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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文摘

光 阴

“1935年秋天，红四方面军
进入草地，许多同志得了肠胃
病，指导员派炊事班长照顾生
病的三名小战士，这三名战士
走不快，一路上，老班长带领生
病的小战士走一阵歇一阵，到
了宿营地，他就到处去找野菜，
和着青稞面做饭。不到半个
月，两袋青稞面吃完了。老班
长看我们一天天瘦下去，他整
夜整夜地合不拢眼。一天，他
来到河边洗衣裳，忽然看见一
条鱼跳出水面，他喜出望外地
跑回来，取出一根缝衣针，烧红
了，弯成个钓鱼钩。这天夜里，
我们就吃到了新鲜的鱼汤。尽
管没加佐料，可我们觉得没有
比这鱼汤更鲜美的了，端起碗
来吃了个精光”。

这段话出自人教版小学六
年级课本上册中的《金色的鱼
钩》，讲述了红军长征过草地的
故事：一位炊事班长照顾三个
生病的小战士过草地，为解决
饥荒问题，把缝衣针改造成鱼
钩，钓鱼煮野菜汤，病号吃鱼
肉、喝鱼汤，他却啃鱼骨头，连
口汤都舍不得喝，即将走出草
地时，他却因饥饿而牺牲。

文中提到的时间节点是
1935年秋，“我”作为病号之一，
随红四方面军过草地，原小说
还提到了一个细节：解放军博
物馆收到了梁志平中校送来的
一枚鱼钩，并附着这样一篇说
明，“我”就是梁志平中校。

解放军博物馆就是今天的
军博，1958年9月，中共中央军
委决定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博
物馆，同时在全国全军开展了
称为“献宝运动”的文物征集
工作。1959年3月，正式定名
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问题来了，真的有一位梁志
平中校和一枚金色的鱼钩吗？

牛皮腰带二尺长

草地荒厚好干粮

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
（后改为红二方面军）路过贵州
黔西，举家逃难到此的流浪儿
王玉清，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
“红胡子”。

这支叫“红军”的队伍，跟
造谣他们杀人放火、共产共妻
的土豪劣绅，跟以前路过的各
路军队完全不一样，买卖公平，
说话和气，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镇压血债累累的恶霸，没收土
豪劣绅的财物，分给受尽欺压
的佃户，很多人这才第一次吃
上饱饭，穿上新衣。

国民党的县长林雁峰逃跑
前，原本是要放火烧监，把监狱
里无辜受害的穷人通通烧死，
幸亏红军来得及时，他们才幸
免于难。红军打开监狱，请来
铁匠师傅曹兴仁，带着铁锤、铁
砧，砸开镣铐，放出了“囚犯”，还
给他们理发，发给衣物和回家
的路费，走不动的老人，红军背
出来，像对待自己家的老人。

屠户王少华，开小栈房的
严玉春，开小面馆的柳和清等
人，买了好多鞭炮去鸣放。

一位红军战士来到王玉清
面前，和和气气地问道：“小兄
弟，你想不想当红军？红军不

打人，不骂人，官兵一个样，是
穷人的队伍。”

王玉清点点头，参加了红军。
据不完全统计，整个黔西

县，共有上千人跟着红军走了。
他们爬过雪山，进入草地，

也就是今天的松潘草原。所谓
“草地”，并不是公园里的草坪，
或者郊外厚厚的草甸子，它实
际上就是一片一眼望不到头的
沼泽地。不但荒无人烟，淤泥
稀烂，积水苦涩，而且气候无
常，风雨夹着雪花、冰雹，随时
可能突然袭来，环境十分恶劣，
连飞禽走兽也不敢涉足。

特别是由于前面已经有红
一、四方面军一过草地，张国焘
闹分裂，反对中央北上的正确
决定，红四方面军回头二过草
地，几万人从同条路走过，前头
的部队采了野菜，等红二、四方
面军三过草地的时候，找吃的
就更难了。

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为
了保障更多兄弟部队的同志能
走出草地，请湘赣苏区西征来的
红六军团随红四方面军走在前
面，他率自己的老部队红二军
团担负总断后和收容任务。

走在前面，已有两次过草
地经验的红四方面军，也尽力
向红二方面军的战友们传授经
验、提供帮助，还把直属队所有
驮帐篷、行李的牦牛都留下来，
以备后面同志的不时之需。

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但
红军筹到的粮食，仍然严重不
足。难以下咽、不易消化的青
稞炒面，很多人不到两三天就
吃完了。而红二、四方面军过草
地，即从今四川阿坝县的麦尔玛
和查理寺地域出发，到达若尔盖
县的年朵坝、包座地域，普遍需
要八到十天左右的时间。

王玉清所在红二军团部无
线电台的炊事班长，知道王玉
清的炒面吃光了，就从自己所
剩无几的炒面中，分了两把出
来，说：“我的也不多了，你要省
着吃，不知哪天才能走出草地。”

王玉清哭了，问班长：“给
了我，你怎么办？”
班长笑了：“走一步算一步吧！”

走完长征路，到了陕北，王
玉清就再也没见过他的炊事班
长。只知道班长是湖南人，很
早就参加了红军，是一名共产
党员。

中国有句老话：大旱三年，
饿不死厨子。可在红军队伍
里，饿死炊事员、炊事班长，却
是常事。红一方面军三军团的
一个连队，九位炊事员组成的
炊事班，相继牺牲在长征路上，
仅过草地就牺牲了五人，都倒
在了锅灶前。而整个连队，除
了战斗减员，没有因饥饿牺牲
一位指战员。

吃完了炒面，只能靠挖野
草、野菜充饥。草地上很多无
名野菜有毒，吃不好是要死人
的，为防止战士们中毒，贺龙同
志要求由共产党员、青年团员
和干部组成野菜检验组，先行
尝试后选出能吃的种类通报全
军，不少党员干部因此而献出
生命。

到了后来，连野菜、野草根
也挖不到了，连皮带、枪带、皮
鞋、皮包、马鞍等皮革制品也火
烧水煮着吃了，连红二方面军
政治委员任弼时同志都贡献出
了自己的两条皮带。走出草地
的时候，吃的就剩下半截皮带
了，他在上面亲自用钢笔写了
一行字：“越吃越健康，将革命
进行到底！”

现在这半截皮带，收藏在
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上面仍
保留着当年用刀分成一段一段
的痕迹，皮带也不能敞开吃，必
须有计划，节约着吃。

吃皮带对几支红军都是很
常见的事情，红军战士们在草
地传唱过一首《牛皮腰带歌》：
牛皮腰带二尺长，草地荒厚好
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
烧熟分外香。一段用来煮野
菜，一段用来熬鲜汤。有汤有
菜花样多，留下一段战友尝。

长征胜利后，红二方面军
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在《红
二、六军团长征的政治工作总
结报告》中，回顾这段经历时说：
“特别是后卫部队更困难（如六
师），到阿坝后还饿死了十余人，

沿途饿死的很不少，死尸的口
里是含着草的。特别是掉队失
了联络的战士，受饿的更多。”

一枚缝衣针

让战士们喝上了鱼汤

行军途中，有的同志又想
到抓鱼的办法，草地中处处皆
是小沟泥沼，除了常见的白鲢、
青鱼、鲤鱼，还有很多叫不上名
的无鳞鱼。可是抓鱼也不容
易，红军没有准备渔具，最初只
能徒手下去抓，一不小心掉进
泥塘，就出不来了。

王玉清想到一个办法，部
队发给战士们整理内务缝补衣
物的缝衣针，烧弯了不就可以
做成鱼钩？有针就有线，鱼线
也是现成的。说干就干，没多
久就钓到两条半斤重的鱼。再
找来枯枝，升起火，用脸盆煮起
鱼汤来。鱼香把同志们吸引过
来，每人都分到了一碗鱼汤。
后来，战友们也学着王玉清的
办法钓到了鱼。

新中国成立后，老红军王
玉清把珍藏多年，已经长满了
红锈的鱼钩，送到了军博，这就
是今天我们在军博看到的那枚
金色的鱼钩，也就是课文《金色
的鱼钩》的原型，更巧合的是当
时他的军衔也是中校。

除了王玉清这个“红小
鬼”，红二方面军的军政首长贺
龙、任弼时同志也在想办法钓
鱼，分给伤病员吃。特别是贺
龙，水里有没有鱼，什么鱼爱吃
什么食，爱在哪一水层活动，心
里都有数，所以每次钓鱼都满
载而归。

在湖北桑植的贺龙纪念馆
里，保存着贺龙同志当年过草
地钓鱼的渔具，车盘、鱼线和诱
饵袋，这组革命文物是新中国
成立后由红二方面军的军医官
贺勋臣之妻高桂香捐赠的，老
红军贺勋臣既是贺龙的桑植老
乡，也是草地钓友。

红二方面军的整治工作总
结中提到：发动钓鱼作为补充
食料，草地鱼易钓，很多人都可
钓到，但无盐无油，其味很腥。

不光红二方面军在钓鱼，
同行的红四方面军也在钓鱼。

随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的红军
总司令朱德同志，把一枚别针
弯成了鱼钩，接着用补衣服的
麻线，系到钩上，最后又砍来一
根树枝条，刮刮整整，作了钓鱼
竿，一套的钓鱼工具就制好了。

为了让同志们少受饥饿折
磨，朱总司令总是想法设法多
钓鱼。每次行军，就催马急行，
穿过行进的队伍，跑到前面找
有鱼可钓的沟洼，钓上一会，队
伍过去了，他又赶到队伍前面
去，寻找新的“鱼场”。队伍休
息的时候，也顾不得休息，赶紧
找个河沟钓鱼。

朱总司令钓的鱼，因此总
是比别人多，可他却很少舍得
吃，顿顿吃野菜。警卫员们看
到老总的眼窝深深地陷了进
去，原来宽厚四方的脸变得狭
长了，两颊的颧骨更加突出了，
非常心疼。

官兵一致同甘苦

革命理想大于天

在艰苦的草地行军中，共
同的革命目标和阶级情谊，把
红军指战员的心紧紧连在一
起。不管是红二方面军，还是
红四方面军，不管是干部，还是
战士，他们互相鼓励、互相扶助，
手挽手去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即便是素不相识，当同志们有
需要，就会有人毫不犹豫地伸
出援助之手，把死的危险留给
自己，把生的希望献给别人。

红四方面军三位掉队的女
红军，小王、小倪和小陈，都是
四川人，遇见了因病落在后面
的红二方面军战士周大才，这
是位贵州同志。二话不说，她
们就把仅有的一点药和盐巴，
都贡献出来，挽救了已经生命
垂危的周大才，还拿出一床被
子，为周大才盖上。周大才苏
醒后，也把营长给他的一点炒
面，分给已经断粮五天的战友。

女红军们感动得直流泪，
小王要给周大才一块银元表示
感谢。周大才着急了，摆着手
说：“这些粮食是我的，也是你
们的，我们都是红军，都是革命
队伍的人，我们是一根藤上的
瓜，苦在一起，甜在一起。”

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
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
命理想大于天。

自红军初创之时起，毛泽
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就以身作则，与官兵“有盐
同咸，无盐同淡”，35岁的毛委
员、42岁的朱军长和一二十岁
的战士们一起挑粮上井冈。

过草地的时候，毛泽东同
志总是把担架、马和雨伞让给
伤病员。当了解到伤病员因缺
粮而造成危难时，他就立刻指
示副官处杀掉自己的马，把马
肉分送给各连队的伤病员。而
他自己，每天和战士们一样吃
着青稞野菜汤，不要一点马肉。

副官处的同志好心为他留
了一小块马肉，说这是您的马，
您总要分一块吧？可毛泽东同
志却说：“马肉是分给伤病员吃
的。我没病，不能吃！”

这就是《金色的鱼钩》背后
的故事，这就是永远的红军精
神，也是红军取得长征胜利，人
民军队能碾压一切强敌的秘
诀，也是红军指战员留给我们
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摘自澎湃新闻客户端）

《金色的鱼钩》背后的故事

任弼时同志的半截皮带 （资料图片）王玉清同志那枚金色的鱼钩 （资料图片）

贺龙同志的长征渔具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