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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行军艰难著称的红军翻雪山、过草
地，究竟艰在哪里、难在何处？记者近日走
进红军长征时走过的部分雪山草地，感知
当年红军克服人类体能和生存极限的英
雄壮举。

根据四川省省委党史研究室整理的
史料，中央红军先后翻越了夹金山、梦笔
山、长板山、昌德山、打鼓山 5 座海拔
4100米以上的雪山，加上红四、红二方面
军，红军长征期间在四川翻越的4000米
以上的雪山多达67座。

横亘于四川宝兴县与小金县之间的
夹金山，是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
山，以后红四方面军又两过此山。夹金山
主峰海拔4260米，山顶终年积雪，天气变
化无常。当地有民谣：“夹金山、夹金山，鸟
儿飞不过，人畜不敢攀，要过夹金山，除非
神仙到人间。”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二师
四团从宝兴县硗碛乡出发率先翻越夹金
山。如今的硗碛乡，依然流传着许多红军
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爱民助民的故事，保
留着红军宿营经过的“凉水井”、“誓师坝”

等遗址。
当年提了一盏马灯主动给红军带路

的藏族向导莫日坚，分手时红军送了他一
个响亮的名字——“马灯红”。如今在硗碛
神木垒风景区工作的马花是“马灯红”的
孙女。马花告诉记者：“爷爷生前多次讲
述，红军一早就从蚂蝗沟旁的小路开始爬
山，爬到半山腰的一支箭、五道拐等地时，
路越来越窄、越来越陡，雪越来越深，天气
越来越冷，空气越来越稀薄，前面的战士
用木棒、刺刀挖着踏脚孔，后边的队伍相
互搀扶着，艰难地往上爬。这时人已累到
了极限，快到山顶时还遇上了冰雹，有些
战士没有防备，跌倒了，滑下山去，就再也
找不到他们了。”

尽管81年后的夹金山气候发生了很
大变化，皑皑积雪已经少见，但驱车在蜿
蜒的盘山公路上，特别是站到山顶王母寨
垭口回望山下，盘旋曲折的山路依然令人
感叹：当年衣衫单薄、草鞋履地、靠辣椒水
御寒的红军，身上蕴含的是股什么样的精
气神！

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里写道：“山顶

空气稀薄，不能讲话，只能闷着头走，不管
多累，也不敢停下来休息，一坐下来就可
能永远起不来了……就整个来说，我们全
靠万众一心、群策群力，互相帮助，发扬了
阶级友爱胜利地越过了夹金山。”

1935年6月12日至18日，中央红军
分批陆续翻越夹金山，在四川省小金县与
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度过了雪山的艰险，还有被称作陆地
“死亡之海”的草地在前方考验着红军。红
军走过的川西草地面积约15200平方公
里，海拔3500米以上，每年5月至9月正
值雨季，草地沼泽泥潭无路可行。

1935年8月、9月，1936年7月，中国
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先后3次过草
地。红军长征走过的草原腹地，1960年经
国务院批准建立红原县。穿行在红原县瓦
切镇的日干乔国家湿地公园，县党史地方
志办公室副主任贺建军告诉记者，红军过
草地主要体现在“四难”：

一是行路难。草甸下积水淤黑，泥泞
不堪，浅处没膝，深处没顶，堪称“魔毯”。
沼泽水不仅不能饮用，而且破了皮的腿、

脚如果被这些泥浆泡过，就会红肿溃烂。
一旦下雨，脚下更软、更滑，稍不慎就会掉
进泥沼。

二是食物缺。一般战士准备的干粮两
三天就吃完了，这时候草地才走了一半或
不到一半。接下来的路程红军就得靠吃野
菜、草根、树皮充饥。有的野菜、野草有毒，
吃了轻则呕吐腹泻，重则中毒致死。

三是御寒难。草地天气，一日三变，温
差极大。红军战士过草地前，大多衣单体
弱，穿草鞋、甚至赤脚的也不少。有老红军
回忆说，脚是湿的，衣服是湿的，身上几乎
没有干过，能冻死人。

四是宿营难。草地到处是泥泞渍水，
一般很难夜宿。在草地里露宿往往要俩人
或几人背靠背，才能增大面积避免陷下
去。多位老红军回忆，有时晚上风雨交加，
气候寒冷，高海拔缺氧，次晨就会发现一
些战友已经停止了呼吸，甚至是跟自己背
靠背休息的战友也牺牲了。

中共四川省直机关党校校长、全国党
史学会常务理事王承先说：“在这种极端
险恶的自然环境里，红军将士不但要经受
严寒、饥饿、高山反应等极限身体考验，还
要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军指
战员官兵平等、团结友爱、舍己救人的故
事每天都会发生。他们能够胜利翻越雪
山、走出草地，证明了这是一支不同于任
何旧军队的，真正‘支部建在连上’、革命
理想高于天的人民军队。”

1934年10月后，战斗在中央苏
区、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和湘鄂川黔
苏区的红军各部队，相继开始战略转
移，踏上漫漫长征路。

按照当时的行政区划，红军各部
队长征共途经14个省份，即江西、福
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
川、西康（今分属四川和西藏）、青海、
河南、湖北、甘肃、陕西。按照现在的行
政区划，去掉西康省，加上重庆市和宁
夏回族自治区，共15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由于各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不
同，行军路线各异，所途经的省份也是
不一样的。

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
途经11省

1934年 10月 10日，中共中央、
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第1、第3、第
5、第8、第9军团，以及中央纵队和军
委纵队共8.6万余人，从江西瑞金等
地出发，开始长征。经粤北、湘南、桂
北、黔北、川南等地区，一路西行，在滇
北的皎平渡等地渡金沙江北上。1935
年6月，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
小金）会师。8月，中央红军恢复红一
方面军番号，并与红四方面军混编为
左、右两路军北上。

9月上旬，由于张国焘拒不执行
北上方针，并企图危害中央，中共中央
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直出甘
南，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
镇（今吴起县城），胜利结束长征。一路
上，他们途经江西、福建、广东、湖南、
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陕
西等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

红二方面军途经9省
1935年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

团共1.7万余人从湖南省桑植县刘家
坪等地出发，退出湘鄂川黔苏区，开始
长征。他们经湘中、湘南，西入贵州，并
准备在黔西建立根据地，后因敌人重
兵围堵，便西进滇黔边界的乌蒙山地
区，与敌人周旋。摆脱敌人围堵后，他
们进入滇北，一路西进，在丽江的石
鼓、巨甸等处渡金沙江北上。1936年7
月，他们在西康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
师，并正式建立红二方面军，全军共
1.3万余人。

随即，他们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
上，经青海东部、四川北部进入甘南，
10月22日在甘肃静宁以北的将台堡
（今属宁夏西吉）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一路上，他们途经湖南、湖北、贵州、云
南、西康、四川、甘肃、青海、陕西等9
个省，行程二万余里。

红四方面军途经4省
1935年 3月初，红四方面军、地

方武装和苏区机关人员共约10万人，
离开川陕苏区，开始长征。6月与红一
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由于红四方面军
领导人张国焘顽固坚持南下方针，率
领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一部南下
川康边，后与敌人优势兵力鏖战于川
西地区，遭到严重损失，被迫西撤，转
至甘孜、炉霍地区，南下战略失败。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
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9日，他们到
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胜利
结束长征。虽然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出

发地在川陕苏区，距离长征落脚点陕
甘苏区较近，但由于错误的南下行动，
导致红四方面军走了许多冤枉路，途
经四川、西康、青海、甘肃等4省，行程
达一万余里。

红二十五军途经4省
1934年11月16日，鄂豫皖苏区

的红军第25军2900余人，根据中共
中央指示，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
发，向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以西
转移，开始长征。他们12月9日进至
陕西省雒南县庾家河（今属丹凤县）地
区，1935年1月至5月粉碎国民党军
两次“围剿”，创建了鄂豫陕苏区，部队
发展到3700余人。

1935年7月16日，为配合红一、
红四方面军北上，红二十五军再次从
鄂豫陕苏区出发，经鄠县（今户县）、盩
厔（今周至）西进，继续长征。经过陕
南、甘南地区，他们于9月15日到达
陕甘苏区的永坪镇，次日同西北红军
第26、第27军会师，胜利结束长征。
一路上，他们途经河南、湖北、陕西、甘
肃等4省，行程近万里。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长征是宣
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红军各部队长征的足迹遍及华东、华
南、西南、西北等地区，最远走了二万
五千里。这一史无前例的远征，扩大了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全国的影响，将
革命的火种进一步洒向中华大地，为
中国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
础，为促进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
战争的战略转变，推动抗日救亡运动
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原是书法拓片，后成红色文
物。在长征会师地甘肃会宁，红
军留下的宣传标语保存至今。

在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
军会师会宁之前，红军在甘肃境
内已活动近一年。会宁，便是红
军多次经过的县城之一。

“青江驿是古代会宁的一个
主要驿站，也是红军的必经之
地。上世纪30年代，我的父亲
姚虞在这里开过两三家客栈。”
今年63岁的会宁县青江中学退
休教师姚绶华说，红军经过会宁
时，曾多次在他父亲开的客栈中
歇息。

1935年，一批红军在客栈
住下后，就搞起了宣传。“他们
要写标语，但没有颜料和纸张。
我爹找来颜料，还把家里8条装
裱好的《前出师表》和《后出师
表》的拓片拿了出来。红军就在
拓片的背后写上了标语。”姚绶
华说。

“红军是工农的军队”“取消
一切苛捐杂税”“红军绝对保护
工农利益”……当年，这些标语
悬挂在青江驿的街道上，宣传了
红军的思想。

红军离开客栈时，还留下了
书籍、背篓、木箱、油笼、铜勺
等很多东西。“有的是因为遗
漏，有的是顶替了住店钱。”姚
绶华说。

姚虞是乡间的文化人，在红军走后，他将这
些标语收藏了起来。

如今，这些标语已经成为珍贵的红色文物。
其中4条由会宁县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保存，另
4条则成了姚家的“传家宝”。

这些标语是红军经过会宁的历史见证，但对
姚绶华来说，标语里还藏着很多未解之谜。“我
家客栈当时住的是哪路红军，我爹不清楚，希望
能有更多专家来研究。”

（新华社兰州10月16日电）

走进雪山草地 感知红军挑战人类极限
□新华社记者 惠小勇 童方

红军长征途经多少省红军长征途经多少省
□郜耿豪 孙杰 遇际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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