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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新兰“跑”在长征路上的传奇和浪泻的“红色恋歌”、粟裕大将的夫人楚青当年“隐姓埋名”的实
情、张文与洪学智简单的“终身大事”与一言难尽的硝烟岁月⋯⋯历史的重重迷雾，您想知道却并不
事正切实知道的另一种真实情形，在记者伉俪余玮和吴志菲的一问一答中斩渐明朗⋯⋯    全书情节感
人，叙事生动，文笔流畅，可读性强。
     本书为《中国高端访问》之《15位传奇女性的家事与心史》。
 读者通过阅读有关高端人物的访谈可以看到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台前幕后，看到当代社会波澜壮阔的
风云际会，看到今日中国的发展行踪； 读者可以了解许多曾经影响并且有的还在影响中国社会发展进
程的学术和思想，了解其形成与发展的若干脉络，以及这些人物为何而奋斗的人生理想与信念； 读者
可以更深切懂得人生是可以多么地绚丽多彩，成功的道路是可以多么地与众不同，生活的滋味是可以
多么地因人而异； 读者可以采撷到智慧之果，滋补自己的人生、思想和事业。
书中不同的人物生活及其反映出来的处世哲学，会给不同的人以不同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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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玮，曾用名新伟，笔名愚公，湖北赤壁人，中共党员，作家、诗人、资深记者。
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在新闻出版界有“红色传记
作家”与“高端人物的解密者”之誉。
曾供职新华通讯社、中华英才半月刊社、中华儿女杂志社等中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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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王新兰：箫声杳杳心若兰　总理弥留之际还在哼唱的经典组歌诞生的前前后后　小小通信员的红色启
蒙教育和红星情结　红军娃“跑”在长征路上挑战生存极限　传奇而浪漫的“红色恋歌”　强装笑颜
的日子让人心碎刘英：永远的“红色大姐”　参加过“入校仪式”的“野姑娘”　新婚别竟成永诀别
　主席赋诗闹洞房　咫尺隔离心相映　燃烧的晚霞不灭的光辉楚青：我和粟裕不得不说的“情”节　
“隐姓埋名”的实情：毅然离家投奔新四军的往事并不如烟　扑朔迷离的爱情：常胜将军情场上却屡
受挫折　甘愿“三让”的真情：并非出于谦虚谨慎　多次战伤的实情：3块残碎的弹片背后有传奇　
一言难尽的隐情：36年的冤情公案之平反一波三折　耿耿于怀的伤情：夫人眼里的赫赫名将之压抑委
屈的半生傅涯：奇缘奇恋奇将　第一封情书“发表”在墙壁上　“巧遇”中撮合上一个“好人”　同
国母宋庆龄的神交　生命最后的时光不讲“三分之一”　天各一方的亲人坐牢只因是陈赓夫人邓六金
：投身革命即为“家”　“包办”的革命情侣　传奇的巾帼英雄　延伸的深厚母爱　不老的革命情感
王定国：我的长征正在进行　危险、艰苦却不失快乐的漫漫长征是她顽强生命力的源泉　救助西路军
幸存战友的工作跨越了近半个世纪　细细的缝衣线将谢老缝进了她的人生　叛逆童养媳剪下长辫闹革
命　向谢老学习总结出“对儿女一概不管”的教子真经　粗枝大叶的生活习惯歪打正着成就她的养生
之道　往日的“不识字秘书”如今的著名社会活动家钱瑛：“鄂南秋瑾”隐秘的革命生涯　家世宽殷
的小钱瑛，聪颖刚烈　踏上了革命的征途，机智有余　辗转南北，没想到女散夫也别　从“洪湖赤卫
队”到“模范监狱”，一线作战　深入白区，隐身化名打“地下”　心系民心的党内“女包公”，反
倒身陷冤案张洁清：玉洁冰清最崇“真”　眼中丈夫那求真务实的一面　“小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之
路　出身迥异却拥有高质量的婚姻　和美家庭之外的“不愉快”与“禁地”　历经磨难情不变陈琮英
：“布衣夫人”的红色之恋　“娃娃亲”缘定一生　百年征程多磨难　贤妻良母多情女张文：铁流巾
帼的红色之旅　红军队伍从此就是小佣工的“家”　几次险遇真实映照残酷而传奇的长征路　简单的
“终身大事”与一言难尽的硝烟岁月　老战士的新长征之路就在脚下王丹一：还原历史一个真实的艾
思奇　两人在延安举行了个“5毛钱”的婚礼　秀才与伟人之间交往的因缘　身后一个个谜团在访谈
中澄清　重情的他又有些“绝情”　一次批评成了一辈子的“灵丹妙药”杜惠：与诗人郭小川如诗的
爱情故事　相识在一个金秋的日子　诗一般的求爱信　灿烂的春日喜结连理　有距离但没“黄昏恋”
才旦卓玛：岁月如歌　目不识丁的农奴女“唱支山歌给党听”　听她的歌就好像到了喜马拉雅山　用
歌声抒发对党的感激之情　生日至今是个谜的歌唱家之酸与甜蒋英：走出“两弹”功勋的光环之外　
从青梅竹马到姐妹恋　艺术和科学的完美联姻　特殊的教学方式培养独特的音乐人才廖静文：悲鸿是
我生命的主角　潇湘淑女与画坛大师的邂逅　甜蜜而苦涩的感情生活不堪回首　生命和情感跟纪念馆
紧紧相连　耄耋之年守望不老的真情相关链接：徐悲鸿生命中的三个女人附：我眼中的《中国高端访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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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王新兰：箫声杳杳心若兰王新兰，原名心兰，萧华将军的夫人，长征路上最小的女红军。
1924年6月出生于四川宣汉，5岁送过情报，9岁参加红军，11岁随红四方面军长征。
曾任红四方面军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员、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队分队长、中央军委三局五十五分队报务员
、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新闻电台台长、一一五师政治部秘书处机要秘书、东北南满司令部秘书兼电
台台长、第四野战军特种司令部秘书处秘书、总政治部机要科副科长、总政治部专家工作室主任、交
通部干部局干部科科长、交通部外事处处长、总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总政治部主任办公室副主任、
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兰州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兰州军区后勤部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
上校军衔；1985年12月离休（正军职）。
她从小受到革命熏陶，5岁送过情报，9岁参加红军，11岁随红四方面军长征，2次翻雪山3次过草地，
在昏迷中曾走到死亡边缘，愣是用稚嫩的双脚走完了长征路，随同大部队胜利到达陕北。
她这位长征路上最小的女红军的传奇人生，还因她和萧华的动人爱情而更加传奇：罗荣桓热心为他们
搭鹊桥，毛泽东拍电报让她“约会”，战地成亲，相濡以沫几十载，在“文革”时期历经磨难。
历史迷雾重重。
中国工农红军那场“不可思议”的大迁徙与“文化大革命”的苦涩浩劫，给后人留下许多可供回味、
考证的“谜团”。
王新兰作为那段历史的见证人，她的所见所闻为我们对那段历史的“阅读”提供了佐证。
总理弥留之际还在哼唱的经典组歌诞生的前前后后“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
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
”每每听到这熟悉的歌词和旋律，王新兰的眼前就闪现出丈夫萧华创作《长征组歌》的情景。
自己一唱起丈夫写的这首歌，当年三过草地雪山的王新兰总是心潮起伏，长征于她的记忆太深刻了。
关于长征，美国记者斯诺曾说：“总有一天，会有人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全部写出来的。
”在长征胜利30年后的1965年，12首“三七句、四八开”的系列组诗横空出世，这就是《长征组诗》
。
其中10首被谱曲传唱，一唱就是40余年，这就是《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
组诗的作者就是王新兰的丈夫、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萧华。
1965年7月19日，天津人民会堂，萧华第一次审看《长征组歌》排演。
当时，天气炎热，排演现场连电扇都没有。
就在这样的闷热中，萧华和王新兰却看得十分投入。
演完后，萧华和王新兰走上舞台。
有人搬来一把椅子请萧华坐下，他看了看演员们被汗水湿透的演出服，转头对文工团团长晨耕说：“
你让演员们把演出服脱了，也都坐下吧。
”萧华说，作为长征的亲历者、战斗员和指挥员，他觉得有一种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在推动着他写《长
征组诗》。
所以，他一定要写出来让战士们演唱，让所有的人了解长征的故事，牢记长征精神。
他对演员们说：“你们唱得不错，但是如果你们了解了长征就会唱得更好！
”萧华随后又说：“长征这段历史是十分感人的。
我在写《长征组诗》的时候，泪水经常打湿手稿。
每每我写到最艰苦的地方，就回想起那些与我一起长征过的战友，他们有的已经牺牲了。
”说到这里萧华哽咽了，王新兰和演员也都掉下了眼泪。
王新兰回忆说：1934年，时年18岁的萧华跟随红军主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他亲身经历了一场场生死考验。
他忘不了当年长征路上的每一个场景，忘不了和自己一起战斗生活过的战友。
面对长征，萧华有太多的话要说，太多的情要诉。
1964年2月，全国肝炎流行，萧华下连队时染上了严重的肝炎，待在北京公务繁多，不利治病康复，周
恩来总理指示萧华离开北京，到外地休养一段时间，并特别关照要王新兰一同前往，以便陪同照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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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4月，萧华和王新兰来到杭州西子湖畔。
此时，全军各部队正准备庆祝红军长征30周年纪念活动，不少文艺单位多次向亲历过长征的萧华约稿
，这成了萧华创作《长征组歌》的直接动因。
其实，讴歌长征，萧华早有想法。
自从走完了长征路，长征便成为萧华生命的一部分。
那场震惊世界的远征，那场使红军从濒于灭亡之中再生的大迁徙，那场红军向难以承载的生存极限挑
战的英雄壮举，萧华视之为中国共产党最珍贵的精神遗产，因而值得大书特书。
早在1958年夏，萧华得到一本描绘长征的画册，如获至宝。
当时，他与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说，除了画册，应该用多种艺术形式表现长征。
他还对王新兰说，如果有一个整块的时间，一定要写一写长征。
遗憾的是，繁忙的工作一直无法使他拿起笔来。
到杭州治病疗养，终于有了创作的机会。
创作首先遇到的是艺术表现形式问题。
萧华考虑到身体状况欠佳，不便写长篇大论，于是采用诗歌的形式。
萧华长于诗词，在杭州又集中阅读了唐诗、宋词中的一些名家之作。
中国古诗词凝练含蓄、韵律优美，极富表现力和形式美。
经过思考，他很快确定了用组诗的形式表现作品的内容。
考虑舞台演出的通俗性，他在借鉴古诗词的基础上，采取了“三七句、四八开”的格式，即每段诗词
用4个三字句、8个七字句、共12行68个字组成，一诗一韵。
这种形式，既有统一的格律，便于记忆朗诵、谱曲歌唱，又较旧格律自由，不受平仄、对仗的限制。
创作的真正难度在于对作品内容的整体把握。
萧华虽亲历长征，但他当年只有18岁，先是少共国际师政委，过草地前是红二师政委，只熟悉红一方
面军的长征。
对于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则知之不多。
因此，要把红军三大主力艰苦卓绝的长征准确地概括到一部诗歌中，是十分困难的。
为此，他阅读了有关长征的大量资料和老同志写的回忆录，反复重温了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
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著作，用其中关于长征
的精辟论述，作为创作的指导思想。
同时，认真研读了毛泽东关于长征的诗词。
掌握丰富的史料后，萧华按照长征的历史进程，从极其复杂的斗争生活中，选取了长征中12个“关节
点”，安排了组诗的整体结构，即：告别、突破封锁线、进遵义、入云南、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
、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大会师、会师献礼、誓师抗日。
于是，萧华忘记了自己病人的身份，进入忘我的创作境界。
屋里的灯光常常亮到午夜。
王新兰此刻也无法劝阻丈夫休息。
夜深人静时，她会悄悄地在丈夫身边站一会儿，她看到的是一页页被泪水模糊的稿纸。
王新兰说，为了不影响萧华的身体，在创作前，她就与萧华曾有许多“约法”和“规定”，但是萧华
一进入创作状态，就什么也不顾了，甚至通宵达旦，而且常常是一边流泪一边写。
长征途中没流过一滴泪的萧华，将感情的闸门向逝去的历史打开了。
王新兰说，写得很是辛苦，人都瘦了十几斤：那真的是“呕心沥血”。
写就后，萧华用毛泽东的七律诗《长征》中的首句“红军不怕远征难”为题，分别被呈送给周总理和
在京的许多老帅传阅。
老帅们都说，用12首诗来概括长征全过程，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组诗高度概括了中国工农红军
举世无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历程，歌颂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不怕任何艰难困苦和坚韧不拔的革命意
志，抒发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英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崇高精神。
周总理更是非常高兴，也非常喜欢，尤其是对“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特别赞赏，说
这是“神来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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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正在搞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间唯独没有长征的内容，周总理说，这下好了，先把《飞越
大渡河》放进去，于是“组诗”开始变为“组歌”。
曲谱初稿成形后，萧华在杭州的病房里接见了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晨耕、生茂、唐诃、遇秋4位曲
作者，让他们一首一首地为他哼唱，并提出修改意见。
其实，当初为组歌谱曲的除了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晨耕、生茂、唐诃、遇秋4个人外，总政文工团
时乐蒙也同时写了一稿，他这个版本气势宏大，技巧很高。
周总理反复听了两个版本后，觉得各有千秋。
考虑到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好唱好记，便于传唱，基本倾向于这个版本。
战友文工团排练期间，周总理亲自去作动员，要他们去部队参观、学习，了解情况，不但要形似，穿
上军服、穿上草鞋、打上绑腿，更要神似。
周恩来总理曾这样评价萧华和他的组诗：“只有经过了长征的人才会写出《长征组歌》；只有有激情
的人才会写出《长征组歌》。
你为党和人民做了件好事，为子孙后代做了件好事，我感谢你。
”王新兰也认为，《长征组歌》是一部饱蘸着血泪和激情的经典之作。
“总理在病重期间，我们都很想去看他，但萧华刚从狱中出来，我们无法进去。
总理生前，曾先后17次观看组歌演出，他能唱出组歌的全部歌词。
总理在弥留之际，最后唱的一句是‘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说到这里，王新兰声泪俱下，哽咽难言。
据悉：“文革”期间，《长征组歌》有8年没有正式演出。
1975年，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后，指示复排《长征组歌》。
同年10月，复排后的《长征组歌》在北京展览馆剧场连演一个月，场场爆满。
反响的热烈程度远远超乎演员们的想像。
很多观众看完演出后都不坐车了，而是手挽着手一路哼唱着《长征组歌》回家。
《长征组歌》这首脍炙人口的音乐史诗，用血与火谱写的旋律，穿透上一世纪的回音壁，响彻新世纪
的天空。
而由组歌述说、重现的长征画面，一次次令人们感慨万千，一幅幅定格为永恒的记忆。
小小通信员的红色启蒙教育和红星情结“哥哥当红军，弟弟要同行。
莫说我年纪小，当个通讯兵。
”当年红军打下四川宣汉城时，一个小女孩一脸稚气，挤在看热闹的人群里，第一次看见穿着军装、
腰上别着盒子枪的女兵，十分羡慕。
看到女兵们向群众领唱这些革命歌谣的场面，这个小女孩十分激动：女兵好威武、好漂亮，我能成为
其中的一员该多好。
当年这个小女孩就是王新兰。
王新兰原名心兰，参加革命后改为“新兰”。
1926年6月，她出生在四川省宣化县王家坝的一个知识分子家里。
父亲王天保是前清贡生。
6岁那年，王新兰的父亲去世。
在王新兰的印象中，父亲常年穿件青布长袍，举止儒雅。
父亲看重读书，王新兰记事起就常听父亲说：“耕，养命；读，达理。
二者废一不可。
”王新兰的叔叔王维舟是个地下党员，在家乡创办了一所新式学校：宏文小学。
5岁那年，父亲送王新兰到这里读书。
在这里，王新兰不仅读书习字，还接受了最初的革命启蒙。
当时，王维舟秘密发动群众，建立了川东游击军，领导了著名的川东起义。
于是，军阀刘存厚把王维舟视为眼中钉，悬赏捉拿他。
王维舟和王新兰的两个哥哥躲在一个阁楼上。
5岁的王新兰已懂些事，慢慢有些觉察，先是发现她的哥哥姐姐时不时地往楼上钻，后来又发现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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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姐姐上楼，叔叔也准在楼上。
王新兰发现他们的行动有些神秘，神情都很庄重，她想他们一定在干什么大事情。
不久，刘存厚派一个连进驻王家坝，连长就住在王新兰家。
国民党连长经常指挥他的手下四处活动，搜山、抓人，给地下党和游击军的联络造成很大困难。
地下党看王新兰年纪小，不易被怀疑，就经常派她去送信。
有些文章曾说王新兰9岁参加革命，看来，早在5岁那年王新兰就提着脑袋给共产党送信，当然是革命
活动。
今天，王新兰对此笑了笑，说：“能活下来就不错了。
9岁参加革命，江青还说是假的，她说什么：长征死了那么多人，一个八九岁的小丫头还能活下来吗
？
”王维舟离开那个阁楼后，王新兰的两个哥哥也跟着他走了。
他们奔波在宣汉、开江、梁山一带的广大农村，发动群众。
沉寂了几个月的川东大地又沸腾起来了。
他们走过的地方，红红火火地建立起了农民协会、妇女会和游击队。
这时，王新兰心里明白，这些都和小阁楼上那些秘密活动有关。
1932年底，为配合从鄂豫皖根据地撤出的红四方面军入川，川东游击军加紧了对敌斗争，努力扩大游
击根据地。
到1933年10月，在红四方面军发动的宣(汉)达(县)战役中，王维舟配合红军主力前后夹击军阀刘存厚，
使其溃不成军。
11月2日，在宣汉县城西门操场隆重举行了庆祝大会。
庆祝大会上，川东游击军正式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任命王维舟为军长。
大会盛况空前，大街小巷被挤得水泄不通。
几十年后的今日，王新兰回忆起那天的盛况还十分高兴。
她说：“那天，姐姐心国带着我，半夜就起了床。
我们一人举着一面小旗，跟在队伍里，向会场走去。
离宣汉城还有好几里路，就听到了从那里传来的锣鼓声和鞭炮声。
一进城，就被满眼的标语、红旗和此起彼落的口号声包围了。
”此前，王新兰还没有看见过那么多的人聚会，十分兴奋。
她远远地看见站在操场土台子上的叔叔王维舟第一次穿上了正规的军装，刮了脸，显得很精神。
几天后，王新兰的姐姐王心国也参加了红军，分配到红四方面军宣传委员会。
看到姐姐戴上了缀着红五星的八角帽，王新兰又高兴又羡慕，整天蹦蹦跳跳跟着姐姐她们后面，一会
儿跟着学歌谣，一会儿帮着刷标语。
这时，王新兰也找队伍上的人要求当红军，队伍上的人说她太小不行。
王新兰又到另一个征兵点去问，还是不行。
于是，王新兰闷闷不乐。
姐姐知道她的心思，答应她到了12岁，一定能帮她当上兵，因为红四军有一个12岁的宣传员。
这时，王新兰认真地对姐姐说，那我谎报年龄，就说是12岁。
姐姐说，你长得那么小，说12岁哪个相信？
王新兰照了照镜子，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此时，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宣、达一线的红军和地方机关撤至川陕苏区的中心地域通(江)南(
江)巴(中)一带。
姐姐担心母亲和妹妹，专门从红四军赶回家，将母亲托付给村苏维埃主席，让她随苏维埃一起转移。
母亲走后，家里只剩下王新兰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于是，王新兰一头扎进姐姐怀里哭了起来，说一定要跟着她去当红军。
姐姐没有办法，只好带着王新兰一起来到了红四军军部。
姐姐把王新兰领到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徐立清跟前，说她的妹妹要参军。
徐立清笑着打量了一下这个眼巴巴看着自己的小女孩：剪裁合身的小旗袍，透着生气的短头发，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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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红的圆脸蛋，可爱极了。
不过，他还是叹了口气：“孩子，你太小了：个头还没有步枪高，还是找个亲戚家避一段时间吧。
”一听，王新兰眼泪扑簌簌地流。
忽然，王新兰停下哭泣，大着嗓门说：“你别把我看小了，我什么都能干！
”徐立清见她率真的样子，哈哈大笑：“哦？
什么都能干？
那就说说你能干些什么。
”“好！
”听首长话有松口，王新兰的劲头更足了：“我会写字，会跳舞，会吹奏，还会唱歌！
”说着她还用手在地下写了几个字让徐立清看。
这时，姐姐王心国也在旁边帮腔：“首长，你就收下我妹妹吧！
你别看她年龄小，可她已经为党工作好几年了。
”她如数家珍般把王新兰几年来为党传递情报的事讲给徐立清。
徐立清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嗯，不错，不错。
”专心听王心国说完，徐立清转而对王新兰说：“小妹妹，不是红军不要你，只是你的年龄太小了。
”一听又没希望了，王新兰发起了小孩脾气：“小？
小怎么了？
哪个天生会打仗，还不是一点点学起来的。
我虽然年龄小，可学东西还快呢！
”在一旁的王心国替妹妹求情说：“白匪来了，和红军沾边的都得杀，留下来不是等着让白匪杀吗？
就让她跟着红军走吧，我晓得她太小，没办法，能活下来就活，活不下来就。
”王心国说着，眼泪也流了出来，“她小是小，却懂事，不会给队伍添麻烦的。
”徐立清想了一阵，击一下掌，说：“你，红军收下了！
”王新兰破涕为笑，兴奋得跳了起来。
这一年，王新兰9岁。
如今，王新兰还庆幸当年红军接收了她。
很快，王新兰被分到红四军宣传委员会，和姐姐住在一起。
王新兰回忆说：“穿上专门为我做的一套小军装，戴上红五星八角帽，别提心里多高兴。
”后来，红四军成立宣传队，王新兰就成了一名小宣传员，“天天跟着老同志学识简谱、吹笛子、吹
箫、打洋鼓”，成了宣传队里的多面手，经常参加演出自编的戏剧或舞蹈，给部队鼓劲。
一天，王新兰返回宿舍没有看见姐姐，就四处找，却在床板上发现了一个字迹清秀的纸条：“小妹，
组织调我到省委工作，来不久和你告别，以后就靠你自己管理自己了。
”拿着小纸条，王新兰哭了起来。
原来，中共四川省委要在红四军里找一个文化程度高的人，去给省委书记兼保卫局长周纯全当秘书，
选来选去，最后选中了王新兰的姐姐王心国。
王新兰没有想到，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这个姐姐，也再也没有见到自己两个同样在红军队
伍里的哥哥及六姐夫(让王新兰痛心的，这些年4位亲人不是牺牲在战场上，而是死在张国焘“肃反”
的祭坛上)。
1934年秋，红四军开到了四川北部的苍旺坝。
一天，有人捎信给王新兰说，你的母亲就在附近，病得很厉害。
王新兰心急火燎地赶了30多里路，在一间四面透风的破房子里见到了病危的母亲。
一见面，母女俩哭成一团。
母亲抚摸着女儿说：“心兰，陪妈几天吧。
”王新兰只是哭，不说话：部队行踪不定，她来时领导交待过必须当天返回。
王新兰无法开口把这话告诉病势垂危的母亲。
晚年，王新兰对子女回忆说：“离开妈妈、走出那间破房子的时候，我没有回头，也不敢回头，怕妈
妈在绝望的目光中再也迈不动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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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王新兰心里清楚，这次相见，是她们母女的永诀。
红军娃“跑”在长征路上挑战生存极限“同志们，加劲走，赶快穿过大风口。
莫歇劲，莫逗留，‘三不准’要求记心头。
。
”当年在寒冷的风口上，王新兰打着小竹板，向路过的部队一遍又一遍地说着烂熟的顺口溜。
那段历史越来越远，亲历者越来越少，记者有幸采访到王新兰这位铁流小巾帼，她以一名参与者的特
殊身份和女人特有的细腻，对长征这影响中国革命深远的行动有自己客观的而不失详实的描述。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
这年3月30日晚，在这望不到头的队伍里，不到11岁的“红军娃”王新兰迈着稚嫩的小腿，被宣传队的
大姐姐们搀扶着，登上了渡江的木船。
王新兰不知道这条船会把自己带到哪里去，她只知道自己必须跟着这支队伍走，因为除了这支队伍，
她什么也没有了。
说到对长征的感觉，王新兰说：“最深的感觉就是走路，没完没了的走路，整天整天地走，整夜整夜
地走。
”部队打仗时，王新兰她们就和群众一起抢救伤员，有时一天要抬几百个伤员。
王新兰年纪小，抬不动重伤员，就扶着轻伤员走。
长征路上，有爱讲笑话的王新兰的地方，总有许多笑声。
可是过江半个多月，有人发现听不到她的笑声了。
原来，王新兰染上了重伤寒，吃不下饭，身休一天比一天虚弱。
这时，还清醒的王新兰不断地提醒自己，无论如何，千万不能掉队：在这种时候掉队，等着自己的只
有死亡。
一天早晨，王新兰挣扎着刚走十来里地，眼前一黑，就一头栽倒在地。
战友们用树枝扎了担架抬着她继续往前走。
部队走到川西时，她已牙关紧闭，不省人事了。
没过多久，头发眉毛全都脱落了。
宣传队的一位大姐抱着一线希望，天天把饭嚼烂，掰开她的嘴，一点点喂她。
渐渐地，王新兰又奇迹般地睁开了眼睛。
宣传队抬着重病的王新兰行军，行动十分艰难，特别是有敌人尾追的时候。
一天，在一个村子宿营，有人建议给房东一些大洋，把王新兰留下来。
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洪学智得知后，赶忙来到宣传队，说：“这孩子表演技术不错，一台好的演出，对
部队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
”他给宣传队下了一道命令：“再难也要把她带上，谁把她丢了，我找谁算账！
”王新兰躺在担架上，被战友们抬着走了个把月。
渐渐地，王新兰开始进食了，脸色也好了起来，部队到达理番时，她已能勉强坐起来了。
死神最终与王新兰擦身而过。
当王新兰能下地以后，又拄根棍子，拖着红肿的双腿，紧紧地跟着队伍，走那永远也走不到头的路。
王新兰人小腿短，别人走一步，她得走两步，她一边走一边在心里告诫自己：“千万不能掉队，千万
不能掉队！
”就这样，王新兰跟着队伍跋涉在铁流之中。
病终于好了，王新兰又开始参加宣传队的工作，每天跑前跑后地从事宣传鼓动。
在翻越夹金山时，她们衣衫单薄，身上冻得像刀割。
当时大部队定在凌晨5点动身上山，宣传队必须提前到险要处搭宣传棚。
王新兰她们刚走到山脚，就感到雪山的厉害，地下的雪冻得硬邦邦的，木棍着地，发出“咯咯”的响
声。
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呼吸十分困难。
看到王新兰这样小的孩子站在风口上宣传鼓动，红军战士都很感动，用力向上爬。
十一师过去了，十二师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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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队员们都快冻僵了，陈锡联带队走上去，爱怜地摸着王新兰的头说：“部队快过完了，你们宣传
队快些走，这里不能呆得过久。
”6月，部队到达懋功，一、四两个方面军胜利会师。
十万大军聚集在一起，两个方面军的同志相互倾诉、相互慰问，互赠草鞋、羊毛什么的。
王新兰回忆说，当时到处热气腾腾，空气中充满了歌声和笑声。
那些日子，王新兰每天都有演出，唱歌、跳舞、吹口琴。
部队在懋功停留了一段时间，但没有筹到多少粮食。
8月上旬，部队在毛泽东的直接率领下，从毛儿盖出发进入草地。
茫茫草地，已经多少个世纪没有踩过人的足迹。
一群红军战士走进来，一曲人类求生存的颂歌在无垠的草地上奏响了。
王新兰背着一条线毯、一双草鞋、一根横笛，拄着根小棍紧跟着前边的同志，走进了草地。
到了草地，王新兰和其他红军战士一样，白天吃野草，晚上没觉睡。
“因为都是水，一块干地没有，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小背包，里头有双草鞋，或者还有一个床单什么
的，就把它垫在屁股下面就坐着，大家背靠背坐着，背靠背坐着，晚上冷啊，冷得要命。
”草地的夜似乎很长，王新兰她们又冷又饿。
指导员到附近找来些枯草，生起一把火，领着她们搓手、跺脚、唱歌。
歌声驱散了寒夜，迎来了黎明。
王新兰回忆说：“当时，整天饿得发慌，有时挪动一步，浑身摇晃，眼前直冒金花。
”一天、两天、三天。
她们在草地上走啊走啊，前方终于出现了树木，草地走到了尽头。
王新兰抑制不住泪水，与同伴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回望草地，已经有多少战友倒下了，留在了草地上。
如今，王新兰说：“过雪山草地，印象最深，永远也忘不了，因为那是在整个长征的两年历程当中，
最艰难最苦的，而且说是挑战极限——那真是，每一个战士每一个红军都在向极限挑战，什么极限，
死亡极限、生存极限。
”刚走出草地，张国焘公开和党中央搞分裂，下令红四方面军过草地南下。
9月中旬，王新兰跟着部队二过草地。
时值深秋，无衣无食，加上部队刚过一次草地，部队已经疲惫不堪了。
茫茫草地，似乎没有尽头，路旁不断增添新隆起的坟头。
王新兰和几个小队员谁也不说话，她们闷闷不乐地跟着部队走，心里的疑问越来越大：“为什么不跟
中央北上，为什么又要过草地南下？
”倒下的人越来越多，走到草地边缘时，战士们已经耗尽了最后一点力气。
终于又走出了草地。
1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地区与国民党军十数旅激战，毙伤其1.5万余人，但因自身伤亡过重，众
寡悬殊，撤出百丈，被迫转入守势。
而今，王新兰说，上边叫怎么走就怎么走，直到南下碰壁，清算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时，才真正知道是
路线上出了问题。
参加了百丈之役战场救护的王新兰说，此前，她还没有看见过那么惨烈的战斗：红军和川军相互扭结
在一起，用手撕、用嘴咬，到处是死人，尸体摞在一起，纵横错列，触目惊心。
王新兰和宣传队的同志一次次冲进硝烟里，把一批又一批伤员抬下来，“在百丈激战的7天7夜里，宣
传队的工作特别艰难。
经过百丈这一战，我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
百丈一役是张国焘南下碰壁的开始。
当时，红四方面军大部集中在夹金山以南的天全、宝兴、芦山一带休整、集训。
由于王新兰在火线救护和宣传中的突出表现，这年11月，她光荣加入了共青团，成为宣传队中年龄最
小的团员。
王新兰参加的集训还没有结束，国民党薛岳部纠集10个团配合川军向天全压来，王新兰她们奉命连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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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回部队。
敌人进攻暂时被击退后，红军被迫撤出了川西，由丹巴西进。
1936年2月下旬，红军再次翻越夹金山、折多山等大雪山，于3月中旬到达道孚、炉霍、瞻化、甘孜一
带。
此时，全军已从南下时的8万人锐减到4万人。
对张国焘的不满情绪在官兵中蔓延。
7月2日，红四方面军主力与红二、六军团齐集甘孜。
会师那天，洪学智组织宣传队敲锣打鼓列队欢迎，王新兰第一次看到了闻名已久的贺龙、任弼时、关
向应等。
由于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的努力，南下走到绝路的张国焘不得不同意北上与中央会合。
就这样，王新兰随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走了草地。
王新兰说：“第三次过草地是最艰苦的一次，走到草地时，部队带的粮食都快吃光了。
经过前两次草地行军，草地上能吃的野菜、草根也都挖光了。
进入草地不久，不少人已饿得上气不接下气，有时走着走着就看到前边一个同志倒下了。
”10月10，走过万水千山的一、二、四3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庆祝胜利会师。
至此，震惊中外的长征宣告结束。
采访时，当记者说“您是徒步走完长征全程的年龄最小的红军”时，王新兰笑了笑：“当时我的年龄
小，步子小，别人走一步，我得跑两三步，一天到晚总在不停地跑。
别人走完了长征，我是跑完了长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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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端访问14:15位传奇女性的家事与心史》有苦涩而甜蜜的精彩故事为后世提供难得史料，传奇
而浪漫的红色恋歌给后人留下诸多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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