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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红军的路]

一一个个人人的的长长征征
六旬老人用时四年重走长征路

只要勇往直前，百折不挠，再困难的事情也有可能成功，这是六旬老人李天银领悟到的红
军长征精神。在这个年纪，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李天银成功地完成了不平凡的旅程。他孤身一
人用时四年跋山涉水重走长征路，沿途宣扬红色文化，克服艰难困苦，在长征胜利80周年到来
的前夕，他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革命圣地——— 延安。

文/片
本报记者 时培磊 朱文龙

大年三十晚上
他悄悄从家出发

延安杨家岭曾是领导人居
住过的地方，离革命旧址百米
远处坐落着杨家岭红军小学，
据了解，这是延安的第五座红
军小学。教学楼上贴着的“红色
基因代代相传”几个红字格外
显眼。

9月28日，见到李天银老人
时，他正巧在学校对面，推着一
辆破旧的摩托车，上面插着鲜
艳的红旗。他穿着红军的服装，
不少游客找他合照。记者和李
天银交流后才得知，他是前两
天刚到的延安，正准备去延安
革命纪念馆。

李天银来延安并非一时心
血来潮。早在2012年，家住银川
的他就决定独身一人骑着摩托
车重走长征路，不到延安誓不
罢休。

那年，李天银59岁，是一名
普通的装修工，家里人都知道
他从小听着红军的故事长大，
但当他把重走长征路的计划说
给家人听时，还是把一家人吓
了一大跳，更何况那天是大年
三十。

为了让李天银打消这个念
头，家里人甚至让孙子抱着他
这个爷爷哭闹，喊“爷爷你别
走”。孙子的呼喊让李天银心
碎，他跟家人说，他不走了。然
而大年三十晚上，李天银回到
自己的屋里辗转难眠，他想了
很多，觉得自己如果再不走恐
怕就再也没有机会追求自己的
信仰了。趁着夜色，他悄悄收拾
了行李，带着不到三千块钱，开
始了属于他自己的长征。

当记者问及他的信仰到底
是什么时，李天银说他从四十
岁的时候就有一个梦想，就是
要游遍全国宣扬老一辈优良的
革命传统。“原来需要养家糊
口，现在我终于有时间了。”

这一次的长征路，李天银
下了很大决心，亲身体验红军
当年的艰辛。他的家人曾妥协，
让他跟着志愿者到达毛泽东的
故乡韶山后就返回，李天银认为
这跟作秀没什么区别，拒绝了。

“自己不走一遍，怎么能真正理
解长征的精神。”他说自己之所
以选择大年三十，也是因为红军
当年长征时“哪里过什么年啊”。

天当被子地当床
摩托车发动机换了3个

偷偷从家出走几天后，等
到了毛泽东故乡韶山，李天银
才把手机开机，电话那头，家
人泪流不止。李天银狠心之下
还是继续了他的行程，从韶山
辗转江西、贵州、四川、西藏等
地，红军长征走过的路他走了
一遍，没走过的地方，他也走
了，四年时间足迹遍布祖国各
个省份。

说起这一路的艰难险阻，
李天银感慨不知从哪里说起。
他指着那辆破旧的摩托车说
道，光这辆摩托车就发生了大
小76次故障。里外带换了共有
32条，车链子、轮盘换了6盘，轴
承换了3个，发动机换了3个。

路途上，吃住都在露天的场
所，饥一顿饱一顿，有时候还会
遇到恶劣天气，摩托车滑得根本
没法走。他说自己心甘情愿这
样，就像红军，从来不讲困难。他
给孙子通话时说，这一千多个日
夜，“天当被子地当床，爷爷住的
是满天星的宾馆。”

意外突发情况是李天银比
较担心的，这四年，他说自己经
历了几次车祸，好在每次都能
化险为夷。在西藏的时候，他甚
至遇到了狗熊，那一次，李天银
受到了不小的惊吓。他拿出瓶
子，里边灌上些汽油，引燃，朝
着熊的方向扔过去才把它们吓
跑了。

克服了这么多的艰难困
苦，李天银觉得自己能走到终
点，多亏了路上的好心人帮助。
他清楚地记着陕西一位民警给

了他200元；翻越秦岭时3个小
伙子帮他修好了车；到湖北时，
一位过路司机给了他500元。

“能遇到这些好人，是我的幸
运。”李天银说。

回家后打算
建立红色展览馆

李天银告诉记者，除了家
人出车祸时回过家一趟，四年
来他再没回过一次家，他担心
自己回家心一软半途而废。这
种牺牲换来的回报对他来说也
是丰厚的，他每到一处地方，一
定要去革命先烈故居参观，收
集当地革命纪念馆、展览馆、博
物馆的相关资料和门票。这对
他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四年时间，李天银收集的各种
资料和门票达2000多斤，他先
后向家里邮寄了16次。

宣传红色文化是李天银此
行的一大目的，他每到一处就
会在纪念馆门前宣讲。“我们都
是人民的好儿子，一定要谨记
革命传统，弘扬红色精神。”李
天银抓住游客与他合照的空
当，跟他们说道。

回到住所，李天银即将结
束他的长征。他告诉记者，自己
用了四年时间，走遍了大江南
北，经历了也许一些人一辈子
都无法经历的事情，自己感到
很满足。在长征的途中，他无数
次对比历史和现实，感受到了
社会的发展和巨变。“你想去哪
里，基本上都通公路了，人的生
活条件也好了。”

即将告别之时，李天银说
到了延安是长征的结束，也是
其他事业的开始。接下来，他
说自己打算做两件事。一件事
情是想出一本书《地球的红色
天堂》，他将把自己这几年关
于长征和红军的一切有意义
的内容写进去；另外一件事情
是想建立一个展览馆，把他这
些年从全国各地收集来的资
料，包括宣传册、门票等展览
出来，让红色文化的基因传播
开来。

一一座座城城里里五五六六家家
大大型型红红色色文文化化剧剧院院

文/片
本报记者 时培磊 朱文龙

票价两百多元
但从来不缺观众

秋天的延安风轻云淡，温
度适宜，透着一丝干爽。这正是
旅游的旺季。在枣园革命旧址，
一批批游客从大巴下来，园里
随处可以听到导游的讲解声。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选择延
安作为落脚点，当地老百姓为
迎接红军，把家里的窑洞式房
屋腾出来，毛泽东、朱德、周恩
来等领导人都在这样的小屋里
居住，冬暖夏凉。不少游人在这
里驻足拍照。

延安三面环山，两河相汇，
城区不算太大，很难想象这里
竟能支撑住五六座大型的，可
容纳千人以上的大剧院。每个
剧院至少有两百演出人员，也
就是说，在延安，至少有千人靠
演出作为经济来源。这还不包
括类似儿童小剧场这样的其他
小型剧院。在旅游旺季，这些剧
院每天都有一两场大型节目，
大部分节目都跟红色文化相
关，票价一般在两百多元，不算
便宜，但从来不缺观众。

红色文化剧院在延安如此
受欢迎，不仅仅因为这里是革
命圣地，更在于早在八十年前，
这里就被根植了红色文化的基
因。1936年10月红军在甘肃会宁
会师后，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
延安，在这里建立了中国工农
红军陕甘革命根据地，红色革
命文艺事业随之也在这片土地
上生根发芽并逐渐壮大。

正是因为红军剧社当年在
苏区的盛行，陕北人民今天才
对红色文化有着一种独特的感
情，相应的，这里的红色演出节
目也较为成熟，现场代入感特
别强。

多数老人来看演出
是为感受革命气息

白鹏飞是一名特型演员，
平日里不演出时就和妻子在自
家店里卖卖大红枣。从发型到
体型都像极了毛泽东中老年时
的模样，只是说起话来有股挺
浓的当地口音，不过这一点并
不妨碍他接到繁多的演出通
告。为了演出，他每天都会看些
视频资料，去学习有关红军和
毛泽东的历史，模仿毛泽东说
话的气场。尽管如此，他仍有些
谦虚地称自己是业余演员。

就最近的几场演出，白鹏
飞告诉记者，几乎场场爆满，
观众一般在数千人，大的场合
甚至能上万。跟观众多次接触
后，他了解到观众们愿意付出
两百多元钱来剧院看节目并
不仅仅是为了娱乐，“多数老
人来这里是为了感受革命气
息，是演出，也是一个学习的
机会。”

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之际，
剧院演出节目多了，白鹏飞的
演出活动也越来越多地排上了
日程。他告诉记者，10月中旬他
将奔赴江西，和其他十多位特
型演员一起从红军长征的起点
重走长征路。沿途，他们计划根
据红军长征至当地发生的感人
事迹编排一些节目，让当地人
重温那些难忘的岁月，让长征
精神广为流传。

能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
当然要感谢这里成熟的红色文
化运营模式。举例来说，白鹏飞
卖枣的小店对面不远处就是一
处红色文化商业综合体广场

“延安1938”。游客们可以在这里
欣赏剧目，也可以漫步在红色
主题商业街，这里有艺术品小
店、咖啡店、茶馆等等，边玩边
逛就能感受到红军当年的生活
场景。

下午的“延安1938”广场，人头攒动，游客们意犹未尽地从剧
场里走出来，年轻人在咖啡馆里悠闲地看着书，几名“红小鬼”在
广场上站立着，不时有人来合照。就像宝塔山见证了当年全国的
青年志士纷纷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如今，不少艺术院校的年轻人
毕业后也选择到延安的宝塔山下，开始他们的演艺人生。

时培磊

朱文龙

每到一处，李天银一定要收集当地革命纪念馆、展览馆、博物馆的相关资料和门票。

“延安1938”广场，人头攒动，游客们正要进剧场看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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