没有用，而那些担架上的伤员万
一被留下，这些银元是可以救命的。
红二方面军经过草地的时候，那

些因力量不支而倒下的战士为了不
拖累战友，索性用草把自己的脸盖住
一动不动，意思是让路过的同志以为
他们死了。可是干部们知道后，一个
一个扒开他们脸上的草，只要发现还
有一口气，就要抬到担架上。

为了战友而牺牲，没有人会后
悔，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为之奋斗的
理想，是要靠大家彼此团结合作才能
实现的。他们爱自己的战友，也爱这
份伟大的事业，即便前途艰险，却从
不溃散。

一群智慧的人
红军能胜利完成长征，还因为他

们头脑里有智慧，智慧来自党对军队
的绝对领导，人民军队才能由小到
大，由弱到强，最终夺取全国胜利。
长征之初，由于“左”倾路线的影

响，党和红军蒙受重大损失。长征途
中，党中央先后召开 ,*次重要会议，
有不少是在“革命何处去”的危急情
况下召开的，最终党和红军找准了前
进的方向，那就是确立了实事求是的
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结合中国实
际，开拓崭新的革命道路。

!",&年遵义会议结束后，以毛
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以
高度灵活的战法，以弱小力量战胜强
大敌人，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
长征中，红军发挥运动战优长，

把“打”与“走”结合起来，以暂时放弃
局部利益的策略保全全局利益，在运
动中抓住战机歼敌一部，又在转移中
寻找新的战机，相继取得四渡赤水、
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胜利，完
美诠释了何为“强弱无常势”。

!",$年 !0月，红军三大方面军
实现会师，长征胜利结束，中国革命
事业也由此进入新的阶段。毛泽东说
过，“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
“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了”。

诚然，长征，是中国革命由挫折
走向胜利的转折；长征，于历史的险
峻中踏出一条光明的征程。正是一群
矢志不渝、不忘初心
的长征人，创造了
这一亘古
奇迹。

! ! ! !!"年来!长征
让历史铭记!让世
人追忆"那是一段
罕见的征程!一次
传播理想的远征!

一座永恒的精神
丰碑"本期军界瞭
望长征特刊里!我
们聚焦长征路上
的#特殊部队$%红
军用过的武器以
及一路上的衣食
住行&&我们还
与走过长征以及
新长征路上的人
们面对面地交流'

回眸!并非只
为怀念逝去的时
光"长征总是具有
历史与现实的双
重意义!这也是当
下我们仍以(重走
长征路$ 的形式!

去解疑释惑%寻求
答案%找回初心)

长征!永远在
路上"正如习总书
记所言*(我们每
代人都要走好自
己的长征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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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征程中的
“传奇之师”

来自亲历者的讲述

胜利的刀枪：
长征前后红军使用
过的经典武器

长征中的
“衣、食、住、行、娱”

“我的长征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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