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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全国各地都在举行各式各样的活动来“重走长征路”，缅怀革命前辈。
其实，红军长征，我们应该关注的不仅仅是参与长征的人们，还有很多人在二万五千里之外默默地为长征付

出了自己的努力，甚至牺牲。他们同样值得尊敬和怀念。他们中有些为了掩护红军长征留下来牵制敌人，有些
因病不想拖累长征而留在敌占区潜伏……正是因为他们的共同努力，才促成了中国革命取得最终的长征胜利。

围绕长征，人们口中冠以“红二代”的中国革命前辈的子女们也经常被长征精神所感动，并用自己的方式传
承长征精神。

10 月 19 日，在被誉为“红军长征首发地”的郴州市桂东县，记者就遇上了一群当年在延安长大的“红二代”，
他们眼中的长征是什么样的？他们又是如何传承长征精神的呢？

共和国将军之女追忆父辈的长征故事
父亲们的长征，女儿们的传承

“红二代”的讲述

女儿：贺安利  73 岁
父亲：贺俊侦  共和国少将

“我父亲从事的工作非常

机密。他具体做了些什么一

向不跟我们讲。”贺安利说，

虽然对父亲的具体工作了解

不多，但从小也听了很多父

亲参加革命的故事，这一直

激励着她，给她力量，影响

着她的人生。

“初三时，父母都要去南

方工作，留我一个人在北京

念书。我当时还小，情绪不

太稳定。”贺安利回忆，“这

时，母亲给我写来了一封信，

劝我不要想家，班主任老师

还在班上念了这封信。信里

主要就是讲父亲当年长征时

吃的苦，希望我能够勇敢面

对一切困难，努力克服。”

贺安利记得其中的一个

故事就是，在过草地时，父

亲的脚扭伤了，这时有敌兵

追 来，他只好躲在草丛中，

一动不动。那真是生死一瞬

间！当时侦听员非常少，等追

兵走后，有人回来寻他，大

喊“有二局的同志吗”。就这

样，贺俊侦又继续跟上了队

伍。“父亲的态度就是，死

也不能掉队。”

小时候，父亲的工作用

车，贺安利也不能坐，要么

坐校车，要么走路。“父亲曾

这样说，公车是配给我们为

人民办事的，不是来送你们的，

你们没有资格坐。”

另一个让贺安利难忘的

故事就是，一个被称为“三

灯机”的电台。这是 1930 年

红军缴获的一部“只能收不

能报”的电台，红军的情报

侦听工作也就是从这“半部

电台”开始起步的，其后屡

建奇功。当时的贺俊侦，每

每在战友们带着强烈厮杀后

的疲劳酣然入睡时，对着这

部不言的“三灯机”入迷。“如

今，这个物件陈列在位于陕

北的二局纪念馆。”

正因为牢记父辈的艰苦，

贺安利在工作中兢兢业业，

生活中也非常朴素。在她看

来，“和平年代的长征精神，

就是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

作”。 退休前，贺安利在公

安部第一研究所当高级工程

师，10 月 19 日，接受今日女

报 / 凤网记 者采访 时的她，

穿着极为简单，走在前来观

看演出的老百姓队伍中，也

显不出什么特别来。

退休后的贺安利，加入

到了延安儿女联谊会。“我

当年也在延安的保育院里长

大，很自然地就加入了胡木

英（胡乔木的女儿）大姐任

会长的延安儿女联谊会，主

父亲的长征——“毛主席在哪，我父亲就在哪”

“长征的时候，毛主席在哪，我

父亲就在哪！”10 月 19 日，共和国

少将、解放军无线电技术学校原校

长贺俊侦之女贺安利，在郴州市桂东

县接受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专访时

骄傲地说。

桂东被誉为“红军长征首发地”。

1934 年 8 月 12 日，承担着为红军长

征担任先遣队任务的红六军团，在

该县寨前镇圩市旁的一片河滩上召

开了连以上干部大会，庆祝从中央苏

区胜利突围并誓师西征。

现年 73 岁的贺安利当天则是来

郴州参加“重走长征路，追寻红军

光辉足迹”长征颂歌公益活动的。

在活动间隙，贺安利向记者讲

述了自己父亲的长征故事以及对自己

的影响。“父亲当年去参加红军时，

我奶奶是反对的。”贺安利回忆。原

来，贺俊侦有三个姐姐，他的父亲

在不惑之年才有了他，所以，一家

人都舍不得他离开。

贺俊侦 1913 年出生在湖北省阳

新县王英镇东源潜龙村，后来参加

儿童团，并当上了团长。

1929 年 10 月，来到东源的“红

八军”决定转移，贺俊侦参加了红军。

“当时，我奶奶哭着不让我父亲

走，因为奶奶就我父亲一个儿子嘛。

我父亲就劝我奶奶说‘我们是穷苦

的命，只有革命成功了，我们才有

好日子，到时我一定会接你们享福

的！’”贺安利说，就这样，父亲掰

开奶奶的手，参加了红军。

当时，阳新县的很多农家子弟都

纷纷参加革命。“我们阳新县是著名

的烈士县，有 20 多万名烈士。”贺

安利说。

贺俊侦被分配到红八军团六师

二分队。而通过几年战斗的洗礼，

贺俊侦能从敌人的枪炮声中听出枪

炮的型号和数量，并逐步由班长、排

长而升至连长。

后来，在“四渡赤水出奇兵”战斗中，

也有贺俊侦和他的战友们的功劳。

“1933 年前后，我父亲调到了军

委二局。”贺安利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那时的军委二局专门执行无线

电侦察任务。其中，三科负责侦听（侦

收），科长胡立教，贺俊侦是侦收员。

贺俊侦先后参加了红军苏区五次

反“围剿”的全部战斗和情报侦收工

作。在这期间，贺俊侦边干边学，不

仅侦收业务精湛，还掌握了破译知识，

有的电报做到了抄下电文即可知道其

内容的程度。

1934 年 10 月，军委二局随中央红

军（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

在二渡赤水时，由于贺俊侦和战

友们破译了敌人的密电码，掌握了敌

人的行军路线、出发时间等，因此毛

泽东如有神助，指挥行军甩掉尾追的

敌人，顺利地二渡赤水。

此后，毛泽东亲自主管军委二局。

在约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在不

大的区域内，避实击虚，四渡赤水，

于 40 万人的围堵敌军密集部署、犬牙

交错的阵地之间衔枚疾走，穿插运动，

争取了主动，走出了危局。

其实，长征时期的侦听工作并不

轻松，甚至有丧命的危险。

“父亲他们当时执行‘接力赛跑二

部制’。”贺安利告诉记者，所谓“接

力赛跑二部制”，就是部队在行军中，

边行军边侦听。甲机器在行军中停下

来快速竖起电线，开始侦听，乙机器

随部队前进。待乙机器竖起电线开始

侦听后，甲机器才能转移追赶大部队

再次竖起电线。

“湘江战役时，主力红军已通过浮

桥，就等电台人员经过就要炸毁浮桥。

这时，父亲正在侦听最后几个信息，

敌人的追兵也快赶到，父亲硬是坚持

侦听完才撤退，结果连电台的天线都

没收起。” 贺安利说。

 由于工作出色，贺俊侦多次受到

吃“百密”的奖励（即完成 100 件任

务会餐一次）。

毛泽东在长征结束后由衷地评价

说 ：“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

笼走夜路。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

象的。”

女儿的“长征”——坚持 20 年用音乐宣传长征精神

要参加合唱团的活动。”贺

安利说，“我们这次 来桂东

的合唱团成员有四十多位，

我主 要是 担任 合唱团的 指

挥。因为原来的指挥生病了，

来不了。”

贺安利退休前其实不会

做指挥，也从没学过唱歌的

技巧。入团后，只好从音符、

从 发 声等最 基 础的知识学

起。“真是甘当小学生。”因

为办事干脆，有决断力，贺

安利在 2009 年升为副团长，

负责合唱团的训练事宜。

“我们团以唱革命歌曲和

民族歌曲为主。”贺安利介

绍，他们合唱团在河南、山

西，在革命老区，甚至在国

外 都 有 演 出。“ 来 桂 东 前，

我们刚刚从加拿大回来。美

国、日本等地，我们也去演

唱过。”

合唱团之所以到处去演

唱，既是为了弘扬老一辈的

革命精神，也是为了传播民

族文化。这一坚持就坚持了

约 20 年。“说句实话啊，我

们家族中也曾有人问‘刘少

奇是谁啊’，居然连我们曾经

的国家主 席 都 不知道是谁

啊！因此，我觉得宣传老一

辈的革命历史，宣传长征精

神，我们责无旁贷。我们不

能忘本啊！”

对于这种坚持，记者称

赞也是一种坚持到底不放弃

的“长征精神”时，贺安利

笑着说 ：“我觉得自己应该

这样去做。”

贺 安 利 其 实 不 怎 么喜

欢“红二代”的称呼：“我们

去参加一些演出时，主办方

就让我们说自己父亲是谁谁

谁，我知道观众可能想听这

个，但对我个人来说，其实

我不乐意。”只是为了宣传长

征精神，为了弘扬老一辈革

命家的历史功绩， 她也只好

将就。

( 下转 A06 版 )

桂东县红军长征（红六军团）首发地纪念广场于
2015 年验收并交付使用。                       摄影 / 邓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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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9 日，贺安利在郴州市桂东县参加“重走长征路”活动
中，冒雨指挥延安儿女合唱团演唱革命歌曲。

独家
专访

忆长征，新征程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