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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工农红军伟大
长征的队伍中，有一个举家
八口参加这一壮举的家庭，

这就是红二方面军侯清芝
一家。

侯清芝全家参加长征
的

８

口人是： 父亲侯昌千，

母亲殷成福， 叔父侯昌贵，

侯清芝，妻子刘大妹，大弟
侯清平，二弟侯宗久，妹妹
侯么妹。 年龄最大的，是他
年近五旬的父母，最小的是
５

岁多的二弟。

侯清芝一家于
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跟随贺龙、任弼
时领导的红

２

、

６

军团从湖南
桑植出发，到

１９３６

年
１１

月，

有
３

人走完长征、到达陕北。

在长征路上， 侯清芝一家牺
牲、 失散了

４

人， 即他的父
亲、叔父、妹妹和妻子；二弟
侯宗久长征中寄养在甘肃成
县一户老乡家； 到达陕北的
只有侯清芝、 侯清平兄弟俩
和他们的母亲殷成福。

１９３４

年
１１

月， 红
２

、

６

军团创建了湘鄂川黔根据
地，侯清芝、侯清平和侯昌
贵在这时参加了红军。 因侯
清芝当过木工，便参加了红
２

军团工兵连。 侯清平年纪
小，编到红二军团指挥部马
弁班喂马，后到省革命委员
会警卫连。

１９３５

年
９

月，蒋介石调
动

３０

万兵力对湘鄂川黔根
据地发动更大规模的“围
剿”。贺龙、任弼时决定红

２

、

６

军团进行战略转移。

出发前，侯清芝由工兵
连编入红

２

军团五师十四
团一连任班长，侯清平由省
革命委员会警卫连调到红

２

军团司令部警卫班任班长，

侯昌贵编入红
２

军团六师
十七团任副官。 侯昌千、殷
成福、刘大妹、侯么妹、侯宗
久仍在家属连。 组织上多次
动员家属连人员分散回家。

但是，侯昌千一家不愿离开
红军，全家老小三番五次地

向连长、指导员求情，坚决
要求全家跟随部队转移。

侯昌千说：“没有共产
党和红军， 就没有我一家。

如今大敌当前，我们不能离
开红军，死也要和红军死在
一起。 ”

看到他们如此坚决跟
随红军，部队同意他们跟随
突围转移。 为照顾侯家的特
殊情况，部队分了一匹马给
侯昌千，要他用马驮

５

岁的
侯宗久和一些行装。

长征的道路漫长而艰
险。 在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
下， 红

２

、

６

军团在黔东、盘
县几次想建立根据地，都因
敌情变化而未能成功，只能
继续转移。 部队出湖南、越
贵州、过云南，一直处在紧
张的行军作战之中。 刘大妹
由于怀孕而行动不便，常常
掉队。 快过雪山时，部队特
意安排侯清芝照顾刘大妹。

一天，侯清芝扶着妻子
赶路，因刘大妹难以坚持行
军， 与部队的距离越来越
远。 侯清芝焦急地对妻子
说：“一旦掉了队， 脱离红
军，就会有生命危险！ ”刘大
妹坚定地说：“你快去赶部
队，让我一个人慢慢走吧。 ”

侯清芝想来想去，只得咬咬
牙，把妻子寄养在一户老百
姓家里，把身上仅有的两块
光洋和一小袋干粮全部留
下，一再叮嘱妻子将孩子生
下来，千万不要落到敌人手
里。 两人挥泪而别。

后来，刘大妹生下一个
男孩，取名侯德明，被当地

一座藏传佛教寺院收留，藏
名叫罗尔吾。 刘大妹后来又
去寻找红军，但从此下落不
明。

２００４

年，侯德明通过电
视台找到湖南老家的亲人。

６８

年后，长征一家八口人的
名册里，居然又令人惊喜地
添上了一名成员。

侯昌贵在战斗中腿部负
伤，过雪山时因体力不支滚
下雪坡，与许多红军战士一
样，牺牲在雪山之上。

１９３６

年
９

月，红
２

、

６

军
团由甘肃成县向渭河北转移
时，遭到敌人重兵堵截，有的
部队损失严重，侯清芝所在
团只剩下

４

个连的兵力，一
个营

１５

个干部牺牲了
１４

个，只有他一人幸免于难。他
的父亲侯昌千在这次战斗中
身受数处重伤， 不能行动。

部队将侯昌千和他的小儿子
侯宗久，一道寄养在贫苦农
民何天颂家里。半个多月后，

侯昌千因伤势过重牺牲，被
当地群众掩埋。 何天颂夫妇
没有子女，从此将侯宗久收
为养子，改名换姓叫何九生。

新中国成立后，当地群众为
纪念红军烈士侯昌千建立了
纪念碑。 侯宗久后来也与亲
人取得联系，回到湖南老家。

侯么妹也在那次战斗中
抬担架时中弹牺牲。 殷成福
摔到一个天坑内，第二天被
一位砍柴的农民救出。 她以
顽强的毅力，沿途一边乞讨，

一边打听红军去向，直到这
年

１２

月，终于在陕西富平找
到红军队伍。

（据新华网）

88 年前，第一套红军正规军服诞生

８８

年前，中国工农红军
第一套正规军服诞生在福建
长汀。

“

１９２９

年
３

月，毛泽东
率领红四军从赣南进入闽
西。”长汀县博物馆党史办原
主任王其森介绍，随后，毛泽
东将部队进行整编： 全军共
３

个纵队（团）， 每个纵队
１２００

人、

５００

多支枪。

此时，制作统一的红军军
服被毛泽东提上了议事日程。

“红四军自创建以来，长
期处于战争环境之中， 无法
大量生产军服。”中国人民解
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苑洪
山说， 他们只能穿缴获的敌
军军服和沿途打土豪得到的
衣服， 有穿工人、 农民服装

的， 甚至有穿土豪长袍马褂
的，导致部队服装各式各样，

着装相当混乱， 且大部分服
装已很破旧。

为便于作战和管理，统
一部队服装显得十分必要。

一个有利的条件是， 红四军
接收了一个服装厂，有

１２

台
缝纫机和一批布匹。

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因
素是，红四军有钱了。

当时，长汀县城人称“小
上海”，物产丰富，商贾云集，

手工作坊遍布城乡。 红四军
一下子筹集了

５

万大洋。

毛泽东决定利用这笔军
饷和长汀良好的缝纫、 印染
条件，赶制

４０００

套红军统一
的正规军装。

苑洪山介绍， 为购得足
够的优质布料，红四军军需处
领导杨至成找到许多布店老
板。由于红军实行买卖公平的
政策，不少商家很乐意为红军
筹集军需物资。当时商店没有
灰布， 军需处就与染布坊联
系， 帮助把布匹染成灰色，然
后将个体分散的裁缝和接收
的服装厂组织起来，成立了红
军临时被服厂（即后来的中华
苏维埃被服厂）。

“决定要做统一军服，但
军服到底该如何设计， 定什
么样的色调却没有可以借鉴
的经验。 ”王其森说。

经过反复研究论证，第
一套红军正规军服最终确
定：灰蓝色（深灰色）布质；帽

子为有沿的大八角帽（列宁
帽）， 上缀一颗布质红五星帽
徽；上衣为中山装式，开襟，衣
前和衣侧有

４

个口袋，领口佩
缀红领章， 领子上绣一圈黑
边；裤子为普通样式，配绑腿。

由于时间紧、数量多、工
人少、机器不够用，被服厂实
行两班倒，日夜加班赶制。军
需处还找到

２０

多家私营服
装店老板， 委托他们帮助加
工军服。

终于， 红四军首次配发
了统一制式军服： 从军长到
士兵每人领到了一套灰军
服、一顶军帽、一只挎包、一
副绑腿以及两双胶鞋。

换发新军服后， 红四军
在县城南寨广场举行盛大的

阅兵典礼， 以整齐威武的军
容接受了毛泽东、朱德、陈毅
等领导的检阅。

不久， 中央苏区各部队
也陆续穿上了这种式样的军
装。

１９３２

年以后，各地红军
着装的军服基本趋于一致，

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才换成八
路军的土黄色军服。

新中国成立后， 人民解
放军自从

１９５０

年统一军服
制式， 经历了

５５

式军衔服
装、

１９６５

年建立军种服装系
列装备的

６５

式军服。 此后，

解放军军服几经更新换代，

先后进行了
１２

次军服改革
调整，目前配发的是

０７

式系
列军服。

（据新华网）

侯清芝一家：

举家八口参加长征仅剩三人

这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