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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褐色的河水像瀑布一样，在几十丈深的河谷里倾泻下来，冲到岩石上，飞溅起一丈多高的浪花，水声震耳欲聋。⋯⋯守城

的两个团敌人,早已在城墙和山坡上筑好工事。他们凭着天险,疯狂地向红军喊叫：“来吧,看你们飞过来吧！ ——《飞夺泸定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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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 3 月 21 日 由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

东渡赤水（四渡赤水）

54岁的袁清贵在桥这头，说着父亲当年的泸定桥

大渡河边，一夜的240里有多长

1935 年 5 月 25 日 中央红军先遣队自四川

石棉县安顺场强行渡过大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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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5月29日 占领四川泸定县泸定桥。

1935年5月29日 红军突破天险，夺下泸定桥，为长征

路打开了重要一关。

上午10点从成都出发，大巴车在悬崖峭

壁之间，蜿蜒爬行了 12 个小时。途中的人

们，今天依然会想到那句古话：蜀道难，难于

上青天。到达四川泸定县泸定桥边的时候，

夜幕黑沉，听到桥下大渡河急流暴怒的吼声，

会让人有紧张感。

千百年来，这条河水流湍急，从不曾通

航。据说以往也只有拼了命的艄公，会在两

岸横向摆渡。因为船只要一下河，就会被急

流冲向下游200多米。

那一刻，回想此桥上 80 年多前的“人肉

飞越”，竟有些不可思议的感觉。桥还在，当

年的过桥人安在？

距离泸定240里

一位见证急行军的排长
袁炳清，是泸定县惟一走过长征的老红

军，已于2009年去世，享年97岁。他的儿子

袁清贵，今年54岁，住在泸定县城。

1935年5月28日，红四团在什月坪接到

命令，限定他们在 5 月 29 日夺下泸定桥。而

此地距离泸定桥，还有240里路。

要在第二天夺取泸定桥，任务十分艰

巨。但这一任务，关系到全军能否胜利地渡

过大渡河，不能有丝毫的迟疑，必须坚决执

行。所以袁清贵记得父亲跟他讲过，“坐下来

开会已经没有时间了，所以，红四团是边行军

边研究怎样来完成这一紧急任务。”

然后，红军战士就一昼夜强行240里，一

天一夜没有吃饭没有睡觉。途中遇到大雨，

红军还在猛虎岗打了两仗，又架了一座被破

坏的桥。

“我爸爸跟我讲，因为来不及做饭，杨成

武将军让红四团的战士们把生米吞进肚子，

生米坚硬，许多战士的腮帮子被磨出鲜血。”

袁清贵说，“战士们相当疲惫，在行军途中还

打瞌睡，所以杨成武让战士们把绑腿全部解

下来，一个一个拉着走，防止战士打瞌睡掉进

河里，因为山路狭窄。”

那一段山路，确实险恶，哪怕如今去看，

依然是一边悬崖峭壁，一边万丈深渊。240

里，120 公里，高德地图显示，现在两地距离

是64公里，步行时间约需14小时14分钟。

泸定桥零距离

袁清贵：我爸爸的东桥头
泸定桥横跨东西。泸定县城，在桥东。

西边紧挨着大雪山，现在山脚有一座寺

庙。1935年5月29日凌晨，红军先头部队红

一军团第 2 师第 4 团占领泸定桥西桥头，并

在如今寺庙的地址上，架起了枪炮。

袁清贵站在泸定桥头，摩挲着铁柱和桥

墩大石头。

初秋傍晚，属于青藏高原的泸定，寒风凌

冽。13 根铁索迎风摇晃，闪着寒光。大渡河

宛如一条张牙舞爪的巨龙，在铁索下掀起一

个个巨大的漩涡，咆哮，翻滚。袁清贵下班后

立刻赶到了这里，他说在家里的话，无法向记

者还原当年的故事。

原泸定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泸定桥文化

研究专家王永模曾考证，对泸定桥的维修，历

来按古训采取三年一小修（换桥板和辅件）、

五年一大修（卸下全部铁索逐环检查）的办

法。而红军夺得泸定桥时，铁桥刚刚完成大

修3个月，牢实得很。

红军主力经过泸定桥后，红九军团于 6

月初的一个晚上跨过泸定桥。

“刚进泸定城，红九军团就接到‘留下坚

守泸定桥，执行后卫任务’的命令。坚守近一

周时，他们发现桥西岸来了许多国民党中央

军。国军要强行夺桥，而桥东岸的川军也逐

渐包抄过来，企图切断红军后路，情况危急。”

见记者那天，袁清贵穿着保安送他的绿

色工作服，他觉得，这和军装很相近。

个子瘦小，头发胡子胡乱长着，如今他是

一位环卫工人。不过，他执着地穿迷彩服，或

是类似军装。

“我爸爸讲，在炮火掩护下，国民党几次

强行夺桥过河，双方伤亡不少。傍晚，红九军

团政委何长工为了断后，命令我爸爸和战友

们把泸定桥底部 9 根铁链隔一根锯一根，让

国民党踏上桥就踩断了，掉到大渡河里好喂

鱼。”

接到命令后的那个夜晚，袁炳清带领排

里的 36 名战士，用火把底部铁链烧红，配上

石头敲，斩断了4根铁链。完成任务时，东方

天际，已微微发白。

袁清贵站在东桥头，是他父亲当年砸铁

链的地方。这是县城所在的方向，不时有游

客依偎在绑铁索的铁柱和桥墩大石头上拍照

留影。

袁清贵因为生病导致了一只眼睛看不

见，但他仍然如履平地般走到摇晃着的泸定

桥上，指着湍急的大渡河说，“原先大渡河的

水比现在还要急，水面比现在要高。”

当年完成任务后，袁炳清带领战士们边

打边退，朝东岸上游撤退。经过几天几夜的

追赶，他们终于在天全县赶上了大部队，而这

时，袁炳清的二排剩下不到十人。

后来，受伤的袁炳清几经辗转，回到了他

熟悉的泸定，躲避在安乐坝齐家山上深山老

林里一处破烂茅屋里。再后来，经人介绍到

袁家当上门女婿，从此改名换姓。

前些年，二郎山自然保护区建立后，袁炳

清一家从高山搬迁到了平坝居住。

过去，袁清贵回家上山要爬 4.4 公里。

现在的家，离泸定桥南面3公里。

“搬下山后，每天早上 7 点多，我爸爸都

穿着灰蓝色中山装，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走过

熙熙攘攘的人群，进城去看热闹。”袁清贵说，

这是老红军袁炳清的新长征，“不过，老人从

来不去泸定桥。”

“他是不忍再去那里吧，当年他的很多战

友都牺牲了。”这是袁清贵的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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