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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坤晟、唐弢

这个故事离现在已
经差不多有五百年了。

明嘉靖六年(1527
年)，夏历八月初的一个
晚上。夜色渐深，初秋的
天气凉爽起来，半个月
亮斜斜地倚靠在西边地
平线的上空。

访客散尽，即将远
赴广西的王守仁听说两
位弟子钱德洪和王畿还
在庭前等候，就带着他们
走到了南门外的碧霞池
天泉桥上。听完学生的问
题，阳明先生高兴地说：
“正要二君有此一问(我
正等着两位同学问我)！”

今天的碧霞池上已
无天泉桥。孟夏之际，站
在普普通通四四方方的
小池塘前，浮萍上冒出
三朵洁白的幼荷，让人
无限遐想。

那天晚上，钱王二
人的问题，围绕着阳明
先生的四句教诲———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
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
善去恶是格物”而展开。师生的问答则
在后世被称作“天泉证道”，有如经典
的镜头，留存在中国思想史上。

可惜的是，昔日的新建伯府，如今
只剩饮酒亭、石门框、观象台等少数遗
存。后人只能靠碧霞池里发现的明代纪
年的茶盅、酒盅、瓷碗、瓷盘，推测王阳
明及王门弟子“设席于碧霞池上……酒
半酣，歌声渐动”时的筵席场景。

“致 良 知”“知 行 合 一”“心 即
理”……近年来，随着日益兴起的传统
文化热潮，各种阳明心学的概念开始
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使用，《传习录》成
为不少人的案头书。

只是今天纪念王阳明，绝非仅仅
为了膜拜一位古代圣贤。在绍兴举行
的第三届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上，
阳明心学如何启迪当代人的精神世
界，引发热议。

“近五百年来，儒家的源头活水就
在王阳明，未来，阳明心学更会深刻地
影响中国乃至东亚的思想发展和社会
变迁。”浙江省稽山王阳明研究院院长
董平说。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
任廖可斌看来，阳明心学蕴含着关于
世道人心的深邃洞见。其“致良知”的
思想便是告诉人们在内心世界养成独
立思考的习惯，只有对自我有清醒的
认识，才能对客观世界有充分的了解。

“关于王阳明的前期思想，像‘知
行合一’‘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甚至‘致
良知’，大家都讲得很多。我比较关注
他的晚期思想——— ‘万物一体’。”中国
哲学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国学院院
长陈来教授表示，王阳明“万物一体”

的晚期思想平衡了他中期思想的过分
内在化倾向，强调了外在的亲民实践。

王阳明于明武宗正德元年，因反
对宦官刘瑾，谪贬至贵州龙场(贵阳西
北七十里，修文县治)当驿丞。龙场万
山丛薄，苗、僚杂居。

在龙场这既安静又困难的环境
里，王阳明结合历年来的遭遇，日夜反
省。一天半夜里，他忽然有了顿悟，认
为心是感应万事万物的根本，由此提
出心即理的命题。认识到“圣人之道，
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圣人
之道是什么，就是良知，良知人人都
有。判断事情对错是非，标准是良知，
而不是外在的一些事物。

“阳明心学抽象，属于哲学范畴，
社会治理具体表象属于社会范畴。但
这两者却有真正密切的关联。”绍兴诸
暨市市长王芬祥说，在推进社会治理
过程中，实现个人“致良知”是最为重
要的前提。“致良知”便是高度认可社
会规范，和谐稳定的社会治理才能得
到巩固和发展。

明正德五年，38 岁的王阳明升任
庐陵县令。初次任地方官，王阳明意气
风发。以当时政府官员的角度看，在民
风彪悍的庐陵县当父母官不是件容易
的事。然而，这也是王阳明一身功业的
开端。

“安抚请愿百姓，请上级蠲免贡
赋；改变当地好讼之风；改善疫病流行
状况；严禁公差‘打秋风’；推出保甲制
度御盗；调适钱粮征收兑运流程；动员
全部的临街百姓退地让宽防火巷，降
低火灾风险；调解军户民户关系；恢复
‘里正’‘三老’，受理民事纠纷，监督纠举
官员。”军科院战争研究院中国历代军
事思想研究室主任王珏列举了王阳明
在江西庐陵(今吉安)当县令时的九大
善政，“所谓的理想社会治理，要官与
民作为平等的社会成员，共同培育人
人向善的社会环境。”

“王阳明曾说，‘人须在事上磨，方
能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绍兴
市委书记马卫光认为，传承弘扬阳明
文化，就要在做好一项一项具体工作
中不断提高自我、弥补短板，担起应尽
的责任，作出应有的作为，努力推动各
项事业朝着正确方向不断发展。

本报记者孙丽萍、许晓青

2019 年 4 月 28 日，上海之春国际
音乐节闭幕之夜。86岁的何占豪、84岁
的陈钢、79岁的俞丽拿一起登上东方艺
术中心的舞台，在如潮的掌声里，接过组
委会特别颁发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首
演 60周年特别荣誉奖。

三位“80 后”的脸上笑容荡漾，似乎
青春依旧。而被他们率先奏响的这支小
提琴协奏曲却已经“翩跹”了一个甲子。
这只琴弦上的“中国蝴蝶”，代言着中国
人从古至今忠贞不渝的情爱，飞过了沧
海、飞向了永恒，它不仅是中国文化符
号，更将成为全人类共享的艺术经典。今
年 11月，伴随音乐剧场《真爱·梁祝》的
诞生，经典《梁祝》或将续写新篇。

六十年前的跨界融合

1959 年 5 月 27 日，《梁祝》在上海
兰心大戏院正式首演。19岁的俞丽拿担
纲小提琴独奏，樊承武指挥，上海音乐学
院管弦系学生管弦乐队协奏。

许多年后，作为《梁祝》的首演者和最
权威的演绎者之一，俞丽拿曾反复回忆
“传奇”诞生的那个瞬间：“演奏完最后一
个音符，台下声音都没有。当时，我心里
想，完了完了。但是就在这时，台下轰然爆
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观众们都站了起来
热烈地鼓掌，不停地鼓掌……我们都明白
过来，《梁祝》这下真的成功了！”

演出结束，而掌声如黄浦江水澎湃、
无休无止。指挥樊承武干脆大手一挥：
“再来一遍！”于是，俞丽拿噔噔噔跑回舞

台，再次演奏了一遍长达 25分钟的《梁
祝》。之后，随着《梁祝》唱片和卡带的畅
销，缠绵悱恻的动人旋律迅速飞遍中国
大江南北，在中国催生出一代又一代“梁
祝迷”。

《梁祝》是新中国成立后最重要的音
乐作品之一。当年得到贺绿汀、孟波等人
的支持，新中国年轻一代作曲家在上海
音乐学院努力探索中国自己的交响音乐
道路，当时的“小提琴民族化小组”勇于
探索，格外活跃，努力尝试将中国的民族
乐器、民间曲调与西方交响乐结合。三位
主创——— 俞丽拿、何占豪、陈钢跨界合
作。何占豪引入了越剧的唱腔旋律，陈钢
擅长西洋交响乐谱曲；而俞丽拿则抱着
“让小提琴说好中国话”的决心，将一曲
《梁祝》演绎得充满激情、令人沉醉。

上海是《梁祝》的诞生地，也和这座城
市有着难解的缘分。俞丽拿回忆说，周恩
来总理非常喜欢《梁祝》，每次来上海，在
锦江小礼堂会见外国首脑时，几乎都要求
演奏这首曲子。不过，一次演奏结束后，总
理却要求把演奏时间缩短到七八分钟。初
生牛犊的俞丽拿不以为然，心想“《梁祝》
把西洋音乐民族化，好不容易才有了这么
个‘大部头’作品，难道要让它再倒退回轻
量级的‘小品’？”于是，下一次外宾会见时，
俞丽拿依旧拉完整首《梁祝》。周恩来总理
“兴师问罪”说：“俞丽拿，你好大的胆子！”

看到俞丽拿忐忑不安的样子，总理却又欣
然一笑夸奖道：“你做得很好！就这样演
奏！一定要尊重艺术家的创作。”

六十年过去，小提琴协奏曲《梁祝》
不断响起在世界各地，成为代表中国文
化形象的音乐之一，也被列入世界著名

音乐比赛的名录，在全球音乐家的琴弦
上“翩然起舞”。

“下一个《 梁祝》在哪里？”

早在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闭幕的一
个月前，《梁祝》的三位作者已经在上海
锦江小礼堂提前团聚。在休息室里，三人
手牵着手、相视一笑尽的珍贵一幕，被摄
影记者们抓拍定格，为这部音乐传奇又
增添了一个温馨的注脚。

俞丽拿、陈钢、何占豪的聚首，是为
了支持《梁祝》续篇。俞丽拿小提琴基金
出品在此宣布：原创音乐剧场《真爱·梁
祝》将于今年 11月在上海首演。而封琴
十年的俞丽拿也将为此重返舞台。

“当年我们一群 20 岁左右的大学
生，意气风发，凭一腔理想和热情，在领
导的支持下，创作出了小提琴协奏曲《梁
祝》。一个甲子过去，我们都成了耄耋老
人。这些年我一直在想，那么多年过去
了，为什么还没有一部作品能超越《梁
祝》？除了反复地演奏《梁祝》，我还能为
大家带来什么？除了向经典致敬，我们如
何创新和再造？”俞丽拿这样发问。

79 岁的俞丽拿重新出发。今年 3
月，她召唤了一批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
们“跨界集结”，来完成这次实验性的创
作。余隆、廖昌永、王亚彬、王志飞……多
位明星艺术家的聚首让人们对这部《梁
祝》续篇充满了期待。而该剧的幕后团队
也以 80 后为主，如当年《梁祝》的创造者
们一般风华正茂。

据介绍，这台演出将以小提琴协奏
曲《梁祝》为“魂”，源于《梁祝》，却又是全

新的艺术创造。它将以现代舞、舞台
剧、音乐剧以及小提琴协奏曲四种形
式呈现，带领观众穿越中国历史的长
河，在舞台上讲述三段生死相依的中
国式爱情故事——— 分别取材于樊锦诗
与彭金章、巴金与萧珊、文成公主与松
赞干布。在音乐剧场《真爱·梁祝》的终
章部分，俞丽拿将与中国爱乐乐团的
艺术总监余隆及中国爱乐乐团的成员
们一起奏响最为经典的《梁祝》旋律。

“真爱就是如此执着。爱上了，一
念就是一生。这几段爱情故事表现了
中华民族最崇尚的坚贞爱情观，和《梁
祝》的气质十分吻合。无论时代如何变
迁，‘一念一生’、‘生死不渝’的真爱情怀
在中国人心目中永远珍贵。”俞丽拿认
为，爱情是中国文学长河中永恒的主
题之一，小提琴曲《梁祝》擅用神话故
事中的浪漫主义与章回结构元素是其
魅力核心。而新作则希望将这份中国
情爱从“隽永小爱”推向“家国大爱”。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已经成为
中国式爱情的代名词，而怎样的爱情
才能代表中国人的隐忍和大义？我们
希望这部作品歌颂的中国之爱，既有
生死相依的不离不弃，也有苟利国家
生死以的家国合一……”该剧导演徐
俊表示。

《 梁祝》作者们仍在创新

“回望《梁祝》，一转眼就是六十年。
在写《梁祝》时虽然正当青春，但似乎并
不觉年少；而在现今也没有老去之感。”
上海之春的闭幕式上，86岁的何占豪

和 84岁的陈钢分别带来了新作——— 二
胡协奏曲《英雄泪·蝶恋花》与交响诗曲

《情殇——— 霓裳骊歌杨贵妃》。
何占豪的二胡协奏曲《英雄泪·蝶

恋花》哀婉动人。“我失骄杨君失柳，杨
柳轻扬直上重霄九”，毛泽东的诗词

《蝶恋花》，化作二胡与交响的悲伤对
话。

陈钢的《情殇》也有异曲同工之
妙：昆曲与交响乐中西合璧、以《长恨
歌》《长生殿》故事为蓝本、激情澎湃的
旋律表现荡气回肠的爱情……种种相
似元素，令人依然可以感受到《梁祝》
的影响。

“我爱交响，因为它能重现汹涌澎
湃的人生大海；我爱昆曲，因为它是中
华文化的瑰宝……昆曲多美啊！昆曲
是精致，交响是极致！”以西方交响乐
之形，抒写中国人之情。近年来，陈钢
先后写出了昆曲风《惊梦》、越剧风《天
上掉下个林妹妹》和评弹风《三轮车上
的小姐》，形成了交响乐的戏曲风三重
奏。它们各呈异彩，又都是“中国味、国
际范”。

对于两位“80 后”而言，探索民族
风格交响乐的脚步亦从不曾停歇。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话
只对一半，只有把民族的艺术提高到
世界先进水平，才能为前人有所贡献。
我希望我们当年这种探索的精神———
要在我们新中国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
美的图，这种精神，不要被丢掉；希望
这种精神一代代传下去。”何占豪说，
六十年过去，《梁祝》留下的不止乐曲
本身，更需传承精神情怀。

穿
越
五
百
年
的
阳
明
心
学

“蹁跹”一甲子，《梁祝》再“羽化”

关山远

关于脱贫攻坚工作，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
少，特别是不能忘了老区。

革命老区为什么穷？这是一个沉重
的话题，不仅仅只是地理因素，为了新中
国的建立，老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直接
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比如，青壮年人
口的“断代性”牺牲。

且看当年红军长征后的苏区命运，
这是一段让今天的中国人脱帽肃立致敬
的历史。

一

首先讲一讲王进臣的故事。《六安红
军与长征》一书，有一段王进臣的口述
史，非常传奇，堪称一部大片，浓缩了红
军长征后苏区的残酷、反抗与温暖。

1932 年 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
离鄂豫皖苏区，西进开辟了川陕根据地；
1934 年 11 月，红二十五军从安徽金寨
县突围，在河南罗山县集结开始长征，他
们成为继当年 10月中央红军离开瑞金
后的第二支长征队伍。跟中央苏区一样，
大别山也有部分红军队伍留了下来，开
始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他们一直坚持到抗战爆发。

王进臣是安徽舒城胡家老庄人，红
军主力长征后，他留下来在老家的地下
交通站从事秘密工作。有个故事，各种反
转，惊心动魄：某天，游击队负责人来交
通站找王进臣，被反动保长的密探打听
到了，马上去报告给了保长，保长连夜布
置要端掉交通站。殊不知，保长家里的帮
工，是地下交通站的耳目，消息传出来
后，地下党决定先下手为强。这天晚上，
保长到前保长家里打麻将，前保长是打
入敌人内部的地下人员，他用上厕所的
时间把消息传出来，游击队遂把前保长
家团团围住，并从外到里撒下五道岗哨，
保长见势不妙，立马逃命，他的逃命能力
不弱，一口气逃过三道岗，在第四道岗的
时候，毙命。

更传奇的故事，是王进臣三进安菜
山。1934 年初冬，他受命到舒城安菜山
与驻守在那里的红八十二师建立联系。
莽莽大别山，天寒地冻，王进臣扮作到山
里收购木炭的小贩，在路上，先是碰到国
民党的二十五路军，接下来又碰上国民
党十一路军，都是对大别山苏区进行“清
剿”的部队，他小心避开，一直走到第三
天，才到达安菜山，但是，红八十二师不
久前已撤离了。

怎么办？王进臣决心完成任务，找当
地的地下党组织打听红军下落。他从炭
贩子变身为收山货的商客，借宿在一个
姓冯的老奶奶家里，每天走村串户，寻找
地下党组织，但一无所获。后来才知道：
在白色恐怖下，安菜山党组织在春季就
停止了活动。王进臣正愁眉不展时，危险
降临：由国民党十一路军和地方民团组
成的“清剿团”来了，见到陌生人就抓。冯
奶奶很善良，对红军也有感情，隐约猜出

了王进臣的身份，便把他藏到了一个山
洞里。山洞很隐蔽，安全没问题，但吃饭
是大问题，前两天，冯奶奶还送点玉米粑
粑来，但后来再也不见她来了。

饥寒交迫的王进臣陷入了绝境，他
偶然发现洞外两只松鼠蹿过，于是跟踪
过去，在一堆刺蓬下面，居然发现了一棵
杨桃树，上面还残余了不少杨桃。这堆果
实，让他熬过了大雪封山的日子。下山
后，他去找冯奶奶，才发现冯奶奶的两间
草房，已被“清剿队”烧掉，冯奶奶也遇难
了。他继续打探红军消息，获知一些信息
后，又化身为收购鹅毛的小贩，翻山涉
河，偶遇了一个和尚，原来是老家的旧相
识，因为参加农协“染红”，红军长征后逃
离家乡，在钝斧庵“出家”了。和尚告诉王
进臣：他的师傅、安菜山香炉庵的冯老和
尚，对山里情况很熟悉。王进臣返回地下
交通站，把相关情况做了汇报。

几个月后的春天，王进臣再次奉命
到安菜山继续打听红军下落。这次化身
为朝山拜佛的香客，来到了香炉庵，见到
了冯老和尚，但后者也不知道红军去向。
王进臣正懊丧间，冯老和尚提供了新的
信息：有个叫“三姑娘”的，可能是红军的
人。在佛殿，王进臣见到了“三姑娘”，一
个双眼明亮的年轻女子，但“三姑娘”很
谨慎。在她出庵下山后，王进臣跟上去，
亮出了接头暗号，终于接上头了！但“三
姑娘”说：红八十二师离开安菜山后，她
也在找队伍……

王进臣再一次到安菜山，是 1935 年
秋天，他受命去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发展
游击武装，建立根据地。他和“三姑娘”并
肩战斗，把包括冯老和尚在内的多人发
展成为党员，活动地点就是香炉庵。在支
部成立大会的最后，“三姑娘”压低嗓子，
给大家唱了《八月里桂花香》和《红军到
金寨》等歌曲，然后大家摸黑下山。游击
武装很快组建起来了，处决反动保长，打
得“清剿队”晚上只敢龟缩在碉堡里，惊
叹说：“‘三姑娘’是来无影去无踪的妖
精！”

抗战爆发后，王进臣参加了新四军。

二

万永达是湖北麻城一个穷人家的女
儿，小小年纪就给人当童养媳，1928 年，
她 21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当上
了乡苏维埃主席。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
大别山后，她留下来做地下工作，成为敌
人抓捕的对象。《麻城县志》记载：1933
年 10月，有 8个月身孕的万永达被清乡
团围困在万字山，三天三夜水米未沾，经
上山砍樵的老百姓多方掩护脱离虎口。

她还是牺牲了：1934 年 1月 16 日，
腊月初二，潜回家中生孩子的万永达，因
叛徒告密被捕。敌人破门而入前，她匆忙
把一份地下党员名单锁起藏好，敌人没
有搜出名单，当着她的面摔死了她的孩
子，又把她捆在树上，残忍杀害。乡亲们
将她埋葬在附近山上。上世纪 70 年代，
人们将万永达的遗骸迁到烈士墓，才发
现遗骨中，竟然夹杂着一把生锈的小钥

匙——— 被捕前，她紧急把钥匙吞了下
去……

万永达是麻城 12538名登记在册烈
士中的一个，更多的人，没有留下姓名
来。据当地统计：麻城共有 76300 人先后
参加了红军，有 7260 余人参加了长征，
有 14 . 3万人死难，其中相当数量，死于
红军长征之后国民党军队与地方民团对
苏区残酷的“清剿”。

今天再读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与各
个苏区遭受“清剿”的史料，有椎心泣血
之感，那真是用鲜血浸泡的黑暗一页，也
是国民党历史上极其不光彩的一幕。

蒋介石要求对江西苏区“石头要过
刀，茅草要过烧”，国民党军的《剿匪报
告》中如是写道，“清剿区”内，“剿匪之
地，百物荡尽，一望荒凉；无不焚之居，无
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
丁，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

1936 年 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
诺到陕甘宁边区采访，当来自湖北大悟
县的徐海东告诉他，自己家族有 66 人被
杀，其中近亲 27 人，远亲 39 人，埃德加·
斯诺惊呆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失声
问：“什么？”徐海东告诉他：是的，66 人。

徐海东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蒋介
石曾下令一旦占领我的家乡，姓徐的一
个也不能留。”当地人一度不敢姓徐。
1949 年 10月，徐海东自己掏钱，在家乡
湖北大悟新城镇江冲村建起了“徐海东
亲属烈士墓”，有其伯父徐有义、四哥徐
元海、五哥徐元波，堂兄徐元大、元洪、元
典、元兴、元庆，侄儿徐文初、文治、文阶、
文庭、文朗、文雄、少东等人。

此时，家乡已经没有跟徐海东同辈
的老人了……

三

1935 年 4月 26 日，在江西瑞金红
林山的黄田坑村中，一小队红军被国民
党军包围，掩护战士后撤的指挥官右腿、
左腿先后中弹，双腿跪地，向潮水般涌上
来的敌人不断射击，战斗到生命最后一
刻。国民党军获悉他的身份后，欣喜若
狂：他是毛泽覃，毛泽东的弟弟，时任红
军独立师师长，时年 30岁。

一年之后的 1936 年 5月 14 日，又
一位红军将星陨落在大别山：时任红二
十八军八十二师政委方永乐。令人欷歔
的是，牺牲前，方永乐刚被错误打成“第
三党”，被解除职务下了枪。当他们在河
南商城与湖北麻城界处的雾露塘地区与
敌人猝然相遇时，方永乐习惯性地又开
始指挥战斗，他要回了枪和望远镜，带领
部队从上午九时一直打到下午三时，掩
护主力撤退，激战中，他被敌人狙击手击
中胸部，旋即牺牲。

许多年后，方永乐当年的部下，已经
成为新中国的将军，他们谈起方永乐来，
热泪长流：他牺牲时年仅 20岁，没有结
婚，甚至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人们只能比
照他弟弟的模样，给他画了一张素
描……

毛泽覃、方永乐，都是牺牲在南方八

省红军三年游击战争中的高级干部，
这期间先后牺牲的烈士名单，很长，很
长：项英、何叔衡、瞿秋白、刘伯坚、贺
昌、阮啸仙、毛泽覃、万永诚、李赐凡、
李天柱……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堪称
中国共产党党史、军史上最为艰难的
三年时间。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
里在《长征——— 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
中写道：“长征时留在江西的人中间，
牺牲的杰出共产党人比任何其他斗争
时期都要多。”他把这些没有参加长
征、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的红军部队
称为“死亡军团”。

在敌人残酷的封锁与围捕之下，
红军游击队只能隐藏在深山老林中，
风餐露宿，这里住一夜，那里过一宿，
有时一天要换几个地方，常常与死亡
擦肩而过。1944 年，陈毅在延安向美
国观察组外交官谢韦思介绍南方游击
战争时说：“我们像野兽一样地生活。”

他在《赣南游击词》中这样描述：
“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
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
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
蛇三更长……”

在《赣南游击词》中，陈毅还写道：
“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
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

这是真情实感。如果没有人民支
持，这三年南方游击战争，怎么可能坚
持下来？

敌人采取各种办法，封山封坑、移
民并村，想阻断红军与群众的联系，但
群众利用初一、十五开禁日上山打柴
的机会，带些粮食、盐、咸鱼和报纸、情
报，在深山里到处丢，让游击队去拾。
靠近大山的村子，敌人来搜山搜村时，
群众就在山内山外、村内村外、墙头、
树梢、窗口等地方做暗号，游击队看到
这些暗号就及时避开了……

读红军长征后苏区的历史，有一
个细节，尤为令人动容：

一些红军重伤员不能随主力部队
长征，分散在各个野战医院，缺医少
药，处境艰难。苏区群众听说后，纷纷
跑到医院，没儿子的认领儿子，没女婿
的认女婿，背的背，驮的驮，抬的抬，接
到各自家中……他们的儿子、女婿，踏
上了长征路，或者，已经牺牲在保卫苏
区的战斗中。这些红军伤员，就是他们
的儿子、女婿。

四

今天，在江西革命老区，还能听到
经典歌曲《十送红军》。歌声哀婉而又
激越，铭记着伟大长征，铭记着生离死
别，铭记着人心向背。

1934 年 10月 16 日，中央红军各
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
17 日晚开始至 20 日晚，中央红军主
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
部队共 8 . 6万余人，从于都县城的东
门渡口、南门渡口、西门塔脚下渡口、
梓山镇的山峰坝渡口、罗坳镇的孟口

渡口、鲤鱼渡口、石尾渡口、靖石乡的
渔翁埠渡口先后渡过于都河，踏上了
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长征。
于都河沿岸群众卸掉自家门板，甚至
拆掉给老人准备的棺木，协助红军在
近 70 华里的河段上，仅用不到 4 天时
间，就突击架起 5座临时浮桥。为了不
被敌人的侦察机发现目标，军民们每
天下午 4时开始架桥，晚上 8时架通
供部队过河，次日凌晨再拆除，不留任
何痕迹。5 个渡口的浮桥反复拆搭足
有 15次之多。堪称奇迹！

红军长征后，多少父老乡亲在等
待他们回来，尤其是一些送丈夫踏上
漫漫长征路的青年妇女，苦苦等了一
生，却不知道她们的丈夫，已经倒在长
征路上……这样的“盼夫”故事，坚贞
的爱情守望者，让今人泪眼婆娑。

在鄂豫皖根据地，红军长征后，当
地也流传着一首歌谣《盼红军》：

自从来了“刮民党”，劳动人民遭
了殃，

奸淫烧杀抓壮丁，无数穷人把命
丧。

白天盼太阳，夜晚盼月亮，
盼望红军快回业，工农群众得解

放。

今天读这些文字，一直在思考一
个问题：当年的苏区群众，为了支持红
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送子送婿参
军，处贫瘠之地，却竭尽财力支撑红军
前线作战，“最后一碗米当军粮，最后
一块布做军装”，红军，中国共产党，到
底有什么“魔力”？

这个答案，很长很长，如果一言以
蔽之：红军，中国共产党，视革命理想
大于天，要为中国人创造一个新中国。

1947 年 3月，中共中央主动放弃
延安，胡宗南部占领延安，一时大加吹
嘘，为应付记者采访，甚至安排一人扮
演被俘的共产党旅长。彩排时，胡宗南
很不满意，亲自教这个演员：一定要口
口声声把“国民党”说成“刮民党”。令
他懊丧的是，即使给延安老百姓钱财，
但延安人照样不说共产党坏话。最耐
人寻味的是蒋介石的延安之行，当年
8 月 7 日，蒋介石乘着美龄号专机飞
临延安，翌日，在大群侍卫们严密保护
下，来到枣园毛泽东居住过的窑洞前，
看到一架纺线的纺车，问：毛泽东要这
东西做什么？胡宗南回答：大军围困，
延安物质匮乏，毛泽东亲自纺纱。

历史的答案，其实就在这架纺车上。

五

1948 年 4月 22 日，人民解放军
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1949 年 8 月
23 日，第四野战军解放瑞金。

2018 年 7月 29 日，瑞金市正式
脱贫摘帽，退出贫困市序列。2019 年
5月 7 日，延安的贫困县全部摘帽，从
此告别绝对贫困。

因为今天，历史回溯如此生动。因
为历史，今天我们充满自信。

时时空空走走廊廊

那段应该脱帽致敬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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