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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红色印迹》
火花巡展在“长征”

本报讯 今年是纪念中国工农红
军长征胜利80周年。10月20日上
午，团市委联合全国火花收藏家协
会、上海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上海
市收藏协会等单位在上海市长征中
学举行《红色印迹》火花巡展暨“做长
征人，塑长征魂”主题队会活动。

主题队会从长征路上“七根火
柴”的故事引入，介绍了长征的历史、
长征的意义以及近期国家建设中取
得的科技及军事成就。活动特别邀
请了参加今年暑期“重走长征路”红
色之旅活动的高中学生代表曹嘉
顺。他给少先队员们分享了自己的
成长体会和精神启迪，要继承和发扬
长征精神，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
做勤学、善思、奋进的长征学子。

学校教学楼大厅内还摆放着一
些特殊的火柴，平时我们见到的火柴
盒大多是矩形的，在这次活动中，主
办单位设计了一套新颖的“三角”、

“可动”火柴。“三角”是指三个不同的
面可以组合拼出“希望工程”、“学习
雷锋好榜样”和“青春上海”等不同图
样。“可动”是通过可视化、共享化的
多媒体技术扫码，实现共青团与青少
年的“火热互动”。据悉，三角火柴十
元一组义卖，所得款项全部捐给希望
工程，有需要的学生可以自取，并把
善款自觉投入边上的筹款箱。这对
孩子们来说既是一次爱心体验，也是
一场诚信考验。

沪大学生书法
讴歌长征精神

本报讯 记者 刘春霞 在中国
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日即
将来临之际，昨天，上海市“书法名家
进校园”暨大学生纪念长征胜利80
周年优秀书法作品展示活动在上海
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举
行。80余幅优秀书法作品在展现书
法魅力的同时，也讴歌弘扬了长征精
神。

上海市“书法名家进校园”活动
旨在搭建一个由学生、教师、书法教
育工作者、书法家共同参与的活动平
台，以提高汉字书写能力为目标，引
导广大师生感受汉字和书法的魅力，
激发热爱汉字、学习书写的热情，全
面提升汉字书写水平。活动自2014
年开展以来，通过组织开展书法课教
学技能展示、书法名家示范教学、选
派书法名家走进校园开展专题讲座
等举措，有效提高了上海教师的书法
教学水平和学生的汉字书写能力。

今年的书法名家进校园活动，以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为契机，举办了以“弘扬长征精神，传
承中华文化”为主题的上海市大学生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优秀书法作品展示活动，展览共展出
89幅书法作品，其中的80幅作品由
参加2016年上海市大学生纪念中国
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书法展示
活动中的优秀获奖选手所创作，9幅
作品由市书法家协会的张淳、晁玉奎
等知名书法家和高校从事一线书法
教育的专家教授所创作。

从关注一位老红军到地毯式寻访
今年64岁的刘炳华关注红军的

历史要追溯到小学时，过草地、爬雪
山，那是怎样的场景？上世纪90年
代初，刘炳华从华政研究生毕业后，
一次偶然的机会通过上海新四军历
史研究会，认识了抗大校友会上海分
会的长征老红军段德彰，开启了他
26年寻访老红军之路。

段老是开国将军，德高望重，那
一年这位原海军政治部主任，海军顾
问和夫人路毅因助人的感人事迹被
评上了上海道德模范，位列榜首。

在刘炳华心目中，段老关心青少
年成长。段老与刘炳华的友谊一直
保持到他去世。在生命即将画上句
号前，这位在医院里的老红军仍念念
不忘的是一位向他求助的失足并残
疾的未成年人。

20年多前，上海老红军的平均
年龄已接近80岁。刘炳华萌发了抢
救红军历史的意识，他想找到那些用
脚丈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那些老
红军，迫切地想知道他们的故事。

于是，有段时间，几乎每晚他都
要骑上自行车，奔波在江湾五角场、
警备区干休所等老红军集中的地
方。每次见面，他都会留下老红军的
照片，让他们签字。有一次他探望一
名老红军离开对方家后，天降大雨。
一会儿，他被一名驾小车的老红军身
边的工作人员追上了，对方说，这是
首长叮嘱的，让他把自行车放在后车
厢里，送他到家，生怕他淋雨。

时隔多年，让刘炳华记忆深刻的
是一名叫汪学亨的长征老红军，他是
一名残疾军人。刘炳华找到他时他
正在吸氧气，身体状况不太好。得知
有人要来采集老红军史料，汪老特意

让女儿把自己的头发整理清爽，以
便在拍照时能显得更精神一点，没
想到这次访谈好后没多久，汪老就
去世了。

“三过雪山、数过草地，这些汪老
都经历过。长征刚刚结束，汪老就参
加了西路军，当时奉中央军委之命，2
万人过黄河，最后只剩下几千人生
还，非常悲壮。其间，他被俘后逃了
出来，独自一个人游过了黄河，回到
延安。这段英勇的历史，老人以前不
愿对别人说起，唯独在弥留之际说与
我听，我听了非常感动。”说到一半，
刘炳华有些哽咽，“汪老在上海时还
参加过横渡黄浦江呢。”

还有一位老红军、开国少将张宜
步有一只眼睛失明，那是在一次长征
夜行途中，被树枝戳瞎的。当时部队
决定让他留下，让当地老乡照顾他，
他却一定要跟着部队走，说“死也要
死在队伍里”。

刘炳华遇到过几位身上伤痕累
累的老红军。其中一位是开国少将
魏天禄，在长征时他已是团级干部。
一年夏天，他看到穿着西裤的魏老腿
上都是弹孔，便抓拍了下来。“有的子
弹拿都拿不出来，魏老去世后骨灰火
化，家属要求把骨灰里的钢片取出来
留作纪念。还有一位叫王西元的老
红军，残废等级很高。我对他腿上的
伤拍了特写，还用尺量一量他伤口的
长度。有时候我一边和他们交流一
边流泪。”

为老红军保留那段珍贵的历史
寻访的过程属于滚雪球式的，从

1995年开始，他开始在报纸上连载，
撰写老红军故事的短文。有出版社
建议，他将这些撰写成书。他便动
笔，写就了《情系长征路》、《情系军魂

——老红军访谈录》等书，其中很多
都是颇有名望的老红军。后来他到
北京、南京等地出差时，也会抽空访
问当地的老红军。

每年的长征纪念日、建军纪念
日，他与上海的老红军都有书信、电
话往来，即便是老红军去世了，他也
和他们的子女保持联系。如果实在
太忙，他会委托儿子探望老红军。
2006年，刘炳华的80后儿子参与了
团市委举行的薪火长征路活动，重走
长征路。后来，他还作为红军精神的
传承人加入了上海红军后代联谊会。

“这些年，老红军陆续离开了人
世。我面对面对话过的共有123位
老红军。10年前上海还剩40多位老
红军，现在估计健在的只有个位数
了。”在这些年的走访过程中，刘炳华
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史料。在他家里，
他拿出了满桌子整理好的档案册，里
面相当一部分档案材料是老红军留
给他的，包括自传等。“4年前我退休
了，有相对宽裕的时间，只要有时间
我还会陆续整理。”

“老红军的精神感染了我。我做
这些事的时候一点都不疲倦。现在
是和平年代，没有枪林弹雨，我们现
在吃的苦不能和当年比。”刘炳华对长
征精神的理解很传统，“正所谓革命理
想高于天。那时很多老红军的文化程
度不是很高，但他们有理想，为人民谋
福利。这是一种信念、意志，是后代人
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贵财富。你
看，有的火箭、卫星都是用长征几号
来命名。两万五千里长征每每都能
入选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事，当年这
些红军战胜了大自然，体现了自我牺
牲的精神，形象地体现了红军的豪
迈。如果现在的年轻人再把长征精
神发扬光大，则无事不成。”

检察官26年寻访申城123位老红军的史料 他说

年轻人能发扬长征精神则无事不成
见到研究红军及红军历史的学者刘炳华时，记者就被他的扑面而来的热情感

染了。26年，他陆续走访了123位老红军，很长一段时间每天下班或休假日走访
一位老红军成了他雷打不动的“任务”。

刘炳华自制的老红军及亲属通讯录，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更新一次。最近的一
次更新显示，上海健在的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只有六人，其中属于地方上管理的3
人，属于军队管理的3人。“他们都是见证这段历史的国宝。”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刘先生向记者展示他搜集的丰富史料。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