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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0月，毛泽东挥
毫写下 《七律·长征》：“红

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
等闲。”或许，老红军们所写
的“长征”二字没有毛主席
写得那么气势磅礴，但谁也
无法否认，每一个“长征”，
都包含了无比坚韧的长征精
神。14位老红军伏案写“长

征”的场景，就是14个感人
的故事。

ÆÇÈÉÊËÌÍÎ

一张、两张、三张……

虽然题写“长征”的老红军
一共只有14位，但记者保留
下来的他们的笔迹却远不
止14张。因为他们中有好
多人都写了不止一张，几乎
每位老红军提起笔来都说：
“这两个字一定要写好。”

稍微有些不满意，他们就坚
持要重写。87岁的老红军
王敬群一共写了4张纸，其
实每张都写得很好，但他总
是觉得不满意。当时正逢8

月酷暑，王老正在住院，趴
在病房的桌子上，他一会儿

在纸上横着写下“长征”二
字，一会儿又竖着写，全然
不顾满脸的汗水，后来还是
在记者的坚持下才不再写
的；85岁老红军索心忠先
写了草体的 “长征” 两个
字，写好后自己一看不满

意，接着又工工整整地写了
一张；92岁老红军李衍福
在最后签写日期时，有一地
方不小心笔尖勾了一下，立
即重写了一张……“长征”
两个字，在他们心中的地位
何其之重！

ÏÐÑÒÓ�ÔÕ

“写字？”听到记者的请

求时，好几位老红军起初有
些犹豫，“眼睛看不清了，怕
写不好。”“手抖得厉害，行
吗？”……他们当中的好几
位，已经好长时间没有握笔
了。不过，稍微犹豫后他们都
会说：“我写写看！”

“长征”两个字、自己的
名字和日期，这些一般人几

秒钟就能写好的内容，在这
些老红军笔下，往往要好几
分钟才能完成。89岁老红军
钟良树写的“长征”二字是
竖排的，看起来有些歪斜，但
那可是他在视力不好的情况
下，摸索着一笔一画写下来

的；89岁老红军姚健写的
“长征”二字几乎每一个笔
画都是弯曲的，因为他的手
一直在颤抖。

ÍÖX×ØÙÚÛÍÜÝ

14张“长征”题字，其

实也是14位老红军个性的
鲜明体现。86岁老红军丁
德山耳聪目明，非常健谈。
战友们都称他是《亮剑》里
“李云龙”的原型，他的个
性也像李云龙一样豪爽，题
字一气呵成，洒脱的草书，

签名甚至都“草”得认不出
来了；89岁老红军肖福在
强渡大渡河时是指导员，他

似乎特别注重 “排兵布
阵”，直到长征两个字和自
己的签名大小、比
例、位置适中
才满意……

Þ ß à á

ÉâÔã

在14张 “长
征”题字之外，还有一
张特殊的题字，它是22
个字。这是93岁老红
军贺大彬在题完
“长征”二字后，又
主动写下的：“发扬
长征精神，努力学
习，为国家和人
民 做 出 更 大 贡
献！”老人的手一
直在抖，看着他写字
时的情景，读着他所
写的内容，记者明白
了，他把老一辈革命家
对年轻人的希望和寄托，全
都倾注在了字里行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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