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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参军

老人午休之后，静静

地坐在靠椅上，一动也不
动。因为腿脚不便，张育发
已经 7年没有出过大门
了。

1933年的秋天，刚满
14岁的张育发在江西老
家光荣参军了，成了一名

“红小鬼”。经过几个月的
训练，张育发被编入正规
军，第二年他跟随部队离
开家乡，从瑞金踏上了长
征路。由于年纪小，张育发
在连里担任卫生员，会简
单包扎的他，每天都要背

着药箱给全连受伤的战友
们消毒擦药。

虎口脱险
说到打仗，老人卷起

左边的裤脚，握紧右拳，骨
瘦如柴的身上，两处老伤

清晰可见。左膝曾被敌机
的弹片炸伤，右手手背也
中过敌人暗枪。这些伤都
是在湘江战役的血战中留
下的。1934年11月下旬，
他随队伍在全州县黄沙河
苦战几昼夜，天上敌机狂
轰烂炸，后有敌军的机枪
乱射。负伤的张育发因为
身中两弹流血太多，昏死
过去。醒来后，他已经和几
百个战友被敌人俘虏。在

押期间，战友们有英勇就
义的，有被活埋的。最后像

他这样的 “红小鬼”被
“放生”。走出大牢的张育

发在兴安县被裁缝刘运森
收为养子。

身份之谜
长大成人后，张育发

在上冠村做了上门女婿。
张育发在给孩子取名的时
候动足了脑筋，他的四个
儿子，分别名叫征远、征
贵、征斌、征国。从遥“远”
的江西苏区走到广西，得
“贵”人相助活了下来。时

刻铭记：我是一个 “兵”
（“斌”“兵” 谐音），祖
“国”在我心中。通过“征
远、征贵、征斌、征国”，他
想告诉儿子：长征精神永
不忘。虽然自己参加过红
军，并一直以长征精神激

励自己。但是张育发的红
军身份直到 1979年才被

民政部门确认，而这之
前的 45年他的身份都
只是一个 “疑似红
军”。

终圆心愿

老人的大儿子
张征远告诉记
者，当年父亲参
军的时候年纪
太小，所以自己
的真实姓名、家住何
方、家有何人都不记
得了。解放后，为了证
实自己的身份他到处托
人写信，但都没有音信。
1979年，一张根据张育发
的回忆片断制成的简图终
于让老人圆了自己的梦。

这份地图飞向江西后

的一个月，奇迹般地有了
回音。凭借这地图，老人终
于找到自己的老家———江
西南丰县东萍乡。在儿子
张征贵的陪同下，老人当
年就回了趟老家，而家里
只剩下了姑姑和侄子。从

姑姑那里，张育发知道自
己原名“王宜芳”。

从姑姑那，张育发还拿
到了父亲生前留下的《优
级烈属证》。南丰县政府以

为他战死在长征路上，已经
将他追认为烈士。带着这个
《优级烈属证》，当了 45
年疑似红军的张育发终于
得到了兴安县民政局的确

认，恢复了红军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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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湘江战役，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它发生
在湖南，其实，湘江的上游和源头都在广西境
内。人们说兴安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它两次改
写了中国的历史。一条灵渠成就了秦始皇的统
一大业；血战湘江突破封锁，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中国革命又杀开了一条血路。

1934年11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
面军（即中央红军）长征经湖南到达广西桂林
北部地域，准备从兴安和全州两县之间突破国
民党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遭到国民党军
队三面重兵包围封锁。广大红军指战员义无反
顾、毅然决然地同前堵后追、三面夹击、装备精
良的国民党中央军、湘军、桂军、粤军 30多万
敌人进行较量，展开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
血战，史称湘江战役。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
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
的一次恶战、血战和生死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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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乡红人

88岁的刘华连如今已

经是兴安县华江瑶族乡的
大红人了，在纪念长征胜利
70周年的时候，老人已经接
待了十几家媒体的采访。

刘华连的家在中南第
一峰猫儿山山脚下，从县城
到他家约有 56公里的路

程。10月2日一早，记者就
乘车赶往刘华连的家。一
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山
间流水，汽车在路幅不足5
米的山路上行驶，走了约
半个小时，终于抵达了老
人家所在的华江瑶族乡。

顺着当地居民指点的
方向，记者在山脚下的一
排房群中找到了刘华连老
人的家。记者到的时候他
刚赶着牛上山去了。

抱尸渡江
下午一点钟，老人终于

赶着牛回到家。洗了洗手，
老人蹲坐在柴房的炉灶边
吃起了中饭。饭菜很简单，
一只碗里盛着炒芹菜，外加
一碗辣椒，这就是老人的中
饭。家里的大黄狗和小猫还
凑过来和老人“套近乎”。

老人说，1934红军在
老家召集村上 16岁的年

轻人开会。会上动员大家
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6岁

的刘华连就和自己的哥哥
一起报名入伍了。

长征开始后，刘华连
随着大部队从江西一路途
经湖南，走到了湘江边。就
在部队准备横渡湘江的时
候，遭遇了前来封堵红军

的国民党。“在敌人猛烈
的炮火面前，我们根本无
法过江。而我周围不少战
友都中弹牺牲了。”看着
战友一个个地倒下，不会
游泳的刘华连，就抱着两
个漂浮在江面上的尸体作

为掩护，悄悄地趟过了不
宽的湘江。渡过湘江后，刘

华连却在一片树林里受了
伤———一天晚上在经过一

片林子的时候，他不幸被
敌人放下的竹签捅穿了右
脚髁，而且竹签上还有毒，
受伤的刘华连行走非常困
难。后来，他所在的部队在
华江车田村遭大量敌人伏
击。他因脚伤严重被俘。由

于脚伤没有得到及时治
疗，他的伤脚很快就化脓
发炎了。三个月后，国民党
要将刘华连押到柳州枪
毙，但看他受伤严重，最终
将年仅 16岁的刘华连释
放。

情牵老兵
刘华连的家门口有一

条柏油马路通往乡里，这条
2.5公里的柏油路，当地人
亲切称它为：红军路。

2000年的时候，广西
军区领导前来探望老红
军，发现行路极为艰难，于
是划拨十几万专项款并
委派专人来帮老红军
修路。如今要去看望刘
华连，车子可以直接
开到刘华连家
的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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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突破湘江———
蒋介石苦心设置的第四道封

锁线后，蒋介石围歼红军于
湘江两岸的企图也随之宣告
破产。红军翻三千界进入越
城岭西延山区。

由于国民党部队在湘江
战役中也受到重创，蒋介石
亲自部署的五路“追剿”大
军并没有跟踪而至，红军只
遭到桂北“剿匪”指挥官陈
恩元民团的骚扰，红军转
入行军状态。

这一带多属喀斯特地

貌，层层叠叠的群山拔地而
起，终年云雾缭绕，高插云

天的山巅，好像大海中卷
起的巨浪。毛泽东此时的
心情激荡不已，他登上五
岭山脉的最高峰———猫儿
山，写下了 《十六字令》
三首。

词中的山就是地处都
庞的海洋山，当然诗里也
包含着毛泽东对红军在湘
江战役中损失惨重所面临
的严峻局势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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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的!红军证明"

几经周折，记者终于在

桂林找到了住在三儿子家
的刘发祥老人。多年来，他
珍藏着一份《红军证明》。

94岁了，老人的身体依
然硬朗，只是耳朵有点背。

听说记者是来采访湘江战
役的，老人他激动了起来。
他双手微微颤抖，小心翼翼

地打开厚厚的纸包，取出一
张反复折叠的纸。“我给红
军带了路，架了浮桥，红军
朱排长给我写了一个证明。
他让我好好保管，说等到革
命胜利了，这件东西对我有
用。”

纸条是个复印件，内容
是：“刘发祥青年同志给我
们红军做了已（几）件大事：
第一，帮我们红军在界首江
边架了二路木桥；第二，带我
们红军在光华铺打了胜仗，

感谢发祥同志；第三，带我们
红军上长征大道过五福关胜
利到落（洛）江；第四，同我
们红军一路宣传，在关顶

（帝）庙开大会宣传群众干
革命。请发祥同志放好，民国

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署名为“朱排长”。

帮助红军搭建浮桥
兴安是桂系军阀的统治

地盘，1934年11月底，红军
到达之前，国民党召开群众
大会，要求界首镇的青壮年
全部躲在山中，只留下老人
看家。当时，刘发祥和他的师

傅留了下来。师傅告诉他，红
军是穷人的队伍。曾任江西
永兴县农会副主席的师傅主
动和红军的先遣部队取得了
联系，并让刘发祥去接红军。
“我在街上碰到了 20多个
红军，他们用枪对着我，问我

是干什么的。我说我师傅是
江西永兴人，他们才放下枪
跟我到家里见师傅，师傅高
兴地说，‘是自己人，是自己
人。’”

当年，为了堵住从桂林
方向赶来的桂系军阀对渡
口的攻击，确保中央纵队安
全渡江，红三军团四师十团

受命于 1934年 11月 28日
在距离界首渡口仅 5公里

的光华铺修筑防御工事，阻
击敌人。
“红军要过湘江，师傅

叫我去搭桥。我去山里找村
里的青壮年，告诉他们，红
军是好人，让他们一起来帮
忙。我和陈木匠 3人，借了

108根木头，红军来了 70
人，我们一起架桥。一座桥
还不行，我们又架了两座浮
桥，一座在三官堂，租了 12
条木船架起了桥；另一条在
上街，上街水浅，用卖肉的
案桌架起过马，还有大炮。”

正是这几座简易的浮
桥，让成千上万的红军渡过
湘江，进入老山界。

红军来了分衣分肉
解决了运输的问题，红

军还面临着吃饭的问题。
为了发动群众卖粮食给

红军，朱排长希望刘发祥帮
助召集老百姓进行宣传。那
天红军带来了不少衣服，还
杀了当地地主家的 8头猪，
在关帝庙召集百姓开大会，

一位叫吴秀英的红军宣传员
拿起话筒就喊，但界首的百
姓听不懂她的江西话。于是，
朱排长想了个办法，“小刘，
你来当翻译吧，小吴说一句，
你就用当地话翻译一句。”
“红军是来保护你们的。不

管男女老少，只要来了，都可
以分衣服，分猪肉！”通过刘
发祥的翻译，红军赢得了界
首百姓的信任，当地群众抢
着卖粮食给红军。回忆到这
里，老人顿了顿，之后又一个
劲地说：“那时候红军太困

难了，太困难了！”

刘发祥和界首当地的老人
告诉记者，当年的湘江两岸，上

有敌机的狂轰滥炸，下有敌人
的围追堵截，炮火声、厮杀声不
绝于耳。那时已是冬天，寒风阵
阵，银霜遍地。敌机的扫射，把
江面激起了一股股水柱，血肉
和着泥沙、石块横飞。战士们顶
着枪林弹雨，不顾冰冷刺骨的

江水，冲进江里，徒步渡江。到
了河心处，江水已经淹到了脖
子，红军举着枪，奋力向对岸移
动。抢渡中，不少同志中弹倒在
了江里。有的同志不会游泳，便
流着眼泪，扒着尸体过江。

在刘发祥和当地居民的帮

助下，红军奋勇打拼，一些失守
的渡口终于失而复得。“过江
后，红军要我带路到光华铺，还
带了34条机关枪去。战斗打得
激烈，漫山遍野都是尸体。”光
华铺阻击战历经两天三夜，红

军战士的遗体几乎阻断了江
流，血水染红了整个江面。时至

今日，界首当地还流传着红军
突破湘江后的一句民谣———
“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
江鱼”。这句民谣，寄托了当地
人民对红军的爱戴以及对牺牲
战士的深切缅怀。

今天的湘江，宽不足 100

米，水流平缓，两岸开阔，绿树
成荫。在界首湘江边上，有一座
原来当地百姓用来供奉天官、
地官和水官的庙堂，叫“三官
堂”，当年红军突破湘江时曾经
把这里作为临时指挥所，为了
纪念当年的这段历史，三官堂

又被当地人称为“红军堂”。
这个砖木结构的小楼临江

而立，斑驳的灰色外墙，黑色发
亮的顶梁柱，已被磨平的地砖，
仿佛向人们诉说着 72年前那
段悲壮的历史。

如今，刘发祥老人的听力不
太好。但只要聊起那段历史，他

都精神百倍，宁愿来访者对着他
的耳朵大喊。老人有个纸张发黄
的红本本，来拜访的人，都会被
要求在本子上留下名字。

记者数了数，从 1973年
至今，已有128家单位和个人
在这个本子上签名留言。从当

年的知青，到今天的中外访问
者，都有。有朱德的女儿朱
敏，许世友上将的夫人，两个
走完长征路全程的英国青年，
还有来自以色列的武大卫老人
及陪同他的张爱萍上将的女儿
……

所有的人都对老人表示了
由衷的敬佩。在这些活着的那
段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面
前，他们无一不在留言中表达
出对那一段历史的追思和深切
的感怀。

记住这位老人，就是记住

那一段历史，就是记住我们肩
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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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兴安县湘江战役纪念碑园#仿佛走进当年的烽火年代 新华社发

红军证明 快报记者 付智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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