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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姓名无人知
晓，你们的功勋永世长存

“第一站，你们得去红军长征湘江战

役纪念园。”刚刚抵达采访地，当地向导

就告诉记者这样一句话。

带着好奇，记者走进纪念园。一组

长 80 米、高 7 米的“红军魂”大型雕塑静

静矗立，前来瞻仰凭吊的人络绎不绝。

今年 4 月 25 日上午，习主席赴广西

考察第一站，到的就是位于桂林市全州

县才湾镇的这座纪念园。

纪念园坐落的地方，是湘江战役中

脚山铺阻击战的战场旧址。“拜访纪念

园，呼吸一下英雄的气息，既是对先烈的

尊重，也是对心灵的洗礼。”讲解员王雪

梅对记者说。

80 多年过去，昔日战场早已难觅旧

踪，绿荫环绕之下，一片欣欣向荣。

硝烟早已散尽，湘江之畔的英雄故

事仍在传颂。在纪念馆，记者看到了那

幅著名油画《陈树湘》。画面中，身负重

伤的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躺在担架

上，腹部鲜血直流。

此刻，记者脑海中不禁浮现这幅艺

术画作背后的真实历史：这个躺在担架

上的年轻人，悄悄揭开衣服，撕开绷带，

拼尽此生最后一丝力气扯断肠子，用如

此决绝的行动践行了自己“为苏维埃新

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此役，担负后卫任务的红三十四师，数

千子弟兵在师长陈树湘带领下血洒湘江，

战死沙场。也正是从那时起，红三十四师

在中央红军的队伍和番号中彻底消失了。

红三十四师一百团团长韩伟，在井

冈山时曾任毛泽东的警卫排长。他是湘

江之战中红三十四师为数不多的幸存者

之一。当时，身负重伤的他幸运地被群

众营救。

此后，韩伟带着牺牲战友未竟的心

愿，跟随大部队一路南征北战，打出了一

个新中国。

1949 年 10 月 1 日，开国大典，站在

天安门城楼陪同毛主席检阅部队的韩

伟，热泪盈眶。那一刻，他肯定想起了陈

树湘，想起了那些倒在湘江之畔的身影。

正是有了这千千万万红军将士的牺

牲，才有了今日之中国。

在生命即将走向终点时，戎马一生

的韩伟将军对儿子说：“当年和我一起长

征的闽西子弟都牺牲了，就剩下我一个

人。我活着不能和他们在一起，死了也

要跟他们在一起。”

遵照将军遗嘱，后人在湘江之畔为

三十四师牺牲将士立了一块“无字碑”。

碑上刻着：“你们的姓名无人知晓，你们

的功勋永世长存。”

沿着昔日红军将士走过的路，记者

来到大坪渡口。澄碧的江面上，白色花

瓣随流漂荡。

在这里，记者看到许多青春的面孔，

那是前来追思英烈的各地学生。

80 多年前，湘江水也曾映照着一张

张年轻的面孔。湘江不曾记住那些年轻

人的名字；但后人永远记住了他们，记住

了那天的血色湘江。

一 个 时 代 ，有 一 个 时 代 的 青 春 底

色。打破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中国，

80 多年前的那一代年轻人不惜前仆后

继抛洒热血。

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政委易荡平，在战

斗中负重伤。敌人逼近，易荡平命令警卫

员对他开枪，警卫员不忍心。易荡平便夺

过枪，自戕殉志。牺牲时，他年仅 26岁。

“作为后辈，我一直在思考，到底是

什么样的力量，能够让他在艰苦卓绝的

战斗中义无反顾地牺牲自己？”易荡平

烈士的曾孙女聂琳发出如此感慨。

答案是：信仰。

历史，没有让当年那些牺牲的年轻

人失望。今日的年轻人，亦没有让历史

失望——抗疫“战场”上，医务人员中有

近一半是“90 后”“00 后”；脱贫攻坚“战

场”上，青年人组成突击队、先锋队冲锋

在前……

红飘带上那个厚重
的结

“导航是不是出问题了？”

绕过一个又一个弯，在记者的怀疑

声中，汽车停在江边一个小村庄。

走到岸边，记者询问当地老乡，她指

向对岸。乘坐竹筏，记者终于看到了那

块石碑：凤凰嘴渡口。

有人说，如果把长征比作飞扬在中

华大地的红飘带，那么湘江战役则是一

个沉重的结。此刻，望着从数百里外奔

流而来的湘江，记者心生感慨：地图上，

长长的湘江何尝不是一个红飘带！

江宽水阔，静水流深，并非记者想象

中血战湘江时那般汹涌澎湃。

湘江岸边，窄窄的村间小路铺着石

板。隔上三五家，便可看到大大小小的

池塘，当地农民正忙着打理农田，宁静得

找不到一丝昔日战场的痕迹。

这是记者眼中的今日湘江。当年，那

群年轻人眼前的湘江又是怎样一番景象？

1934 年深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

在湖南道县一座不起眼的明代宗祠里召

开会议，提出从广西渡过湘江的意见。

距此不远处，一位 14 岁的孩子头戴一顶

军帽，在墙上写下“工农革命努力奋斗，

工农革命胜利万岁！”

那年 12 月 1 日，同样是个晴朗的天

气。太阳从湘江东岸缓缓升起，在江面

洒下一片殷红。

这支年轻的队伍在大山里急促行

进。他们中多数人穿着灰布军衣，缀着

红领章，戴着有红五角星的八角军帽，身

后背着斗笠，脚下穿着草鞋。此时，他们

并不知道，一场惨烈空前的战斗在前方

等待着他们。

他们脸色憔悴，他们的眼睛布满红

血丝。这支疲惫的军队已经连续走了一

整夜，但丝毫不敢停下脚步。头顶盘旋

的敌机让他们时刻保持着清醒。

这一天，是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最

后一天。这些年轻的红军将士没想到，

他们即将看到永生难忘的牺牲场景——

殷红的江水中，苏维埃的钞票、死亡

的骡马、散落的文件……宽阔的江面上，

枪炮声响彻天际。数不清的圆斗笠顺着

红色湘江飘荡。

如今，凤凰嘴渡口几百米外，凤凰嘴

大桥即将建成，当年的天堑即将变为通途。

站在湘江西岸，记者在心中问了自

己一个问题：当年，红军指战员蹚过冰冷

刺骨的江水，到达湘江西岸时，看着一江

血色，他们在想些什么？

或许，是从江西兴国出发时，乡亲们

对年轻红军将士们的依依不舍。那还是

万木霜天的深秋，苏区人民含泪相送：

“九送红军上高山，一阵北风一阵寒。问

一声啊红军哥，几时人马再回还？”

或 许 ，是 前 方 和 明 天 的 又 一 次 战

斗。牺牲如此惨烈，这支年轻的队伍没

有溃散。他们心中的信念，让他们斗志

更强、行动更坚。

历史，在湘江拐弯，把一个巨大的问

号留给了红军将士，也让我们的党从绝

境中思考觉醒，再次走向重生。

秋 天 过 后 是 寒 冬 ，梅 花 欢 喜 漫 天

雪——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生命中的那抹红，是
他们青春的延续

穿过层层竹林，75 岁老人蒋石林带

记者来到湘江之行的最后一站——米花

山。

红色地砖铺成的小路尽头，是一座

特殊的红军烈士墓。

这座墓碑上，没有姓名。

“这是全州第一座无名红军烈士墓，

是我爷爷亲手建造的。我们一家五代，

都与它有关。”蒋石林缓缓道来。

86 年前，蒋石林的爷爷蒋忠太像往

常一样上山砍柴。途中，他意外发现 7

名年轻红军的遗体。

不忍看牺牲的红军战士就这样暴尸

荒野，蒋忠太跑回家拿来工具，将他们埋

葬在米花山上。土堆为墓，记号为碑。

“湘桂古道红军路，寸土千滴红军血；

湘桂古道红军路，一步一尊烈士身……”

此言非虚。

听到这里，记者眼眶红了。

“他们还只是孩子，却为了国家的未

来，连命都不要了。”临终前，蒋忠太叮嘱

儿子，“一定要好好看守这座无名墓！”

80 多年过去，一代代后人接过蒋忠

太的接力棒，一直守护在这座墓旁。无

名红军烈士墓，让他们一家五代人的青

春，都多了一抹红色。

在蒋石林家正厅墙上，一张“红星照

耀中国”地图格外醒目。记者仔细打量，

发现上面标注的是红军长征走过的路线。

蒋石林常会带着孙辈立在地图前，

细心为孩子们讲解那段历史：“这是一条

无数烈士用生命铺就的路。我们今天的

生活来之不易，永远不要忘记那些为祖

国牺牲的烈士们。”

在桂林，像蒋忠太这样的人家还有

很多。这片热土上的人们世代守护着那

段历史——兴安县徐昭英老人，为守好

英烈墓园，把家安置在红军牺牲的地方；

全州县易荡平烈士陵园，红军墓前至今

鲜花成簇，香烛常燃……

今天，包括记者在内，许许多多的年

轻 人 也 在 用 自 己 的 方 式 触 摸“ 红 色 湘

江”，寻找着这段历史。

“你们都是红军的下一代。”重走长

征路，一位须发皆白的长者对身边的年

轻人如是说。

青青湘江，静静流淌。生态乡村绿

色发展的美丽画卷徐徐铺开，讲述着新

一代年轻人的使命和梦想。

（采访中得到王文超大力支持）

湘江静流，摆渡人撑一杆竹篙，轻盈横
渡。

桂北六月，记者乘竹筏抵达红军长征
湘江战役的一个渡口。眼前，一汪碧水如
练。百米之外，昔日红军渡江的那块浅滩，
长满翠绿水草。

掬一捧江水，如此澄澈清透。提起湘
江，为什么人们脑海中联想到的总是红色
呢？

因为一段历史。这段惨烈而悲壮的历
史，深深刻在了人们记忆之中。

“ 到 广 西 ， 来 全 州 看 一 看 湘 江 战
役，这是我的一个心愿。这一战，在我
脑 海 里 印 象 是 最 深 刻 的 ， 我 也 讲 得 最

多。”习主席赴广西考察时曾这样说。
87 年前，湘江之畔，一个成立只有 13

年的年轻政党，带领着一群平均年龄不到
30岁的年轻人拼死血战。

许许多多年轻的红军将士，将生命的
最后一刻定格在那场无比惨烈的突围战
中——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 29岁，红一
军团二师五团政委易荡平 26岁，红十团团
长沈述清 24岁，最小的红军战士牺牲时只
有十五六岁……

建党百年来临之际，来到湘江之畔，记
者心中顿悟：湘江之红，不是大江的颜色，
是历史的颜色，是几万红军将士信仰的颜
色，是一群年轻人前赴后继的血色青春。

沙场回访

青年记者对话党史专家

记者：在广西桂林湘江之畔，我们听到

当地流传着一首歌谣：“英雄血染湘江渡，

江底尽埋英烈骨；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

食湘江鱼。”那是怎样一种惨烈和悲壮？

专家：湘江战役是一场异常艰难的

突围战！

有多艰难？1934 年 11 月 25 日 ，朱

德发布了抢渡湘江“万万火急”的命令。

当时，地面敌军合围，空中敌机轮番轰

炸，红军战士在枪林弹雨中成批倒下，鲜

血染红了湘江水。战斗过后，当地群众

掩埋烈士遗体就用了几天时间。

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红军付出

了极其惨痛的代价：中央红军从长征出

发时的 8.6 万余人，锐减至 3 万余人。年

轻的红军将士长眠湘江两岸，铺就了一

条血染的战略转移之路。

至此，当地流传着“三年不饮湘江

水，十年不食湘江鱼”一说。

记者：当年，年轻的红军将士们为新

中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们这种向死

而生的信念从何而来？

专家：红军英勇坚决的行动，来源于

对革命信念的坚定不移。

红三十四师是掩护大部队过江的全

军总后卫部队。师长陈树湘率全师官兵

同十几倍于己的敌军鏖战 4 天 5 夜，完成

掩护红八军团渡江的任务，自己却被阻截

在湘江东岸。率部突围时，陈树湘中弹负

伤。转移途中，他不幸被俘，壮烈牺牲。

湘江战役中，红军自 11月 27日至 12

月 1日，连续发起新圩、脚山铺和光华铺三

大阻击战。新圩阻击战，红五师自师参谋

长以下，团、营、连干部几乎全部伤亡；光

华铺阻击战，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一天

之内两任团长先后牺牲；担任后卫的红三

十四师和红六师第十八团几乎全部牺牲。

记者：在中国革命史的坐标系中，湘

江战役处于什么位置？

专家：湘江战役事关党和红军的前

途命运，可以说是中国革命的涅槃新生

之战，其历史意义我认为主要有两点：

第一，红军的英勇战斗为革命保存

了“火种”。红军突破重围，粉碎了国民

党军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图谋，

撕开了重兵设置的封锁线，把中国革命

的火种和希望带向胜利的前方。

第二，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

重大转折提供了契机。红军在湘江战役

中遭受的重大损失，使得红军指战员在

思想上发生了重大转变，开始深入反思

和否定“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这为遵义

会议的召开、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

军的领导地位奠定了思想基础。

这场战役已过去 87年。它所迸发出

激荡人心的强大精神力量，跨越时空，在中

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奋进史中历久弥新。

我们今天回望湘江战役，就是要铭

记革命前辈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

牲的伟大精神，将这种宝贵的精神财富

代代相传。

血 战 湘 江 向 死 而 生

踏访湘江战役遗址期间，记者对军事科学院军
队政治工作研究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副研究
员刘子君进行了电话采访。

湘江战役遗址今日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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