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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
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
绪，像一把烈焰……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
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
征的历史中了。”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
《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如此描述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80
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取得了举世无双长征的胜
利，创造了人类历史的伟大奇迹，震动世界。

如今，长征传奇已定格在历史长廊中，长
征精神历久弥新，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一座不灭的灯塔。

传奇征途震撼世界
“再大的牺牲，也不能阻止我们前进！”从

赣南一直征战到陕北的老红军唐进新生前回
忆道。

平均每天急行军50公里以上，平均前进

70米就倒下一名勇士。在近百万装备精良的
国民党军及地方军阀武装围追堵截下，红军长
征途中的战斗严酷异常。

20多万红军，到长征结束仅剩数万人，近
17万红军将士在途中牺牲或失散。凶险的环
境和凶恶的敌人，从未能阻止红军前行的脚
步，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高
超指挥下，红军创造了一系列经典战例：

抢渡大渡河一战，22位勇士手攀桥栏、脚
踩铁索，冒着对岸敌人猛烈的火力飞夺泸定
桥，保证红军主力顺利过河，创造战争史上
的奇迹；四渡赤水一役，3万多红军面对40
万国民党军的合围，避实击虚，声东击西，将
敌军绕得晕头转向，最终成功摆脱敌军的追击
围堵……

“这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军事史诗，是一次
体现坚韧不拔精神的惊人业绩。”在红军的战
绩面前，二战名将、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由衷

称赞。
除了战斗，就是行军。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红
军翻越山脉，跨过大河，部分红军三次跋涉过
纵深近500公里的水草地。

“饿得摇摇晃晃，连抬腿的力气都没有。
可一旦爬起来，就向前走，向着党中央的方向
走！”老红军李中权生前回忆说。

脚趾被冻坏的红军女战士姜秀英，为了跟
上队伍往前走，从老乡家里借来斧头，挥斧砍
掉溃烂的脚趾……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写道，“红军
疲劳得已到了人类所能忍受的极限，但他们
以他们的精神和毅力终于到达了长城脚下的
陕北”。

这样的队伍，让敌人胆寒，让世界震撼。
日本原横滨国立大学教授冈本隆三感慨说，闻
名于世的长征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
它的成功是二十世纪的一大奇迹。

中韩传媒研究所理事长赵在九看来，长征
胜利“仅仅用取得战争胜利来表达太过不足，
这是红军为生存而斗争的胜利”。

英国著名学者马丁·雅克说，“长征不仅在
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有史诗般的意义”，“长征
永远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永远会
被纪念”。他说，无数人听说过长征，人们通过
它来了解中国。

激励全球进步力量
“中国红军的英勇斗争，成了整个殖民地

世界劳动人民的榜样。”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
召开前夕，参会各国代表得知红军长征两大主
力会师的消息十分振奋，大会主持人威廉·皮
克如是说。

通过斯诺、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描述红
军长征传奇历程的报道陆续被伦敦《每日先驱
报》、纽约《太阳报》等英美报纸以及当时刚创
办的美国《生活》画报、《时代周刊》等刊物刊
载，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

“中国红军奋斗的故事，激起了我们国民
的巨大热情。”当西班牙人民处在反法西斯斗
争最艰难的时刻，西班牙国际纵队的年轻战
士，从中国红军的长征事迹中汲取力量。

意共领导人巴耶塔曾表示，中国红军长征
的胜利一直激励着意大利共产党人领导意大
利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这个伟大的胜利，坚
定了他们的抵抗意志。

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游击队曾经两次印刷
有关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小册子，希望以此坚
定战士们的信仰、激励他们的斗志。

古巴革命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曾说，

红军长征胜利，不仅激励了古巴革命者的斗
志，同时也为古巴革命取得胜利提供了宝贵的
经验和借鉴。

“毫无疑问长征的胜利在当时赢得了众多
与殖民主义作斗争的国家人民的敬意。长征
胜利也为其他1945年后争取独立的国家打开
了一扇门。举例来说，越南在独立战争中就借
鉴了许多长征中游击战的战术。”美国伊利诺
伊理工大学斯图尔特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哈伊
里·图尔克说。

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国新指出，长征
中红军指战员上下一心、平等互助、搀扶前行
的关系和作风；在艰苦卓绝环境中大无畏的勇
气；在经过少数民族地区采取成功的民族政
策，获得少数民族同胞坚定支持等做法和经
验，都给各国进步力量以激励、启发和借鉴。

精神内核历久弥新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岁

月荏苒，80年过去了，长征精神在时光的洗礼
中显得越发闪亮。

80年来，长征的传奇吸引着众多国际人
士来中国探究、考证。虽过去数十年，身临其
境，仍然让他们强烈体验到长征中战斗的惊心
动魄，为红军的英勇无畏而折服。

“及至亲眼目击，才知并非言过其实。这
条河水深莫测，奔腾不驯，加之汹涌翻腾的漩
涡，时时显露出河底参差狰狞的礁石，令人触
目惊心，不寒而栗……”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
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参观大渡河后如此感言。

另一位亲身体验长征路的美国人，著名记
者兼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指出，“阅读长征
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
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80年前积贫积弱的中国早已成为历史，
当今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长征精神继续发挥
着重要引领和激励作用。

“中国新的长征需要遵循与第一次长征相
同的原则，即爱国主义、强有力的领导、勇敢、
魄力、不屈不挠、献身精神、合作精神等。”对于
长征精神在现今的意义，图尔克如是说。

刘国新说，“目前中国面临改革开放的攻
坚阶段，国际上也处在经济低迷、安全形势严
峻的低谷。长征精神中领导有力、坚韧无畏、
迎难而上等内涵正可激励各方共克时艰”。

马丁·雅克说，“长征永远是中国历史上
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显示了勇气和献身精
神。当人们呼唤奉献和刚毅时，长征将永远
是一种激励”。 （据新华社）

人类历史中的伟大史诗人类历史中的伟大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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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贵州、宁夏等地，是中国工农红军
出发、经过、会师的地方，在今年的实地采访
途中，有不少故事深深地震撼了我。

湘江战役作战的惨烈程度，远远超出人
们的想象。要保证中央机关过湘江，34师师
长陈树湘带兵死守阵地。当主力部队和中央
机关终于过去之后，34 师被重重包围，最后
全部壮烈牺牲。

最后的时刻，陈树湘师长负伤被捕。湘
军官兵连夜抬着他往长沙送。突然，后边抬
担架的那个士兵脚下踩着什么东西差点滑
倒。原来，陈树湘师长躺在担架上，用手撕开
自己腹部的伤口，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扭断
而死。这位被当地老百姓称为“断肠英雄”的
人，如今就葬在道县，长眠于湘江边上。

还有一个故事。红军过草地时最大的困
难就是没吃的，只能吃草。红军专门成立了
一个小组，叫做试吃小组，就是一帮人吃了草
后，只要他们不过敏，脑袋没有肿大起来，没

有死掉，就证明这种草可以吃。要参加试吃
小组有一个条件，必须是党员。

在红军长征队伍里还有那些目不识丁的
小红军。他们心里明白，他们生下来就是穷
苦的孩子，是奴隶不是“人”。他参加了这支
队伍，才第一次感觉到了做人的尊严。

军旅作家王树增写过一个真实的故事。
红24团的一个小通讯员，名叫郑金玉，江西
石城人。在长征途中，他除了背着自己的干
粮之外，还背着很多宣传工具，工作异常辛
苦。主要因为饥饿，最后病得不能走了，他的
政委把马让给了他，他在马上都坐不住，最后
战友们用绳子把他捆在马上走。

将要走出草地的前一天，郑金玉突然在
马背上说，我想见政委，我有话跟他说。政
委跑过来了。他说：“政委，我不行了。在
政治上我是块钢铁，但是我实在是不行了，
我坚持不住了，我要死了，我看不到革命的
胜利了。”说完这句话，他就死在了马背

上，那年他17岁。
“在政治上我是块钢铁”，在那个特殊的

年代，这句话格外动人。这就是长征精神信
仰的力量。

在2000年世纪之交的时候，美国《时代》
周刊出版了一本书叫作《人类一千年》。为了
出这本书，《时代》周刊邀请了世界上几十位
顶级专家，来评选人类1000年以来发生的最
重要的100件事情。

结果，中国入选了三件事。第一件是火
药武器的使用；第二件是成吉思汗的铁骑征
服半个欧洲；第三件事就是长征。

我想，长征的入选，正好印证了斯诺对红
军长征壮举的感叹：“长征路线共达1.8万余
里，折合6000英里，大约是横贯美洲大陆距
离的2倍”；“（红军）步行穿越了一些世界上
最难走的小路，跨过了亚洲高峻的雪山和宽
阔的江河。（长征）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旷日持
久的战斗。”

据资料记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有8.6
万人，到达陕北后仅剩不足万人。在激烈的
战斗和艰苦的行军中，无数革命战士为了崇
高理想献出了宝贵生命，也有一些意志不坚
者中途离开，但真正的共产党人却在长征这
座熔炉中经受了锤炼，凤凰涅槃。

长征不仅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惊天动地，
更是人类史上无与伦比的壮举，它的历史意
义超越国界和历史的维度，深刻影响着世
界。长征是一座历史丰碑，其伟大精神将永
远被世界铭记。

长征精神，为何被世界铭记？
●陆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