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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红军的魂]

本报记者 万兵

理工科出身
却对历史感兴趣

“你看，这就是大会师的地
方。”近日，赵立煜从他的书架
上拿下一本厚厚的《会宁县志》
对齐鲁晚报记者介绍说，不光
是会宁这种比较重要的起止
点，强渡乌江的瓮安县、大渡河
所在的石棉县、穿越大草原走
过的红原县和黑水县等地的志
书都在他的收藏之列。

说起为啥要收集长征沿途
志书，赵立煜表示，自己虽然是
理工科出身，但是对红军长征
的这段历史格外感兴趣。与此
同时，在1999年，他还因为偶然
的机会开始喜欢上了研究不同
地方的志书。“我为什么不搜集
一下长征沿途的志书，看看在
这段特殊的时期里到底发生了
些什么呢？”于是，长征成了赵
立煜收集志书的第一个主题。

从1999年下半年，赵立煜
开始了收集工作。“我收集的主
要是红一方面军沿途走过的地
方，还有红二、红四方面军经过
的重要节点。”赵立煜介绍说。
据史料记载，1934年10月，红一
方面军撤离苏区进行战略撤退
和转移，红二方面军为策应中
央红军转移，积极采取军事行
动，主动撤离湘西根据地。红四
方面军于1935年3月撤离川陕
苏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而红
一方面军行程为两万五千多
里，因此这次战略转移史称两
万五千里长征，这条长征线路
成为赵立煜的主要关注对象。

如今，将近20年过去，他已

经不记得自己收集到的第一本
关于长征的志书是哪一本了。
但和最初预想的不同，原本赵
立煜只想收集大家耳熟能详的
十几个重要节点，没想到却越
找越多。“主线大家都知道是怎
么走的，但具体到细节很多人
就不知道了。”赵立煜说，主线
以外会有分支，从分支地区的
志书中又不难看到类似“红军
从哪个县来到这个县，又从这
个县去了哪个县”这样的记载。
这样顺藤摸瓜，他最后陆陆续
续收集到100多个县的跟长征
有关的志书。

一张地图一本辞海
成了找书利器

搜集志书在网络时代看起
来似乎不是什么难事，但是赵
立煜集中收集的时期还在十几
年前，那时他着实费了不少工
夫。志书这类书籍的特殊性，也
决定了他有时候为了找到一本
书甚至要等上好几年。“现在想
找书，网上搜一搜就知道哪里
有，当时只能靠问。”赵立煜回
忆，志书这类书籍出版具有特殊
性，它们一般不通过书店发行，
当时的市面上也并不好找。于
是，他经常需要通过拨打电话查
询号码114，找到每个地方的区
县等地方史志办公室，在说明
原因后，再联系自己想要的书。

比如问到江西瑞金时，当
地的负责人说，瑞金市志还要
等五六年才能出版。而过了五
六年后，始终记着这事儿的赵
立煜打电话去问，对方称仍然
没有出版。“我就问他，以前你
们发行过志书吗？他说新的没
有，但是有老的，后来证明，这

册老的瑞金县志正是我需要
的。”赵立煜说。

而比这更难的是确定地
点。“我找书时全靠一张长征地
图。”赵立煜介绍说，那张地图
还是自己从济南的旧货市场上
淘到的。赵立煜介绍，顺着长征
路线，能看得出来某个节点离
哪些地方近，但具体在哪个区
域就不好判断了；此外，还有些
地方行政区划已经改变或者改
了名，这些因素都给他的搜集
工作带来重重困难。于是，一本
厚厚的辞海又起了大作用。那
时候的赵立煜天天抱着这本辞
海，再配合老版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分省地图册，把长征路线
啃了个透。

赵立煜获取志书，一般通
过直接购买或者与人交换的方
式。赵立煜介绍说，自己刚开始
收集志书时，转账汇款还不像
现在这么方便，他每次买书都
是通过邮电局汇款。“先把钱放
到信封里寄过去，信封封皮上
写上留言，注明购买志书的书
名。”而在跟人换书时，他每次
也总是先把自己的志书邮寄给
对方，然后慢慢等对方回寄过
来自己想要的。赵立煜说，这个
过程虽然挺漫长，但也正是因
为漫长的等待，才让他每次收
到书后都格外兴奋。“一收到书
就什么都顾不得了，赶紧翻
阅。”赵立煜说。

从大事件中找出
更有趣的细节

“那会儿我30多岁，只知道
长征，但不知道具体是怎么走
的。”赵立煜说。但现在不同，别
人说长征路线只是说了一串地

名，赵立煜每每提到一个地方，
都能讲出背后生动有趣的细
节。“过了草地，腊子口是红军
进入甘南的一个隘口。”赵立煜
说，腊子口战役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里面的细节就不见得人人
都能说出一二了。

据了解，腊子口位于迭部
县东北，山口宽约30米，两边绝
壁峭立，像是一道用厚厚的石壁
构成的长廊，以地势险绝著称。

“知道是怎么突破的这一关吗？
那离不开一个十六七岁的贵州
籍苗族小战士。”赵立煜说，腊子
口地形险要并有重兵把守，当时
经过勘察发现，想要制敌必须从
陡峭的崖壁爬上去，摸到敌人背
后偷袭，但怎么从这么陡峭的
地方爬上去就成了问题。

“当时一个十六七岁的小
战士站了出来说，我能上去。”
赵立煜讲述，当时大家都觉得
不可思议，而这个小战士则解
释，他小时候经常上山采药，对
于攀爬这样的悬崖峭壁非常在
行。于是，这个贵州的小战士用
一根带铁钩的长竿子，钩住岩
缝、树木等，登上了绝壁。傍晚，
小战士用同样的方式登上山
顶，放下长绳，突击队顺着长绳
爬上山顶，消灭守敌，部队顺利
通过了腊子口。

不光如此，即便是像遵义
会议、强渡大渡河等大家已经
熟知的事件，赵立煜也从县志
记载中找到了更有趣的细节。
赵立煜说，放在以前，关于长征
的影视作品还很少，但从书中
却能了解到更丰富的内容。比
如飞夺泸定桥这场战役，大家
一般都能从电影或者课文中了
解到当时红军队伍一昼夜奔袭
120多公里，并冒着枪林弹雨踩

着铁链夺下泸定桥的壮举。但
很多人却不知道后来还有一
些小“花絮”：“通过泸定桥后，
为减缓敌军追击速度，部队还
锯断了泸定桥的几根铁链。”
赵立煜说。

曾专门办展览
让年轻人走近长征

早在2006年10月份，长征
胜利70周年时，赵立煜还特意
把自己当时已经收集到的“宝
贝”们拿了出来，在山东理工
大学美术学院专业展厅进行
展览。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纪念红军长征，也让在校大学
生更多地了解这段历史。说起
当时展览的情况，赵立煜至今
都很兴奋。因为一个星期的时
间里，不光学生们认为不错，
他的展览也得到当时学校领
导和同事的支持。他还特地骑
着自行车跑了十几公里，向学
校退休的老书记求字用于展
览。这幅字至今被赵立煜收
藏，悬挂在书房的墙壁上。

而在这次展览后，他并没
有停止志书的收集。相反，赵
立煜借着当时展览的机会又
仔细查看了已经收集的志书，
发现还有部分县市的志书可
以纳入进来。于是，此后他又
收集了十五六册志书，丰富了
自己的“长征路”。

书收集得差不多了，接下
来赵立煜也想真的去长征沿
途走一走。他坦言，现在考虑
到工作原因，不可能长期离开
工作岗位，因此还不具备重走
长征路的条件。未来有机会一
定要专门拿出一年半载的时
间，重走长征路。

大学教师赵立煜17年集齐长征沿线百余本县志

说说个个长长征征地地名名，，就就能能讲讲出出背背后后故故事事

随手拿起一本长征沿途县市的地方志，赵立煜就能讲出一段长征故事。 本报记者 万兵 摄

站在淄博自家的书房里，赵立煜小心翼翼拉开两侧的落地纱帘，整整两面墙的书架让人颇为震撼，这上面是他近20年的心血。书虽然
多，但类别却很一致，清一色的全是地方志。其中让赵立煜尤为自豪的是他搜集的100多本长征沿途县的县志。今年55岁的赵立煜是山东
理工大学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的一名老师，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他以打电话的方式联系红军长征途经的每个区县史志办公室收集志
书。以这种特殊的形式，他还原了一条漫漫长征路。

新华社北京10月19日电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将于10月21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
重要讲话。届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将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络电电视台、中国网也将同步直播。

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明天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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