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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兵的战争史》

前言

　　何为兵？《说文解字》中说：“兵，械也”。《孙子兵法》开篇即言：“兵者，国之大事。生死
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我的父亲15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三十军，是一个老红军
，老兵。我曾对父亲说：“我当过兵，打过枪，可我没打过仗，更没杀过人，不算真正的兵。”父亲
说：“没打过仗的兵，也是兵。过去民兵是兵，妇救会也是兵，老百姓送粮食，抬担架，帮我们打仗
，杀敌人，那也是兵。毛主席说‘全民皆兵’。”　　而要写一个兵的人生经历却源于四川家乡的来
信。父亲说：“家乡来信了，要我写关于红军时期的回忆录。我虽然只是一个兵，把自己的经历记下
来，也是我的愿望。这些经历还是要给你们说一说，如果不对你们说说，对不起死去的战友，他们讲
不了话喽，不要忘了那些永远不会再说话的战友。”每当我想起父亲这些话，就感到无论是作为儿子
，还是一名曾经的军人，都有责任去完成这位父亲，这位老兵的心愿。　　我准备好录音机、摄像机
，父亲开始讲他的经历。父亲从小说起。父亲的远期记忆很好，许多往事如同刻在他的心里，一讲起
来就不停，讲得兴奋、动情、收不住。我在整理的过程中才明白，这些纪实性的口述史料，应该整理
为一本书，我强烈地感到，我要记述的是一个中国军人特殊的人生经历，是一个从15岁当兵打仗，经
历了红军、八路军、解放军浴血生涯的老兵。这位老兵成长在一个特殊的军队之中，这是世界上绝无
仅有的军队，它不仅是能征善战的军队，有着一批勇敢无畏的战士：又是宣传队，有着一批自觉自愿
接受并传播理想的战士：它更是一所大学校，它把许许多多没有文化的农民，培育成能文能武的革命
者。我要记述的是一个一辈子用兵的眼光看世界，用兵的思维想世界的老兵，所以将书名定为《一个
老兵的战争史》。　　我希望把一个中国军人特殊的微观人生经历，置于宏观社会世界中去思考。我
在记录整理父亲的人生经历时，深切感到某一历史事件、某一历史重要人物和一个普通士兵命运的关
联性。可我不是在写历史事件，不是在写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这是一个普通士兵讲述的个人经历，是
在一个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个人经历，解读历史，需要时间，我的责任是要把一个普通老兵的人生经历
放在世界和中国历史的背景中去讲述。通过认识一个老兵的命运，思考我们自己的命运、民族的命运
、国家的命运。　　记忆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一个普通士兵的回忆，是对社会
历史记述的补充，我们不仅需要大人物的回忆录，也需要小人物的回忆录。我希望在书店的书架上看
到一个普通士兵的传记。“人民创造历史”，也许那是哲学家的理论，政治家的口号。现实中小人物
的历史只能是你个人的经历，称不上是传记、回忆录，登不上历史正册。也许我们这些小人物应该换
个视角，从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入手，关心我们的命运，思考我们的人生，看看我们所处的世界，思考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世界？想想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人物？因为这些大人物的身上
不知维系着多少小人物的命运，我们的命运也许就在他们的一念之间。　　我需要一种适宜于反映普
通人物传记的写作方法，希望这样的写法，对于我们认识普通人的命运会有所启示，我想每个人都应
该把自己的命运放在国际、国内的大背景中去思考，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越来越小。　　书中以父亲的
第一人称讲述为主，按照父亲的口述记录整理，不加描写，力求保持个人经历的真实性和四川人生活
化的口语风格。内容以记叙他的所见，所闻、所感为主，对有些历史事件，重要的地名，时间，做了
必要的核对、校正。　　书中引用的一些历史背景资料，意在说明：一个普通人的命运和某一历史事
件，某一历史重要人物的关联性，希望站在一定的高度，俯瞰普通人的命运。选择史料时注意选用最
新出版的图书和最具权威性的观点。所引用的史料目录附后。由于受史料的局限，一些事件曾经反复
进行甄别、修改，力求做到引用客观、叙述真实、观点准确。　　书中以一些发问、思考、记叙为辅
，力求强调内容，抒发思考，补充史料，起到衔接前后和辅助结构的作用。这本书，不仅是一个老兵
的口述历史，也应该有后一代人从前辈的经历中，从学习历史的过程中，抒发情感与思考。　　选用
了一些与父亲命运相关的人物和事件的照片，以及父亲使用过的物品照片和留存的资料，作为辅助资
料。　　父亲的父亲为他取的小名叫”赐福”，是希望生活“赐福”于他。　　父亲给我取的小名叫
“长安”，我用“长安”做笔名，寄托父亲对这个世界长久平安的期盼与祝福。　　2005年12月24日
平安夜于长安斋　　2007年3月4日于长安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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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兵的战争史》

内容概要

《一个老兵的战争史》主要内容：我虽然只是一个兵，把自己的经历记下来，也是我的愿望。这些经
历还是要说一说，如果不说说，对不起死去的战友，他们讲不了话喽，不要忘了那些永远不人再说话
的战友。一个从15岁当兵打仗，经历了红军、八路军、解放军浴血生涯的老兵。这位老兵成长在一个
特殊的军队之中，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军队，它不仅是能征善战的军队，有着一批勇敢无畏的战士
，又是宣传队，有着一批自觉自愿接受并传播理想的战士，它更是一所大学校，它把许许多多没有文
化的农民，培育成能文能武的革命者。我要记述的是一个一辈子用兵的眼光看世界，用兵的思维想世
界的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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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兵的战争史》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为苏维埃参加红军　为苏维埃而战第二章　长征，向西，和中央红军会师　长征，南下，和
中央红军分道　长征，北上，和中央红军会师第三章　西征，命系何方　援西，追思英魂　换装，谁
是敌人第四章　八路军战士　保卫干部第五章　上“抗大”　上延安第六章　接受敌后工作训练　孤
独的地下工作者第七章　重归部队，一等残废，二等功臣　重返延安，证明自己，证明忠诚第八章　
新的战场，接管西安　人，要受一辈子的考验　留个纪念　闹革命，莫想闹官第九章　老革命成了反
革命　老革命，需要证明　军人，永远是军人第十章　传承责任　政治生命　兵的思维第十一章　重
返故乡　回想苏维埃　寻找战友　寻找遗迹第十二章　生命中的”结”　生命中的纪念　生命中的”
梦”　生命的长征后记主要参考书目

Page 4



《一个老兵的战争史》

章节摘录

　　第一章　　1933年10月-1935年4月为苏维埃参加红军　　1900年，八国联军（英，法、德，俄、美
、日、意，奥）入侵中国。　　1901年，首届诺贝尔和平奖诞生，诺贝尔委员会授予世界第一个国际
和平组织国际和平联盟和各国议会联盟创始人之一的瑞士人帕西，表彰他在创建这两个为世界和平而
斗争的组织所做出的努力，以及他个人为和平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我于农历1917年腊月14日
（公历1918年1月26日）出生在四川省阆中县二龙场王家湾一个农民的家庭。父亲王维赢，母亲王席氏
。我大名叫王扶春，有两个弟弟，大弟王扶宣，小弟王扶兴。　　人无法选择父母，无法选择出生的
年代，这是命。我的父亲出生在一个世界缺失秩序，中国处于内忧外患，战争与革命不断的年代。他
不知道在他出生的前两个月，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苏维埃政权在
俄国各地相继建立；他也不知道在他3岁的时候，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他也无法想像
自己：一个四川农民的儿子会和千千万万人的命运一样，同这个政党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　　1931
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东北沈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1931年11月7日，根据中共
中央决定，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合编为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中央党
史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407页1932年6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亲自任豫鄂皖三省”剿匪
”总司令，调集26个师及5个旅，约30万人，对红军豫鄂皖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中央党史出
版社2002年9月第1版444页1932年10月10日，张国焘（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在
黄柴畈主持召开会议，提出红军主力“暂时离开苏区”向外线作战，伺机打回苏区的主张。会后红四
方面军主力两万余人越过平汉路向西转移。他们历经千辛万苦，浴血奋战，翻越秦岭，渡过汉水，历
时两个多月，行程3000多里，进入四川北部地区，开辟川陕边革命根据地，，中央党史出版社2002年9
月第1版445页红四方面军的这次转移使我的父亲，一个四川农民儿子的命运，随着红军的到来发生了
根本的改变。人的一生可能会有多种，多次选择，也可能只有一次，你选择了一个你再也改变不了的
命运。也许在那个危机四伏的年代，最好的选择就是革命，社会需要变革现状，人需要改变命运。　
　1933年5、6月，麦子都收了，外面有好多人“逃难”，跑到我们二龙场。到处传说红军来了，在老
观场、鸡山梁一带，仗打得很厉害。当时国民党污蔑宣传说：“红军是‘乌棒老二’（四川的俗称，
土匪的意思）”，“红军来了，要共产共妻，老配小，小配老”。“朱毛要八个人抬，每天要吃两个
娃娃”。　　红军快打到我们那儿时，村里好多人害怕得很，都跑了。我们家人当时没跑，往哪跑呢
？又没有钱，往哪跑也不行，干脆听天由命，也就不跑了。　　1933年8月，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九
师在取得四川省阆中县鸡山梁战斗的胜利之后，乘胜占据二龙场。　　，中共阆中县委党史工委办公
室10N红军来了以后，对老百姓挺好，他们讲红军的好处，穷苦人分好田地，不当“发财人”的牛马
，子子孙孙不出款子，就是不缴税，那多好，大家也就不怕了。　　红军很快在我们那里成立了苏维
埃，组织起了童子团、赤卫队，维护地方的治安。我当时就参加了童子团，就是儿童团。童子团都
是10岁以上，16岁以下的娃娃，穷苦人家的孩子都让参加童子团，“发财人”的儿子不让参加童子团
，那时说“发财人”的儿子就是反革命，所以“发财人”的儿子不让参加童子团。我们童子团每人都
有杆红缨枪，负责站岗放哨，查路条、查坏人。路条上有苏维埃负责人签名才管用。我先是童子团的
组长，参加的人多了以后，又让我当了童子团团长。当时我们主要是在九店子山上站岗，几个人一班
，四班倒换。　　我们童子团放哨有戒严穷人分田地富人不心甘派些反动派进来当侦探企图探消息破
坏我政权时时要注意岗哨要加严就是亲父母盘问也要严五里一哨棚联系要取好三人一分班四班轮流换
岗哨站得严反动跑不掉敌人消灭完大家都逍遥：，重庆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55页，摘录自少共川陕
省委宣传部编印的《童子团站岗读本》后来要组织游击队，就从我们童子团中抽了一些人，我就参加
了游击队。那时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地主、富农家的粮食，我们整天跟着苏维埃的头头出去，把富
农、地主家的粮封了，做公粮。给穷人分田地，我跟着跑腿、量地。我家当时也分了地，全家人高兴
得很。你想，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当然感谢红军，感谢共产党，我当时参加童子团、游击队，家人
都支持得很。　　当时苏维埃组织“扩红”运动，讲参加红军的好处，子子孙孙不出款子（税），分
好田地；家属受优待；穷人坐天下；吃穿不发愁。还给红军的家属发了《优待证》，在当时有不少用
，可以在红军合作社买东西，是半价；可以分好地，有人代耕土地，有好些优待。解放后政府还给我
们这些老红军发了《优待证》，这是老传统，红军说话算数。　　我的面前有三个《优待证》：一
是1934年腊月17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给参加红军三十军八十九师王保安的家属《参加红军家属优待
证》的照片，现存于四川阆中县文化馆：二是1964年元月18日西安市民政局、商业局发给父亲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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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兵的战争史》

安市退休军官退伍老红军二等以上残废军人优待商品购买证》：三是1979年3月27日西安市新城区革命
委员会民政局发给父亲的《西安市退休老红军二等以上残废人员优待商品购买证》。　　父亲说，红
军时期的《优待证》没有了，解放后政府发给他的《优待证》，如今留着，是个纪念。记得在20世纪
六七十年代，虽然当时商品紧缺。　　可依然对老红军、二等以上残废人员实行优待商品购买的办法
。我们兄弟常拿着父亲的《残废军人优待商品购买证》，到市场上排队买肉。因为持有《优待证》的
人也多，有《优待证》也得半夜起来穿着大衣去排队，每次苦苦挨到早上八点，等到肉店开门时，眼
巴巴地盯着肉店木架子上今天挂了几片肉。因为一人一次只允许买两斤，而且总是先卖两个没有《优
待证》的，再卖一个有优待证的，做到基本公平，所以有《优待证》的人也常常买不到肉。同学为了
能买到肉，就来借《优待证》。那时父亲知道儿子把《优待证》借给别人用，就说：”谁都想吃肉，
也是没得办法。啥时候，人人都有《优待证》就好喽。”　　当时大搞“扩红”运动，就是扩大红军
队伍，唱歌、贴标语、唱大戏，动员老百姓自愿参加红军，热闹得很。一天下午，我们游击队的三四
个娃娃一商议，都想当红军，就一起跑到二龙场街上红军的驻地，报名参加了红军。当时我们谁都没
跟父母说，害怕告诉了父母，不让我们去当兵。你想，当兵不是参加儿童团、游击队，当兵就要打仗
，打仗就要死人。我们几个虽然都是十四五岁的娃娃，可当兵打仗，谁也不知道个怕，人这一辈子就
得闯一下，所以我们都是偷跑去的，就是想参加红军，也不懂那么多的道理，都觉得红军好，老百姓
的军队，“打土豪，分田地”。那是1933年的9、10月间，这个时间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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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兵的战争史》

精彩短评

1、没什么内容，有点像是儿子纪念老爹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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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兵的战争史》

精彩书评

1、“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出生在1917年，这是我的命。我是一个兵，一个老兵，这是我的命运。”
这位老兵叫王扶春，一个很香艳的名字，让人联想起《红楼梦》里的女性系列；可他却是地地道道的
硬汉，15岁当兵，经历了红军、八路、解放军的浴血生涯。星期天，我读完了他的口述自传《一个老
兵的战争史》。作者用兵的眼光看世界，用兵的思维想世界，因此他的经历、他的心路、他的感悟，
都让我这个从来没有当过兵、与兵极少接触、又对军人充满好奇的读者极感兴趣。我是一气读完这本
传记的。我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机遇决定命运，选择决定命运。王先生却说，“命令，就是命运
”。他第一次参加的战斗是李先念指挥的苍溪战斗，战斗惨烈，负了重伤，住了院。他原属30军，伤
愈后，原部队已开拔，他便另行分配到了31军。而30军不久成为了西路军一部，牺牲惨重，和他同时
参军的乡亲从此杳无音信。后来，31军渡河西进，因为船少，只能让同行的红五军团先走。 但国民党
军队围攻了上来，中央军委命令停止过河。红五军团最后几乎全军覆没。解放后，他担任陕西火电公
司的工会副主席。1976年，公司派出2000多人去唐山支援建设陡河电站，王先生也要去唐山开会，因
为材料来晚了，上面要他在西安等，晚一两天再去。可就在那天凌晨3时42分，唐山地震了。等他再去
唐山，已经是一片废墟，处处死人了！安排他入住的招待所全塌了，先走的同事全死了。他站在废墟
前想：是上报材料的变电公司救了我一条命呀！王先生没有窃喜自己“命大”，而是感叹在“命令”
之前，“性格”“机遇”“选择”算什么，都是要统统让路的。他的战友、他的同事可没有这样的“
好命”了。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古往今来，为官者给兵定的规则就是服从。所谓“理解的要执行
，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然而千千万万红军的生死维系在某个人的某个决定（比如张国焘）上，这又
是多么“高危”的事！悲剧是迟早会发生的，真让我们后来者感叹不已！可是我想，这种把无数人的
命运系在一个人的“命令”里，在咱们国家又何止是战争年代、非常时期呢？一个个伟大的、充满着
浪漫主义的“命令”，断送了多少人的“命”和“运”，断送了多少家庭的“命”和“运”！发号施
令者，你们真该慎之又慎；“以人为本”真是首先冲着你们说的呀！有些“情节”，人们总以为是电
影的杜撰，其实发生在生活中。老人的儿子记叙，2005年底，王先生病危，十几天不吃不喝神智不清
。可是领导来探望，他突然睁大眼睛，大声说：“2005年的党费缴了没有？”领导赶紧回答：“缴了
，缴了。”他又轻轻说：“2006年的也要记着缴。”这可真是位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了！然而，他
晚年回家乡扫墓，想买机动票，掏出“革命伤残军人证”和“老干部离休荣誉证”都不管用，听到的
只是嘲弄：“老老红军也没有用。”最后还是儿子掏出“红塔山”烟和“大团结”票子，才买到了票
。儿子愤愤不平，父亲倒豁达地笑笑，説“打江山的时候，想不到现在的人认钱不认人。看来江山易
打，脑壳难管！慢慢来吧。”王先生终生随身珍藏着一把小银勺，这是位护士给他的。提起此事，老
人一语不发，却眼眶潮湿。也许这是他倥偬生涯中的一道彩虹吧。战争年代的军人，也许有过爱，但
无暇去感受爱，他们眼前是一处处战场，身上是一处处伤残，情感只能埋在记忆深处。他们牺牲的不
光是生命，还有“人的权利”。他们永远值得我们的尊敬和感谢。没有英雄的民族，也许还算不了什
么；但是有了英雄，却不知拥护、爱戴、崇拜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国家崛起，纪念
碑倒下，我们又会有怎样的命运呢？（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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