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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这本关于《红军》的新概念书的前言里作者这样写到，“年轻人是用好奇与神秘的思维来想象
那段故事的。
他们臆想中的长征，显然是用自己喜欢的自我折磨以及正在流行的小资方式——徒步行走来比对、定
义。
民间自发的对于那支军队的兴趣与爱好，正在成为一个潮流。
在许多的网页上，以及更多的幼小的孩子们的留言以及思考中，长征正在被形式化。
红军也成为某种先锋名词的代表。
红军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在官方与民间，在时尚与传统、在亲历者与想象者们中间，成为了一个有
趣的纪念版式。
他们各自写着对一支遥远军队的定义，甚至互相印证。
从七十岁到十岁的人群，对于它有这样一个年龄的纵深与横切面。
这种现象就如同今天的中国一样，传统与现代共存，丰富杂乱，单纯而且充满朝气与活力。
这其实是一个神秘的命题。
如此不同的人群为什么会如此地怀念一个逝去的时代。
他们如何找到集体共存的密码或者找到方法？
”这就是本书要解读的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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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师永刚：画传创始者，《世纪华人画传丛书》的策划与发起者、曾策划编著的《蒋介石画传》《
宋美龄画传》《邓丽君画传》《三毛私家相册》等丛书在中国掀起画传热潮，发行总量超过百万套。
畅销书《蒋介石：1887-1975》上下卷、《雷锋：1940-1962》作者。
现为香港《凤凰周刊》杂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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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周年是中国人对于已故往事追根溯源的机会之一，回忆传统几乎同样是一个古老的传统。
这种对于历史的温习正成为一种潮流。
西方人常惊讶于中国人集体回忆的姿态。
2006年是红军长征70周年。
红一方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艰苦行程，到达陕北。
而这是缔造共和国的重要开始。
　　这个奇迹其实早就开始被纪念了，只是时间坐标发生了变化，纪念的队伍里不断出现新的声音。
如同仍然活着的、参加过那次长征的长寿的士兵们，喜欢穿着当年的军装；他们的后代，现在的年轻
人，被电视与流行风格混搭而成的一代，他们对于那场长征的认识，却有着不一样的方式。
　　在领袖发表国家级的演讲来记忆的时候，年轻人是用好奇与神秘的思维来想象那段故事的。
一位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女孩子，一个徒步爱好者，她在自己的博客上。
记录了自己沿着红军路线行走的全过程。
她感受到的只是这段路途竟然有一半是人类的秘境，从未被污染，景色美得惊人。
她认为，自己的爷爷，他曾是红军，比她要浪漫；她不再认为，那段历史像爷爷所说的艰难困苦——
吃青稞算什么，那种味道美极了。
新的一代，当然，我们还曾在20世纪80年代，被崔健的小号与红绷带迷惑，他嘶声呐喊着《新长征路
上的摇滚》以及粗嗓音的《南泥湾》革命被音乐给弄得更加浪漫。
但崔健们显然落后了。
民间自发的对于那支军队的兴趣与爱好，正在成为一个潮流。
在许多的网页上，以及更多的幼小的孩子们的留言与思考中。
长征正在被形式化。
红军也成为某种先锋名词的代表。
一个“80后”试图将自己的乐队命名为红军，因为他认为这个名字太酷了，最终遭到有关方面的反对
。
有个做服装设计的女孩，则放大了一张当年的红军战士穿着短裤的照片，看上去类似今天的七分裤。
这张照片放在她的店里，与奢侈品放在一起，酷得要死。
　　更酷的是，有一个人花更多的时间，拍了将近一千名流散在各地的红军战士画像，结集出版，并
把这当成一种记录历史的方式。
在北京的798工厂，先锋、爱波普的艺术家们，更是长征以及红军的爱好者，他们放一支当年的大刀在
自己的画展上。
有个艺术家甚至在以贩卖真假古董而闻名的潘家园市场找到了一批描写红军的古老版本，合成了一张
《潘家园的长征》　　红军在70年后的今天，在官方与民间，在时尚与传统，在亲历者与想象者中间
，成为一个有趣的纪念对象，他们各自写着对一支遥远军队的定义，甚至互相印证。
　　90岁，80岁，70岁，60岁，50岁，40岁，30岁，20岁，10岁。
这样一个年龄的纵深与横切面。
如同今天的中国一样，传统与现代共存，丰富而纷杂，单纯而且充满朝气与活力。
如此不同的人群为什么会同样地怀念一个逝去的时代？
他们如何找到集体共存的密码？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与2006年的中国，最大的相同点很快出现了。
　　许多来自西方的目光，以记者的好奇审视着中国，他们从一开始就对中国的一切产生兴趣。
　　早在可以乘波音飞机来到中国的时候，时间与空间一下子缩小了。
中国的历史很快被这部分人目击，甚至描述。
纽约与北京，华盛顿与南京，纽约与延安，伦敦与上海⋯⋯打开30年代亨利先生的《时代》杂志以及
更多的书刊，我们可以发现，美国人笔下的中国是如此令人眼花缭乱，如此丰富。
甚至在今天看来，中国只不过是作为全球化背景记述中的一环，一个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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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个部落的历史，因为西方的观点以及立场而变得张力十足。
甚至你找不到这个曲线的根本变化。
这些提前感受到全球化背景与拥有对世界好奇心智的西方冒险家，找到了对于中国的认识方法，甚至
想帮助中国认识世界以及自身的历史。
　　历史的写作往往有多个版本，有的由官方审定，有的来自民间，还有的由外国人记录。
这些版本适合一起阅读，相互映照。
这种阅读反而会使历史更具备完整性。
20世纪30年代，那场巨大的青春赤色革命，其中一位真正的记录者就是斯诺。
　　美国人埃德加。
斯诺辗转来到延安——在当时，去延安比去西藏更艰难，在这里，他似乎发现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地方
，“没有抽鸦片、卖淫、贪污腐化，溺婴或虐待儿童，也没有失业者和乞丐，这些都是西方人认为在
中国比比皆是的罪恶，甚至看不到紧张的战场，到处是自由和谐、平等民主、朝气蓬勃、充满希望的
生活”。
斯诺的“发现”，在西方引起了一次不大不小的震动。
西方人像读乌托邦小说一样读他的《红星照耀中国》。
感动人的不仅是那个未知地域的“奇迹”，还有创造奇迹的人。
斯诺笔下的毛泽东，令人想起白晋笔下的康熙（白晋是法国传教士、康熙的老师，曾著《康熙帝传》
，完美无缺，既是一个学者、哲学家，又是一个政治军事领袖。
 埃德加?斯诺的旅行，差不多是随后一系列西方人到红色中国“朝圣”的开端。
这些“朝圣者”从记者、作家到军人、政客，在1936—1945年问访问中国红色根据地。
在他们的笔下，位于陕北的革命根据地几乎具有共同的特征，就像是一个政治乌托邦，犹如霍尔多?汉
森（20世纪30年代美联社驻中国记者）所说，“一个柏拉图理想国的复制品”。
而描述红军长征史，则成为这个奇迹的某个重要组成部分。
　　“优秀的西方学者笔下的中国历史引人人胜，是因为他们将中国放在一个变化的全球图景中来看
待”。
　　那个时代的传说中的让西方恐怖的共产党人是什么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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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70多年前，富有传奇色彩的中国工农红军，战胜了穷山恶水、打败了对手，创造了人类史上的奇
迹。
他们这个征战的过程，在《红军（1934-1936）》里用另一种方式解读出来，它更生活、更以人为本。
这里的红军植根于琐碎的小事和真实的细节，配以详实的图片，比如他们穿什么？
吃什么？
得病了怎么办？
他们的武器装备怎么样？
他们沿途经历了哪些磨难和艰辛？
他们中的女人和夫妻是怎么生活的？
给大家带来一部充满人性思考的红军日常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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