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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创造了奇迹，却远离荣光；他们是钢铁长城
的奠基者，却愿自食其力不想索取……电视专题片
《寻访健在的老红军》采访的 !"位长征老红军，有
#$位至今生活在农村，平均年龄 %%岁。用电视影像

抢救性地留存他们的、也是民族的记忆，意义深远。
北京和上海的一群大学生，跟着摄制组走近那

些老红军，与 &'年前比自己更年轻的他们，展开跨
越时空的对话，心灵受到极大震撼。

【英模小传】岳喜翠#"!#$年出

生# 山东泰安人#%!&'年被选为空军

第三批女飞行员#())*年被授予少将

军衔$ 她飞过中国空军运输航空兵 '

种机型#安全飞行 &%))多小时#是我

军飞行时间最长的女飞行员#是党的

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代表#党的十

五届%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南国大地，一场高技术条件下

多兵种、多机种空地综合演练打响

了。依据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的数据，

广空作战指挥中心当日指挥员岳喜

翠果断发出作战行动指令……

广空副参谋长岳喜翠坦言：

“从飞行员到指挥员，我的飞行事

业上了个新台阶。”走上领导岗位

以来，她多次指挥战机起飞，出色

组织并参与近百次作战演练。

“咱女飞行员不是花瓶摆设，而

是响当当的战斗员！”岳喜翠至今还

记得自己率机组执行新中国首次大

面积人工降雪任务的情景，“那是

#(&%年底，我们接到任务，要在新疆

天山地区实施人工降雪，以缓解旱

情。我们没有经验，找来外国的录

像，看完了自己干。头一回就降了 )"

厘米雪！”#("(年国庆节，她作为女

飞行员代表，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岁那年，已是空军航空兵某师

副师长的岳喜翠出国试飞改装大型运

输机。最危险的训练课目，岳喜翠飞得

无可挑剔，外国教官直竖大拇指。

搏击长空 *"年 "#''多小时，

岳喜翠创造了我军女飞行员飞行时

间的最长纪录。经空军批准，她 $*岁

时还戴着花镜，驾驶飞机穿云破雾。

现在，新一代女飞行员成长起

来了，对此，岳喜翠很兴奋。她觉

得，那是蓝天上最美的图画。

谭洁（&解放军报'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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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喜翠搏击长空6100多小时，53岁仍在驾驶飞机———

寻访健在老红军，一批“80后”大学生感悟了“长征精神”———

用生命铸就长征，青春无悔

必须与时间赛跑
“红军长征是主动进军，还是

被迫的行动？”“皮带真的能吃

吗？”这是当代年轻人的疑问。&'

多年前的长征，在今天大多数年

轻人的脑海中是模糊的。

为纪念长征胜利 &'周年，新

华社解放军分社组成 "支采访队

分赴全国各地，寻访到 #*"位平

均年龄 %%岁的长征老红军，其中

最年长的已经 #')岁。这是距离

现在时间最近、规模最大、找寻范

围最广的一次关于长征的采访行

动。&'位老红军的故事以每天一

整版的篇幅在北京青年报刊登；

结集出版后，发行量高达 !'多万

本，远远超出预期。

上海电影艺术学院教授、知

名制片人王建锋得知后，按捺不

住创作冲动，决定以此为蓝本，拍

摄具有现代感的革命历史专题

片。编创组先在北京大学和中国
传媒大学展开调查。大学生们兴

趣很大，有几个还被吸收入组，参

加前期编创。两个多月里，他们读

过的书籍和资料数量不亚于准备

考研，北大历史系学生赵明昊几

乎成了长征“活字典”。很快，前期

编创小组拟订了采访对象名单与

拍摄方案。但是，当他们与名单中

的老人联系时，听到了至少 &位

老人已经辞世的消息。

情况顿时变得紧迫起来，那

些图表上的名字和线索仿佛随时

都会消失。必须与时间赛跑。摄制

组分兵 "路，去赣南闽西老区、鄂

豫皖老区、湘西老区、川陕老区、

西路军蒙难地河西走廊和部分城

市的军地干休所寻访。上海电影

艺术学院也挑选了部分学生参加

拍摄活动。院长江泊说：“这是革

命理想教育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

宝贵机会，我们非常珍惜。”

拉着马尾巴活过来
那些 &'多年前的记忆，因当

事人的衰老而显得模糊。面对镜头，

有人急得用力敲着脑门，喃喃地说：

“前几天还记得呢！”有的眼睛不听

使唤，在瓦数极低的灯光照射下，仍

然止不住地流泪，耳朵多半也已聋

了。他们的身体普遍十分虚弱，讲

半小时，就会气喘不止。现场拍摄，

确实带着“抢救”的意味。

每个摄制组都深入到老红军

的家中，要让老人熟悉镜头，从容

自然地面对镜头，还要观察和捕捉

生活细节和自然的语言。每个组都

与老红军一起生活了好几天，摄制

组成员不仅从老红军那里了解到

长征途中皮带的几种吃法，还采集

到了吃野菜集体中毒、背不动银元

扔进草地水潭、从乌鸦嘴里抢野菜

等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

老红军陈斌说，拉着马尾巴活

过来的同志，在后来的抗战中都是

骨干了。“我还拉过贺老总的马尾巴

呢。”说起 #(*"年的几次战斗，他的

声音因激动而颤抖，眼里闪烁着泪

花，“在关键时刻，是干部们带头冲

锋的，有几位首长牺牲前的最后一

句话是‘同志们，跟我来！’”

($岁的开国中将曾思玉反复

提到“送信”两个字，感叹说：“太悬

了，要是送不到就惨了。”那是毛主

席写给红四方面军徐向前总指挥

的一封信，曾思玉至今还清楚地记

得它的样子：“普通的草纸信封，上

面是毛主席的手书，字很漂亮。”

对于红军长征，这部专题片记

录的这些回忆片断也许是琐碎的。

但这些声像资料，是一代人骄傲的

青春，也是有质感的历史经纬。正

是这些普通老红军的人生经历，组

成了红军的风格和生命的精神。

50年前秘密胶片
一批珍贵的历史素材重见天

日，是这部电视专题片的又一看点。

#($$年，在长征胜利后的第

#(年，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军教

片部选派几位摄影师，在秘密的状

态中重走长征路，拍摄了 &''分钟

左右的胶片素材。这是我国第一次

对长征路的完整影像记录。但是，剪

辑成的影片一直没有对外界公映，

所有的胶片素材始终沉睡在仓库

里。这次拍摄专题片时，在中央电视

台、八一电影制片厂等单位的通力

合作下，终于使这批宝贵素材重见

天日。当年胶片中记录下的很多地

方，因时过境迁，风貌早成绝版；这

次被剪辑到片中，为全片增色不少。

为追求更好的画面效果，专

题片在老红军的讲述中穿插运用

了情景再现的方式。上海电影艺

术学院的学生穿上做旧的军装，

在“枪林弹雨”和“雪山草地”上，

体验了艰苦卓绝的长征滋味。编

导系学生赵辰说：“我们不仅学到
了拍摄技巧，更体验到了红军对

事业的信仰和激情。”

参加拍摄的学生高浅也说：

“在长达半年的剧组生活中，‘长征’

这两个字始终占据着我的脑海，不

到现场，我无法想象在零下几十摄

氏度的风雪中，那些穿着单衣的战

士是怎样的坚强；无法想象在敌人

的围追堵截中奋不顾身的拼杀搏斗

和英勇不屈的呐喊。四路红军共计

"+$万里的行程，翻越 !#座雪山，近

"''次战役；出发时的 !'多万人，

途中扩充的万余人，结束时仅存 $+&

万余人……这些凝聚了忠诚与牺

牲，无私地将热血奉献给理想信念

的数字，怎不使我们心灵震撼？怎不

让我们无比景仰？我开始思索‘长征

精神’的意义和对待人生困扰的态

度。‘长征精神’并不会在现代人心

目中消失，它将依然在社会的各个

角落熠熠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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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鞋送了半世纪
寻访老红军，是与过往的青春

对话，也是心与心碰撞的过程。

(#岁的王泉媛对长征有刻骨铭

心的记忆。她是红一方面军 *'位长

征女战士中的一位。途中有一次，她

替伤员背着两支枪，走得气喘吁吁，

毛主席看到她，惊讶地问：“小鬼，你

怎么才走到这里？”让她把枪放到他

的马上。王泉媛早在中央苏区时就与

毛主席熟悉，于是毫不客气地把枪支

放了上去。“毛主席的马一共驮了大

小 ##支枪。长征中，他很少骑这匹

马，总有伤病员或年龄很小的红军战

士骑在上面，即使没有人骑它，也总

有一些伤病员的枪放在马背上。”

在蔡畅大姐等人牵线下，王泉

媛在长征途中与王首道结了婚，第

二天他俩就分头回各自部队。#(*"

年西路军失利后，王泉媛和姐妹们

一起被俘，饱受酷刑。逃出牢笼后，

几经磨难，才回到家乡。解放后，她

领养了几个孤儿，如今和养女一起

平静地生活在江西农村。摄制组记

录的镜头中，有一段催人泪下的回

忆。新婚之夜，她对丈夫说，要做双

鞋送给他。然而，这双布鞋在相隔

半个世纪之后，才送到王首道手

中。面对镜头，王泉媛讲述青春岁

月，脸上依然闪现着光彩。与摄制

组告别时，这位老人透露的最后心

愿，是想完全恢复自己的党龄……

和毛主席同一天从同一座桥上

过河开始长征的钟明，当年只有 #%

岁。#(*"年的战斗中，一颗子弹从他

的左眼角射入，从头顶钻出，在绝境

中，他承受住了没有麻药的手术……

李中权少将参加川东红军游

击队时年仅 #&岁，他的父母和弟

妹全都参加了革命。长征途中，他

*次遇到跟着红军爬雪山过草地

的母亲。第一次母子俩互相隐瞒父

亲牺牲的消息；第二次再见时，大

哥、二哥、妹妹和妹夫也牺牲了；第

三次过草地的那一晚，李中权含泪

挥别病重的母亲。解放后，将军请

人按照他的描述，绘制了母亲的画

像，还亲笔书写了“我的母亲”，一

直放在自己的书房里，寄托思念。

!"位老红军，每个人都有独

特的青春岁月。那些看似个人化的

生命体验，朴素而鲜明地表达出具

有共性的“长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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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唐宁 张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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