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昔日故事]

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人物研究处处长朱柏林介绍：红军长征在湖
南期间，广大穷苦百姓纷纷自愿加入红军。许多人把生死置之度外，毅
然决然参加红军：妻送郎，娘送子，父子一同当红军比比皆是。在张家
界大庸县永定镇，“一家八口事长征” 传为佳话。“马桑树儿搭灯台，写
封书信与姐带：郎去当兵姐在家，我三年两年不得来，你自个儿移花别
处栽。马桑树儿搭灯台，写封书信与郎带：你一年不来我一年等，你两
年不来我两年呆，钥匙不到锁不开。”在桑植，当年送情郎参军、为红军
送行的民歌依然广为流传。据不完全统计，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撤
离湘鄂川黔根据地进行突围长征前，共扩红12000人。红二、六军团长
征进入湘中地区后，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扩红运动，湘中地区共扩军
8000多人，大大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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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传奇]

[湖南人的长征]

《十送红军》 是首脍炙人口的反映
红军长征的歌曲，但是鲜为人知的是在
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的湖南省桑植县，
也流传有一首《十送红军》的民歌，这首
歌听起来与江西的不同，它更加凄凉悲
切,更加催人泪下。

■记者 吴岱霞

一送红军下南山，盼望亲人早回来
镌刻在桑植民歌里的长征记忆

扫一扫，听桑植民歌《十送红军》。

《十送红军》
桑植民歌

一送红军下南山，秋风细雨扑面寒，
树树梧桐叶落完，红军几时再回山？
二送红军大路旁，红漆桌子路边放。
桌上摆着送行酒，祝愿红军打胜仗。
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
双双拉着长茧手，心藏黄莲脸在笑。
四送红军过高山，山山包谷金灿灿。
包谷本是红军种，撒下种子红了天。
五送红军澧水河，鸿雁阵阵空中过。
鸿雁能捎书和信，捎信多把革命说。
六送红军兔儿岩，两只兔儿哭哀哀。
禽兽能知人心意，血肉深情分不开。
七送红军七里湾，七里湾中一片田，
凉风阵阵稻谷香，新米上市人走远。
八送红军八角山，两只八哥吐人言：
红军哥哥莫走远，财主回来要倒算。
九送红军过大江，江水滔滔船儿忙。
眼望江水肝肠断，穷苦百姓泪汪汪。
十送红军转回来，武陵山顶搭高台。
盼望红军打胜仗，盼望亲人早回来。

桑植也有首《十送红军》

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在桑植宣传革
命，要鼓舞士气、团结民心，靠的主要渠道
之一就是民歌。当时，党组织特别重视宣
传发动，贺锦斋、周逸群带头创作革命歌
曲，在桑植县城和洪家关的街头巷尾组织
教唱《农民协会歌》《红军歌》《起义歌》《暴
动歌》《行军歌》等歌曲。桑植民歌对革命
战争起到了特殊的推动作用。到如今桑植
还流传着一首红军长征歌《十送红军》。

原张家界市文联副主席余晓华曾任
桑植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他说：“我们这里
不但有《十送红军》歌，还有《六送红军》
歌。 与以江西民歌创作的《十送红军》相
比，桑植的《十送红军》曲调更加凄凉悲
切，催人泪下，歌词里面也没有‘介支个’
这样的口头语。”

余晓华介绍说，当时红军开始长征的
时候，是在极端困难的时候，不会有送别
这样的场面，因为红军走出第一步，就不
知道下一步要去干什么，他们只知道要跳
出敌人的包围圈，为生存而斗争。这些歌
曲并不是在红军长征时创作的，而是红军
出发走了以后，当地老百姓为表达对红军
的思念而创作的民歌。

湖南省文化馆研究馆员、音乐史博士
徐美辉介绍：“桑植版的《十送红军》是一
首根据江西的送别长歌改编创作的革命
歌曲。音乐素材来源于江西，又因为桑植
是武装革命根据地而聚集了来自各个地
方的人员，带来了各地的艺术形式，特别
是民歌， 江西的送别长歌便是其中之一。
这些民歌在当地经过长期的共生与发展，
融入桑植本土，成为了桑植民歌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

余晓华介绍，桑植民歌不仅反映了深
厚的军民鱼水情和坚贞的革命感情，许多
桑植民歌在长征中还起到了鼓舞士气、凝
聚人心的作用，例如“红漆桌子四四方、不
打胜仗不回乡”“要吃辣椒不怕辣，要当红
军不怕杀”……

1935年， 红二、 六军团撒离桑植、永
顺，转战鄂西，取得忠堡大战的胜利，接着
折回湘西龙山。 为了吸引敌人更多的援
兵，红军部队暂未攻打龙山。晚上，战士们
唱着桑植民歌的花灯小调， 瓦解敌军：“反
压迫才当红军，哎呀，哎呀！闹革命要靠红
军。你们当兵好几年，身上没有半文钱。发
财的都是官员，哎呀，哎呀！”一连唱了3个
晚上的歌， 把敌人好几个班的兵都唱过来
了。

毛泽东盛赞红二方面军长征
是个了不起的奇迹

1928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
贺龙带着8个人、4支手枪，携一本
《共产党宣言》回到家乡，开辟革命
根据地。当时，人口不足10万的桑
植，竟有1万多人参加红军。

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
在刘家坪召开联席会议，认为继
续坚持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内进
行反“围剿”斗争，有被敌人消灭
的危险，决定坚决突围。

“我们在根据地坚持了一年
的斗争，人民支援红军尽了最大
的努力。可是，这里山多、田少，
加上敌人烧杀，养不了我们这么
多的红军喽！所以，我们要从内
线转到外线， 打到敌人后方去、
打到抗日第一线去！”1935年11

月19日清晨，在红二军团的誓师
大会上，贺龙用简短的话语解释
了战略转移的原因。

后来红二、红六军团与红32
军组成红军第二方面军。 1936
年10月22日， 中国工农红军第
二方面军经过二万余里艰苦转
战， 在甘肃省静宁县以北的将台
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中国
工农红军三大主力胜利完成了伟
大的战略转移。11月， 毛泽东在
陕西保安（今志丹） 县会见了红
二、四方面军领导同志。毛泽东高
兴地说：“你们1万人，走过来还是
1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
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
大家学习。”

妻送郎，娘送子
父子一同当红军

《长征途中的贺龙与任弼时》崔开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