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岭文化W ENHUA

红军长征到丽江时，我才十八九

岁。那时我是贺龙同志的警卫员，一

直跟随红二军团指挥部，并和指挥部

的贺龙、任弼时、关向应、李达几位

领导同志在一起。

记得当时进丽江城没有打仗，丽

江古城也没有城门和城墙，进城后我

们就住到了一个一进几院的宽敞平房

里。贺老总有个习惯，每到一个新的

地方，他不先看自己的住处，而是先

到住地的周围看看，特别关注当地老

百姓的情绪，看看街上商铺的开门情

况和有没有违反军纪的行为。

由于反动派宣传，丽江城的很多

群众都逃跑了，街上商铺不敢开门营

业。看到这个情况后，贺老总叫警卫

员李家彬告诉政治部做好群众宣传，

说红军是要北上抗日的，要与中央红

军会合，是要打土豪、惩罚贪官污吏

为穷人办事的，以解除群众的思想疑

虑。同时，贺老总还叫李家彬告诉没

收委员会，叫他们没收一部分地主、

恶霸的财物分给穷人。因为侦察人员

在红军大部队未到之前就化装成商贩

和农民等，把城里和农村的情况都摸

得一清二楚。大部队一到，后勤部就

开始执行具体的征收和没收工作。

后来，警卫班长张树芝回来汇

报，说经过宣传，商铺开门营业了，

点心铺的点心都一下卖光了，贺老总

听了后很高兴。因为点心好吃，张树

芝准备给首长也买点。但当天的糕点

已经卖光了，就只好付了钱订做二三

十斤。不过，第二天出发时，我们忘

了去拿，走了一二十公里才想起来，

已经来不及了。

当我们行军到石鼓时，时间还

早。贺老总出去看地形和了解渡江的

准备情况，并派了一个师向丽江方向折

回一二十公里阻击追击的敌人。不过，

从宣威虎头山那一仗后，敌人一直不敢

和我们接触。指挥部在石鼓住了一个

晚上，第二天沿江走了一段路后就乘

坐小船渡过了金沙江。渡江时，我们

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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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阿爸夏那古瓦 （桑诺品楚） 于

1959年去世。每当我看到阿爸珍藏的

委任令，就会想起50多年前红军来中甸

时，贺龙首长给阿爸委任令的情景。

红军来的那年，中甸喇嘛寺请阿

爸作为大寺代表到城里拜见红军。记

得要去见红军的前一天，阿爸坐在火

塘边，喝着酥油茶对全家人说：“大寺

请我明天进城去见‘共产’。如果回不

来，家中老幼的生活由大寺负责到

底，你们不必担心。”

听了阿爸的话，全家人又怕又急，

但这是喇嘛寺的决定，谁也不敢阻止。

第二天，阿爸领着代表去见红军，

一家人都担心不已，吃不好，睡不安。

第三天，阿爸回来了，还带回一张

委任令，说是红军首长贺龙亲自发给

的，还对我们讲，贺龙说红军是穷人的

军队，是番民的好朋友，要在中甸休整

筹粮……他明天还要去大寺，叫我们

不要怕，这样全家人终于放心了。

那几天，阿爸就在城里与喇嘛寺

间来回跑着，为红军筹粮、借房，还

请了几个红军住在我们家。我见红军

买来青稞但不会做来吃，就帮他们磨

成糌粑，并给他们洗补衣裳，背柴

火。为了感谢我们全家，红军给了我

们一些大洋。

不久，红军往乡城方向启程了。

红军走后，那些跟着国民党的坏人多

次来我家搜查，质问阿爸跟红军有什么

关系？红军给了什么好处，如果不交

出红军给的东西，就把家人丢下江……

一天晚上，阿爸说，现在最要紧的是

藏好这张委任令，万一被国民党的人

搜到，就会要全家人的命。

怎么办？最后我们想了一个办

法，把委任令用两块板子夹住捆好，

藏到房梁上，谁也看不见。后来，国

民党县政府派人几次来搜查都没有查

到，这些家伙也就无法下手陷害我们

全家。

时间一年年过去了，直到“金珠

玛米”（解放军）来到中甸，全家人才

结束了提心吊胆的日子。1950年，解

放军和工作队知道了这件事，专门到

我家看望阿爸，感谢他为红军做了不

少好事。这时阿爸把珍藏了 14年的委

任令从房梁上拿下来交给部队。后

来，委任令被云南省博物馆当作文物

收走了。

回想这段历史，是红军指明了我

们穷人闹翻身求解放的道路，是红军

给了阿爸和我们全家最大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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