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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强入侵、山河破碎、军阀混战、民
生凋敝的 20 世纪初，有这样一个特殊群
体，他们失去家人，无依无靠，食不果腹，
流浪街头。他们稚嫩的肩膀、渴望的眼
神、悲惨的遭遇，引起教育家徐特立的真
心牵挂。在艰苦创业的日子里，徐特立
克服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毅然接办湖
南孤儿院，为孤儿们健康成长竭尽全力。

初任院长，为孤儿生活奔波。湖南
孤儿院前身为保赤贫儿院，1913年 10月
由湘绅易雨恂等创立于湘潭，经费由社
会捐助。次年 2 月，迁到长沙连升街，
1917 年 4 月改名为湖南孤儿院，收养孤
儿 200名左右。徐特立从 1917年开始接
办孤儿院，到 1919 年赴法勤工俭学时离
任。在担任院长两年多时间里，他殚精
竭虑，照拂孤儿，革除不良恶习，创设一
些合宜的业务，打开了良性发展的局面。

当时的湖南孤儿院面临着“钱少人
多”的现实困难。其一，湖南军阀滥立
苛捐杂税，剥削人民血汗，甚至不惜压
缩原来划定的教育经费，慈善事业经费
自然也申请无门。其二，源源而来的孤
儿，将孤儿院挤得满满当当，孩子们嗷
嗷待哺，开销尤为紧张。其三，每月乐

捐数额十分有限，难以为继。在这样的
背景下，徐特立承省会人士推举，担任
孤儿院院长。

徐特立先后创办了梨江高小、五美
高小、长沙师范、长沙女子师范和各种
短期训练班，同时还兼任多所学校的课
程。徐特立将自己的俸金半数以上用
来办学校 ，一小部分用来帮助清贫学
生，自己和家人过得十分清苦。

徐特立从讲卫生、废体罚入手，开
始对孤儿院的教育改革，并逐渐培养孩
子们形成良好的品德。教育改革，从身
心健康开始。“勤、俭、公、实”是徐特立
对于好学生提出的标准。勤 ，就是勤
劳、勤快；俭，就是节俭、俭朴；公，就是
公正，秉公无私，办事公道；实，就是老
实、诚实、真实。

孤儿院卫生情况很差，徐特立采取
措施，改善孤儿卫生条件。他令管理员
将原来每周只开放一次的浴池，改为每
天开放一次，让孤儿轮流沐浴，更换衣
衫；室内用药物熏蒸，打扫干净。除了
保证孩子们的卫生条件外，徐特立还宣
布废止体罚 ，施行循循善诱的教育方
法。在徐特立的坚持下，孤儿院废止了

长期以来的体罚陋习，孩子们战战兢兢
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在徐特立看来，孤儿院的老师要像
父母一样，要善于抚养，使他们健康成
长，很好地看护和保卫他们，让他们知书
明理，学会劳动技艺，成为国家有用的人
才；还要使用得法，让他们找到正当的职
业，无论种田、做工，或做其他的工作，都
能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教授技能，逐渐适应社会生存。孤
儿院的教育经费常常捉襟见肘，徐特立
在四处奔走“化缘”的同时，不得不想尽
办法开源节流，努力维持孤儿院正常运
转。他带领教职工培训孤儿技艺，鼓励
孩子们学会谋生技能，并组织孤儿负贩
团、军乐队以及制鞋班、织巾班等，走上
街头、对外营业，增加孤儿院的收入。

负贩团就是贩卖肥皂、毛巾、牙粉
牙刷等日用品。孤儿背上这些物品，沿
街叫卖，价钱与商店相同，还可以送货
上门，非常方便，加之人们对孤儿多有
同情，所以每月可以推销很多货物。军
乐队就是选择一些年龄较大的孤儿，学
习军乐，编成队伍，以供社会上婚、丧、
祝寿等场所租用。租费是由主人家酌

情自定作为捐款交纳的，这种做法深得
社会人士称许。制鞋班、织巾班就是组
织一部分孤儿学习这种轻便的技艺，自
制布鞋、毛巾出售。

通过这些举措，孤儿院有了新的资金
来源，孩子们也学到了一些基本技能，并
开始逐渐适应社会生存。所有收入所得，
除大部分用来弥补孤儿院经费短缺外，仍
规定抽出一定比例，代孤儿储存起来。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徐特立为
青年学生的爱国行为所感动，毅然决定
赴法勤工俭学，学习救国本领，帮助更
多的劳苦大众。是年 7 月，徐特立在安
排好孤儿院的后续工作后，离开长沙前
往上海，候船出国。此时，湖南孤儿院
院长由王冕南接任。不久，王冕南募得
一笔善款，在浏阳门外韭菜园建了一栋
新院舍，添置了比较齐全的设备，收容
孤儿也扩展到 800 名。面对众人的赞
扬，王冕南说道：“这不是我的成绩，饮
水思源，应归功于前院长徐老特立！”

在漫长的黑夜里，徐特立就像一束
光，照进了孩子们的童年生活，温暖了
他们的前行之路。

（摘自《学习时报》 文/叶 松）

徐特立：殚精竭虑 照拂孤儿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陈列着一张浸染鲜血的珍贵
党证（上图）。这张党证四寸见方，白布黑字，平平展展。经历
了悠长的时光洗礼，党证上列宁、斯大林的石印头像及书写的
文字，仍清晰可辨。

党证的主人陈波，原名陈汉清，于 1929 年参加中国工农
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任红 1 军第 1 师第 2 团某
连政治指导员，第 1团副营长、营长，红四方面军司令部参谋。

1933 年 12 月，红四方面军进行反川军“六路围攻”的战
斗。为激励广大党员在战斗中殊死拼搏，红四方面军党组织决定给优秀党员发放
党证。经过会议讨论，支部同意为陈波发放党证。材料报给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
后，很快获得了批准。

陈波领取党证后，缝制了一只小皮囊，别在腰带上，专置党证及用作党费的钱
币。

1938 年起，陈波历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参谋、参谋长、副团长。1940 年年底，
太行山区反扫荡刚刚结束，黄崖洞兵工厂遭敌严重破坏，只能勉强生产一些质量不
稳定的滚雷。如何用这些滚雷投入战斗，需要部队在试爆训练中积累经验。

1941 年 3 月的一天，陈波为全团官兵示范滚雷的使用方法。在操作过程中，只
听“嘣”的一声，滚雷一触即发。顷刻间，硝烟弥漫，陈波倒在血泊里。当剧烈的疼
痛把他从昏迷中唤醒时，他已经躺在八路军医院的手术台上。经过奋力抢救，他奇
迹般地活了下来，但失去了一只胳臂。

手术后醒来，他用残留的右手摸到裤带上，发现少了什么，便焦急地问道：“小
皮囊呢？”护士将他的血衣翻了个遍，终于找到那个火柴盒大小的小皮囊，从中掏出
一张被鲜血浸染的党证。

无论是在艰难漫长的长征路上，还是在后来百团大战及辽沈、平津战役的战场
上，这张党证一直被陈波贴身带着。它是陈波一心向党的历史见证，更是他坚定信
念的生动写照。新中国成立后，陈波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
解放勋章及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摘自《解放军报》 文/李 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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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
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这首《大刀进行曲》，在

“七七事变”不久后问世，很快唱遍全国，成为当时激励中华民
族奋起抗击日寇的铿锵战歌。

1933 年，日寇集结重兵进犯长城。中国军队第 29 军官兵
坚守喜峰口、罗文峪等阵地，同汹汹来犯的日寇展开了殊死搏
杀。该军组建“大刀队”，夜出奇兵，迂回敌后，杀得鬼子落花
流水。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首
次大捷。日本《朝日新闻》惊呼：“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
而遭受 60 年来未有之侮辱。”天津《益世报》发表评论说：“中
国人永世万代不能忘记喜峰口的英雄。”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大刀队”奋起抗战。他们英勇
抗敌的事迹传到上海，深深震撼了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进步
青年、作曲家麦新。

那是一个安静的早晨，麦新念叨着“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火一般的词句和音符在他笔下涌出……“大刀向鬼子们的头
上砍去！”麦新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写出了《大刀进行曲》的词
曲，并在原稿标题下题写“献给廿九军大刀队”。歌曲以描绘
抗战将士威风凛凛的身姿为开端，用刚健旋律、激昂词语，表
达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高昂斗志和必胜信念。歌曲
是表现战斗的进行曲风格，又具有突出的民族风格，成为中国
音乐家创作新军歌的代表作。

后来，麦新还根据群众的试唱进行了修改。第一句歌词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本来麦新在曲谱中写的是一拍
一音，但在群众传唱时却成了切分音。麦新知道后，赞同地
说：“还是群众唱得对！一开始用切分音符更能表现对敌人的
无比仇恨。”的确，歌曲这样一唱，便具有了火山爆发般的强大
力量，唱起来像大刀一样锋利，像冲锋号一样响亮。麦新便按
照群众的唱法，修改了自己的曲谱。

随后，这首激昂的抗日战歌很快传遍了城镇乡村、前线后
方，传唱于抗日军民中，鼓舞着千千万万抗日英雄去冲锋陷
阵。1949 年 7 月，周恩来在一次军队文艺工作者代表座谈会
上，提到这首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大家又唱起了《义
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游击队歌》，很多热
血青年在党的感召下，就是唱着抗日救亡歌曲到延安和敌后
各抗日根据地来的……”

伟大的时代，应该产生与之匹配的伟大的文艺作品。抗战
岁月里，中华民族无数优秀子孙用刀枪、用热血，奋勇抗争、保
家卫国。每次听到这首歌曲，人们眼前就仿佛浮现抗日英雄们
高举革命红旗、挥舞大刀长矛，“抗日的烽火已燎原”的画面。

几十年来，这首歌曲广受人们的喜爱，已经成为民族精神
的一种象征。在敌人来犯时，在将士出征前，在历次抗战胜利纪念大会，在国庆庆
典上，我们总能听到这首充满英雄气概的歌曲。

军歌中有铁血豪迈，军歌中蕴藏着铁与钢。时间已过去了 85 年，这首气壮山
河的抗日歌曲，依然能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共鸣，依然能叫人热血沸腾、斗志昂扬，
显示出其久远的生命力和旺盛的战斗力。

著名作家高洪波曾写过一首《致麦新烈士》的诗，诗中说：“这大刀很沉重，很明
亮/插在中国的历史里/插成一座刀碑……”

麦新，于 1947 年 6 月 6 日遭反动土匪袭击，壮烈牺牲。他的名字，将和《大刀进
行曲》一起，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 （摘自《解放军报》 文/袁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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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年，在云南个旧马拉格锡矿漆
黑的矿洞里，一位身穿破布麻衣、面容
黢黑粗糙的“砂丁”（背矿的工人）背着
沉重的矿石，靠着昏暗的煤石灯，艰难
地爬出了悠长的矿洞……“砂丁”们称
他为“施大爹”，没人知道他的来历，只
知道他来的时候文弱白净，短短几个月
后已经和大家难分你我。大家也都喜
欢他写的歌谣，背矿的时候哼几句，能
发泄生存的艰辛，也能慢慢地在黑暗中
期待着光明。

这位“砂丁”口中的“施大爹”，正是
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创始人——李鑫。

回滇成立党组织

出生于云南省龙陵县的李鑫，自幼
勤奋好学、立志高远。1920 年考入南京
东南大学农学系学习，1924 年又转到北
京农业大学园艺系就读。

1925 年秋，李鑫同王德三、王复生
等 发 起 成 立 云 南 旅 京 青 年 进 步 组 织

“云南革新社”（后改为“新滇社”），开
展 马 列 主 义 研 究 ，创 办 进 步 刊 物《革
新》（后改为《铁花》）。这一年，李鑫在
北京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立下

誓言：“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
犹如今日生；以前吃酒吃烟，今后重新
做人，把一生交给党。”

1926 年 夏 ，李 鑫 随 新 滇 社 南 下 广
州。在广州，李鑫常到毛泽东主办的农
民运动讲习所听课。同年 8 月，中共广
东区委派李鑫回云南开展工作。11 月 7
日，他在昆明平政街节孝巷主持召开中
共云南第一次党员会议，正式成立中国
共产党云南特别支部，点燃了云南共产
主义事业的星星之火。

之后，李鑫和中共云南特别支部积
极开展工农运动，建立统一战线，策动
和推动了唐继尧手下的四镇守使发动

“二六”政变，结束了唐继尧在云南长达
10多年的统治。

1927 年 5 月 11 日，国民党云南省主
席龙云根据蒋介石的“清党”密令，逮捕
了李鑫、王复生等 20 余人，拘押于五华
山看守所。后经党组织通过各种渠道
多方营救，被逮捕的 20 余人终于在 1927
年 6月 14日全部出狱。

擦糙皮肤当矿工

1928 年 1 月，李鑫转移到个旧领导

工农运动。个旧素有“锡都”之称，然
而在这座城市光鲜亮丽的外表下 ，却
有 着 不 为 人 知 的 险 恶 与 黑 暗 。 在 个
旧，受尽资本家剥削的矿工被叫做“砂
丁”。当时个旧迅猛发展的锡业生产
与资本家的巨额财富 ，完全建立在对

“砂丁”的残酷剥削上。然而，打入矿
山内部 ，并开展工人运动是一项极其
艰巨的任务。

1928 年 5 月，云南省临委书记王德
三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云南工作概况》
中写道：“个旧矿厂的工作入手困难，资
本家不独对工人的剥削是残暴的，并且
他们的营业还是秘密的，假如没有亲友
或职业的关系，不能进到矿山。”

为了在资本家眼皮底下打入工人
内部，细皮嫩肉、书生模样的李鑫用短
短几个月的时间，用坚强的意志从气质
和形象上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改变。他
与“砂丁”同吃同住同劳动，每天吃的是
霉烂粗糙的“三子（砂子、石子、稗子）
饭”，像“砂丁”一样赤条条地下矿洞挖
矿背矿，每进出矿洞一次得花近 3 个小
时，每天的劳动在 10 小时以上，还得忍
受监工如影随形的皮鞭。

工矿运动的拓荒人

长期与“砂丁”同吃同住同劳动，化
名施鸿祥的李鑫已经和“砂丁”打成一
片。李鑫把那些受尽压迫、有革命意愿
的“砂丁”组织成兄弟会；把其中斗争意
志坚定的再组织成“秘密赤色工会”，发
展会员 60 余人，在最先觉悟的“砂丁”中
发展共产党员，于此建立了共产党在云
南的第一个矿山支部。

1929 年 4 月，李鑫、戴德明在个旧锡
务公司马拉格锡矿领导发起了要求加
薪 、改 善 工 作 条 件 的 罢 工 ，取 得 了 胜
利。正在李鑫准备发动一次工人武装
暴动时，却因他人泄密而被逮捕。同年
5月 11日，敌人将李鑫押解到蒙自县，16
日将其杀害。李鑫就义时年仅 32岁。

李鑫在云南党史上开创了“三不朽”
功业：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创始人、云南
农民运动的先驱、工矿运动的拓荒人。
他为党和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
献身精神，在云岭大地留下了鲜红的一
页，引领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顽强拼
搏、不懈奋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摘自《云岭先锋》 文/叶之声）

李 鑫：把一生交给党

1984 年，76 岁的美国著名记者哈里
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怀揣
着心脏起搏器，从江西到陕北，用了几
个月的时间，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
进行了实地采访，随后写下了《长征：前
所未闻的故事》这本后来引起广泛关注
的书。

鲜为人知的是，与他一同出发的还
有他的妻子，70 岁的夏洛特·索尔兹伯
里（Charlotte Salisbury），她 以 日 记 的 形
式详尽记录了重走红军长征路时的经
历和遭遇，写下了《长征日记：中国史
诗》一书。

据相关统计，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
的女同志有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贺子
珍等 30 人。红二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
同志有李贞、陈琮英、马忆湘、蹇先任、
蹇先佛等 20 多人。参加红军长征的妇
女，以红四方面军最多，有 2000 多名，曾
编成妇女独立师。参加红 25 军长征的
有周东屏、戴觉敏等 7 名女性，人们称之
为“七仙女”。长征途中，物资极度匮
乏，甚至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
女红军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意志和毅力，
不仅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还在筹粮、
宣传、扩红、照顾伤病员等方面做出了
巨大的贡献。

筹粮的能手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60 周年前夕，邓
颖超接受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爱泼斯坦

（Israel Epstein）的采访。在交谈中，邓颖
超说到长征中除了作战外，最大的困难
是粮食问题，“在我们到达之前，家家跑
光，躲到山上去了。他们把粮食带走，就
连做饭的锅、舂米的石碓也搬走了。”粮
食是部队的命根子，女同志们发挥自身
优势，成为解决这个困难的能手。为了
筹粮，女红军们采取了多种方式。

没收土豪劣绅的财物，是其中一种
重要方式。红四方面军来到四川旺苍
县的一个村寨时，得知该地有个横行乡
里的恶霸土豪，经过多次侦察，都没有
发现他的藏粮地点。女战士郭长春是
当地人，为了筹粮，她扮作这个土豪表
弟的女儿，另一位女同志扮作丫环，前
去探亲。郭长春运用计谋，把藏粮地点
摸得一清二楚，最后与埋伏在外的同志
里应外合，收缴了这个土豪的粮仓，将
多余粮食分给了穷苦百姓。

耐心细致做好群众工作，是筹措粮
食的另外一个重要方法。进入茂县后，
老百姓几乎跑光了，家家户户关着门，

偶尔碰到几个人，也是见面就躲。针对
这种情况，女红军刘坚后来回忆说，她
们将七八个女战士分为一组，分头到深
山里去喊话，宣传红军的政策，请他们
放心回家，“有时一天做不通，就接连做
几天。搞不到粮食时，两三天吃不上一
口饭，饿极了就喝口冷水，工作还得照
样做。”后来有的老百姓被她们这种工
作作风所感动，或者是把自己的粮食卖
一点，或者是偷偷跑来告诉她们哪个山
洞里有藏粮。为了不使老百姓受到牵
连，刘坚她们通常是绕道而行。

筹粮的工作常常充满危险。一个
叫吴顺英的女同志筹粮时被地主家绑
了起来，幸亏这家的长工跑去给红军报
信才被及时救出。

类似的情况常有发生，但不论怎样
的困难和危险 ，大 家 从 来 不 叫 苦 、不
畏 难 ，总 是 满 腔 热 情 地 去 完成。刘坚
说：“大家心里想的是，只要能完成党交
给的工作，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吃点
苦，受点累算得了什么。”

宣传的明星

1935 年 12 月 27 日，中央红军长征
刚结束不久，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
子会议上，毛泽东向台下的听众说：“长
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
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
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
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它向
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
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

“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
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
的。”在长征途中的宣传工作方面，女红
军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女 红 军 们 通 过 刷 写 标 语 、张 贴 布
告、演说演讲等多种形式，宣传党的主
张和政策。虽然形式简单，但却产生了
极大的作用。在遵义休整期间，她们走
上街头，教唱革命歌曲，演出街头剧，发
放传单等。在她们的影响和带动下，许
多人踊跃参加红军，其中不少就是以女
红军为榜样来投身革命的。红一方面
军妇女队队长、博古夫人刘群先后来讲
道：“就因为我们竭力给各地民众以良
好的印象，所以老百姓喜欢我们，整个
的长征变成了一个惊人的宣传巡行。”

军内宣传，是女红军们宣传工作的
另一项重要内容。无论是行军途中，还
是战斗前，都可以看到女红军们进行宣
传的身影。刘坚回忆说，在长征中进行

宣传鼓动工作就可以称之为“艺术”了，
而从事这门“艺术”活动的大都是女同
志，“每次部队行军前，我们通常派出一
二支妇女宣传队先期出发，赶在部队即
将经过的大路旁或山腰上，做一些简单
的准备，待部队路过的时候，就起劲地
唱莲花落，数快板，当拉拉队，想方设法
地活跃气氛，给部队战士鼓劲。”尤其是
宿营休息时，她们却不能休息，她们不
顾自身的疲劳，通过说唱等灵活多样的
形式，帮助大家消解疲劳、鼓舞士气。

在红军中，康克清、刘英等是做宣传
工作的模范，蔡畅经常高唱《马赛曲》等
激励大家的斗志。杨尚昆的夫人李伯
钊，能歌善舞，更是被誉为“赤色明星”。

长征中曾任红 3 军团宣传部部长、
红四方面军宣传部部长等职的刘志坚
后来撰文写道：“做好行军途中的宣传
工作，目的是使红军指战员在行军途中
振作精神，不怕苦，不怕累，不开小差，
不掉队。”“做好战前和战斗中的宣传动
员工作，使部队明确每次战斗任务和意
义 ，在战斗中发扬不怕流血牺牲的精
神，保证每次战斗的胜利。”女红军们生
动活泼的宣传，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伤病员的天使

参加红 25 军长征的女同志只有 7
名，都是护士，照顾伤病员是她们最重
要的工作。长征途中，医护条件极为困
难，但她们千方百计，因陋就简，用土办
法救护伤病员。用过的敷料消毒后继
续用，直到破损得拿不起为止；药棉没
有了，就拆掉棉衣给伤员包扎；药品不
足，就上山采草药。她们以女同志特有
的细心和耐心照顾着伤病员，帮助他们
擦洗伤口、换药、喂饭。

其实，在长征途中，各方面军的女
同志都是医护工作的主力，她们精心照
顾着伤病员。正如曾任红四方面军妇
女独立团政治处主任的华全双所回忆
的：“伤病员铺着我们的被子，盖着我们
的衣服。路上没有护士护理，洗伤口、
涤血衣、饮水、喂饭，都由我们承担。为
了不让伤病员饿肚子，就用裤子装满粮
食，挂在脖子上，扛着粮食，抬着伤病员
走。休息时，给伤病员演唱自编的小节
目，解除他们的痛苦。”

照顾伤病员的女同志们，在伤员多
或是没有其他劳力时，还要抬担架。长
征途中，女同志们有着“三大员”的称
呼：卫生员、担架员、给养员。董必武后
来回忆了长征途中女同志抬担架的故

事：“值得讲述的，还是那些工作的女同
志们。她们到卫生部是担任照料抬担
架的民工和看护病员的工作，初出发时
差不多有六十副担架，途中一个人要管
理三四副……照料民工的女同志跟着担
架走，跟得着前面一副，又怕后面的掉
队，跟着后一副，前面又没有人照管……
有几次民工把担架从肩上放下来，躺在
地下不动，无论如何都不肯走，她们中
体力健强的，就只好代民工扛肩。这样
干的有四个女同志。她们是那样地不
怕困难，那样去完成她们所负的任务，
是许多男子所望尘莫及的!”

“这样干的有四个女同志”，其中之
一就是邓六金。在一次行军途中，遇到
敌人袭击，抬担架的一个民夫中弹，其他
民夫扔下担架就四处逃散了，邓六金抬
起担架就走，膝盖磕破，肩膀磨烂了，累
得吐血。有的伤病员看见抬担架的女同
志肩膀渗血，就要求把他们放下，但女同
志听了，掉着眼泪回答道：“只要有我们
在，就决不会丢下一个伤员。”刘坚在回
忆文章中写道：“我们是这么说的，也是
这么做的……我们克服一个又一个困
难，始终没有丢失一个伤病员。”

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的陆
定一称赞女同志们英勇得很，“时时处
处在慰问和帮助伤病员 ，总是不知疲
倦”。长征途中，正是有了女同志们认
真负责、精心细致的照顾，许多伤病员
才得以恢复身体、走完长征。这些女同
志们是部队后勤的重要保障，赢得了战
士们的高度称赞。

长征对女同志来说是一种超负荷的
艰难跋涉，她们付出了青春、健康，甚至
鲜血和生命；但是，她们又受到了一次
前所未有的教育和考验，正如刘坚回忆
所说：“在这场教育和考验中，我们深深
地感受到红军这支革命队伍，充满了温
暖和阶级友爱，从而更加自觉地将自己
的 命 运 同 红 军 和 革 命 紧 紧 结 合 在 一
起。”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
敌人的失败而告终的。长征不仅创造
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而且谱写了豪
情万丈的精神史诗，铸 就 了 伟 大 的 长
征 精 神 ，正 如 哈 里 森·索 尔 兹 伯 里 所
说：“这种传奇式的牺牲和坚韧不拔的
精神是中国革命赖以成功的基础。中
国革命将从这些奋斗牺牲的传奇故事
中汲取无尽的力量。”这种精神，是不怕
任何艰难险阻的红军将士写就的，在这
当中，女红军是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文/钟 波）

长征中的女红军们

（《（《大刀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油画油画）） 李明峰作李明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