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必武：妇女队的“胡子队长”

董必武，

１８８６

年出生， 湖北黄安
（今红安） 人， 中共一大代表。

１９３４

年，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
政府最高法院院长的董必武随中央
红军参加长征，在干部休养连任党支
部书记。

干部休养连是一支特别的队

伍，共有
１００

多人，有音乐家、戏剧
家、文学家，还有

３０

名左右的女同
志。 董必武是这支妇女队的“胡子
队长”， 而他的妻子陈碧英却服从
组织安排，去广东梅县开展地下斗
争，从此生死不明。 陈碧英送给董
必武的手电筒，一直陪伴着董必武

走完长征。

长征时期曾任董必武勤务兵的钟
珠瑞回忆，董老有两块油布，一块披在
肩上挡雨，一块搭在马背上遮书籍，因
为他深爱自己的书。董老俄语很好，战
斗间隙经常研读俄文版马列著作，又
读又背，中间还用小楷毛笔批注。过雪

山时， 董必武曾经两次把自己的马让
给钟珠瑞骑。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曾任政务
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国家
副主席等职，

１９７５

年
４

月
２

日在北京
逝世。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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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军长征队伍中，以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居多。 但在这支年轻的红色队伍中，却有一个特殊的群体———

“长征四老”。 他们是红军中
４

位鼎鼎有名的老同志：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

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四老”跟随中央红军踏上漫漫征程。其中，徐老、谢老、董老编在中央红军干部休养连，林老
担任红军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和总供给部部长。

长征途中，他们处处以身作则，与官兵同甘共苦，给年轻的红军战士以极大的鼓舞。 他们与成千上万的
红军战士一起，在敌人重兵的围追下，意志坚定，不怕艰苦，战胜了饥饿、疾病的折磨，走过万水千山，走过
雪山草地，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

长征中的“四老”

徐特立：年龄最大的“怪老头儿”

徐特立，

１８７７

年出生， 湖南长沙
人，

１９２７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
８

月参加南昌起义。

在漫长的革命斗争生涯中，徐特立
先后创办了长沙师范学校、长沙女子师
范学校、湖南孤儿院和延安自然科学研
究院等各类学校，毛泽东、蔡和森、向警

予、蔡畅、田汉等都是他的学生。

长征出发时， 徐特立已经
５７

岁，

是参加长征的“四老”中年龄最大的一
位。长征途中，徐老常常利用行军路上
和宿营间隙，教战士们识字读书，在异
常艰难的行军途中， 带给战士们知识
的营养和学习的乐趣。

据专门负责徐特立等老同志行军
安全的郭德琳回忆， 大家把徐特立亲
切地称为“怪老头”：看到别人扔掉的
破草鞋， 他就会捡起来， 有空时洗干
净、 拆掉， 把草条捆挂在杆子上挑着
走。 看到周围谁没有草鞋或者草鞋太
破了，他就给人家一捆草条打草鞋。

虽然徐老年龄最大，但他很少骑马，

总把马让给体弱生病的战士和女同志。

新中国成立后， 徐特立任中央人
民政府委员、中宣部副部长等职，

１９６８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逝世。 毛泽东亲自在他
的悼词中加上“革命的一生，光荣的一
生，伟大的一生”。

谢觉哉：走出草地，就是最大的快乐

谢觉哉，

１８８４

年出生， 湖南宁乡
人， 清代最后一科秀才，

１９２５

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

１９３４

年，

５０

岁的谢觉哉参加了
长征，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
政府秘书长，随身带着“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内务部”的印章。他认为，印章
是红色政权的象征，不管前途多么艰
难，将来总还用得着。过草地时，他把
唯一御寒的毯子也扔掉了，但印章却
保存着。

长征途中，谢老曾身患疟疾，高烧

不退。但只要部队一声令下，他毫不犹
豫地爬起，咬着牙跟着队伍出发。

许多年后，当有人请谢老讲长征的
艰苦生活时，他说：“当时，看样子是苦，

但心里充满希望，坚持走出草地，就是最
大的快乐。甘与苦都是比较而言，快乐常

常不在艰苦之后，而在艰苦之中。 ”

新中国成立后， 谢觉哉曾任内务
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政法
大学校长等职， 是新中国司法制度的
奠基者之一。

１９７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谢觉
哉在北京病逝。

林伯渠：夜行军中的老英雄

林伯渠，

１８８６

年出生， 湖南安福
（今临澧）人，早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
中山参加革命活动，

１９２１

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

１９２７

年参加南昌起义，

１９３３

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经济人民委员、 财政人民委员等职。

１９３４

年参加长征时，他担负着筹粮筹
款的重任。

长时间的长途行军， 令林伯渠面

容日益消瘦，颧骨高高隆起，长长的胡
须垂到胸前。 面对艰苦的环境，他自
己手提马灯，大步前进，用自己的双
脚胜利走完了二万五千里。他在长征
中的形象，随着黄镇那幅《夜行军中
的老英雄》的绘画而深入人心：一位
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老同志，黑夜中
左手提着马灯，右手拄着手杖，大步
前行， 一位老当益壮革命前辈的生动

形象跃然纸上。

林伯渠准备长征的时候， 与他结
婚不到一年的妻子范乐春是苏区优待
红军局局长。按规定，林伯渠可以带妻
子随军转移。 但由于范乐春分娩尚未
满月， 组织上决定把她留在闽西坚持
斗争。

范乐春忍痛将心爱的儿子送到堂
嫂家抚养， 跟随邓子恢等人一起在闽

西地区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１９４１

年
５

月， 范乐春病逝于永定西
溪，而她的儿子几经周折被人收养，全
国解放后才回到父亲的身边。

新中国成立后， 林伯渠曾任中
央人民政府秘书长， 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 第二届副委
员长等职，

１９６０

年
５

月
２９

日病逝于
北京。

董必武徐特立 谢觉哉 林伯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