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年风雨征程，100年翻天覆地！
百年奋斗历程中，无数仁人志士，

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2021年5
月，德阳市中江县魁山脚下的黄继光纪
念馆，不断有人前来缅怀历史、致敬先
烈。

中国人民志愿军，被称作“最可爱
的人”。在黄继光纪念馆第三陈列室
里，陈列着一方黄继光加入中国人民志
愿军时转交给母亲的手帕，上面用红线
绣着四个大字——“可爱祖国”。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10月，美帝国主义将战火烧到我国边
境，鸭绿江边的沿江村庄遭到炮轰，国
家安全遭受严重威胁。这时，党中央向
全国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

1951年，中江兴发（当地场镇，现属
继光镇）还不到20岁的热血青年黄继
光，瞒着家人在赶集时报名参加了中国
人民志愿军。回到家中，黄继光将参军
入伍的事情，告诉了母亲邓芳芝和弟弟
黄继恕。这个消息，在小村子里面迅速

传开。
出征时，村民们聚集在村口，为黄继

光等战士送行。邓芳芝和黄继恕也在其
中。这段故事，黄继恕后来多次向自己
的儿子黄拥军等后辈讲起。“老百姓将一
张绣有‘可爱祖国’的手帕赠给了黄继
光，作为家乡的一个纪念。”黄拥军说。

“上战场，多杀敌，多立功。”临别之
际，母亲少不了一番嘱咐。走出一段距
离后，黄继光又突然折回，拉着母亲的
手，“我也没啥送给你的，以后要是想儿
子的时候，你就把这张手帕拿出来看一
下，母子之间也有个念想。”

临别之际，母子三人都流下了泪
水。“我父亲回忆说，当时我三爸头也没
回地走了。但可以看到，他在用手不停
地抹眼泪。”黄拥军说。

短暂集训后，黄继光和战友一道开
赴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几千公里外
的家乡，母亲邓芳芝一直将手帕随身携
带。“我奶奶特别珍视，只有换洗衣服的
时候会拿出来，换上新衣服后，又将手
帕放在胸前的口袋里。”黄拥军说。

1952年，黄继光托人给母亲写了一
封家书，寄回了家乡。不识字的邓芳芝
和黄继恕难掩激动，不仅在场镇上找先
生读书信，回到家后又找村长读了一
遍。黄继恕也将当时的情形告诉了黄
拥军。“回到家后，我奶奶将桌子擦干
净，点燃煤油灯，将那封信和手帕平铺
在了桌上，一直注视着。父亲告诉我，
这也是我三爸牺牲前，家里唯一一次看
到奶奶拿出那张手帕。”

1952年10月20日拂晓，黄继光在
上甘岭战役中用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机
枪口，为战友夺取阵地赢得了时间，黄
继光壮烈牺牲。1953年，黄继光被追认
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三爸（黄继光）牺牲的消息传回家
乡那一天，我奶奶走了3个小时才从场
镇走回家。”黄拥军说，干部一直跟在身
后，在村口，奶奶一屁股坐下，手里紧紧
攥着那张手帕，不停发抖。

当晚，邓芳芝没有吃饭。第二天一
早，她爬上家后面的山。出于担心，黄
继恕一直跟在身后。在山上，邓芳芝又
拿出那张绣有“可爱祖国”的手帕，失声
痛哭。自此之后，这张手帕便成为一位
母亲对儿子的唯一念想。

1962年，中江县修建了黄继光纪念
馆。一次，邓芳芝在纪念馆时，馆长询
问她还有没有和黄继光有关的物件。
当邓芳芝拿出那张手帕时，馆长对这张
手帕的保存如新感到惊讶。

“当时我奶奶虽然非常不舍，但最
后用手摸了几秒钟之后，还是赠给了纪
念馆。”黄拥军说。如今，这张绣有“可
爱祖国”的手帕被保存在黄继光纪念馆
第三陈列室内。

黄继光壮烈牺牲近70年后，他心中
的可爱祖国，正走向伟大复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王攀 王祥龙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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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川籍女红军王全英：

长征中带路“清窝子”爬雪山时冻掉脚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陈静刘柯辰

长征，是王全英一生中最重要的事
件；长征，改变了她的一生。

2020年7月20日，在成都都江堰一
处干休所内，百岁老人王全英正安详地
坐在沙发上。

尽管已是百岁高龄，但除了耳朵不
太好使之外，王全英的身体很硬朗，每
天还能做点针线活，手工缝制蒲团。面
对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王全英
老人向我们讲述了她参加红军、在长征
中与部队失散、翻越雪山中冻掉脚趾的
经历。

五岁起为奴放牛放马
遇到红军，改变了她的一生

一本“流落红军证明书”，无声地记
录了王全英生命中那一段难忘而又特
别的经历。所谓的“流落红军”，指的是
在军队行进过程中，因为伤病等种种原
因，被迫脱离部队的红军。

王全英小名叫“桂香”，藏族，1921
年5月出生在四川金川县安宁乡，“王全
英”是新中国成立后取的名字。王全英
的童年生活不堪回首，一岁多时，父母
相继离世，哥哥姐姐年纪尚小，舅舅把
王全英养到五岁，就把她送往当地某处
做奴隶，放牛放马。年幼的王全英受不
了这牛马不如的生活，几年后，她又被
介绍到当地一户刘姓人家做工，帮忙
放牛、放羊、推磨等。当时，王全英的
生活异常艰辛，没日没夜地为主人家
里劳作。到如今，王全英老人仍然对
那段悲苦的岁月记忆犹新，“天天就在
河边上的磨房里推磨，有一天晚上，我
看到红军举着的火把亮起的光亮，我

就跟了过去。”
1935年，红军长征到了金川。“刚开

始我们都躲红军，但是红军里面的女干
部经常叫我们去开会，对我们说红军是
好人，是为穷人服务的，专门打坏人。”
那年14岁的王全英，听了女干部的话，
毅然决定参加红军。“红军给我发钱，我
和他们一起行动、一起吃饭，一个多月
后部队给我们发了衣服、帽子等。”王全
英说。

在部队，王全英的主要任务是带
路，到处去“清窝子（即当时地富藏东西
的地方）”、找地富。“我们找到了很多
钱、粮、衣服、布等，还抓了一些坏人，取
得了很大成绩。”除此之外，王全英等人
还有护理伤病员、担水的任务。

激战后与部队走散
翻越雪山时冻掉一根脚趾

在金川辗转数月后，王全英随红军

出发，继续征途。经过两个多月的翻山
越岭，途经抚边、打箭炉（今康定）、小
金、巴地、巴旺一带，1936年3月初，王全
英所在部队来到丹巴县，遭遇国民党24
军的围攻，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王全英还记得，当时的战斗十分惨
烈。“红军伤亡很大，我当时的任务是护
理伤员，子弹从耳边飞过，但没打中我，
连长都说我命大。”

这场战斗，让包括王全英在内的很
多红军战士与大部队失散了。“当时国
民党24军把丹巴索桥砍断了，我们红军
过不了河，开始撤退，转移到大桑地
区。大桑地区的河上没有桥，战士们搭
了一根独木桥，伤病员和我们这些小红
军过不了独木桥，就各走各的，从那时
起我掉队了。”

掉队后的王全英却不敢回家。“回
家是要被杀头的。本来我在那里也没
有家，哥哥姐姐顾不上我，本身我是帮
人干活的，舅舅也跟着红军走了。我一
直打听都没有音信。”于是，王全英只好
折返巴旺、巴地，走到了卡撤沟一带。

“我在那里碰到安宁乡的熟人，他们带
我翻过空口山，走小金，翻过巴朗山、牛
头山。”途中，王全英与几个同伴一起翻
越雪山。没有鞋穿的她，踩着深深的积
雪，靠挖野草裹腹，她的一根脚趾在大
雪中被冻坏，从此左脚只有四根脚趾。

一个多月后，王全英等人来到了汶
川县三江乡，此时已经是1936年5月，从
王全英参加红军到掉队后又流落三江
寻找部队，一共一年时间。这时的王全
英，已经15岁了。

她和其他家长不一样
重视教育鼓励女儿好好读书

在三江乡，当时知道王全英红军身
份的人不多。经人介绍，王全英嫁给了
当地照壁村的刘富光，从此隐姓埋名，

在村里生活。
婚后，王全英过着家庭妇女的生

活，生育了5名子女，由于当时生活条件
差，缺医少药，最终只有两个女儿活了
下来。据其大女儿刘桂华回忆，母亲对
两个女儿的教育，与村里其他家庭不
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地许多家庭
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子，早早就不读书
了，回到家里帮忙干活或很早就嫁人。
但王全英却非常支持两个女儿读书。
家里没有钱了，她就在山上种地、种菜，
把卖菜的钱拿给两个女儿读书。刘桂
华说，“母亲身上那种艰苦耐劳的精神
感染了我，我一直发奋读书，后来考上
了大学。”记者了解到，刘桂华大学毕业
后在汶川县人大工作，直至退休。王全
英的二女儿刘桂芳，后来考上了中专，
成为了一名医生。

王全英的重孙金冠希当下正在读
初中。每当读到课本上的红军长征故
事，他都会想起祖婆，“因为祖婆是老红
军，我从小就对红军事迹耳濡目染。我
妈妈和婆婆都是党员，我对红军有一种
敬仰之情。”

在生活中，王全英也经常向后辈讲
起她参加红军的经历，在耳濡目染、潜
移默化中，后辈们学习和传承了红军精
神。王全英的后代里有大学教授，有干
部，在各自的岗位上踏实勤奋工作。每
年过年，晚辈们都会从北京、成都、阿坝
县、汶川等地赶回都江堰，与老人一起
过节。每当全家团聚之时，王全英就会
同他们再次讲起伟大的长征，让长征精
神薪火相传。

历史没有终结，读懂长征，不只是
重温那段峥嵘岁月，更是为了看清我们
脚下的道路，传承民族精神的基因，凝
聚起开创未来的磅礴力量。而像王全
英老人这样的流落红军，为建立新中国
作出过自己的贡献，他们的精神，理应
被铭记。

绣着“可爱祖国”的手帕
是黄继光入伍时留给母亲的念想

百岁川籍女红军王全英老人。

绣着“可爱祖国”的手帕，是黄继光
入伍时留给母亲的念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