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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低头迎远客”

7 月底的夹金山， 云雾缭绕，山
腰森林茂密，山顶草甸翠绿。 它横跨
四川雅安市宝兴县与阿坝藏族羌族
自治州小金县之间， 是中央红军长
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

山脊的一些拐弯之处， 至今还
有些“望杆”的石堆地基。 今年 70 岁
的小金县达维镇夹金村村民李贵良
说，“望杆”就是路标，是一根 5 米左
右高的竹竿或树干。 过去，人们翻山
必须沿着“望杆”走，否则易陷入山
坳形成的“雪塘”之中。 人马进入“雪
塘”，立即被大雪覆盖，必死无疑。

如今翻越夹金山， 可沿
盘山公路行进。 “望杆”早已

不在 ， 只留下残旧的石
堆， 让后人读懂 80 多
年前红军翻越夹金山
的艰辛。

“九坳十三坡，
鬼儿子把脚拖 。 ”
80 多岁的夹金山
村村民李连云告
诉记者，这句当地
俗语是说，在没公
路时，人们从宝兴
县翻越夹金山 ，必

然过九道山坳、十三
个大陡坡。 一不小心，

就会掉入山崖 ， 粉身碎
骨。
事实上， 红军在四川翻越

了多座大雪山。 夹金山、梦笔山、虹
桥山、 巴郎山、 亚克夏山、 打古山
……海拔均在 4000 米以上。

空气稀薄缺氧 、 冰雪似刀割
……这些都没能阻挠红军大部队前
进。 他们迈着坚毅的步伐，朝着光明
的方向前行。

一座座大雪山， 被红军将士抛
在了身后。

“草毯泥毡扎营盘”

对于长征中的红军来说， 翻过
大雪山， 并不意味着艰苦的行军已
结束。 迎接他们的，是更难逾越的茫

茫大草地。
1935 年 8 月， 红军开始踏上征

服草地的艰难历程。 在阿坝州，红军
当年走过的松潘大草地包括如今的
松潘县、红原县、若尔盖县等地。

在若尔盖县， 记者找到一位红
军的后代———供产。 供产的父亲谢
金钟在包座战役中负伤， 晕死在战
场上。 等他醒来，红军已离开。 谢金
钟便以木匠身份为掩护， 在若尔盖
县求吉乡周边活动。 此后，谢金钟在
求吉乡成家立业，给儿子取名供产。

“我的名字带有共产主义的含
义 ， 我现在才知道父亲当时的初
心。 ”供产说，父亲在世时，每逢清明
节，总是在碗里放些面块，旁边还放
着一把木工弯尺，进行祭奠。 供产长
大才知道，父亲在祭奠两个人：一个
是陷进沼泽地的年轻小战士， 他是
跟父亲一起在南充加入红军的小老
乡；一个是父亲的木工师傅。

供产还清晰地记得， 父亲讲过
红军队伍里有很多南方人， 从来没
见过雪山草地。 在草地行军途中，跟
谢金钟一起参军的小战士不幸陷入
沼泽之中牺牲。

这个小战士在草地上的遭遇 ，
不是个案。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
记》中，莫休在《从毛儿盖到班佑》一
文中这样记述：土质是例外松软，一
插足陷半尺深， 有时简直是无底的
泥潭， 人马一陷下， 愈挣扎愈往下
沉，没有别人的拖拽，永也莫想爬出
来。

茫茫大草地， 并没有让红军前
进的步伐停下来。 他们互相搀扶，步
履坚定地朝着北方前进。

“革命理想高于天”

红军长征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无
与伦比的英雄史诗， 爬雪山过草地
更是惊天地泣鬼神的绝唱。

极端恶劣环境下， 人若无坚定
信念难以负重前行。

广大红军将士能够克服、 战胜
过雪山草地的困难， 首要的就是对
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顽强的革命
意志。 这是走出死亡世界的强大精
神原动力。

过草地时， 部队规定， 每人带的
那袋粮食属于集体的 ，没有命令谁也
无权动用一粒 。 对于这项规定 ，战士
们都模范遵守。 有的同志饿得昏倒过
去 ， 也不肯动用自己所背的那袋粮
食。

松潘县史志办主任车华强说 ，即
使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下， 红军将士也
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充满了
阶级友爱和革命情谊。 这是红军走出
雪山草地的又一重要原因。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这
是红军战胜困难的力量源泉。 在小金
县扶边乡粮台村， 红军标语依然清晰
地刻在石碑上 、写在墙上 ，如 “穷苦青
年参加青年团 ”“彻底粉碎川陕会剿 ”
等。

红军长征途经粮台村时， 为穷苦
村民分田分地 ， 并成立苏维埃政府 。
粮台村村民马林发的奶奶是当地苏
维埃政府委员 ，马林发说 ，他的伯伯
马康林 ，当年只有 16 岁 ，也参加了红
军。

“听奶奶讲 ，我们这个村里 ，当时
参加红军的有十几个人。 ”马林发说。

小金县委党校副校长刘旭初告诉
记者，红军长征时，沿途都有不少村民
加入。 他们一步步地从 “打土豪分田
地 ”的愿望 ，逐渐升华为面向全国 、全
民族的崇高理想， 构筑起红军战士那
坚不可摧的理想信念。

新华社记者 丁玫 周相吉 高健钧
（新华社成都 8 月 1 日电）

心中有信仰 脚下有力量
———红军过雪山草地启示

一张宣传单透露出的红军精神

� � � � 15 行、 不足 500 字 记
录红军长征历史

“红军一到那地就没收土豪的粮
食东西分配给穷人， 帮助穷人免除一
切捐税，不交租不还高利贷。 ”

……
15 行、不足 500 字，浅显易懂，这

张已有些褪色的宣传单背后， 承载
的是红军长征的记忆。

1935 年 2 月， 红二十五军在郧
西召开万人军民大会， 红军 “打土
豪、分田产”的主张赢得了在场群众
的支持，许多人当场报名参加红军，
其中就有徒步 20 多里来到会场的
李玉才。

“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我爷爷信任
红军，坚定地跟着红军。 ”李玉才的孙
子李登科说，爷爷因为头脑灵活、打仗
机警，四个月后成为一名副班长。

然而，就在此时，他接到妻子刘立
英的口信：母病重，速归。

“拿好这张宣传单 ，回到家乡后 ，
讲给你信任的人 ， 继续扩大红军力
量。 ”与红军分别之际，上级给李玉才
留下了这张宣传单。

一路上， 为了躲避反动民团的搜
查， 李玉才将宣传单缝在衣服的夹层
里。 到了家中，面对日益严酷的白色恐
怖，他将宣传单交给妻子，自己躲进深
山密林。

“你要用生命担保宣传单，不能透
露它的下落。 ”临行前，李玉才嘱咐。

刘立英用布将宣传单包好， 藏到
房檐的缝隙处， 还用砖头将缝隙封了
起来。

李玉才离家后， 反动民团为了找
到这张宣传单，将刘立英吊起来打、用
锥子扎，但她坚决没说宣传单的去处。

每次看到奶奶身上的累累伤痕 ，
李登科都能感受到， 这个不识字的农
村妇女的坚贞。

1981 年， 刘立英将保存一辈子的
宣传单，交给了郧西县委原党史办，了
却了这桩近半个世纪的承诺。

一名“抗捐队”宣传委员
对红军的信仰

湖北口回族乡虎头岩村丁祥根的
家中小院，宽敞干净，记者围坐在丁祥
根的跟前， 听他讲述自己的爷爷丁敬
礼与红军的故事。

1935 年， 丁敬礼为了反抗地主的
压迫，参加了红军组织的抗捐队，因为
读过书，还经常给人“做道场”，他担任
了宣传委员。 《什么是红军》讲述的红

军政策，让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红军到来之前，穷人都吃不好穿

不好，并不是那一代人没用，是那个年
代国民党的政策坏， 把老百姓剥削成
那个样子。 ”丁祥根从小就听爷爷的故
事， 对于贫穷， 也有着自己的人生体
会。

“打富———救贫哎， 打富救贫呐
……”丁祥根模仿着，唱起爷爷当年自
编的红军歌谣。

穿过嘹亮的歌声， 我们仿佛看到
了当年丁敬礼对红军那份“铁杆粉丝”
的模样，他走村串户，把红军精神的内
涵，唱给父老乡亲们听。

丁敬礼还把自己的大儿子送到红
军队伍中去， 跟随主力部队一路长征
北去。

丁敬礼的活跃宣传表现， 也传到
了反动民团的耳中， 他成了敌人的眼
中钉、肉中刺。 1935 年 7 月，红军大部
队北上后，丁敬礼不幸被抓。

为了封锁红军宣传的主张政策 ，
反动民团将丁敬礼迫害致死。 而直到
丁敬礼牺牲那一刻， 他也没有改变自
己对红军的信仰。

如今，丁祥根的儿子丁家贵，早已
是一名共产党员，作为村干部，他正在
为脱贫攻坚决战，发起新一轮的冲锋。

一呼百应 “大家一家”
“这地方以前每次闹土匪或是有

军队经过，老百姓都要跑。 再加上国民
党宣传说， 红军都是红头发， 挖人眼
睛 ， 所以一开始大家对红军非常害
怕。 ”67 岁的关防乡二天门村村民贾
开化说。

贾开化告诉记者，当年，这一带的
土地都被周、桂两家地主占有，农民只
能打工交租，来换一口饭吃。 找不到活
儿干的时候，只能饿肚子。

“红军一来，地主都跑了。红军没收
了地主的田产，分给穷人。 红军给大家
宣传‘打土豪、铲恶霸’的政策，到处张
贴‘没饭吃的农民，快来参加红军’‘有
事商量 、大家一家 ’的标语 ，老百姓都
积极拥护支持红军。 ”贾开化说。

郧西县原史志办主任李仁喜认为，
国民党反动民团对老百姓的压榨极
重，很多群众生活非常苦，喝的稀饭甚
至能照出人影来。 这也是红二十五军
比较容易组织和发动群众， 得到迅速
壮大的原因之一。

“当年这个地方很多人参加了红
军 ，我们村那时一共 78 户人家 ，有 76
人报名参军。 ”贾开化说。

在郧西县革命烈士纪念馆，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 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革
命根据地充实了力量， 来时部队 2500
余人，只用几个月时间，就发展到包括
地方游击师、“抗捐队” 在内的 6000 多
人，不少群众在支援保护红军中牺牲。

时至今日，郧西人民仍然珍藏着那
张红军留下的宣传单，上面所写的“红
军与穷人关系特别亲爱”今天读来，仍
感亲切温暖。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武汉 8 月 5 日电）

� � � �湖北省郧西县档案馆工作人员钟学琴向记者展示现保存在该馆特藏库的
《什么是红军》宣传单原件（8 月 5 日摄）。

� � � �这是一张历经烽火岁月的宣传单，如今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辨。“长征是
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这张《什么是红军》的宣传单，15 行、不
足 500 字，语言通俗易懂，将红军的宗旨、任务及有关政策，阐述得一清二楚。

鄂陕交界的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素有“秦之咽喉，楚之门户”之称，也是
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记者一路走来，追寻这
张红军宣传单背后的长征故事。

� � � � “走到夹金山，伸手能摸天。 ”
“没过草地路，难知长征苦。 ”
红军长征胜利 80 多年后，这些谚语仍在流传。横断山脉雪山

草地上，红军的足迹依然清晰。 那深深的脚印，从江西、福建、湖
南、四川等地一路汇聚，谱写出了红军长征史上波澜壮阔的篇章。
这些足迹及其最终方向，更体现出信仰的力量。

这这是是 77 月月 3300 日日在在四四川川省省红红原原县县日日干干乔乔湿湿地地拍拍摄摄的的红红军军过过草草地地纪纪念念碑碑（（无无人人机机拍拍摄摄））。。

这这是是 77 月月 3300 日日拍拍摄摄的的松松潘潘大大草草地地。。

这这是是 77 月月 2299 日日在在四四川川省省小小金金县县拍拍摄摄的的两两河河口口镇镇（（无无人人机机拍拍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