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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红军的路]

文/片
本报记者 陈玮 杨飞越

不占用房间
在老百姓家打地铺

雨中的江西于都县城车水
马龙，建国路十字街却是另一
幅安宁的景象。有些古旧的建
筑连片挨着，老人们坐在门口
静静地看着书，聊着天。88岁的
李米珍独自坐在建国路20号的
老宅子里，见到生人来访，她笑
着颤巍巍地走过来，紧紧握住
记者的手，招呼着到屋里坐。

在 82年前，在同样的地
方，李米珍的长辈们，紧紧握住
的，是红军的手。

1934年10月7日起,中革
军委先后下达命令,要中央红
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军团陆
续移交防务,秘密、隐蔽撤离战
场,与中央第一野战纵队(又称

“红星”纵队)、第二野战纵队
(又称“红章”纵队)一起到于都
县集结。其间，中央党政主要领
导人，都在于都境内休整。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
馆群工部副主任肖婷婷对记者
说，于都位于中央苏区中心腹地，
境内没有敌人的兵力，便于来自
长汀、兴国的红军部队集结。

然而能够让长征顺利迈出
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民心”。

“这里的群众基础非常好，曾经
于都县90%的土地都掌握在地
主家里，百姓获得田地后，与红
军的联系更加紧密。”

肖婷婷说，当时不少于都
百姓腾出房屋，让集结的红军
住在自己家中。其中，就包括李
米珍正在居住的宅子。

这座清代的宅子有十几间
屋子，李米珍的儿子刘光沛曾
听太爷讲过，当时家里住了四
五十个红军，断断续续从1934
年10月16日一直住到20日。

“他们一直在家里打地铺，不占
用我们的房间。”

10月17日，红军各部队在于
都河（即贡水、贡河、雩都河）以
北地区集结完毕。部队集结于都
期间，各军团进行了兵员、武器
弹药、粮款的补充。据肖婷婷介
绍，当时在于都扩充红军达万余
人。刘光沛的姑父也在这时加入
了红军的队伍中。

刘光沛还记得小时候听姑
姑刘淑芬说，她把姑父送到于
都河边，告诉他自己已经怀了
孕，姑父凝噎着半天，握着她的
手说，好好照顾自己。

然后回头，一去不复返。

上百块渡河门板
只有一块没回来

雨后的于都河笼罩着一层
浓浓的雾气，遮住了河岸的边
际。在河岸东部，一人多高的石
碑上，书写着“长征渡口”。

1934年10月17日晚开始，
中央红军分别从于都河的山峰
坝、东门、南门、西门、孟口、鲤
鱼、石尾、渔翁埠等8个渡口渡
河，标志着长征的开始。

于都县罗坳镇鲤鱼村坐落
在一个山坳里，拐了几条细长
的山路才到达。一排排高低不
同的砖房错落着建在山坳里，
村民们挑着扁担，来往于田间
地上。16岁的熊桂娟看到记者
在寻找渡口，她主动走上前，
说：“我带你们去吧。”把裤腿一
挽，走进了田埂。

渡口是一条开阔的河面，
与东门渡口不同，这里没有一
座桥可以跨过去，村民们仍然
需要绕道，才能到河的对岸。

虽然绕道有些麻烦，但熊
桂娟觉得，这个渡口是一个让
她作为鲤鱼村民自豪的地方。
她听老奶奶讲过，在82年前，
于都河最宽的水面600米，水
深达1米至3米，红军渡河面临
着极大的天险，需要架起浮桥。
当时各家各户都把自己家的门
板捐出来，送到河边，一个套一
个送红军过河。鲤鱼村的文书

熊小平说，当时送出去的门板，
只有一块没有回来，其他都送
回了村民家，那一块没回来的
门板，照价赔偿给了百姓。

“奶奶曾看到过河船在河
中间翻了，一船的人都死了，红
军渡河，那得是需要多大的勇
气。”熊桂娟眺望着平静的渡口
说。

肖婷婷说，那时候，百姓自
发把草鞋、粮食给渡河的红军
送去，站在河边送他们最后一
程。今年已经年过八旬的老人
陈罗寿听母亲说，当时送别父
亲时，母亲连夜做了20双草鞋
送到石尾渡口。据相关统计，仅
在红军出发前的5月至10月，
于都人民贡献出粮食 79390
石，相当于全县30万人口3年
的口粮。

在渡口，于都人民拉着红
军的手，不停地说着“什么时候
回来”，他们以为，只要胜利了，
亲人战士们就会回来，可是战
争是残酷的，跨过这条河，于都
人民，在新中国成立时，只有
277个活着回来了。

红军长征离不开
百姓的支持

74岁的李明荣已经从贡江
卫生院的内科医生岗位上退休，
从1日一早，他就等待着记者的
到来，甚至推掉了朋友的宴请。
怕记者找不到，他一直守候在农
贸市场门口。

农贸市场与于都河只有一
条马路的距离，每次眺望，他总
会想起父亲所经历的送红军渡
河的故事。

当夜幕降临，架桥完成，红
军的渡河开始了。1934年10月16
日傍晚，李明荣的父亲李声仁及
父辈摇着大小20条船，按照与红
军的事前约定来到了岸边。不一
会儿，从稻谷地里就走出部队来
了，部队是有纪律的，他们行军
过程中不说话，只听到沙沙沙的
脚步声。

“我父亲回忆，当时船上装
的人多，船吃水很深，阻力很
大，船篙使不上劲，我母亲在船
尾摇船橹。几个小时的劳动后，
没力气了，肚子也饿了。不能生
火做饭，怕被敌人发现，父亲抓
一把生米就着水送下肚去。”

因为不能打灯、不能大声
讲话，为防止船相撞，李声仁就
靠竹篙声、船橹声来判断船与
船之间的距离。他们还制定了
行船的路线，装人的往下，空船
往上，这样就不会相撞。“第一
天是在鲤鱼村摆渡，第二天晚
上在石尾村摆渡，连续两个晚
上都是这种情况。”

送完红军后，一位年长的
红军招呼李声仁他们几个在河
滩上坐下。“大家辛苦了，太谢
谢你们了，红军不会忘记你
们。”然后掏出20个银元，李声
仁和父辈们推辞不要，红军说
这是纪律，非要他们留下不可。

17日到21日，每天傍晚5点
到次日清晨5点渡河，都悄悄地
进行着，包括李声仁在内的上万
名劳力，共同完成了这场渡险。
肖婷婷说，当时800多条渔船参
与运送红军，征用百姓的门板，
拿不回来的，红军都一一给了赔
偿，甚至耽误李声仁等渔民渡船
的工时费，也都算了进去。

而于都的人民牢牢地守住
了这个秘密，直到渡河一个月
后，国民党才得到消息。熊桂娟
听老人说，那时村民们特意相互
嘱咐不要透露红军渡河。而李声
仁为了逃避国民党的追捕，顺江
而下，从贡江到了赣江，到了太
湖县、石安县捕鱼为生。直到解
放前夕，才回到家乡。

长征的第一渡，8 . 6万人
成功转移，此后突破四道封锁
线，向着川黔边地区前进，使红
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

肖婷婷说，于都县30万人
守住了红军渡河的秘密，红军
长征离不开群众百姓的支持。
这是最大的胜利，也是给当今
的启示。

82年前，8 . 6万红军悄悄从于都渡河

3300万万乡乡亲亲严严守守渡渡河河秘秘密密

80年前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曲壮丽的理想信仰史诗。七百二十个日日夜夜，无数红军将士不怕牺牲、百折不挠，胜利利完成二万五
千里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回顾长征，是为了不忘初心，开始新的伟大长征。在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本报今推“我们的长征”
大型报道，多路记者重走英雄之路，记录今昔变化；探访红军老兵，聆听不曾褪色的故事……在历史与当下中，再一次次感受长征精神，汲
取继续前行的信心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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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17日晚，红军渡过于都河，踏上了万里征程。

当我们回首长征精神
时，殊不知它成功的第一
步，是从跨过一条河开始
的。1934年10月，红军集结
在于都县，在当地百姓的
帮助下，红军顺利跨河长
征。

虽然已经过去82年，
但是这段军民共同谱写的
历史留给当地人的记忆是
深刻的，正是由于群众基
础的深厚，才使得长征的
第一步，走得很扎实。

刘光沛家的大门只剩下

半块门板，剩余的半块捐献给

红军渡河长征。


	A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