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些梦想着拥有一辆二战时期的
坦克、 推土机或者吉普车的军事爱好
者， 或许很快就会有一个好机会， 能
让大家以相当划算的价钱买到自己心
仪的古董军品。

据法新社报道称 ， 由于访者寥
寥， 经营不善， 著名的诺曼底坦克博
物馆已准备拍卖所有藏品。 据受馆方
委托的艾徳拍卖公司介绍， 他们将于
近日拍卖这家博物馆的130件藏品 。
一辆1942年的M4坦克， 估价在8万欧

元至14万欧元之间 （约合9万至16万
美元 ， 或60万至105万人民币 ） 这个
价钱看起来不便宜， 但2012年在美国
曾拍卖过一辆七八成新的1943年M4
“谢尔曼 ” 坦克 ， 售价高达32.5万美
元！ 相比之下， 法国人给的简直就是
白菜价 。 而且 ， 博物馆收藏的M4坦
克保养良好， 是可以开动的。 如果预
算不多也没关系， 博物馆还有很多抵
抗战士、 坦克兵或者美国海军领航员
的人像模型可以入手 ， 起拍价才200

欧元 （约合人民币1500元）！
在提及为何廉价甩卖这些珍贵藏

品时， 博物馆创始人、 退役法国空军
飞行员帕特里克·内朗有些黯然神伤，
他说： “由于经济、 环境以及税务等
方面原因， 我决定关闭博物馆， 出售
所有藏品。”

摘自 《参考消息》

毛泽东诗词中的长征
毛泽东诗词中的长征诗词， 是其

整个诗词创作中的一个重头， 可谓成
就最高、影响最大、传播最广。 可以看
出， 长征前后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一
个高峰期。 诗人着力创作的几首诗词，
生动再现、 描述了红军长征中那些崇
高壮烈、激动人心的战斗场面和情景。

细数毛泽东长征诗词作品， 大体
有 《十六字令三首》《忆秦娥·娄山关》
《念奴娇·昆仑》《七律·长征》《清平乐·
六盘山》《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沁
园春·雪》等7首。

《七律·长征》 是毛泽东在长征
期间创作的最为经典的一首： “红军
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
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
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
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全
诗极其精炼地概括了红军长征的战斗
历程， 逼真地表现了红军的伟大形象
和乐观主义精神， 展现了一幅雄伟壮
丽的历史画卷。

1935年秋天， 中央红军已走过最
艰难的路程， 即将与陕北红军胜利会
师。 《甘肃地方党史》 载： “1935年
9月19日， 红军继续北上， 越过大拉
梁 （即岷山）， 毛泽东写下了著名诗
篇 《七 律·长 征 》 和 《念 奴 娇·昆
仑》。” 《党史资料征集通讯》 1986年
第10期刘英撰写的 《长征琐忆 （节
录）》 中也说： “1935年9月28日在通
渭的榜罗镇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议。 第二天到通渭县城开干部会， 毛
主席诗兴大发， 讲话时即席吟诵了后
来十分出名的 《七律·长征》。 毛主席
那伟大的胸襟， 英雄的气魄和高度的
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深深地感动了我
们， 激励着我们， 使我们感到有移山
填海、 开天辟地的力量。” 正如后来
毛泽东在为这首诗所作的注释中说
的： “过了岷山， 豁然开朗， 转化到
了反面， 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在中国作家中， 只有成仿吾、 冯
雪峰等少数几人参加过长征， 他们对
长征诗的理解最深刻、 最直接、 最有
说服力 ， 这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亲
历， 特别是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
桥横铁索寒” 两句， 有感同身受的体
验， 是毛泽东这首诗的验证人。 成仿
吾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 “巧渡金沙
江成功， 终于摆脱了数十万敌人的追
击与堵截， 是我军在这次空前的战略
转移中取得的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是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次伟大胜利。”

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 斯诺根
据他在陕北苏区的采访完成了新闻报
道集 《红星照耀中国 》。 当年10月 ，
由英国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
书中第五篇 《七律·长征》 的结尾处，
作者写道： “我用毛泽东主席———一
个善于领导征战又善于写诗的叛逆
者———写的一首关于这次六千英里长
征的旧体诗作为结尾。” 接着， 他抄
录了 毛 泽 东 的 《七 律·长 征 》 诗 。
1938年， 美国兰登书屋出版了 《红星
照耀中国》 的美国版。 这样， 毛泽东
的这首 《七律·长征》， 就随着这本书
在西方的畅销而走向世界了。

摘自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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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16年， 乳名 “喜娃子” 的高思

明出生在四川巴中县的一个村子。 高
思明的父亲高伦元是巴中县玉井乡的
苏维埃主席 ， 可能是在父亲的影响
下， 家里先后有多人参加了革命， 其
中包括喜娃子的爷爷和叔叔们， 但最
后在残酷的对敌革命斗争中有九人都
先后牺牲了。

1933年7月 ， 从安徽金寨走出的
红四方面军， 向西转战， 并在四川击
败川军的三路围攻， 力量迅速发展，
遂将所辖四个师升格为军， 依次改编
为红四军、 红九军、 红三十军和红三
十一军 、 红三十三军等5个军， 总兵
力达八万人。 一时间在川西大地家喻
户晓 ， 吸引了大批青年加入红军队
伍。 “那年我刚刚17岁， 也怀着一腔
热血和8位亲人一起参加了红军， 成
为红四方面军红9军25师75团机关连
的一名战士， 当时红9军的副军长就
是后来的开国上将许世友。” 高老说，
尽管刚入伍时并没有多少文化的他还
被人喊着 “喜娃子” 的乳名， 但由于
在连队表现不错， “喜娃子” 很快被
任命为班长， 连队里的文书也给他起
了个 “高思明” 的大名。

二
1935年3月 ， 高思明所在的红四

方面军为向四川、 甘肃边界发展， 并
配合中央红军在川、 黔、 滇边境地区
的作战行动， 决定发起嘉陵江战役。
1935年6月， 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

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8月， 两军混编
共同北上， 开始了举世瞩目的长征。

“第一次过草地雪山时经验太不足，
造成的损失很大！ 尽管我们部队是从
较为富庶的四川平原出发， 但没有想
到，草地雪山的环境是那么恶劣。 一边
要克服雪山草地的困境， 一边还要应
对敌人的袭击。 ”高思明坐在家中沙发
上，和记者讲述着自己的长征记忆，说
到动情处，挥动着有力的双臂，声音高
亢激昂， 就像一名刚刚长征胜利的年
轻战士。 这段艰苦卓绝的伟大征程似
乎在这位百岁老人的记忆里从没淡
化，永远也不会被抹去。

红四方面军进入草地前也尽力筹
备军粮。 将青稞脱壳搓成麦粒， 再碾
成面粉炒熟， 做成干粮炒面； 宰杀家
畜， 做成肉干以备食用； 学习辨识野
菜， 供过草地之需； 还准备了烧酒 、
辣椒或辣椒汁御寒。 虽然尽了最大努
力， 红军筹到的粮食还是不够全军之
用。 由于缺少经验和物资准备， 使红
四方面军在过草地时付出了太多的生
命代价。

高思明沉痛地告诉记者， 在长征
队伍里， 他所在的一个班8个人先后
牺牲了7个， 就剩下他这个班长 。 战
友有的被敌人的飞机炸死， 有的在爬
雪山、 过草地的时候冻死、 饿死、 病
死或陷进泥潭里再也没有出来。 “自
然环境太恶劣， 草根都抠不出来了 ，
水是黑的臭的有毒的， 大雪夹杂着冰
雹， 这样的天气现在很少有， 长征时
却经常遇到， 战友们烂脚的烂腿的中
毒的头被冰雹打烂的， 又极度缺医少

药。 和我一起参军的亲人， 也只有我
一人活着走完长征。”

三
尽管高思明在革命年代三次负

伤， 臀部被敌军飞机炸弹炸伤， 腿上
还挨了两枪， “但我从没想过离开红
军队伍， 为的就是我的革命信仰， 让
红旗插遍全中国！” 高思明撩起裤腿，
腿部的伤口还清晰可见， 臀部的伤至
今触目惊心。 身体上遗留的伤痛， 老
人毫不在乎， 但追忆起红军长征、 思
念起牺牲战友 ， 老人却总是感慨万
千， 饱含热泪。

“1936年长征胜利结束后， 我因
为在随军党校学习考试中答出了 ‘三
大纪律、 六项注意’ 的条文， 被留在
延安机要部门工作， 一边工作一边学
习文化知识。” 高思明说起这些 ， 孩
子般明朗地笑了。 后来高思明在空军
部队任职。 1959年， 从部队转业到了
安徽工作， 离休前他曾先后担任广州
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和中共合肥市委副
书记、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法治委员会
副主任， 为合肥以及安徽的建设发展
做出了贡献。

摘自 《合肥晚报》

三三枚枚勋勋章章背背后后的的
长长征征经经历历

法国博物馆二战坦克清仓甩卖
■环球扫描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三
级八一勋章， 这是三级独立自
由勋章 ， 这是二级解放勋章
……这是1955年军队授衔时我
穿过的上校军服。”来到百岁老
红军高思明家时， 真的没想到
老人思维如此清晰。 一排保存
完好的军功章和一件齐整的军
服似乎在替老人讲述他的赫赫
战功。 高思明用饱含风霜的手
抚摸着这些勋章， 上面分别刻
着延安、“八一” 和天安门三种
图案。 “八一”“独立自由”“解
放” 这共和国三大勋章， 正是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首
次军衔制度时， 分别为表彰中
国人民解放及革命事业建立功
勋的人民功臣而设立的。 这些
军功章正是高思明不平凡的革
命征程的光荣见证。

■长征故事

百百岁岁老老人人高高思思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