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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前,红军艰苦卓绝的长
征改变了中国；当年参加长征的红
军老战士至今健在的已是屈指可
数，在“八一”建军节来临前夕，把
他们的人生经历告诉大家，正是对
长征胜利80周年最好的纪念。

14岁就成为“红小鬼”的秦师，
是目前淄博市唯一健在的老红军，
今年已是97岁高龄。他的传奇之处
在于一直是一线的战斗兵，打过许
多硬仗恶仗。当年，他凭着顽强的
毅力，在长征中三过雪山和草地；
凭着高昂的战斗热忱，穿越了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枪林
弹雨。

作者臧洪君作为秦老在理工
大的同事，自然对秦老的革命历程
有更多近距离深入了解的机会。几
年前，秦老每天定时到活动室运
动，作者常与秦老聊天。带着真挚
的敬佩之情，臧洪君撰写了《97岁
老红军秦师追忆三过雪山草地》一
文，为我们讲述秦师的艰苦长征
路。更让作者感动的是，秦老至今
依然保持着老红军战士的赤子之
心。秦师身材魁梧，朴实善良，为人
低调随和，单位多次分房，老人都
没有提要求，至今依旧住在三十多
年前的老楼房中。老人除了耳背，
与人交谈有些困难外，腰板依然挺
得很直，保持着军人的良好作风与
习惯。“秦老是令人尊敬的老革命，
朴实善良，从不向单位提要求，在
熟悉他的人中口碑很好。”

这期的“老照片”栏目，选取的
同样是一位老兵的珍贵旧照，今年
已89岁高龄的张士太少年时参加
了抗日儿童团，戏剧性的是，解放
前破坏敌人桥梁的他，解放后却成
为一名专门修桥的铁道兵。

几十年的磨砺，让健在的老兵
们像一坛老酒，愈老愈醇。他们鲜
活生动地诠释了革命者的壮举，写
就一曲永不该忘记的信仰之歌。

本期人文的“寻踪”版，则在炎
炎酷暑的三伏天里，为读者们展现
避暑胜地青岛过往的人文时光。占
领青岛前，德国人就认为“青岛具
备成为欧洲人在亚洲特别舒适的
居住地”的先天条件，胶州湾事件
后，德国人决定把青岛建设成“东
亚绝佳的避暑和游览胜地”。上世
纪三十年代，众多文人学者被青岛
的海水海风所吸引，自然也给青岛
留下了许多美文佳作。一篇、两篇
散文还不够，王统照、老舍等12位
作家干脆集合出了份“避暑专
辑”———《避暑录话》。这份依托于

《青岛民报》的文艺副刊有趣有料，
可读可亲。老舍的《暑避》一文尤为
幽默生动：“更有三更半夜，敲门如
雷；起来一看，大小三军，来了一
旅，俱是知己哥儿们，携老扶幼，怀
抱的娃娃足够一桌，行李五十余
件。于是天翻地覆，楼梯底下支架
木床，书架上横睡娃娃，凉台上搭
帐棚，一直闹到天亮，大家都夸青
岛真凉快。”

实际上，这些作家来青岛，“没
有一个是真正的有闲者，没有一个
是特为来青岛避暑的。”正如洪深
在《发刊辞》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在避暑胜地的青岛，我们必须避
暑！避暑！避暑！否则他们有沸腾着
的血，焦煎着的心，说出的‘话’，必
然太热，将要使得别人和自己，都
感到不快，而不可以不‘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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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岁参加红军，机智

勇敢成通讯员
1919年11月，秦师生于四川宣

汉县。秦师家里仅有一亩多地，秦
师从9岁开始给地主放牛。1933年，
宣汉大旱，土地干裂，粮食绝收，秦
师一家衣食没有了着落。9月，红四
方面军一个连路过宣汉短暂驻扎，
14岁的秦师为了活命，背着父母参
加了红军。

至今，秦老仍然记得参军时的
情景，他走到红军驻地，怯生生地
问站岗的士兵：“你们要不要人
呀?”士兵尚未回答，院子里的班长
听到了说话声出来问：“多大了?”

“16。”秦师个子很高，担心不让参
军虚报了两岁。班长又问：“父亲做
什么?”秦师回答：“在地主家扛
活。”秦师后来知道这样问是因为
红军不要富农子弟和地主子弟。部
队出发前 ,秦师一身戎装回到家
中，与母亲挥泪告别，谁知这竟成
为永别，不久，母亲因伤寒去世。更
令秦师没想到的是，与故乡这一
别，竟整整22年，1955年他才重踏故
土，与健在的亲人见面。

秦师参军后打的第一仗是
1934年保卫万源县的战斗。第一次
参加战斗，秦师既兴奋又害怕。在
金竹林山，秦师与战友埋伏在竹林
中伏击敌人。战斗相当残酷，经过
一天一夜激战，红军消灭了敌人一
个团。

1935年，秦师随部队到达四川
与陕西边界 ,与杨虎城部打了一
仗，消灭了杨虎城一个加强营。之
后，部队从陕西地界转移到西康边
界，后来又进入川藏交界地区，著
名的泸定桥之战后，秦师已从普通
士兵成长为团部通讯员。为了掩护
后续部队过藏，秦师所在的部队在
黄土岭驻扎了五天。第四天的时
候，秦师发现驻地对面山上有人走
动，急忙报告团长，团长用望远镜
观察确认是敌人后又报告了师长，
师长命令不准吹军号，利用树林掩

护悄悄接近敌人，等敌人发现时已
不足百米。经过几天休整的战士体
力充沛，像猛虎一样扑向敌人，迅
速消灭了这股敌人。后来得知这是
敌军的一个侦察连。秦师所在的红
军部队进入西藏休整一个多月后,
挥师北上准备过草地。

三过草地时沿途散落

红军白骨
第一次爬雪山过草地留给秦

师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秦师爬的
第一座雪山是毛二崖（音）。爬雪山
时，前面的部队把雪踩成冰，后续
部队爬山十分困难。山路陡峭，上
山时大家相互拉着手，下山就像打
滑梯。雪山气温很低，伤病员冻死
很多。

翻越夹金山时，山路陡得像搭
人梯，头挨脚、脚挨头，前面的战士
一不小心滑倒，就会把后面的战士
撞倒，几名战士一起摔下山崖牺
牲。夹金山的积雪比毛二崖还深，
困难可想而知。夹金山有一个特
点，山顶上一有响声就下雪，响声
越大雪越大。先爬上山的战士兴奋
不已放枪庆祝，结果下起了雪。后
来的战士不知道，以为是遇上了敌
人，也纷纷放起了枪，雪越下越大，
爬山就更困难。那个风雪交加的夜
晚，秦师凌晨一点多爬到了夹金山
顶。一路的辛苦都化作片片飞雪，
所有的紧张与劳累烟消云散，夜色
如漆，雪光莹白，一幅绝美的景色，
秦师忍不住放了三枪以示庆祝，这
是战胜困难的最高礼节。

爬过雪山就是过草地了。过
草地时战士们个个衣衫褴褛，每
位战士身上都生满了虱子，取暖
烤火用的是牛粪。晚上烤火时将
破烂的军服脱下放到火上烤一
烤，抖一抖，虱子噼噼啪啪往下
掉，掉到火里立刻就烤熟了，散发
出一股淡淡的肉香。睡觉的时候，
三五个战士背靠背抱着枪挤在一
起，围在火堆旁。战士们准备的干
粮很快就吃完了，大家饮食无着。
起初营以上的干部还有牲口骑，
后来牲口都被宰杀吃掉，干部也
只能步行。再后来，吃草根吃树
皮，把军用皮带也煮了吃。当时吃
的盐是用熬小盐的办法制做出来
的，这种盐又苦又涩。

进入草地不久，秦师的布鞋、
草鞋全部穿烂，打了赤脚。秦师说，
有的草地看上去是干的，可一踩一
个水洼；有的地方则一脚下去能把
人淹没，这样牺牲的同志不知有多
少。草地天气变幻无常，寒风刺骨，
泥水没过脚，冰凌将赤脚划得伤痕
累累，血迹斑斑，疼得不敢走路，但
必须咬紧牙关坚持走下去，否则只
能是死路一条。面对生与死的考
验，年轻力壮的秦师，凭着顽强的
毅力终于走出了草地。

穿过草地，秦师所在的红四军
在川藏边界打了一仗，消灭胡宗南
一个师，并拿下了该城。部队短暂
休整，中央召开会议，研究红一、
二、四方面军北上的战略部署。张

国焘不同意去陕北，提出回师四川
攻打成都。这样，毛泽东率红一、二
方面军去陕北创建革命根据地，张
国焘率红四方面军返回四川。返回
四川是秦师的第二次爬雪山过草
地。秦师所在的红四方面军回到四
川，消灭了四川省主席刘湘所属的
两个师，对成都形成三面包围之
势。部队连续进行了三次攻打成都
的战斗，蒋介石急忙从江西调集重
兵入川，战斗打了七天七夜，秦师
所在的连仅余下16人，秦师的后背
受伤。红军伤亡惨重，被迫撤退，只
得再次穿过雪山草地，这是秦师第
三次爬雪山过草地。红四方面军是
唯一三过雪山草地的部队，秦师
说，第三次过草地时，看见了红军
第一次第二次过草地时遗留的悲
壮景象，沿途散落着很多红军战士
的白骨，无数革命先烈为了建立新
中国献出了宝贵生命。部队穿过草
地经过几天急行军到达了宁夏，在
宁夏进行了较长时间休整。这时，
秦师被调到中央政治部当了通讯
员。

抗美援朝,一个师只剩

60余人
1945年春，秦师晋升排长，解

放战争期间，先后升任连长、副营
长、营长等职。担任营长期间参加
了著名的淮海战役，淮海战役中，
秦师的前胸受伤。

1951年5月5日，时任杨成武兵
团营长的秦师又率部跨过鸭绿江
参加了抗美援朝。入朝作战出发
前，上级三令五申：战斗不要怕牺
牲，阵地绝对不能丢，人在阵地必
须在。秦师感觉肩负的担子重如千
斤，抱着必死的决心去打每一仗。

1951年秋，秦师所在的201师参
加了著名的秋季战役，经过一个半
月的殊死鏖战，秦师所在的师只剩
了六十余人。在这场战役中秦师也
差一点牺牲，一次在阵地观察敌军
情况，由于暴露目标，敌军一发炮
弹打来，通讯员一下扑到秦师身
上，炮弹在十几米外爆炸，通讯员
受伤，秦师躲过一劫。

1953年夏秦师回国，这位驰骋
疆场多年的战士，终于过上了和平
生活。

秦师的两个哥哥投身革命均
光荣牺牲。大哥秦光开，早年参加
共产党领导的县大队，何时何地牺
牲至今仍是谜；三哥秦光杨，在秦
师参加红军前就已参加共产党领
导的区小队，秦师北上后不久，便
在一次战斗中牺牲。

秦师老人戎马半生，亲历过土
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
美援朝，战斗足迹遍及中国和朝
鲜，身经百战，九死一生。1958年
底，秦师转业到山东理工大学的前
身山东农业机械化学院任总务处
副处长，1982年10月离休。2003年老
伴病故后，秦师与小儿子一家生活
在一起，茶余饭后，老人喜欢看电
视，读报纸，关心国家大事，也关心
学校的建设与发展。

201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今年97岁的老红军秦师，是淄博市
唯一健在的老红军。秦师的一生是不平凡而幸运的一生，他的不平凡
是从一名放牛娃成长为爬雪山过草地的红军战士，他的幸运是经历枪
林弹雨却儿孙绕膝、颐养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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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师军功章 秦师1955年授军衔

今春秦师在家中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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