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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看

法，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

——埃德加·斯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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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我与十几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徒步重走长征路。在近半年的

时间里，沿中央红军长征路线寻觅历史的遗迹。途中遭遇了各种常人难以想

象的困难，既有骄阳酷暑似火，又有大雨、冰雹、寒霜；既要经常忍受孤独（有

1/3 的路程是由我独自行走的）、伤病的折磨，还要时刻防范毒蛇、猛兽、强盗的

侵袭以及迷路的困扰；特别是在川西北藏区的皑皑雪山和茫茫沼泽草地，其艰

其险更是用语言难以形容。

长征路是神圣的。在长征路上，我的内心经常受到强烈的震撼，多次被先

烈们的壮丽史诗感动得潸然泪下，由衷敬佩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军指战员们所

展现出的崇高的信仰、坚贞的操守、不屈的气节和为理想而前赴后继的献身

精神。

在长征路上，我多次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想写点什么来祭奠血洒长

征路的无数忠魂；做点什么来让更多的人们——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了解这

些长征史实，在国泰民安、人民自由生活幸福的今天，共同追溯中国现代史上

这段可歌可泣、苦难而悲壮的往事，齐颂这首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诗篇。

我深知以自己的写作基础和经历要实现这个目的，是困难重重的，但长

征路上先烈们的英勇事迹深深地撼动着我的心灵，我深切地感受到：竭尽全力

地弘扬长征精神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2007 年 5 月，我把精选放大二百余幅我的长征路上摄影作品，在松原市

举办了两场摄影展，没有料到的是此次活动被当地电视台、报社在主要时段、

头版大篇幅作了重点报道，更使我感动的是市民观者如云、好评如潮，岁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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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烟没有淡化百姓的记忆，人们并没有忘掉长征，大家对我的这一举动称赞不

绝，一位老先生紧紧握住我的双手激动地说：“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长

征！”

我豁然开朗，用喜闻乐见的图片形式反映长征、歌颂长征不是很好吗？

经过再三斟酌，我选择了用图片配以长征史实和我在长征路上的见闻，来反

映红军的长征和长征沿线近些年日新月异的变化。

其后，我陆续添置了摄影器材，学习摄影技能，为了尽可能多地再现历

史，准确反映长征原貌，我一方面收集大量参考资料，一方面又五次重走长征

路，寻访、拍摄了红军五条长征路线上的遗址，并整理与之相关的动人故事。

七年中，我采用步行、驾摩托车、乘车等方法累计行程九万余公里，拍摄

照片一万余张，精心绘制了长征路线图草稿四十余幅，基本上涵盖了五条长

征路上的绝大部分遗址遗迹。本书回答了红军为什么要长征，都有哪些党和

红军的主要领导人、哪些部队参加了长征，长征路上主要有哪些遗址遗迹？

相信本书作为通俗读物，对于喜欢红色旅游、了解长征沿线优美风景和民风

民俗、热爱长征史及学习中国革命史的人们都会颇有益处。

此书创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是巨大的，从某种角度来说，正是长征路上

英雄们的在天之灵，鼓舞和鞭策我克服了重重困难，才能使我坚持完成此书

的创作。

在此，诚惶诚恐地将此书献给——用生命书写长征这首壮丽史诗的红军

将士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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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奔向长征路

当我背起沉重的行囊，

思绪飞到了茫茫的远方。

那里有我生命的新起点，

那里有我梦魂牵绕的地方。

在那里谱写了新中国第一首摇篮曲，

在那里奏响了人生美丽的乐章。

无数后人迷恋长征，

迷恋这个千古绝唱。

无数后人要体验长征，

使心灵和肉体经受激流的涤荡。

……

这是我们单位部分复转军人在 2007 年元旦晚会上的一首诗朗诵，当我

们统一着装，迈着整齐的军人步伐，用军人特有的豪气，充满激情地高声朗颂

这首诗时，我们身后的银幕上，伴随着悠扬、深情的《十送红军》乐曲，出现了

一幅幅我在长征路上精心拍摄的照片，这个节目一结束，朋友们给予了极为

热烈的掌声。这是整台晚会最受欢迎的节目，我感到非常欣慰。    

这首诗，是我用近半年的时间用实际行动，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

困难，用汗水、泪水、血水写成的，是我重走长征路的真实感想和体会。

诚然，我们现在重走的长征路其艰苦和危险程度，远远无法和当年红军

相比，但至今，每当我回想起走在那长征路上的时刻，我就情不自禁，激动万

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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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 2006 年 2 月 8 日，我听说中央电视台在网上“征兵”，要重走长征

路。我急忙在有关网站上查看：中央电视台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70

周年，以崔永元作形象大使，从 2 月 7 日起，在全国“征兵”十天，经过严格的

体检、体能和心理测试，组织最终入选的 21 人参加大型系列节目“我的长征”

活动，计划用大约一年的时间徒步重走中央红军的长征路线。我看到这则消

息，心情非常激动：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啊！长征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太神

圣了： “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这在我们思想上

已经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说起爬雪山、过草地就会想起红军、想起长

征。

重走长征路，这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红军为什么要长征？从哪儿开

始长征的？在哪儿结束的？既然要战略转移，为什么要走那条线路，为什么

不到北方来？红军长征路线具体在哪里？长征都经过了什么地方？雪山草

地在什么地方？红军经过的少数民族地区还是那么荒凉吗？是否还有野蛮

人？中央苏区在哪里…… 我太想解开这些谜了！

重走长征路要经过万水千山，要经受严酷的风霜雨雪和大自然的考验，

一个人是无法长征的，我要抓住这个机遇，力争参加“我的长征”这个队伍。

我精心写了申请，如实填了表格，第二天我就给组委会发去了报名邮件。    

报名后的那些天里，心里忐忑不安，度日如年，天天盼望央视的消息。    

我非常自信，我感觉一定能吸收我“入伍”：我有过 21 年的军旅生涯，无

论政治条件还是身体素质，我都是比较过硬的；我又有些担忧：一是年龄偏大，

红军当年参加长征的人员中年逾五十者屈指可数。二是报名的人数太多 ( 后

来经统计，央视剧组公布在十天之内全国就有 5868 人报名 ) ，在如此庞大的

竞争队伍中我能否脱颖而出。

在 3 月份，我分别收到了央视剧组有关人员的三封邮件，由最初的候选

人之一到最终落选，他们遗憾地告诉我：“入选的人太少，报名的人太多”。  

我理解组委会的难处。一开始我就怀疑，在全国那么多报名人中，奇迹会

出现吗？“绣球”能砸中我吗？命运之神会青睐我吗？我不相信命运，但我

相信经过自己的奋斗，奇迹就会出现。我悄悄地做好了自费徒步重走长征路

的各种准备，我曾在网上发贴：跟在“我的长征”队伍的后边，做个“编外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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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不是很好吗？这个帖子受到许多网友的赞扬，并被推荐为精华贴。从

这时起，我经常与四位同志进行电话联系：一位是在央视节目中第一期“我的

长征”露面，使我非常羡慕，但又在最后落选的美男子蔡朝峰；一位是现役军

官，后来成为正式队员的马大姐；另一位是在网上知名度最高的“全能冠军” ，

也是正式队员邵夏珍；最重要的一位就是广东某报的记者邓俭，他给我提供了

一些可靠“情报”。邓俭比我大两岁，故一直叫他邓大哥。我们每天几乎都通

电话，他也是“心比磐石坚” ，我们交流各种信息，商量着所携带物品，动身的

时间…… 

在得到了家人的同意和支持后，我精心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请假很

难。我当时任人力资源部主任，放下工作去走长征路，领导没有准假。我理解

领导的难处。但我已经五十多岁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在我第三次请假时，

我向领导提出：我辞去人力资源部主任职务，不要工资，先跟着走一段，体会一

下长征。主管领导最后同意了我的请求，并再三提醒我要注意安全。

我，高兴极了！ 2006 年 4 月 19 日，这天正是我 51 周岁生日。晚上丰盛

的生日宴上，我满心惦念着我的红色之旅，全然不知佳肴的美味。在晚十点，

我背上五十多斤重的沉重背囊，登上了南下的列车。列车缓缓驶离站台，望着

暗淡灯光下渐渐远离的妻子和孩子，我心里一阵惆怅——长征路凶险莫测，我

能走完长征路吗？我还能顺利回来吗？我还能看到她们吗？……

我抵达长沙已经是第三天的中午，昨天早上在长春还寒风料峭，现在这

里已是热浪袭人。我顾不上前往橘子洲头和岳麓山，急忙咨询开往井冈山方

向的汽车在哪里？这时过来一个开摩托车的，自称把我送到汽车站去只收 20

元，说打的需 50 元。我看这个人的外表也老实，就同意了。没想到坐他的摩

托车刚走一会儿，他就不走了，并强行索要 15 元钱，在我们争论中，又过来几

个摩的，我一看他们摩托车连牌照也没有，好汉不吃眼前亏，只好自认倒霉。

这时从附近的工厂里走出一个干部打扮的人，得知真相后，告诉我：这些流氓

就歧视欺负外地人，并告诉我到汽车站的公交路线。

在汽车站旁，我住进了一家小旅店。包间里边放了两张单人床，破旧的桌

子旁并排放两把磨破了扶手的沙发，门上的暗锁坏了，在它的位置上有个黑

洞，屋里的一切在走廊里一览无余，门在里边是不能插上的，这使我非常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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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一来了抢劫的就麻烦了，我带了部分现金、银行卡和两架照像机，容易成为

洗劫的对象，更担心如果夜里钻进来个女人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无奈只

好把桌子、沙发都顶住门上，桌子上又放了一盆水，这样才提心吊胆地住了一

宿。　

井冈山市（夏坪镇）标志性雕塑

天刚蒙蒙亮，我吃过了早点，坐上了开往井冈山的汽车。路况不太好，大

客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跳荡，跌跌撞撞，摇来摆去，在曲曲弯弯的山路上发动

机连续不断地呻吟着。这条路路面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处在湖南和江西公路

的交汇处。

我到井冈山的茨坪已是 4 月 22 日下午。

茨坪是个非常迷人的新兴旅游城镇，如同一颗美丽的明珠镶嵌在披满苍

松翠柏的群山之中。山风滋润、日照充足、街道古朴整洁。街道两旁的商店货

架上琳琅满目。各种饭店、小吃部的员工叫声聒耳。但因外地游客多，所以物

价偏高。

邓俭大哥已在上午到达，并给我发短信告诉我：住宿处已安排。经过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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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魂，我感到出门在

外有个伴儿真好。我

和邓大哥住进了档次

最低的三人间，每人

每 晚 25 元，这 是 我

们重走长征路中住的

最贵的旅店。

我和邓大哥之所

以一同约好来到井冈

山：一是为找崔永元。

当时崔老师正率央视

《我的长征》剧组的队员们在井冈山，进行重走长征路前的高强度体能训练，

我们还是想力争参加央视的队伍啊；二是井冈山根据地在我的心中是神圣的，

是毛泽东创建工农武装、走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革命道路的起点。另

外，我当时还以为红军长征是从井冈山出发的呢。更不知道还有红二方面军、

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和抗日先遣队的长征。我研究长征，就是从井冈山开

始的。

我们决定尽快找到《我的长征》剧组人员，了解一下他们拉练的情况。力

争能够融入他们的队伍。晚上 5 点多，我和邓大哥一起来到武警宾馆。在隔

壁的军营操场上，战士们队形整齐划一，正随着指挥的手势歌声嘹亮地唱着：

红米饭，南瓜汤……在进行餐前唱歌。

剧组工作人员都在忙碌着。啊！终于见到崔永元了，他没有明星的架子，

和蔼可亲，还和指战员们照了合影，后又答应战士们的请求，单独和每位军人

合了影。

他热情地和我们握了握手。他身材很魁梧，比我印象中要高大，大家都称

他为崔老师。他是我非常敬佩的电视主持人，也是一个平民明星。他坦诚地

告诉我们，想加入央视《我的长征》剧组的人太多了，他无权决定加入新队员。

这样的结果是在我的预料之中的，心情又很释然。当时到瑞金想加入或打算

跟央视《我的长征》剧组走的人就有好几百人，在剧组的后面走，势必会干扰

　　井冈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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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茨坪一角

和影响他们的节目质量，只能走在央视剧组的前面。

我暗暗下决心：现在的困难再大，还有当年红军长征遇到的困难大吗？就

是有千难万险，也一定要把长征路走一遍，并走到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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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亲历红色故都
　

（中央红军的长征）

参加央视《我的长征》剧组，成为正式队员的计划落空后，邓大哥和

我决定自费徒步重走长征路，在开始出征前，我们利用几天时间先后分

别乘车参观了兴国、于都、宁都、瑞金等革命老区，保存完好的大量革命

遗址遗迹，使我深受教育，感触很多……

中央苏区的创建和发展，注定要成为长征这部英雄史诗的前奏曲。

1927 年 4 月 12 日，随着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的血腥屠杀，第一次

国共合作的蜜月结束了，国共两党从此也结下了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为反

抗国民党蒋介石的残酷镇压，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率领广大群众展开英勇

的武装斗争，建立了数十支工农武装和多块根据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

革命。

1927 年 10 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分人员上了井冈山，开始创建井冈

山革命根据地。1928 年 4 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 800 余人

的部队和湘南暴动农军一万余人陆续转移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部

队在井冈山会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同年 12 月中旬，彭德怀、滕代远等率领湖南平江起义后组成的红五军 700 多

人到达井岗山，与红四军会师，进一步增强了井冈山地区工农武装的力量。

为了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壮大和粉碎敌人“围剿”的需要，毛泽东和朱德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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