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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渡大渡河铁索桥遇险 战斗中子弹从身上“穿进穿出” 枪林弹雨中救活血肉模糊的战友

长征路上血与火的峥嵘岁月 老红军要把红色家训进行到底

被誉为“飞将军”的现年91
岁的李文模离休前是东海舰队副
司令员，他 10 岁随红军参加长
征，14岁在延安加入党组织，是
当时延安最小的党员，从红军小
战士成长为有海陆空战斗经历战
功卓著的将军，他的团队经由毛
泽东主席提议，曾被国防部命名
为“海空雄鹰团”。

年初，李老在家不小心摔跤
造成骨折，继而并发肺炎，迄今未
愈，住在海军411医院。昨天上
午，东海舰队副政委受习近平主
席委托，代表舰队党委，前往医院
慰问李老，并带去了中国工农红
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章。

原本低调的小女儿李甄经不
住本报记者的诚意邀请，敞开心
扉，述说了父亲的故事，希望能借
本报向青年讲述老红军的故事，
让青年传承长征精神：

1925年年初，李文模出生在
四川一个小山村。因家境贫寒，
父母将他卖给别人做养子。1934
年秋，家乡成立了乡苏维埃政权，
他参加了乡儿童团。在一次放哨
中，他识破一名化装成叫花子的
国民党侦察员，为红军截获了重
要情报，被选入到区儿童团。

1935年4月，年仅10岁的李
文模被破格批准加入红军部队参
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现在大家称
红军为战士，但当年他们被称为

‘红小鬼’。爬雪山时，断水又断
粮，战士们饥寒交迫，父亲因为体
力不支，头晕目眩滑到雪山下面
了，很快被大雪覆盖了。身后富
有经验的红军战士发现了他不断
地在大雪里挣扎，叫了另一名红
军战士滑到山坡下，连拖带拉把

我父亲刨出来，救了我父亲一
命。”说到这里，李甄吸了一口气，

“真的很险，如果不是那两位战士
相救，他可能会滚到更深的坡，经
常有人滚下去，摔伤昏迷，很快就
冻死了……”

李文模随红四方面军三过草
地，每一次都经受着生死考验。
一开始一些战士没经验，陷入泥
潭，前来搭救的人也相继陷入其
中不可自拔。“那些草地不是看
上去的草原。里面充满了陷阱，
稍有不慎就会被吞没，非常惨
烈。有一次，父亲在过草地时被
两个大冰雹砸中头部，疼痛难忍
倒地不起，是后面的战士拉他起
来搀扶着他走了好长一程。后
来有经验了，大家会把枪或者绑
腿给陷入泥潭的战士，兴许还有
几分生还的机会。几乎每天都
有冻死、饿死、病死、滚下山坡的
战友。有几个‘红小鬼’比我父
亲略大一点，有几次父亲拍拍他
们，他们一动不动，一个个都倒下
了。”

进入草地后不久就发生了断
粮。因为没有粮食，战士们只能
吃草。刚开始还有水喝，后来只
能喝马尿，再后来甚至只能吃皮
带。“因为难以下咽，父亲他们把
皮带用小刀削成一条条的，用水
煮，用火烤软，把胶皮洗掉，这样
硬得啃不动的东西，他们都不舍
得吃。一个班10个人小心翼翼
地分着吃。一路上他们拼命喝
水，试图让肚子鼓起来，感觉像吃
饱了。”

在父亲述说的所有回忆中，
强渡大渡河那段给李甄留下了深
刻印象：那时，国民党抢占了桥头

堡，因为抵抗不了红军的攻势，打
算撤退。撤退前，他们一把火把
架在大渡河铁索桥上的木板全部
烧掉。13根铁锁链下水流湍急，
22位勇士强渡大渡河。桥面晃
动很厉害，他们或跪着、或趴着穿
越过桥，还要抵御敌人的冷枪，有
4名战士不幸牺牲。“现在的文艺
作品上都说18勇士强渡大渡河，
其实是22位。”

“18位先遣勇士占领了桥头
堡的同时，后面的战士问当地村
民借门板或者床板，每挪动一步
就在桥上铺设一点。板与板的间
距很大，据我父亲回忆足足有
60~70公分宽的空隙。那时我父
亲只有10岁，吓得不敢过桥。有
一位一直很照顾我父亲的红军战
士让两位‘红军大哥哥’把绑腿解
下来，系在我父亲腰间，就这样

‘拎’着我父亲过了大渡河，过桥
时父亲曾一脚踏空了，差点摔了
下去。幸好大哥哥拽着一拎，把
我父亲拽了上来。”

1939年9月，年仅14岁的李
文模，因学习努力，工作表现突
出，被党支部破格吸纳为中共党
员，可以说是当时延安年龄最小
的党员。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
和平解决后，杨虎城将军派一架
小型军用机送周恩来回延安。李
文模和两个一起学习的小战士相
约半夜起床步行到延安飞机场，
想要近距离看看飞机长什么样。
上午9点多钟，他们看到周恩来
从飞机上走下，机灵的李文模钻
到前面，响亮地报告：“首长好！”

“小鬼，你是哪个单位的？”周恩来
摸着他的头问道。“我是‘红大’

的，天还没亮就到这里来欢迎您
啦！我想问，长大了能当红军的
飞行员吗？”“有志气，我看能，一
定能。不过你现在要好好地学习
文化才行。”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文模随
中共中央土地改革考察团到晋绥
边区农村搞土地改革总结。他与
毛岸英同吃同住同劳动。1947
年，李文模多次向上级提出到航
空学校学习飞行的申请终于获准
后，毛岸英祝贺他，并将自己一张
一寸小照片送给他作为纪念，李
文模珍藏至今。

毕业后，李文模被编入中国
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师第一米格
15歼击机团，成为能开喷气式战
斗机的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之
后屡立奇功，被誉为“飞将军”。

现在的80后、90后对80年
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知之甚少，
亲耳聆听那段历史的人并不多。
近日，北外滩近百名商务楼宇里
的白领聚首“网红书店”建投书
局，李甄向白领们讲述了父亲参
加长征的经历，并与大家分享了
父亲的红色家训“认真、严谨、责
任、总结”。

现任上海聚阳机械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的李甄告诉记者，父
亲有三名子女，平时他话也不多，
性格较为内敛，秉持“身教重于言
教”的教育原则。“长征我没有亲
身经历，但是从走过长征岁月的
父亲身上，我看到了长征精神带
来的强大力量，正是这种精神的
力量让我有勇气带领企业党组织
和企业共同走出困境，并帮助一
批又一批社区的困难学生走出人
生的泥潭。”

“飞将军”李文模：差点摔下雪山
女儿李甄：我看到了长征精神带来的强大力量

“真的很抱歉，父亲这两天
血压有点高，现在住在瑞金医院
里。我们怕他情绪太激动，所以
尽量不要打扰他。”原任上海市
卫生局局长的洪明贵是1918年
7月8日出生的老红军，现年98
岁。在小儿子洪力眼里，年事已
高的父亲念念不忘祖国未来的
花朵。“明天父亲要捐5万元给
老区一所小学的 20 位贫困学
生，每个人2500元，专款专用。
27号我会代父亲到六安把钱送
到贫困生手上。”

“这些年，我还加入了红军
后代联谊会，通过联谊的形式传
承父亲的精神，甚至还重走了长
征路。父亲非常关心老区的爱
心助学。早在2012年，他就向
老区学校捐献了200 台英文复
读机。”洪力笑着说，别看父亲年
近百岁，但当年却有三个“小”，
一个是“小看护”，1931年参加
红25军时父亲只有13岁；1939
年父亲从卫校毕业后，担任刘伯
承元帅的保健医生。那时父亲
年仅20岁，个子小，被亲切地称
为“小医生”；解放后，父亲担任
中央卫生部医疗预防司司长，陪
同苏联卫生部长时受到周恩来
总理的接见。周总理对父亲比

较关心，问何时参加的红军，父
亲说13岁就参加了红25军，周
总理记住了这位“红小鬼”。后
来父亲接待印度卫生部长时再
次见到了总理，周总理一见面就
喊我父亲“红小鬼”。

让洪力引以为傲的是，父亲
所在的红25军有几个特点：它
是长征路上最小的一支部队。
1934年11月份开始长征，1935
年最早到达陕北，在没有电台和
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全靠决
策向北走。25军都是年轻战士，
善于打仗，领导都在前面冲锋陷
阵。“让人惊叹的是，红25军在
长征之初有 2900 人，到达陕北
后变成了3400人，部队人数不
减反增。到了陕北后，部队的装
备、服装、钱款都比较宽裕。毛
主席还曾向军长徐海东借2000
大洋，徐海东送了 5000 大洋给
毛主席。红25军在长征路上创
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这是长
征路上唯一建立根据地的部
队。”

“给你讲几件趣闻吧。我父
亲曾参加百团大战，当时部队俘
虏了日本的一名军医，经过思想
工作，该军医为父亲所在的队伍
服务，还加入了共产党，改名叫

白云。1960 年，他作为日本共
产党代表团到广慈医院（现在的
瑞金医院）来访问，邂逅了当时
在医院当院长的父亲，他认出了
我父亲。还说，‘洪医生，你认识
我吗？’”

“长征中大小战斗上百次，
最让我父亲刻骨铭心的是他经
历的三场战役：独树镇战斗、庾
家河反击战、四坡村背水之战。”
洪力介绍说，红25军开始很顺
利，先通过平汉铁路进入河南桐
柏山区，又跳出包围圈挺进伏牛
山区，当途经河南成县独树镇
时，突遇寒流，气温骤降。部队
遭遇了敌人的包围，一群年轻的
战士不幸牺牲。危急时刻，军政
委吴焕先赶到前面，他从交通队
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大吼一
声：“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共
产党员跟我来！”他高举大刀，带
着交通队两个班冲进敌阵，和敌
人展开白刃搏斗。士气顿时大
振，战士们利用地形地物与穿梭
而来的敌人展开战斗。副军长
徐海东带领后续部队赶到，加入
战斗。一番恶战，终于打退了敌
人。晚上，又累又饿的父亲正想
美美地睡上一觉，就被医院院长
钱信忠给拽出来，跟上部队，在

当地地下党的带领下，突出包围
圈继续远征。“我父亲后来才发
现军领导的决策是正确的，如不
连夜出发，天亮后敌人一旦反
扑，后果不堪设想。”

1934 年 12 月 10 日，红 25
军进入陕南，在庾家河开会研究
在鄂豫陕边区创建新的革命根
据地问题，一场恶战又悄然而
至。“那场战役中，一颗子弹从徐
海东军长的左耳根下穿入，右脑
部穿出；程子华军长的双手被炸
弹炸烂，血肉模糊。我父亲守着
简单的药箱，用碘酒抹上凡士林
再绑上纱布，靠着简陋的药品和
医疗方法，昏迷数天的徐军长居
然奇迹般地生还。”

洪力回忆说，解放后父亲曾
作为第一批卫生领导干部到苏
联考察，后来出任了中国卫生部
第一任医疗预防司司长，开创了
三级医院的划分，对中国医疗的
改革做出了开拓性的尝试。

“父亲对我们子女的教育是
要淡泊名利，所以我们四位子女
没有人经商，从事的都是工程
师、医生、技术员等最普通的工
作。父亲也一直教诲我们要传
承红军精神，要和老百姓打成一
片。”洪力说。

老红军洪明贵：曾是“小看护”
儿子洪力：长征纪念日父亲给贫困学生捐款

1917年11月27日生的上
海警备区原顾问、正军职老红军
胡守富可以说是上海健在的最
年长的老红军，今年99岁高龄
了。老人的身体不错，一直住
在长征医院的他前不久还接待
了一群慕名而来的大学生。昨
天，他精神气十足地在本报记
者的面前穿上军装，戴上勋章，
迎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
年。

他1931年 8月参加红军，
历任红三军司号员、班长、排长、
团长，参加了五次反围剿作战，
爬过雪山和草地，从枪林弹雨中
走来，对现在的生活倍感珍惜。
从一名红军小战士成长为上海
警备区副司令员，胡守富经历过
上百次战斗。曾荣获二级红星
功勋荣誉勋章、三级八一勋章、
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
勋章。1936年，他随红二方面
军到达陕北，与中央红军胜利会
师，随后又参加了平型关、阳明
堡、百团大战、鲁西南等著名战
役战斗。

年近百岁的胡老听力有些
下降，隔三差五就会探望父亲的
大儿子胡新华自告奋勇当起了

“翻译”。“父亲七八岁时，成了孤

儿，不得不到地主家里放牛，12
岁时，父亲生了褥疮，被地主赶
走了。当时村里有个小名叫‘小
东子’的孩子被收进了部队，父
亲的小名叫‘大东子’，他不服气
问红军干部‘为何收他不收我’，
双方争执时巧遇路过的贺龙军
长，特批参军，于是我父亲就留
在军部里当司号员，主要工作是
吹号。”

“吹了三五年号，父亲开始
跟着部队打仗。当时他成天和
贺龙军长在一起，深受军长喜
爱，贺老总一高兴，就会用烟斗
敲他的头。”胡新华介绍说，

“1935年，父亲所在的红二军团
开始长征，每名战士都背着粮
袋，条件好的时候粮袋里有炒熟
的大麦、黄豆。过草地时，很多
人饿极了，便抓起干粮大把大把
地吃，但父亲每次只吃几粒粮
食，这正是他能走出草地的‘小
秘密’。但后来还是断炊了，食
树皮和草根是司空见惯的事，听
我父亲说，有一次过草地时，实
在没吃的了，贺龙军长见伤病员
和‘红小鬼’们快撑不下去了，还
把一匹马杀了。爬雪山的时候
很艰苦，大家怕滑倒，手拉手，下
山的时候，有人把背包垫在屁股

下，从山上滑下来。这种苦是现
代人不可想象的。”

“我们在家吃饭时，他吃饭
的速度非常快，我们问他，‘你吃
那么快干吗？’他回答说，‘战争
年代，如果吃得慢就赶不上队
伍。’他到现在都不喜欢喝水。
因为当年晚上行军的时候，有人
去方便后，一转眼大部队就不见
了。”胡新华说。

胡新华说，因为没有亲历过
这段历史，有些80后90后都不
相信当年会那么艰辛。“我们希
望让年轻人了解这些历史。几
个月前，有一群大学生过来，他
和几位大学生说，‘我现在有五
个孩子，已经很幸福了，长征的
路很不容易，很多战友都没看到
新中国诞生。过草地爬雪山的
艰苦，你们这代人感受不到。我
女儿大学时入党，我曾让她到爷
爷那里汇报。我父亲对她说，

‘你是党员，和普通人不同，要起
到模范带头作用，吃苦在前，享
受在后。”

胡守富还对大学生说，“我
看到新中国的成立，也看到改革
开放后国家的富强，但我的很多
战友却长眠在雪山草地里，他们
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献出了生

命。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都
明白‘打江山’的不易，你们青年
一代更要担负起建设祖国的重
任。”

在长征途中，胡守富负了四
次伤，中了许多炮弹和枪伤，到
现在左腿走路都一瘸一拐的。
一次战斗中，敌人的子弹从胡守
富的前左大腿打入又穿出。按
规定，伤员一般就地留在老乡家
养伤，以免耽误部队行军，但贺
老总得知胡守富负伤后，说：“这
个小鬼还小，不能留下，要抬
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胡守富
由几个战友用担架抬着走。途
中，红军经常遭遇国民党军围追
堵截，后来一名抬担架的小战士
不幸牺牲。“当时部队里很多战
士没有文化，很多人甚至都不知
道自己的名字，直到现在我父亲
都不知道他的名字，这也成了他
最大的遗憾。

“我希望把我的一生经历向
后代传送，像讲故事一样讲给他
们听，使他们懂得今天的一切来
之不易。在战争中，我负了几次
伤，还能留下后代，他们也很幸
福，教他们要保持革命的传统。”
胡守富说。

（鸣谢黄泽晖、龙钢）

“红小鬼”胡守富：曾四次负伤
儿子胡新华：我们希望让年轻人了解这些历史

胡守富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洪明贵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