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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王树增历时六年、精心打造的巨著《长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王树增的《长征》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重新认识了长征的重要意义，是红军长征70年以来，第一部
用纪实的方式最全面的反映长征的文学作品；王树增查阅了大量的史料，实地采访了许多老红军战士
，书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和资料都是首次披露；在书中，作者弘扬了长征体现出来的国家统一精神和不
朽的信念力量；此外，作者还讲述了在这一伟大壮举许多感人小事，让我们通过丰富的细节更加亲近
地去接触长征的历史。
    《长征》在很多方面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在大量描写长征的作品中显得特色鲜明，可以说是纪念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里最有阅读价值的一本书。
    据悉，王树增的《远东朝鲜战争》曾获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1901年》获鲁迅文学奖及
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
此外，他还获过中国报告文学奖、曹禺戏剧奖等。
他的新作《长征》，在出版过程中受到了新闻出版署、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国出版集团和人民文学出
版社领导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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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树增，1952年生于北京。
著有长篇纪实文学《远东朝鲜战争》，长篇历史随笔《1901年》等。
作品曾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鲁迅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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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货郎带来的消息使那个蒙蒙细雨中的偏僻小镇一度陷入混乱之中，人们纷纷收拾起可以携带
的财物逃进深山密林，只留下一条横贯小镇的空荡荡的街道。
那个消息说：“赤匪来了。
”　　湿润的天地间只有细雨落入红土的沙沙声，寂静令进入小镇的年轻的红军官兵感到了一丝不安
，他们沿着街道两侧的土墙停下了脚步。
二十二岁的前卫营营长周仁杰在把这个空旷的小镇探视了一遍之后，站在镇口下意识地朝通往县城方
向的土路看了一眼——就在这一瞬间，他看见了从朦胧雨雾中突然闪现出的三个穿土黄色上衣和短裤
的人，以及跟着三个人身后的那条同样是土黄色的狗。
　　接踵而来的巨大灾难令这位年轻的红军营长永生难忘，即使在十六年后他已成为新中国的海军将
领时，回想起这个瞬间周仁杰说他依旧会不寒而栗。
那三个土黄色的身影和那条土黄色的狗的突然出现所导致的后果影响深远：它不仅使红军的一支部队
在艰难跋涉数月之后面临着一场重创，而且对于整个中国工农红军来说它还是一个危险的预兆，预示
着中国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军事转移即将发生。
　　这个瞬间发生的时间是：一九三四年十月七日上午九时。
　　甘溪，贵州省东北部石阡县城西南二十公里处的一个小镇，小镇被遍布在中国西南高原上的险峻
山岭环抱着。
　　叙述数十年前发生在中国的那次非同寻常的军事行动——长征，必须从远离中央苏区和主力红军
数千里之外的甘溪小镇和一支红军部队开始，理由很简单：尽管当时中国的红色武装已经被分割成若
干个孤立的区域，但中国工农红军始终是一个整体。
所有的红军成员，无论是占少数的政治军事精英，还是占多数的赤贫的农民官兵，因为有着共同的信
念和理想，他们在精神上是平等的。
这种平等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早的政治追求。
所以，没有理由把一个人或一支部队认定为中国革命史上的政治主角——自人类进入有政治纷争的时
代以来，所有推进文明的力量从来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群体，而只能是某一种理想或某一种信念。
　　周仁杰的前卫营所在的部队，在当时的中国工农红军中被称为第六军团。
第六军团两个月前离开了赖以生存的根据地——井冈山。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已经在根据地转战了近五年的第六军团接到了中革军委的命令——由于根
据地外围的局势日益恶化，他们必须在敌人逐渐压缩的重重包围中冲出去，然后在偌大的国土上重新
寻找一块可以生存之地。
而一个特别之处是：命令要求第六军团“把一切都带走”。
　　八月七日，第六军团的突围行动开始了，整整四天之内，七千多人的队伍不停地在碉堡群中穿梭
。
碉堡群是国民党军为封锁红色根据地修建的，在交通干道上黑压压地连成一线。
组成第六军团的绝大部分是湖南籍士兵，平均年龄不超过二十岁，他们几乎携带着根据地的一切，包
括兵工厂的老虎钳子，印刷厂的石印机，医院的医疗设备，甚至还有病床的床板，发电机、脱粒机和
磨面机。
负重累累的队伍突然出现在重重封锁线上，使认为他们很快就会被全部消灭的国民党军万分惊愕。
就在敌人短暂的不知所措中，第六军团突破了地方民团的阻击到达了第一个集结地：寨前圩。
　　在寨前圩，第六军团建立起正式的指挥系统，除了二十九岁的军团参谋长李达是陕西人外，其余
的都是清一色的湖南人：军团长萧克，二十六岁；军团政治委员王震，二十六岁；军团政治部主任张
子意，三十岁；中央派驻第六军团的党代表任弼时，三十岁。
年轻的军团指挥员和红军官兵并不知道，此时，兵力数十倍于他们的国民党军正迅速地从四面包围而
来，这些部队除了国民党政府直接指挥的中央军外，还包括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省的军阀部队
。
　　由于军情紧急，第六军团重新上路了，急切地奔向他们预定的第二个集结地：湘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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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必须渡过这条贯穿湖南全境的大河。
敌人在湘江沿线的防守极其严密，且已从各个方向开始实施大兵力夹击。
八月二十三日，第六军团到达了位于湘江东岸的蔡家埠渡口，他们这才发现江对岸已经布满了严阵以
待的敌人。
猝不及防令他们在湘江东岸不停地徘徊，与夹击他们的敌人兜着圈子。
最终，第六军团不得不放弃渡过湘江的计划，掉头往回走，进入了广东与湖南交界处的阳明山中。
阳明山极度贫瘠，大军无法生存，第六军团只能再次突围。
他们向北绕过敌人的侧翼，然后突然掉头向南，几天之后又折向西，再一次接近了湘江。
虽然连续的行军和不断的遭遇战严重消耗了第六军团有限的兵力，但九月四日，一个夜色昏暗的晚上
，红军官兵以一场恶战在重围中撕开了一道缝隙，终于渡过了湘江。
这时候，中革军委的命令再次到达，命令要求第六军团向北与红军第三军取得联系。
　　红军第三军转战在湖南西部，中国革命史中称那片开满高高的巴茅花的土地为湘西。
红三军的领导人名叫贺龙。
　　第六军团在撤出根据地后的一次次突围中损失严重，唯一的收获是他们发现在所有企图消灭红军
的国民党军队中，黔军的战斗力是最弱的。
于是，第六军团决定迎着黔军打开缺口以冲出包围圈。
这个判断果然正确，红军最终击溃了黔军的阻击一路进入贵州，占领了贵州东北部的一个小城镇——
旧州。
在旧州，军团长萧克万分惊喜，因为他得到了一张一平方米大的地图。
这张珍贵的地图上的文字是红军不认识的洋文，为此，萧克把旧州天主教堂里一个叫薄复礼的英国传
教士叫来了。
　　三十六岁的薄复礼原名鲁道夫·阿尔弗雷德·勃沙特·比亚吉特，出生在瑞士德语区，后移居到
英国曼彻斯特。
他在一个从中国回到曼彻斯特国的传教士那里知道了中国，并开始向往去中国传播上帝的福音。
这天夜里，这位又细又瘦又贫穷的传教士在担心失去生命的巨大恐惧中，就着一盏煤油灯的亮光，用
了大半夜的时间将那张地图上的法文全部翻译成了中文。
这个举动一下就缓解了红军与传教士之间的敌对情绪。
但最终薄复礼还是被要求留在红军队伍中，因为面对日益严重的伤亡红军认为他能搞到药。
传教士薄复礼就这样跟随着中国工农红军踏上了长征之路，并且在历尽艰难困苦之后活了下来。
他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在昆明附近被释放，当时军团长萧克主持了一个小小的欢送会，红军特地为他准
备了一只鸡让他品尝。
薄复礼离开中国回到英国后对全世界说：“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
对自己信仰的执著，是前所未闻的。
”　　对旧州的占领并没有缓解第六军团所面临的危机，萧克在地图上找到了与红三军会合的准确位
置，而去往那个方向必会陷入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
第六军团决定暂时放弃直接向北，转向西，渡过纵贯贵州境内的水流湍急的乌江，再以乌江为屏障寻
找机会向红三军靠近。
但是，当第六军团到达乌江岸边准备冲破黔军防线的时候，中革军委的电报又到了，电报严令他们“
无论如何不得再向西移动”。
电报同时说，贺龙的部队已经占领贵州与湖南交界处的印江，作好了接应第六军团的准备；而追击的
国民党军正在向南移动，第六军团应该立即向贵州东北部的石阡一带前进。
从地图上看，这确实是与红三军会合的最近的一条路线。
但是，随后发生的事实证明，国民党军已经向南移动的情报是毫无根据的推测，而这一推测几乎断送
了整个第六军团。
此刻，敌人已准确地判断出第六军团如果急切地想与贺龙的部队会合，于是，当第六军团在乌江岸边
研究如何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的时候，国民党中央军、黔军、桂军和湘军已经制订出了完整的大规模
合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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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军团就这样从乌江边折回，一步步走进了一个埋伏着巨大危险的包围圈中。
　　十月七日凌晨，第六军团从乌江边的走马坪出发了。
三营为前卫团的前卫营，三营营长周仁杰处在团侦察班与营尖兵排之间，他认为这个位置有利于处置
随时发生的各种情况。
　　前卫营进入甘溪镇后，团侦察班和营尖兵排伸出镇外，向石阡方向观察警戒。
此时，第六军团的大部已行至官庄至甘溪的十几公里的山路上。
尽管中革军委的电报说敌人已经向南移动了，也就是说，至少今天可以放心地按照预定路线前进，因
为无论是前面和还是后面都没有敌情，但是军团指挥员们还是无法完全放心。
队伍出发后不久，军团部特别询问了在路上遇到的邮差，并且仔细研读了从邮差那里获得的报纸，而
无论邮差的话还是报纸的报道，都证明中革军委提供的情报是准确的——这一切似乎很好，因为很久
没有这样的情况了。
数月来第六军团一直处在被堵截和追击之中，每天传给部队的行军命令只能含糊地把宿营地点写成“
相机宿营”，而今天关于宿营地点的命令中明确地写着：甘溪。
可是，尽管情况很好，却总是好得令人有点不那么放心。
此刻，第六军团的士兵们坐在湿漉漉的路边开始休息，女战士甚至开始梳理让雨水淋湿的头发。
马上就要到达宿营地了，如果太阳能够出来，找到些干柴烧些热水把肿胀的脚泡一泡，幸运的话再找
到些包谷山芋什么的塞到嘴里，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但是，第六军团红军官兵的所有美好的期望，都被那三个在雨雾突然出现的穿着土黄色上衣和短裤的
人以及跟在他们身后的那条土黄色的狗彻底粉碎了。
　　周仁杰的手下意识地伸进衣服摸出驳壳枪，同时向穿着便衣的侦察班长周来仔递了个极特殊的眼
神。
周来仔带领几个同样穿着便衣的侦察员迅速迎了上去，然后突然扑倒了两个穿着土黄色上衣和短裤的
人，另一个人连同那条土黄色的狗跑掉了。
狗在奔跑时狂吠不已，凄厉的叫声打破了山野的寂静。
被红军侦察员抓获的人咿哩哇啦，说的是周仁杰听不大懂的土话，这些发音奇怪的土话和疯狂不止的
狗叫混杂在一起，使周仁杰顿时紧张起来。
土话是广西方言，可以肯定，眼前的这两个人是桂军的侦察员。
接着，俘虏的口供令周仁杰的脑袋像炸开了一样：桂军十九师的先头部队已经接近甘溪镇北面的山脊
了。
　　周仁杰立刻命令把这两个俘虏送到军团部去，同时命令两个连沿着镇边的土墙火速散开，机枪配
置在侧翼，另一个连跑步上山占领前面的无名高地——这一切，都是周仁杰的本能反应，是在没有任
何命令的情况下，瞬间作出的决定。
   　　但是，俘虏送走了好一会儿，周仁杰仍没有接到军团传来的行动命令，他看见的依旧是正常行
军的景象：第六军团先头部队的一部已经陆续进入了甘溪镇，几个干部坐在一家店铺门口好像在开会
，红军士兵已经开始做饭，炊烟正慢慢地向镇子的上空飘散。
而主力部队仍在镇外远处的土道旁休息。
时间一分一分地流逝过去。
　　接近中午十二时的时候，枪声响了。
    枪声居然来自镇中！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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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王树增掌握了大量“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罕见壮举的相关资料，以此为基础，按照长征的时间
跨度与地域推进为基本架构，以文学氛围浓厚的笔法对长征中的人物、故事、重要场景加以描绘。
书中人物中既有毛泽东等高层领导，也有很多无名的普通人。
这是一部从微观到宏观全景式回顾长征的佳作。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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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元1000年至公元2000年间，中国的三个事件被世界认为具有巨大影响，并入选人类历史进程中
的一百件重要事件。
其中一件就是始于1934年的长征。
    可以肯定的是，来自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们，在评选一千年间影响了人
类历史进程的一百件重要事件时，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共产党人并无共同之处，他们也不是从中
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国红色武装的军史角度来看待长征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长篇纪实文学《长征》，这是一部历时六年，历经艰难的厚重之作，是第一
部最全面纪实长征的文学作品。
《长征》在很多方面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在大量描写长征的作品中显得特色鲜明，可以说是纪念中
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里最有阅读价值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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