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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可以说
是家喻户晓，但“长征”“万里长征”“二
万五千里长征”这些概念是何时出现的，
却鲜为人知。

“长征”和“万里长征”等概念指的是
1934年至1936年间中国工农红军自长江南
北各革命根据地向陕西、甘肃一带的大规
模战略转移。但这些概念并不是从一开始
就确定的，而是随着红军战略转移的演进
而逐步提出的。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 （即红一方面
军） 实行战略转移前后至遵义会议，中共
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在所发的
指示、命令和会议决议中，并没有把这次
行动称为“长征”，而是称为“突围”“长
途行军”“反攻”“西进”“突围战役”“突
围行动”等。同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
代表团团长王明，在莫斯科向苏联外国工
人出版社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作报告时，
提到了“长征”，这是目前所知党的文献中
最早出现“长征”的概念。不过，王明所
说的“长征”，并不是指中央红军的战略转
移，而是把红7军团北上和红6军团西征称
为“长征”。

1935 年 2 月 23 日，红军总政治部在
《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中，第一次把中
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长征”。这是目前

所见的将中央红军的行动称为“长征”的
最早文献。

1935 年 5 月，红军总司令朱德在 《中
国工农红军布告》 中指出：“红军万里长
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
彝人风俗”，第一次提出了“万里长征”的
概念。6月12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
浩在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报告中也
指出，“西征军 （指中央红军） 万里长征，
屡克名城，迭摧强敌”。7 月 10 日，《红
星》报在第25期社论《以进攻的战斗大量
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中开始使用

“万里长征”一词。
随着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路线的不断延

伸，“长征”的定语由“万里”逐步增大。
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

沙窝召开会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
号，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红一、四方面
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指出

“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
的空前的伟大事业”。9月12日，中共中央
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中共
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其中
将红军长征的里程增加至“二万余里”。中
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由先行北上的红一
方面军第1、第3军和军委纵队改编而成）
直属队党总支书记萧锋在1935年9月22日
的日记中写道：“毛主席用洪亮的声音号
召，经过两万多里长征，久经战斗、不畏
艰苦的指战员们，你们一定能够以自己英
勇、顽强、灵活的战略战术，和以往的战
斗经验，来战胜一切困难！”

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胜利到达
陕北吴起镇。毛泽东在对萧锋的讲话中指
出：“根据红1军团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
二万五千里”。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明确
提出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概念。值得
注意的是，毛泽东所说“二万五千里”，指
的是最多的走了这个里程。他在随后的讲
话中也称红军长征“二万里”。

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中国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
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中明
确提出：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余
里的长征，跨过了十一省的中国领土，以
一年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最后胜
利的到达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同陕甘两省
原有的红军取得了会合”。11月28日，毛
泽东、朱德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
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
国宣言》中再次提出，红军主力“经过二
万五千里的长征，历尽艰难困苦北上抗
日”。可见，“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概念
是在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结束时提出的，
是专指红一方面军的。

此后，随着红军长征的英雄业绩广为
流传，这一伟大壮举的影响不断扩大，“长
征”“万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等概
念逐渐被固定下来，并广泛使用。

（摘自2016年8月4日新华社稿）

“长征”“万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
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

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

解密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
8月16日凌晨1时40分，由中国科学

家研制的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
子号”发射升空，立刻引发全球关注。美
国《华尔街时报》以“中国的最新跃进不
仅是步子大——而且是一项巨大的科技突
破”为题发文称，随着“墨子号”的成功
发射，中国将在科学界最具挑战性的一个
领域位居前沿，还将在令人高度垂涎的防
黑客通讯技术方面取得远远领先于其全球
竞争对手的优势。国际科学界也纷纷为

“墨子号”点赞。

“墨子号”升空有何重大意义？

“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顾名
思义，就是用于量子实验研究的卫星。当
其他国家的量子实验研究还只是停留在地
面范围时，中国的量子实验研究已经“搬
上太空”，率先跨入了“星地时代”，这一
成果无疑是领先国际的。然而，“墨子
号”的升空，意义到底是什么？

先来看两则曾经震动世界的新闻：
2013 年的棱镜门事件，2015 年 《纽约时
报》爆出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谷歌、雅虎
用户通信信息一事，充分暴露出信息安全
领域存在的隐患。然而这只是众多信息
安全泄露事件中暴露出的冰山一角，随
着计算能力的飞速提升，破译数学密码
的难度也逐渐降低，信息安全隐患就像悬
在各国安全领域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幸运的是，量子理论为人类追求信息
的“绝对安全”打开了一扇窗。

我们再来看看“墨子号”的任务，在两
年的设计寿命中，“墨子号”肩负着四大

使命：星地高速量子密钥分发实验、广域
量子通信网络实验、星地量子纠缠分发实
验和地星量子隐形传态实验。

澳大利亚《卫报》在报道“墨子号”
成功发射的文章中指出，此次中国发射量
子卫星将进行广域量子密钥网络实验、长
距离的量子纠缠分发实验，将有望实现远
距离的“防破译”的通信，保证数字信息
传输的安全性。

也就是说，一方面，从国家战略层面
来说，率先发射量子科学实验卫星，意味
着中国或将先于欧美拥有量子通信覆盖全
球的能力，从而实现量子通信技术的全球
领跑，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占领制高点，
保障国家信息安全；另一方面，量子科学
实验卫星的发射也是我国综合国力提升的
具体体现，并将进一步对我国经济发展产
生巨大影响。

为什么说量子通信能实现“绝对
安全”？

传统的信息安全都是依赖于复杂的算
法，只要计算能力足够强大，再复杂的保密
算法原理上都能够被破解。而量子通信能做
到绝对安全，是由量子自身的特性所决定
的，计算能力再强也破解不了，因此它是
革命性的，可从根本上、永久性解决信息
安全问题。

量子通信到底有什么“诀窍”，可以“防
破译”，实现绝对安全呢？

这就要从量子的特殊性“量子叠加”说
起。量子，是构成物质能量的基本单元，是
能量的最小携带单位，所有的微观粒子（包
括分子、原子、电子、光子）都是量子的一种
表现形态。在经典物理世界里，物质的状
态可以用0和1来描述，非0即1；而在量子
世界里，物质的状态可以同时处于0和1的
叠加状态。

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曾经用著名的
“薛定谔的猫”这一思想实验来解释量子的
叠加性。实验是这样的：在一个盒子里有
一只猫，以及少量放射性物质。之后，有
50%的概率放射性物质将会衰变并释放出
毒气杀死这只猫，同时有50%的概率放射
性物质不会衰变而猫将活下来。根据经典
物理学，尽管外部观测者只有打开盒子才
能知道里面的结果，但是在盒子里必将发
生这两个结果之一。在量子的世界里，当
盒子处于关闭状态，整个系统则一直保持
不确定性的状态，即猫生死叠加。猫到底
是死是活必须在盒子打开后，外部观测者
观测时才能确定。

量子叠加状态导致了量子力学的不确
定原理，即如果事先不知道单个量子状

态，就不可能通过测量把状态的信息完全
读取，也就不能复制。对任意一个未知的
量子态进行完全相同的复制过程是不可实
现的，这被称为“量子不可克隆原理”，
从理论上保证了量子密码的绝对安全。

它的市场化应用前景如何？

实践证明，此前量子力学的发展已经
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好处，比如激
光、半导体、核能等技术的利用与普及。

“墨子号”量子卫星首席科学家、中
国科大常务副校长潘建伟院士认为，如果
量子科学实验卫星成功运行，中国将在世
界上首次实现卫星和地面之间的量子通
信，并结合地面已有的光纤量子通信网
络，初步构建一个广域量子通信体系。结
合地面即将建成的“京沪干线”千公里级
广域量子通信骨干网络，可以初步构建我
国空地一体的广域量子通信体系，为率先
建成全球化的量子通信网络奠定基础。

一个天地一体的广域量子通信基础设
施构建成功后，能为未来的互联网提供基
于量子通信技术的安全保障，形成完整的
量子通信产业链和下一代国家主权信息安
全生态系统。同时，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的研
制也将促进空间光通信、空间单光子探测、
星地高精度时间同步等技术的发展，在量
子通信技术实用化整体水平上保持和扩大
国际领先地位，实现国家信息安全和信息
技术水平跨越式提升。

有专家认为，量子通信代表了数据传
输速度与安全的未来方向，是一座万亿级
别的产业富矿。据估算，短期内量子通信
产业规模即可达数十亿元，而随着网络区
域扩大及卫星量子通信网络建设，未来市
场空间将更为广阔。

（刘爱华 文/ 新华社 图）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长征是人类军事史上一个
空前的奇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类历史上气壮山河的壮丽史诗。为纪念
长征胜利、弘扬长征精神，重温中国共产党艰苦卓越的长征历程，充分发掘长
征精神的历史内涵与时代价值，从本期开始，本报将陆续刊发中国工农红军长
征胜利80周年纪念文章，以飨读者。

本报讯 9月13日至14日，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创客中心首期“激光切割机训
练营”成功举办，18名来自中国科大创客
团队的成员们参加了训练活动。

本次安排培训的仪器品牌型号为大
族激光MPS-A406，适合小型金属板材
的切割，创客中心邀请了大族激光切割
机厂家工程师给学员们做光纤激光切割
机工作原理讲解和上机实操培训。工程
师首先对切割机的各个部件作了详细介
绍，让学员们了解切割机的基本工作原
理、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并现场演示
切割样品。在工程师的指导下，学员们

顺利完成了样品的切割操作。所有通过
考核的学员均获得了激光切割机操作资
格证，5位优秀学员获得了创客中心纪
念品。

中国科大创客中心以“培育创新人
才，陪伴团队成长”为目标，通过“创
客训练营”系列活动，为创客们提供各
类专业和技能培训，提高他们创新创业
综合能力。中心将不断强化资源整合力
度，为创客们提供更多资源，帮助团队
实现创新创业梦想。

（中国科大创客中心）

中国科大创客中心
举办首期“激光切割机训练营”

管理学院第一届国际暑期学校圆满结束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进国际化进程，中国
科大管理学院在2016年暑期举办了第一届国

际名师暑期学校，为来自国内30多所院校的
300多名师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术交流和学习
平台。

讲 座 名 师 均 是 Management Science、
Operations Research 等国际顶级期刊的副主
编、部门主编，包括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
Jeff Hong讲席教授、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商学
院陈新终身教授、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商学
院 Vinod Singhal 教授、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
大学奥林商学院张付强、董灵秀教授、多伦
多大学管理学院胡明教授等。

这些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悉心传授
学术前沿知识，将精炼的理论知识通过图文
并茂、深入浅出的方式生动体现出来。听课者
反响热烈，纷纷表示收获颇丰。 （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