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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的女红军们

　三千多名女红军参加了长征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在
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但
对那些慷慨奔赴万里长征的女红军
战士来讲，却是一次次生与死的考
验，数以千计的女红军不畏艰险参
加了长征。
　　中央红军中女红军总数为32
名，包括干部30名、战士2名，其
中27名干部与2名战士走完了二万
五千里长征。著名女革命家如蔡
畅、康克清、邓颖超、刘英、贺子
珍等都在此行列中。她们当时都担
任着比较重要的职务：1934年，蔡
畅和康克清分别被选为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
委员，邓颖超和刘英则在长征中担
任过中央局秘书长，贺子珍是中革
军委机要秘书。
　　红二方面军中女红军为20 多
名。1935年11月，任弼时、贺龙率
领红二、红六军团，离开湘西开始
长征。其中，红六军团有李贞、张
吉兰、陈罗英、陈琮英、周雪林、
戚元德等，其余为红二军团的女红
军。在这支部队中诞生了共和国第
一个女将军——— 李贞，她是1955年
解放军首次授衔时的唯一女将军。
　　红四方面军是长征队伍中女红
军人数最多的部队。据不完全统
计，红四方面军女红军总数约达
3000人，拥有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
唯一一支成建制的妇女独立团作战
部队，先后有2个团参与长征。

　　红25军中的女红军仅有7名。
1934年11月，红25军总医院分院在
安置好最后一批伤员后，有12名担
负看护任务的女红军突然接到命
令，临时组成看护班，翻山越岭赶往
军部报到，包括周东屏、戴觉敏、余
国清等7人作为随军护士得到批准
跟随红军转移，被称之为“七仙女”。
到达陕北时5人幸存。

写下长征史上光辉的一页

　　女红军跟男红军一样，浴血奋
战、艰苦跋涉。同时她们克服了重
重磨难，为部队筹来了一担担粮
食，救助了一位位伤员，唱响了一
支支催人前进的战歌，写下长征史
上光辉的一页。
　　行军打仗，冲锋陷阵。红四方
面军妇女独立团在1933年4月与川
军的对战中一战成名。当时，军阀
刘汉雄率领的川军一个独立师，进
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与红四方面
军妇女独立团500名奉命转运伤员
和运输物资的女红军遭遇。时任团
长张琴秋深知敌强我弱，不可暴露
火力，决定智取敌人。她指挥官兵
们迅速占领制高点，一枪不发，静
等敌人靠近，进入最佳射程时一声
令下，女战士们火力全开，打得敌
人晕头转向。敌人以为遇上红军主
力，顿时乱了阵脚。张琴秋趁机率
团冲进敌群，处决了敌指挥官，缴
获一个团的枪支弹药。这场战斗让
全川为之大震。女战士们还参与了
攻克剑门关的城关，为后续部队开

凿爬雪山的“天梯”以及随西路军
血战河西走廊等战斗。红四方面军
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数量最多，但因
战斗任务牺牲很大。原本约3000人
的队伍，最后只剩下几百人。
　　中央红军的女红军相对较少，
为了便于统一行动，出发不久便将
女红军集中起来成立了一支妇女
队，刘群先任队长，金维映任政治
委员。在艰苦卓绝的转战环境中，
组织上没有给予她们太多照顾，她
们的待遇和男红军基本一致。康克
清曾亲自指挥红军作战，歼灭敌军
20余名。在行军中，她经常肩扛三
四支步枪，以帮助劳累的战士。贺
子珍曾冒着敌机轰炸救护伤员，导
致全身中弹17处。
　　筹集物资，保障后勤。红军长
征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女红军筹
集物资、保障后勤的优势很快显现
出来。在中央红军初次经过马尔康
地区时，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二团
就肩负起筹粮工作。为了能让部队
吃得上饭，她们坚决执行命令，努
力筹粮。但国民党在当地进行反共
宣传，对土司们威逼利诱，向群众
鼓吹红军非常“危险”，称若有红
军到来，任何人不得提供帮助，如
若违反，军法重处。当地老百姓也
不会讲汉语，交流中面临语言障
碍。为此，筹粮团只能找懂汉语的
生意人当翻译。这时女红军的性别
优势起到了作用，当地百姓看到跟
随翻译过来的是柔弱的女性，便不
那么惧怕了。最终，女红军们不仅
宣传了红军的政策，还筹到了不少

粮食。
　　红二方面军的20多名女红军被
编入各个部门。其中有的被安排负
责筹粮做饭当炊事员，也有从事军
需被服工作的。红四方面军妇女独
立团第二团的主要任务是后勤保
障，保卫后方机关、红军医院、仓
库，运送弹药、转运伤员、筹粮运
粮等。红25军的7名女护士主要负
责照顾伤病员，也负责他们的伙
食，她们把饭让给伤病员吃，缺少
粮食，就到山上寻找野果、树皮，
掺上米糠，给战士们充饥。
　　医疗救护、照顾伤员。长征途
中，女红军往往还担负着在战斗中
冒着炮火到一线抢救伤员、将受伤
的战士转移到安全地点的任务。红
25军的“七仙女”医护小组拥有相
对专业的医护知识，对伤员进行医
疗救治、包扎治疗等工作，用盐水
和自制的高锰酸钾溶液给伤员消
毒，行军途中药品紧缺，一到驻点
就想尽办法四处搜集、购买。药品
缺乏时就在行军路上采集有药用价
值的中草药熬成汤，给伤员清洗伤
口、治病。她们日夜轮流守护在伤
员们身边，精心照顾，帮助伤员解
除伤痛，对吞咽困难的重伤员，就
一口一口喂药喂食，挽救了不少红
军的生命。其他部队的女红军也负
责照顾伤员工作，中央红军的危秀
英，是出了名的“小个子”，却是
抬担架最多、救人最多的一位。
　　文艺创作，鼓舞士气。文艺工
作是女红军们的长项。长征中涌现
出 一 批 有 文 艺 才 华 的 “ 战 地 百

灵”。李伯钊是红军中的艺术家，
长征之初她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
干事，按照时间先后随中央红军、
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进行长
征，三过草地，一路行军一路演
出，率领红星剧社在战斗间隙给红
军战士们演出精彩的文艺节目，创
作了话剧《干人当红军》，歌曲
《打骑兵歌》《两大主力会合歌》，
编演了舞蹈《红军舞》等。红军战士
们在行军的夜晚宿营时唱起《打骑
兵歌》：“敌人的骑兵不需怕，沉着勇
敢来打它。目标又大又好打，排子枪
齐放易射杀……我们打垮它！”这
些优秀作品鼓舞了士气，扩大了红
军的影响力。中央红军的蔡畅，也
是长征中的文艺骨干，她常常给战
士们讲她在国外留学的经历，甚至
还会高唱《马赛曲》。

古有花木兰，今有娘子军

　　“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
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这首《红
色娘子军》主题歌，正是参加长征
女红军的生动写照。在这个本来只
应属于男性的漫长征途中，女红军
们克服生理上、环境上的困难，在斗
争中不怕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
从不以自己的女性身份搞特殊，更
不以职位高低谋特殊，始终自觉遵
守革命纪律，自警自律；常常冒着被
敌人追捕的危险舍身救护战友。经
过长征的女红军，是党和国家的宝
贵财富，也是我们当代女性的先驱
和榜样。  （据《学习时报》）

    ““红红军军不不怕怕远远征征难难””，，一一个个““难难””字字，，道道出出了了长长征征的的艰艰难难险险阻阻。。

    长长征征路路上上，，红红军军女女战战士士在在枪枪林林弹弹雨雨中中出出生生入入死死，，怀怀着着对对共共产产主主义义事事业业坚坚定定的的信信念念，，以以不不屈屈不不挠挠的的精精神神和和勇勇往往直直前前的的气气概概，，用用女女性性特特有有

的的坚坚韧韧与与生生命命极极限限顽顽强强抗抗争争，，为为长长征征的的胜胜利利作作出出了了不不可可磨磨灭灭的的贡贡献献，，成成为为中中国国革革命命巾巾帼帼英英雄雄的的代代表表。。

  长辛店曾是中国早期铁路修造
业和产业工人聚集地，也是京汉铁
路工人大罢工的主要策源地和发生
地之一，更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
人运动相结合的起点，被誉为“北
方的红星”。现如今的北京市丰台
区长辛店德善里18号院，坐落着一
座欧式二层红砖小楼。一百多年
前，这里被用作留法预备班的教
室，培养了大量进步青年，也为北
方 工 人 运 动 的 蓬 勃 发 展 贡 献 过
力量。
  留法勤工俭学，起源于赴法的
华工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中国派出20余万工人赴欧洲为协约
国提供战勤服务，其中有近14万人
在法国工作。为加强对赴法华工的
教育，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
人与法国学者欧乐，于1916年6月
在 巴 黎 发 起 成 立 了 “ 华 法 教 育
会”，将俭学与以工兼学相结合，
招收勤工俭学学生，被视为勤工俭
学的最早实践。
  1917年5月至1919年，北京、广
东、四川、湖南等地分别设立了
“华法教育会分会”和“留法勤工
俭学会”。这些机构又在保定、天
津、济南、上海、安庆、福州等
地，共建立20余所留法勤工俭学预
备班，吸纳青年学生参加短期培
训。自此，一场声势浩大的留法勤

工俭学运动，在中国大地上悄然兴
起。当时，许多青年在爱国精神的
感召下，以“勤于工作，俭以求
学”为宗旨欲求赴法勤工俭学。到
1920年，近1700名怀揣远大志向的
青年，视“改造中国”为己任，踏
上了留法的征途，在西方国家学习
新知识、新思想，研究传播马克思
主义，寻求救国救民之良方，也为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和发展

提供了基础。
  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就
是在这个背景下成立的。 1918 年4
月，毛泽东与蔡和森在湖南创立了
新民学会。 6月，毛泽东从老师杨
昌济那里得知，蔡元培正在北京筹
划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
感到很高兴，他主张“应研究世界
最进步的思想学说，了解各国实
情，加以选择、采纳，为中国所

用”，积极鼓励湖南籍青年赴法。
为寻求更好出路，毛泽东联系了北
京“华法教育会分会”，希望分会
能够在京开设预备班，接收来自湖
南的青年，为留法做准备。
  经过不懈努力，蔡元培、李石
曾与京汉铁路局和长辛店铁路工厂
多次交涉，最终说服京汉铁路局火
车房总管郭长泰，将自己的一座住
宅用作预备班教室。 1918年8月，
作为北京大学附设高等法文专修馆
长辛店分馆工业科的留法勤工俭学
预备班，在这座欧式小楼内正式成
立。蔡元培邀请了许多湖南在京知
名人士参加开班仪式，推选杨昌
济、胡子靖等为理事，要求为湖南
籍青年赴法提供大力帮助。
  1918年冬，在北大图书馆工作
不久的毛泽东，第一次来到长辛店
看望湖南籍学员。他白天在工厂里
考察，晚上则和学员们在米家胡同
的宿舍促膝谈心，宣传革命道理。
1 9 1 9 年春，毛泽东再次来到长辛
店，他带领学员深入工人群体、了
解工人疾苦、传播马克思主义，留
下了宝贵的历史足迹。
  之所以选择在长辛店办学，首
先是这里交通便利，明清时期就是
距京城最近的驿站，且修建了铁路
和工厂。其次，青年学员可以在此
半工半读，每天上课4小时，在工
厂做工6小时，学习技艺的同时也
能赚取一些生活费，以解燃眉之
急。预备班不仅教习法文，还传授
基本知识和粗浅工艺，注重理论联
系实际，实习课占比较大。
  大多数学员的生活条件都比较
艰苦，他们坚持学习，订阅《新青
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将
先进思想传播到拥有上千人的工

厂，教工人们识字、算术，给他们
讲授爱国道理，实现了知识分子与
工农大众的结合。蔡和森、何长
工、盛成以及第一位留法女博士张
若名等都在这里学习和从事过革命
活动。
  在1919年5月4日前夕，预备班
学员就与北京大学学生取得了联
系，表示支持学生运动。5月4日当
天，有部分学员从长辛店赶到北京
城内参加游行示威活动，给反动军
阀当局以有力的震慑。此外，还有
许多满怀革命热情、愿赴法寻求救
国真理的爱国青年进入预备班学
习，为他们日后学习先进知识、接
受锻炼、吸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前
提条件。尽管赴法学生大多对真正
的共产主义还没有清晰认识，但其
中不少都是抱着爱国理想，追求新
思潮，试图通过留学来图强。长辛
店留法预备班是唯一一个建在工厂
附近的预备班，为勤工俭学运动的
发展和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培养优秀
骨干作出了贡献。
  由于种种原因，长辛店留法勤
工俭学预备班不断遭到北洋政府
的刁难和打击，停止了办学。经
历了岁月的侵蚀，这座红色小楼
完整保留了下来。1984年，“长辛
店留法勤工俭学旧址”被列为第
三批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
6月，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旧址修
缮工程竣工典礼举行。2013年，该
旧址作为长辛店“二七”大罢工
旧址中的一项，被列为第七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这里
已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
精神的纪念地，诉说着那段不可
磨灭的历史。
     （据《中国国防报》）

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

“北方的红星”

  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