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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胜利80年了。

但我们现在仍然能感受到红军将士们“满

腔的热血已经沸腾”的激情，仍然能感悟到他

们“要为真理而斗争”的血性。长征发生在上

世纪30年代，但长征精神是永恒的；长征发生

在中国，但长征精神是属于全世界的。

红军三大主力长征，都是在力量对比悬

殊情况下的被迫战略转移，说白了，就是打

了败仗。为什么红军败而不倒，上下同欲，

百折不挠？因为红军有信仰。红军有别于

其他所有军队的本质特征就是，红军是信仰

的集合，而不是雇佣关系、金钱关系和权势

关系的捏合，革命理想高于天。

长征时的红军与常态化的军队相比有

两个很大的区别，一个是脱离了长期赖以生

存的根据地；另一个是人员构成中“老幼病

妇”占了很大比重。

在长征的队伍里，“红小鬼”是一个独特

的群体，胡耀邦、肖华等都是有名的“红小

鬼”。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有些十二三

岁的孩子一定要跟着红军走，谁也劝阻不

住。组织上决定把他们分给一部分女同志，

每人带一个。分给蔡畅当警卫员的叫“红

桃”，过雪山时，因为饥寒交迫，小“红桃”穿

着蔡大姐送给他的紫红色毛衣永远地闭上

了眼睛。蔡畅掩面痛哭，跟泪人一样。

这种生离死别，在长征途中何止成百上

千。一个地方的老乡，听说附近有一些老红

军牺牲了，当地苏维埃动员他们去掩埋尸

体，走近一看，哪里是什么“老红军”，分明是

一伙“小红军”，稚气未脱，老乡们潸然泪

下。我的父亲罗青长也是从巴山蜀水中走

出来的一位“红小鬼”，他们班里七八个小伙

伴都是十五六岁的穷孩子。这个年龄段，正

是需要父母呵护的时候，但他们却已经尝尽

了人间的艰难困苦。

红军中还有一批女战士，这是长征途中

一道特殊的风景线。著名作家丁玲在延安

采访这些女战士时感慨地说了一句话，“长

征最苦的是，苦了女兵”。据统计和考证，红

一方面军参加长征到达陕北的女红军有：邓

颖超、蔡畅、康克清、贺子珍等32位；红二方

面军有李贞、陈琮英等21位；红25军有周东

屏、戴觉敏等7位。红四方面军的女红军人

数最多，共2000余人，她们大多是童养媳和

苦大仇深的农民的孩子，女红军中岁数最小

的王新兰只有11岁就随军出征。

她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与男

同志们一起行军打仗、风餐露宿，还要担负起

救治伤员、宣传鼓动等多项任务。她们被称

之为“政治战士”，行军途中要奔前跑后，往往

要比一般的战士每天多走十多里，因此，周恩

来赞誉她们是走了三万五千里的人。

在邓小平同志晚年时，他的女儿曾经问

他，长征时都做了什么。小平同志不假思索，

操着浓重的乡音回答：“跟着走！”看似不假思

索，其实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人生选择，是对

信念的坚守，是对共产党的信任。

长征有着讲不完的故事。这些故事当

中蕴含的精神，也是多维的。正是在这种精

神的支撑下，弱小的红军克服了重重险阻，

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最终冲杀出一条

属于自己的道路。

在新的长征路上，80年前那段人类史无

前例的远征无疑将给我们带来太多太多启

示。理想是走出来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所说：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长征

要持续接力、长期进行，我们每代人都要走

好自己的长征路。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试点
学术委员会特邀委员、退役少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
■ 罗 援

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家博物馆，是一
栋恢弘的建筑。与广场周围的所有建筑一
样，它也承载着独一无二的使命。10月是
旅游旺季，平均每天有1万多人前来参观名
为“信念?精神?传承”的展览——这是长
征主题展。

在320件极为珍贵的文物
中，有一本橘红色封面的软皮
书：《Red Star over China》。
下方两行小字，标明了这本书
的珍贵之处——“Left Book
Club Edition （左翼读书俱乐
部版） ”，“Not for Sale to
the Public （非公开发行）”。
这是在中国乃至世界赫赫有名
的《西行漫记》一书的初版。
《西行漫记》第五章专讲

长征，但作者——深爱中国并
最终将自己的一部分骨灰葬在
中国的埃德加?斯诺意犹未
尽。他在书里写道：“总有一
天有人会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
征史诗全部写下来。”

80 年过去，斯诺预言成
真。在那场人类史上少见的远
征过后，我们在精神领域一遍
又一遍地行走，把长征带给我
们的启迪、警示与信心，深深
刻入民族骨髓。

百岁之愿

尽管已是104岁高龄，王
定国依然有着不错的精神头。
闲暇时间她有两个爱好，一个
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教会她的打
麻将，一个是玩市面上常见的
铁皮小青蛙。岁月在她身上留
下了浓重的印记，行动不再方
便，也不像过去那样健谈。但
有些东西，时间越久远，她看
得越重。抓起毛笔，这个戴着
红军八角帽的老人，在本报记
者面前挥毫写下——“要宣传
好长征精神”。

长征过去太久了，像王定
国这样仍在世的长征老红军已
然为数不多。但这位“延安五老”之一谢
觉哉先生的夫人，始终把宣传长征视为己
任。80年前她走过 3次草地，翻过 5座雪
山。作为文工团的一员，为了做好宣传鼓
动，她跑前跑后，行走了远不止两万五千
里。对于其中的艰苦，比如冻掉了一个脚
指头，她始终说得很轻松。

如同她漫长的一生所见证的，中国人
对长征精神的探索与传播从未停止过。甚
至从长征一开始，人们就意识到了它独特

的价值。
国家博物馆的展

览中，有一份陆定一
撰写、红军总司令朱
德签署印制的《中国
工农红军布告》，因其
音韵优美，且影响深
远，人称“布告诗”。
其中的“红军万里长
征，所向势如破竹”，
第一次提出“万里长
征”四个字。自此，
中国人的语汇中除了

有“万里长城”，还有了“万里长征”。
战火纷飞，只有少量长征日记、红军

家信幸存，这些只言片语记录了那段岁月
中的动人风貌。而长征中的歌曲诗篇、学
习课本、漫画与故事，虽说单纯质朴，却
形象生动。那个年月的书籍与报刊，则起
着记录时代、鼓动人心的重要作用，中外
记者写下了诸多篇章。这些是长征精神最
早的宣传。

1935 年 12 月 27 日，毛泽东同志说：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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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成为一个伟大传统的开始。

苦难背后

即使在最艰难的年代，长
征这笔精神财产，也有着无与
伦比的价值。

江琳是国家博物馆长征展
的策展人，对长征留存至今的
文物如数家珍。她发现，过去
我们总说，长征如何艰苦、惨
烈，但从留下来的记录中，却
总能在苦难背后看到“永远是
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在支撑”。

仅在国博展览中，就有
《工农革命歌》 等歌曲手抄
本，川陕根据地的《青年歌》
等歌曲手抄本，红二方面军第
六军团政治部在长征途中翻印
的《红色战士读本》，红四方
面军第九军政治部出版的《不
胜不休》报第 10期……穿过
历史尘埃的，是十分昂扬的气
质。而数不尽的“传单、布
告、宣言、壁报、歌谣、画
板、化装宣传、演说”等，则
遍布红军长征沿线。

也难怪埃德加?斯诺把长
征称为“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
巡回宣传”。长征中的红军将
士，每个人都携带着中国革命
的愿景，吸引着沿途各地越来
越多的人加入。

长征是实践创作的史诗，
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真
正的回音。有学者总结说，长
征是战胜恶劣环境，赢得最终
胜利的实践。以长征精神鼓
舞人心，成为新中国成立以
来，这几十年间的一个自然选
项。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毛泽
东提出，“夺取全国胜利，这

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从那时起，
“万里长征”已然被赋予多重意义。长征，
也从一段具体的路程，升华为现实与理想
交织的远征，成为中国人民最熟悉的比喻
之一。

长征结束后的80年间，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建设、改
革开放等几乎所有过程，无不具有“战胜
恶劣环境，赢得最终胜利”的特质。而这
场人类军事史上罕见的远征，也就有了鼓
舞人心的永恒作用。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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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少华

本报北京10月20日电 （记者李伟
红）国家主席习近平20日在人民大会堂同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举行会谈。双方一致
同意，从两国根本和共同利益出发，顺应
民众期盼，推动中菲关系实现全面改善并
取得更大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中菲是隔海相望的近邻，
两国人民是血缘相亲的兄弟。中菲同为发
展中国家，团结、互助、合作、发展是我们的
共同目标。虽然我们之间经历风雨，但睦邻
友好的情感基础和合作意愿没有变。中方
高度重视中菲关系，愿同菲方一道努力，不
断增进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妥善处理
分歧，做感情上相近相通、合作中互帮互助、
发展中携手前行的睦邻友好伙伴。

习近平强调，为了更好开辟中菲关系
未来，我们需要总结过去，汲取经验。双

方要坚持睦邻友好合作。中菲有世代友好
的基础，而没有任何敌视对抗的理由。只
要有利于中菲睦邻友好的事情，都应该不
遗余力去做。双方要坚持妥善处理分歧。
在两国建交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双方在
南海问题上通过双边对话协商妥善管控分
歧，这是值得发扬的政治智慧，也是能够
延续的成功实践，更是确保中菲关系健康
稳定发展的重要共识基础。只要我们坚持
友好对话协商，可以就一切问题坦诚交换
意见，把分歧管控好，把合作谈起来，一
时难以谈拢的可以暂时搁置。双方要坚持
携手共同发展，为两国老百姓谋取更多实
实在在的利益。

习近平就中菲关系未来发展提出四点
建议：第一，双方要加强政治互信。第
二，双方要开展务实合作。第三，双方要

推动民间往来。第四，双方要加强地区和
多边事务合作。

杜特尔特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
菲中悠久的友谊不可动摇。中国巨大发展
成就令世人钦佩。当前，菲中两国发展战
略高度契合，双方合作拥有广泛的增长空
间。菲方致力于积极发展两国关系，加强
同中方合作，这将造福两国人民。

杜特尔特强调，今天的会谈是历史性
的，全面改善和发展了两国关系，这次访
问必将造福菲中两国人民。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中菲经
贸、投资、产能、农业、新闻、质检、旅
游、禁毒、金融、海警、基础设施建设等
领域共13个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
广场为杜特尔特举行欢迎仪式。

习近平同杜特尔特会谈
双方同意共同推动中菲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性合作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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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0月20日电（记者李伟红）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20日在人民
大会堂会见了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
记处常务书记丁世兄。

习近平表示，中越山水相连、唇齿相
依，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加强两
党高层沟通和互信，加强对中越关系的政治
引领和顶层设计是我同阮富仲总书记达成的
重要共识。你这次访华是落实双方共识的具
体行动，体现了越共中央对中越关系的高度
重视。

习近平强调，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越
关系保持向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取
得积极进展。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双方
共同珍惜。我们始终相信，只要双方坚持从
建设命运共同体这个大局出发，继承好、发
扬好中越传统友谊，坚持维护大局、妥善管
控分歧、互利共赢，双方就一定能把中越各
领域务实合作的蛋糕做得越来越大，中越关
系就能行稳致远，不断释放生机活力，更好
地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希望两党继续做好治国理
政经验交流互鉴，共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
设，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又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
处书记刘云山20日在北京同越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丁世兄举行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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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会见菲律宾总统
本报北京10月20日电（记者杨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李克强表示，中方重视发展同菲律宾的关系，愿同菲方共同

努力，相向而行，加强各领域交往与合作，推动中菲关系回到正
常发展轨道，切实造福两国人民。

李克强强调，中菲同为发展中国家，都面临发展经济、改善
民生的重任，双方对接发展战略拥有良好基础和条件，深化互利
合作潜力巨大。我们愿同菲方开展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产
能等领域合作，促进贸易投资合作发展。加强农业、金融等领域
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

张德江分别会见菲、阿客人
本报北京10月20日电（记者杨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

德江20日在人民大会堂分别会见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阿尔巴尼
亚议长梅塔。

在会见杜特尔特时，张德江说，中国全国人大高度重视同菲
律宾国会参、众两院关系，愿与菲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
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交流合作，积极促进中菲友好。

在会见梅塔时，张德江说，中国全国人大愿进一步深化与阿
议会友好关系，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传承中阿友好，不断推
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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