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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地方叫西吉，黄色的土地
泛起红色的光芒。

有一个地方叫将台堡，红军三大
主力在此会师，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
浓重一笔。

曾经，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展示
了高风亮节，创造了人间奇迹。

今年7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到
宁夏回族自治区考察。他从北京直飞
固原，驱车70多公里到将台堡，向
红军长征会师纪念碑敬献花篮并参观
三军会师纪念馆。

本报记者近日赶到宁夏固原市的
西吉县将台堡时看到，来自全国各地
的许多人在这里参观、缅怀。

将台堡见证重大历史

将台堡位于西吉县南部葫芦河与
马莲川河交汇处，距县城 30公里，
两河交汇形成三角埠坪，地势平坦宽
阔。两千年前的战国秦长城由此经葫
芦河向东逶迤延伸，汉代古城遗址依
稀可见。有一高凸之地，民间传说为
古代军事要塞的点将台，民国初年在
此筑城堡，由此得名将台堡。

1936年 10月 22日，中国工农红
军一、二、四方面军在将台堡会师，
标志着震惊中外、举世闻名的红军两
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在中国革命
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据许多人回忆，当夜，红一方面
军一军团一师政委肖锋，代表红一方
面军把数万斤粮食、5万块银圆、20

头肥牛、200只肥羊、1000套棉衣、
数百张羊皮、两万斤羊毛和 3架缝
衣机，赠送给红二方面军。贺龙、
任弼时、关向应代表红二方面军全
体将士向红一方面军干部战士表示
谢意。

1996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60周年，经中央批准，宁夏回族自
治区在将台堡修建并落成“中国工农
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碑名
为江泽民同志题写。张震、宋任穷、
李德生、萧克、张爱萍、杨成武、耿
飚、廖汉生、王恩茂等将领分别为红
军将台堡会师60周年题词。

纪念碑身后就是历史悠久的将台
堡，20 米高、一两米厚的坚实墙
体，带着钢铁战士般坚不可摧的神情
保卫着堡子内的一切。

大门在堡子的一侧，走过去，一
眼可见薄一波书写的“将台堡”3个
大字。大门厚重，嵌入墙内，吱吱呀
呀地推开，仿佛是堡子古老的一声感
叹。

走进堡子内，树木繁茂，绿意袭
人。里面的设施并不古旧，当年红军
指挥部旧址安静地敞开着，在这间小
房子里，1936年10月24日，时任红
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小平，向红
二方面军营以上的干部传达瓦窑堡会
议精神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
义的策略》，并作了统一战线和回民
问题的报告。

在工作人员带领下，记者进入纪
念馆内，琳琅满目的展品让人应接不
暇。红军在将台堡活动的照片、电
报、文件及活动路线图等均有展出。

当年，红军就是在古堡会师的。
“贺龙就是在这个土堡的高台上，向
全军战士发表了会师感言。”讲解员
告诉记者。

站在纪念碑正前方望去，古堡上
有一棵树分三个叉在风中矗立，仿佛
诉说着三大主力红军在这里留下的印
记。再从古堡上眺望，依稀可见古长
城，葫芦河宛若一条丝带般“系”在
这片黄土地上。

“我舅舅小时候见过红军，常给
我讲红军的故事。”刚走进将台堡
内，一位长须老人引起了记者的注
意。听清楚来意后，老人一句话便将
大家拉回80多年前的场景，“当时贺
龙就住在堡子不远的甘沟壕，舅舅说
他给带过路，贺龙还给他照了张照片
呢。”

老人叫赵国玺，是将台堡马莲村
人，今年已经87岁了。小时候，舅
舅经常给他讲，有一天，堡子里来了
一支队伍，穿的军装已经褪了色，分
不清是什么颜色了，还有很多补丁和
破洞，帽子上有个用红线绣成的五角
星，扎着裤脚，有的穿着布鞋，有的
穿着草鞋，有的还光着脚丫子。“前
面的队伍扛着枪，走的还有队有形，
后面的队伍有的拄着树枝，有的三三
两两地簇拥在一起，互相搀扶着慢慢
走。”

据讲解员介绍，在将台堡村民家
中，还有当年红军用过的子弹箱、手
榴弹箱、清油灯。

“回汉兄弟亲如一家”

在纪念馆里，映入记者眼帘的便
是一面写着“回汉兄弟亲如一家”的
锦旗。讲解员介绍，1935年8月，途
经单家集的红军 25军军长程子华，
将这面锦旗送给陕义堂清真寺，作为
临别赠礼。这面锦旗成为回汉两族人
民友好的见证。

1935年9月5日傍晚，毛泽东等

中央领导宿营于兴隆镇以东约5华里
的一个较大的村庄——单家集。“单
家集是毛泽东住过的地方，当时我爷
爷只有10岁，在街道里看到好多红
军。”单小花做为纪念馆讲解员，对
红军将台堡会师的历史稔熟于心，难
能可贵的是，他的大爷、爷爷、外爷
都曾亲身见证了红军在这里的活动，
还给她讲很多看到、听到的故事。
“爷爷老给我讲，当年红军来到单家
集时，好多群众都不敢出门，红军想
买东西百姓也不敢收他们的钱，红军
从井里打水时，遇见妇女打水就把桶
放在井边上等候。”
“后面有国民党的部队追着打

呢，一路上吃不上饭、喝不上水，我
小时候看到的红军腿细得像麻杆。”
现今90岁的单文芳老人拉开了话匣
子，“街道里站满了，看过去黑压压
一大片。连续二三天都在过部队。”
单文芳回忆，他们家当时住了约摸十
几个红军战士，有的战士还摸着他的
头嘿嘿笑着说：“小孩儿。”但由于家
里困难，即便住在单家，红军的伙食
条件也没能改善，“大家只有一起喝
面汤。”

回族群众听说红军来了，都高兴
地走出家门，在街道摆上桌子，桌子
上放满茶水、水果和他们平时舍不得
吃、只有过年或开斋节才能享用的
“油香”馓子和油果子等清真食品，
热烈欢迎红军。有位戴着白帽子、蓄
着白胡须的老人，双手捧着小瓷碗，
恭恭敬敬地给红军敬茶水，感动得
在场的中央领导和红军战士热泪盈
眶。

毛泽东进村伊始，就同张闻天、
王稼祥、博古等领导同志去单南清真
大寺拜访阿訇。阿訇姓马，是一位留
着白胡须的老人，身板硬朗，精神矍
铄。当他得知毛泽东等是红军的最高
领导人时，心情非常激动，连道“色
俩目”，表示欢迎和敬意。

毛泽东一边观看寺容，一边给阿
訇讲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尊重回族人
民的风俗习惯，保护清真寺，保护回

文经典，主张民族平等政策主张。阿
訇听了非常高兴，马上招呼回民群众
给红军腾房子，粮食也照市价卖给红
军。

在单家集陕义堂清真寺，阿訇拜
福贵热情接待了记者。“毛主席带领
红军来到我们这里时，要求部队不得
在清真寺附近扎营，还要求战士们尊
重我们的民族习惯，不吃汉民饭菜。
共产党和红军对少数民族的尊重和关
心，让我们至今难以忘记。”

清真寺东侧的厢房，就是当年毛
泽东和阿訇马德海交谈的地方。“就
在这张桌子上，当年阿訇按回民待客
的最高规格，摆了以牛羊肉为主食的
九碗席，宴请了毛主席。”拜福贵介
绍说。毛主席与阿訇交谈结束后，便
住在了清真寺北侧的院子中。“当年
毛主席就住在这里。”拜福贵掀起炕
上的褥子，指着下面的床板告诉我
们，“由于担心毛主席睡不惯北方的
土炕，阿訇特意让人卸下一块门板，
放在土炕上让主席休息。”

在陕义堂清真大寺前，记者注意
到这里有一座刻着“人民救星，伟大
领袖”的纪念碑。

199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
周年，单家集的回族群众自发集资，
在清真寺院内修建了一座毛主席纪念
碑。正面碑文是用汉字和阿文镌刻的
“伟大救星 一代天骄”八个大字，
下刻“单家集全体穆斯林敬立”。

手抄电报条的故事

在会师纪念馆的一个十分显著的
地方，陈列着一张手抄的电报条，这
引起了记者的好奇。

西吉县委宣传部的同志揭开了其
中的秘密。原来，这张手抄电报条记
载了一件中国工农红军在将台堡会师
的大事。

西吉县有位团干部叫谢耀谦。
1985年，20多岁的谢耀谦来到北京的
中央团校学习。学习期间，谢耀谦怀
着对革命事业的崇敬之情参观了中国
革命博物馆。在参观到一张手写体的
密码电报原文时，谢耀谦禁不住心头
一热，眼前一亮，这张普通的麻纸上手
写的地名在他的故乡宁夏西吉县——
将台堡、硝河城，那么熟悉的地名怎么
会出现在这么高层次的展览上呢？

他想象，莫非在这里，曾经创造
过历史？谢耀谦的疑问是一连串的，
但他最想做的，就是拿出随身携带的
笔和本，一笔一划抄写下了这份密码
电报：“彭、陈、杨并报毛：二方面
军一部及贺、任、关、刘于今日到将
台铺（堡）、硝河城，余部明日可
到。左、聂 22日24时。”

年轻的谢耀谦把手抄的电报内容

带回了团校，也带回了家。他百思不
得其解，研究了多年。怎么电报中那
么多人只写姓不写名字呢？他们到将
台堡、硝河城干什么呢？谢耀谦经常
拿出电报仔细揣摩，隐约感觉到，电
报里说的“毛”，应该是“毛泽东”。
是什么事情应该报告毛泽东呢？谢耀
谦猜测，将台堡曾经发生过改变历史
的大事。

直到1992年 10月，他被任命为
将台乡乡长。很多次，谢耀谦带着多
年没有答案的疑问仰望着将台堡，期

盼着一个谜团的揭开。
一次，谢耀谦拿着手抄来的电

报，找到时任西吉县委办公室副主
任、党史办主任罗永红。罗永红也在
整理党史资料时发现了这个谜团。两
个年轻人的思想火花燃烧了起来，很
快把这个发现汇报给了时任县委书记
王永忠。

王永忠认真听完了他们俩的汇报
后作出指示，兹事重大，责成有关部
门和将台乡搜集整理相关材料。1993
年3月，西吉县以县委文件《关于申
请修建长征结束纪念亭的报告》上报
固原地委和自治区党委。同时，王永
忠在《共产党人》杂志和《宁夏党
史》发表了史料考证文章《将台会师
考》，引起极大反响。

1996年 8月 9日，“中国工农红
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在将台堡
广场奠基，不几日，从中南海传来喜
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江泽民题写了碑名，“中
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
这 16 个刚柔相济、气势恢宏的大
字，镌刻在有三尊红军头像、象征着
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的巨型花岗岩
纪念碑上。

今天，纪念馆里陈列着红军留下
的饭盒、水壶、手雷、桌椅，无不传

递着将台堡“火红”的历史印记。

领袖豪情激励后人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
万。”1935年10月5日，毛泽东率领
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 7000 余人，
进入今西吉县境内，跨越战国秦长
城，当晚宿营单家集，10月 6日拂
晓，从上马家嘴翻山，7日登上六盘
山，并即兴作词《清平乐?六盘山》。

在纪念馆里，记者第一次看到了

毛主席这部作品的不同修改版本。第
一次知道了《清平乐?六盘山》中的
“不到长城非好汉”一句中的“长
城”应该特指西吉境内一直延续到甘
肃的战国秦长城。

当站在六盘山顶的吟诗台时，记
者感受到了毛主席“今日长缨在手，何
时缚住苍龙”的豪迈，放眼望去一片郁
郁葱葱，大好河山，怎能不让人心生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中国
革命已然形成星火燎原之势的感慨。

毛泽东在江西老根据地时，有一
段时间身体不太好，开始长征时基本
上康复了。经过将近一年的长征，屈
指算来，大约走了将近两万二千多华
里路。他虽然比过去瘦了，但身体越
来越结实。

据讲解员介绍，1935 年 10 月 7
日，翻过六盘山，眼看就快到陕北
啦，领袖也和大家一样，心情格外振
奋和愉快。他身穿一件蓝色长袍，精
神焕发，健步行进，身边的红小鬼们
稍不注意，就跟不上了。一路上，他
很少骑马，大多是和同志们一起走
路。他的马，不是让给伤病员，就是
用来驮东西。

在越过一道山梁之后，毛泽东习
惯地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摘下帽子，自
然而然地伸开双腿，一边休息，一边眺
望着远方，高兴地说：“这里真是个好
地方呀！以后可以好好地写一写。你们
看，天高云淡，红旗漫卷，大雁南飞，六
盘山的景色多好啊！”说着，他注目凝
神，沉浸在久久的深思之中。

后来，大家才明白，这是毛泽东
在戎马倥偬之中，饱览六盘风光，展
望革命前景，触景抒怀，诗兴顿发，
以他那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
气魄和革命诗人的浪漫情怀，在进行
构思，吟诗作词呢！

果然，毛泽东率领红军翻越六盘
山，到达陕北以后，于1935年 12月
的一天，在瓦窑堡住地，用铅笔修改
了这首在长征路上吟哦成诵的诗词，
挥笔写出了《长征谣》。这一词作于
1942 年 6 月 1 日在《淮海报》上发
表。1946 年 8月，又改写为《清平
乐?六盘山》，在《解放日报》发表。
1961年9月，应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
委员会领导同志的请求，毛泽东欣然
命笔，将这首脍炙人口、饮誉中外的
词作书赠宁夏人民。

将台堡留下的红色印记，令人感
怀。在这里，红军故事代代相传，红
色感情永系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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