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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人物 红星照耀中国·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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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不能没有人守望历史的天空。
失忆，是一个民族的不幸。一部长征的历史，
就是一部险象环生的历史。一位位被访问的老
红军，就是一个个血泪掺和的传奇。

长征途中，红军师以上干部的年龄绝大部
分都在二三十岁，红军将领的平均年龄仅25
岁。许多当年九死一生的红小鬼，后来成了革
命老前辈，然而他们甘当“普通一兵”，默默
参与着新长征，晚年过着淡泊而朴素的生活。

参加长征的老红军战士健在者寥寥，寻访
这些老者，就是在与时间赛跑，抢救的是一手
的历史细节。

张力雄103岁，开国少将。16岁入团，18岁
入党，19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21岁参加长
征，曾任红五军团第四十五团政委，转战南
北，功勋卓著。

南京市南瑞路将军大院的一幢两层小楼
里，笔者采访了这位身经百战的百岁幸存者。
一见面，张力雄就紧紧握着记者的手，高兴地
说：“辛苦了！辛苦了！自北京赶来采访。”

采访结束，记者献上自拟嵌名联：“力担
百战奇功，雄跨期颐大寿。”老人很高兴，颤
巍巍地题赠八个字给记者：“红色情怀，责任
担当。”其实，长征并不遥远，人生的旅途就
是一次长征。红军长征路上，有许多选择，在
人生的过程中也会出现许多十字路口，每一次
选择也就是一次新的“出发”。长征是一种精
神，是一种力量，永远不过时。

两到“红都”瑞金

今年“八一”建军节前夕，福建省上杭县
通贤镇障云村举行张力雄将军奖教奖学金捐赠
仪式，张力雄之子张欣欣代表103岁老红军、开
国少将张力雄为家乡障云村捐款10万元，成立
障云村奖教奖学金，以此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
周年。

张力雄虽没有亲临现场，但他还是通过儿
子把一封亲笔信捎给家乡的父老乡亲。张力雄
在信中表示，如今，他虽已年逾百岁，但无论
走到哪里，他始终牵挂着家乡父老乡亲，关心
着家乡的建设和发展，怀揣着对闽西这片红土
地的感恩之情。他在信中还说，今年是红军长
征胜利80周年，作为一名老红军，想为家乡尽
点绵薄之力，所以决定给村里捐款10万元，用
于帮助贫困孩子继续念书，完成学业，长大后
为党和国家作贡献。对于老将军的厚爱，障云
村的父老乡亲十分感动。村书记张开燕说，老
将军一直关心着家乡，乡亲们都记在心里，而
他的革命英勇事迹也为村民所熟知，其精神将
在后辈代代相传。

张力雄出生在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的一个
贫寒农家。

1932年，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
指示，号召扩大红军队伍。张力雄在当地第一
个主动报名参加了红军。之后，他又惊喜地接
到中共上杭县委的通知，决定直接调其进红军
学校学习，并立即启程到江西瑞金报到。

入校后，他就被编入政治营一队二班。在
校期间，每日课程都安排得满满的，既有教员
的传授讲解，又有学员之间的切磋交流；既有
课堂上的问题解答，又有野外实地作业；不仅
学政治、学军事，还学文化。

张力雄为自己能有机会进入红军学校感到
欣喜和自豪，很珍惜在校的每时每刻，如饥似
渴地读书学习。

1932年10月，张力雄从红军学校毕业，被
分配到红军第三十四师一00团一营机枪连任指
导员。到团部报到时，团领导指示营长发给他
一支左轮手枪。授枪时，营长严肃地说：“你
是红军学校的优秀学员，我们欢迎你来我部工
作。这支左轮手枪是我们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
从敌人手中夺来的，来之不易，希望你珍惜，
并用它多打敌人，多缴敌人的枪，为那些在战
斗中光荣牺牲的同志报仇，为革命的最后胜利
立功！”

张力雄接过枪，感觉自己的双手因激动而
有些颤抖。他手捧参加革命以来拥有的第一支
枪，用洪亮的声音向营长表明了自己杀敌立功
的决心。

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作战胜利后，革命
形势有了新的变化。红三十四师等入闽，张力
雄英勇作战，接受战争的洗礼。

张力雄参加革命后，才知道毛主席曾到他
的家乡进行过有名的“才溪乡调查”，并在古

田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古田会议”。
他为没能一睹主席的风采而遗憾。作为一名红
军基层干部，他经常听到各级领导传达毛主席
的重要讲话，接触到毛主席代表党中央、中革
军委下达的指示、命令等，想见毛主席的愿望
也因此与日俱增。

1934年1月，张力雄正在闽西北前线作战，
军团政治部通知他代表红三十四师去中华苏维
埃政府所在地瑞金，参加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召
开的全国政治工作会议。接到通知后，他非常
高兴，经过七八天的行程，到达了瑞金城。

年轻的张力雄估计没有想到，这是一次即
将载入红军史册的重要会议。会议将对红军政
治工作的目的和方法作出规定，提出要求。参
加会议的有团以上政治工作领导干部和部分基
层政治工作干部共258人，是红军创建以来第一
次较大规模的全国政治工作会议。

根据日程安排，政治工作会议的代表都要
列席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闭幕式，并
听取大会报告，令张力雄高兴的是，毛泽东主
席当天也要参加，他兴奋得彻夜难眠。那一
天，为了能坐在前排，更好地端详毛泽东等中
央领导人的风采，张力雄一大早就赶到了会
场。

进去后才知道，大会规定代表必须按指定
的位置就座，而列席代表均被安排在会场的最
后几排。由于场内光线不好，坐在后排的他只
能看到主席台上几位中央首长的面部轮廓，看
不清毛主席的容貌。

张力雄边听报告边想，今天是见毛主席的
好时机，若错过了，今后可能就更难了。于是
他急中生智，在大会快结束时提前几分钟出

场，站在会场大门外等候毛主席。散会了，毛
主席来了！张力雄顾不得许多，急忙挤到前
边，恭恭敬敬地给毛主席行了一个军礼。

毛泽东亲切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哪
个部队的？”“张力雄。红五军团三十四
师！”他响亮地回答。毛泽东和蔼可亲地问他
是哪里人，张力雄赶紧回答：“福建上杭县才
溪乡人。”毛泽东一听就说：“哦！我晓得，
我晓得。才溪是模范乡呢！你要争做模范
啊！”……回到住处，张力雄的心情久久难以
平静！

就在这一年，21岁的张力雄被提升为红三
十四师一00团政治委员。作为一个红军团的政
治主官，他清楚地明白自己身上的责任有多么
重大。

漫漫征程中的“铁流后卫”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
央红军8万多人被迫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
征。

在漫漫的长征途中，红五军团一直担任后
卫，多次完成阻击国民党军的任务，为保障中
央红军主力北上立下了赫赫战功，红五军团因
此荣膺“铁流后卫”的光荣称号。张力雄就是
“铁流后卫”中的一员。

长征开始时，他担任红五军团教导大队政
治委员。张力雄率教导大队随红五军团在党中
央的指挥下，先后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抢渡

乌江、金沙江、大渡河等天险。一路上战胜了
无数艰难险阻，走过了江西、广东、广西、湖
南、云南、贵州和四川等广大地区。

1935年6月中旬，红一方面军翻越了夹金山
后，与红四方面军在达维村胜利会师。全军上
下情绪高涨，一致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
路线和方针。此后，红五军团改为红五军，党
中央决定由红五军、三十二军及四方面军的三
十一军、三十三军、九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
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率领，经卓克基、马
尔康、查理寺进入草地，过葛曲河向班佑、巴
西前进，在包座地区与右路军会师后共同北
上。

由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张力雄所在
部队被迫三过草地，受尽磨难。张力雄晚年回
忆起过草地这段情形时，百感交集。他反复诉
说过草地时的动作要领，比如行军时不仅要盯
着比较结实的草丛走，而且要下脚轻，起步
快，一旦情况不妙，赶紧转换路线；危险路段
大家要手拉着手小心地往前走。

这些今天看起来非常简单的话语，却是当
年许多红军指战员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换来的经
验教训。

草地行军，每走一步都要消耗很大体力，
可谓步步艰难，处处险恶。白天艰苦的行军已
使人疲惫不堪，到了晚上还是无法休息。因为
遍地沼泽，根本找不到一块干燥的地方，只能
选一些稍突起的草包或小河边有灌木的地方宿
营。汗水、雨雪把衣服全弄湿了，也找不到干
柴生火烤干，只好三人一组背靠背坐着，利用
彼此的体温将衣服慢慢地焐干，并借相互的支
撑打个盹。刚一闭上眼，又是虫咬，又是寒
风，使人难以入睡。

作为过草地的最后一批红军，左右1000米
内能吃的野菜早被先头部队吃光了，张力雄动
员全团同志把枪皮带和土造牛皮斗篷拿出来，
集中到供给处统一分配到连。张力雄和叶团长
率先献出自己的皮腰带。

叶团长还开玩笑地说：“政委，你舍得
吗？”张力雄毫不犹豫地答道：“有什么舍不
得，能给战士们吃饱肚子最重要呀！”张力雄
的这根皮带在全团是有名的，它又宽又长，黄
得发亮，那是1934年初夏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怀
洲送给他以作纪念的。但是为了让同志们走出
草地，再舍不得也要贡献出来，一根皮带可以
让好几个战士吃上一顿饭呢。

终于走出了草地，大家十分激动：“出草
地了！出草地了！”……

高台血战中九死一生

1936年12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在
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副主席徐向前率领
下，撤离甘肃省山丹、永昌地区西进。国民党
军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马步芳集中兵力
实施尾追，西路军边打边进。1937年1月1日拂
晓，红五军军长董振堂率第十三师第三十九、
第四十五团和总指挥部骑兵师、特务团各一部
共3000余人攻占高台。敌军连续发起30余次进
攻，红四十五团政委张力雄认为：“战斗的激
烈程度是我军长征以来罕见的。”

高台血战中，红五军3000余名官兵大部牺
牲。战斗到最紧张时，突然一发炮弹在团指挥
所附近爆炸了，飞溅的弹片击中了张力雄的左
腿，鲜血直流。他不得不从阵地上下来，刚到
卫生所把伤口包扎好，就听到城西骤然枪声大
作，人喊马叫。张力雄赶紧叫警卫员出去看个
究竟，谁知一去未归，而马匪军的嚎叫声越来
越近。他感到情况不妙，抓起一根扁担，忍着
伤口剧痛冲出卫生所，一瘸一拐地向东北城墙
走去。在一条小巷里他遇到一位当地老乡，老
乡神色紧张地说：“红军同志，马匪进城了，
你腿上有伤，快到我家里躲一躲吧!”

老乡扶着拖着伤腿的张力雄跑回自己家
里，他把张力雄藏在家中的夹墙内，每天送进
麦糊稀粥让他充饥，又买来治伤的草药让其服
用和擦洗伤口。这样过了四天，老乡看马匪的
搜捕有所放松，便准备送张力雄出城。

一天傍晚，老乡把张力雄装上马车，在他
身上覆盖了厚厚一层杂草和猪马粪，伪装成送
粪车送张力雄出城。守城的匪兵见赶车的老乡
衣衫褴褛，车上的猪马粪又臭气冲天，草草盘
问了几句就放行了。老乡将马车赶到四顾无人
之处，赶紧掀掉张力雄身上的杂草和杂粪，说

了句：“快走！向西奔！”几天后，张力雄又
被一位好心的老乡带到了临泽倪家营子，找到
了西路军总部，回到了自己的部队里。

几十年后的今天,张力雄一边讲述着，一边
拍着被弹片击过的左腿，高声说：“好险啊！
我在高台差一点掉了头！是高台老乡救了
我！”

由于战争的残酷与情况的危急，张力雄当
年没记住营救他的那个老乡的姓名。直到1984
年，时任福州军区顾问的他凭借一些印象，给
高台县信访办写了一封信，述说他“1937年元
月高台城失陷后，被一位住在高台城西城河沿
的人家营救”之事，并请信访办查找这个人是
否还活着，他要联系感谢。信访办派人调查，
才知道营救了他的这个人叫柴维仁。那年，柴
维仁还活着，但由于“文革”给他留下的心理
创伤太重，余悸未消。柴维仁郁郁中闭门谢
客，拒见任何人，第二年便辞世。

2011年7月20日，张力雄的8个子女中的兄妹
5人来到甘肃张掖，在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
馆凭吊革命先烈，并赠送了张力雄题写的“红
军万岁”、“高台英烈气壮千秋，不朽精神激
励后人”的题词，算是对高台、对营救他的高
台老乡、对死难高台的战友们的告慰吧！

劫后余生的张力雄在解放战争中屡立战
功，参加了中原突围、淮海战役和解放大西南
等战役。1961年被晋升为少将军衔，并荣获二
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红星功
勋荣誉章。这位屈指可数的百岁老红军，晚年
身板挺直，目光炯炯，不失将军风采，还被评
为“全军健康老人”。

长征，历史是表，精神是核。追寻着红色
记忆，体验着红色感动。寻访，是心之旅，是
一生值得去铭记的精神财富。

老红军战士健在者寥寥，寻访这些老者，就是在与时间赛跑，抢救的是一手的历史细节。张力雄103岁，开国少

将。16岁入团，18岁入党，19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21岁参加长征，曾任红五军团第四十五团政委，转战南北，功勋

卓著。

张力雄：力克百战方为雄
□ 余玮

张力雄，1913年出生于福建上杭。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10月参加
长征，历任红五军团第45团政委，河南军区六支队政委、第六军分区政委，第三
野战军第十二纵队政治部副主任，江淮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第二野战军特战兵纵
队政治部主任，昆明军区副参谋长，云南省军区政委，江西省军区政委，福州军
区顾问等职。1961年晋升为少将，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
解放勋章。上图为张力雄近影。

头戴红军帽的张力雄，满脸自豪。
农家女/摄影

张将军围着哈达，精神焕发。
农家女/摄影

张力雄将军年轻时留影。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朴槿惠妹妹涉欺诈
面临调查

朴槿惠妹妹朴槿令被指利
用家族影响力，收受巨额钱
财，面临调查。去年晚些时
候，她已因牵涉欺诈被罚款
5 0 0万韩元 (约合 3万元人民
币)。朴槿令在诸多事件上与
姐姐立场相悖，姐妹俩关系一
直很紧张。

17岁少女乐观抗癌
光头出镜鼓励患癌病人

美国17岁女高中生安德
里亚-塞拉-萨拉萨尔不幸患
上了癌症，但她并没有因此
消沉。而是为自己拍摄了一
组光头照片，并发布到社交
网站上，鼓励那些跟她有同
样遭遇的病人。

巴西女子扮洋娃娃成瘾
一年花费1万英镑

巴西圣保罗22岁女孩
Medora Ruiz十分痴迷玩具
娃娃的衣服鞋帽，在8年前
开始将自己也变成了一名真
实版的洋娃娃，为扮成洋娃
娃，每年花费超过 1万英
镑。

俄罗斯女孩高空危险自拍
走红社交网络

一名俄罗斯女孩因“危险
的自拍”走红全球。这名女孩
经常爬上各种建筑物和受保护
设施的楼顶，在高空进行自
拍，并将照片发布至社交网
站，受到网友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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