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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文化论

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

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

始。起义之所以能成功打响武装反抗

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一批政治过

硬、严守纪律、品德高尚的共产党员在

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坚定执

着，听党指挥，为起义将士树立了光辉

榜样，注入了强大精神力量。这些共

产党员，犹如一束束光芒，为起义将士

照亮了冲锋的方向。南昌起义中共产

党员的风采，充分彰显共产党员先锋

模范的重要意义与作用。可以说，我

军军魂正是由此开始生发，并在人民

军队发展壮大的历程中熠熠生辉。

一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敢为人先

的伟大创举。它爆发在第一次国共合

作全面破裂和大革命失败的形势下。

彼时，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将屠

刀砍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短短

不到1年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员由大革

命高潮时期的近6万人，锐减至1万多

人。中国共产党异常艰难，中国革命

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

要不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这

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两个生死攸关

的问题。有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在这个

时候动摇、逃离甚至是背叛。但真正的

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坚定信仰，绝不会

因为反动派的屠刀而屈服。他们从地

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

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在革命最低

潮时，一批革命志士依然坚定执着追寻

理想，无畏牺牲。他们决定武装反抗，

用生命捍卫共产党人的尊严和信仰。

南昌起义部队有2万多人。其中，

直接由共产党领导的，只有叶挺率领

的部队，约4500人。其他大部分，都不

是由我党独立掌握的军队。但是，为

什么党一声令下，起义将士都能冲破

重重阻力、云集南昌举行起义？他们

后来为何又能在艰苦条件下继续坚持

革命？

核心原因，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在共产党员的感召下，起义将

士坚信共产党的理论是正确的，坚信

共产党能够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

代总指挥贺龙，在南昌起义前是国

民革命军第20军的军长。他虽不是共

产党员，却决意追随共产党。他经过反

复思考后作出理性选择，决定在危险的

时刻参加南昌起义。王震将军在回忆

贺龙元帅时提到，早在大革命初期，贺

龙就曾邀请共产党和国民党员赴宴，请

他们各自发表对时局和国家前途的见

解。听了双方意见后，贺龙同志说，还

是共产党的理论正确。贺龙深深感受

到共产党理论的先进、道路的先进，自

觉地以一个合格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

自己。南昌起义时，他虽然还未入党，

却毫不犹豫抛弃荣华富贵，与士兵同甘

共苦，并表示：“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

党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二

“党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话

语虽朴实，道理却深刻。在南昌起义期

间，这不仅是贺龙一人的诺言，更是众

多共产党人用行动践行的铿锵誓言。

南昌起义，是中共中央根据时局的

突变决定的。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党的

前敌委员会，临危受命，牢牢把握起义

部队的政治方向。1927年7月30日早

晨，中央代表张国焘来南昌，参加前委

扩大会议，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在会

上，他个人极力主张拉拢当时指挥国民

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张发奎，称“必须

得到张之同意，方可起义，否则不可

动”。周恩来对此表示坚决反对，甚至

拍案而起。他回击道：“起义不能推迟，

更不能取消！”“这次南昌暴动必须依靠

共产党自己的力量。党应该站在领导

地位，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中央派我来，

就是来组织起义的。必须坚决执行！”

激烈的争论持续了两天一夜。周

恩来坚持听党指挥，没有丝毫动摇立

场，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为南昌起义的顺利举行

排除了重重阻力。

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

是我党一贯的政治原则与政治纪律。

共产党人在南昌起义前后展现出严明

的纪律性，不仅保证了南昌起义的成

功实行，更埋下了党创建人民军队的

坚强基石。

非常时期，保密就是保胜利。当

时的起义队伍里，既有共产党员，也有

国民党员，各种立场、身份的人混杂在

一起。起义时，部队里的共产党组织

是秘密的，起义消息也是保密的。当

时担任警卫队班长的粟裕回忆说，7月

31日下午，警卫队才接到“擦洗武器、

补充弹药、待命行动”的命令。对于非

作战人员，很多人则是在战斗打响后

才知南昌起义了。

不仅是战友之间，甚至是夫妻之

间，保守秘密也一直是共产党人的规矩

和要求。起义前夕，周恩来离开妻子邓

颖超时，守口如瓶。邓颖超还是通过国

民党报纸的报道，才知南昌起义爆发

了。国民革命军第11军70团团长董

朗，自从参加革命就与妻子两地离别，

时间长达6年。起义前他约妻儿武汉

见面。妻子尚不知丈夫已经加入共产

党，她满心欢喜地带着儿子赶往武汉。

然而，就在全家要团聚时，董朗接到任

务，要立即率部离开武汉、前往南昌准

备起义。他只给妻子留下寥寥数言：形

势已变化，不能相会，请速返乡。

三

南昌起义时期，共产党人的严以自

律、自觉担当，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的

重要作用。尤其是共产党领导人，他们

用一言一行感染起义将士，从而让共产

党在起义部队中产生强大的感召力、影

响力。因此，在起义后，才会有越来越

多的有识之士加入共产党、拥护共产

党，支持共产党建立自己的军队。

南昌起义后的三河坝一战，极其惨

烈，部队几乎遭遇灭顶之灾。朱德率

2500余人，苦战三天三夜，最后保留了

800多人。为保存力量，朱德决定率部

转入粤闽赣边开展游击战争，边走边

打。当时，这支部队与主力部队和党中

央都失去了联系，孤立无援，缺衣少药，

困难重重。很多人开始动摇：革命的道

路还能走多远？起义军已是濒临溃散。

危难时刻，朱德清醒地意识到，南

昌起义这支武装力量决不能垮掉。他

果断召开天心圩军人大会。会上，他

说，“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

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他用俄国革命

作类比，劝说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

清楚，“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但黑暗

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一个1917年。

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会有办法，你们

要相信这一点！”

朱德坚定的话语像火炬一样点燃

了大家的斗志，使这800多人团结凝聚

在革命的旗帜下，成为中国革命事业宝

贵的“火种”。当年粟裕也在这支部队

中，他称朱德是“真正的英雄”。虽大敌

当前，但朱德神态镇静、无所畏惧。他

和士兵一样吃大锅饭、一样穿灰色粗布

军装。他有马不骑，自己扛枪，一路给

大家讲革命的道理，指出革命的光明前

程，对稳定军心起到极大的作用。

从明确提出准备举行起义的第一

次九江谈话会，到井冈山胜利会师，270

多天的时间，南昌起义部队经历了从胜

利到挫折，又从挫折走向成功的“苦难

辉煌”。起义部队败而不溃，在艰难时

刻依然坚持革命，正是因为当时部队中

有一批像周恩来、朱德这样的共产党

员，有贺龙这样相信党、追随党的人。

在他们的坚强领导和感召下，起义将士

心中始终有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

他们战胜一个又一个的艰难挫折，最终

走向胜利、走向辉煌。

（作者为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

馆长）

先 锋·光 芒
——感悟南昌起义中的共产党人风采

■熊艳燕

她很小——你在列车车窗凝目的
一瞬，她已消失在了戈壁尽头。

她很俊——有诗赞其“巨斧劈山
肤，山灵骨筋粗，当车轮磔格，振策马踟
躇”。这里的峰峦叠嶂，像四面奔伏的
浪头，蛇形山路蜿蜒如玉带，冷岩峭壁
让游人屏住鼻息。一跨进峡口，天山、
绿洲扑面而来，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的
风景蓦然以工笔画呈现。

她很奇——名字叫星星峡，因附近
山中出产的水晶，晶莹闪亮、宛若星辰
而得名。同时，她又是一道险关要隘，
雄踞河西走廊入疆之处，深邃地镶在丝
绸古道上。她是天山山系东部余脉星
星山的一个峡谷，西临哈密，东接敦煌，
是新疆、甘肃分界线，是不同民族文化
的交汇地。对于新疆人而言，星星峡是
新疆东大门、“第一咽喉重镇”，过了星
星峡，就算是出疆了。

有多少故事，都发生在天山这壮丽
而巍峨的起点。“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
生入玉门关”，投笔从戎的班超痛吟此
诗，留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英勇磊
落之气。林则徐遭贬由此入疆。左宗
棠怀揣当年林则徐绘制的新疆地图，率
6万湖湘子弟，同样由此入疆，并栽下了
“引得春风度玉关”的左公柳。到了近
现代，这道关口又见证了西北野战军在
王震将军的率领下，奏响进疆凯歌……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曾扛
着红旗，来到过这个“进疆第一镇”。
1937 年 4月，西路军工委收到毛泽东、
朱德发来“西路军必须到达星星峡”的
电报。左支队昂首西进新疆，争取革命
更大的胜利。

这一路，明月做营帐。他们越雪
山、出阳关、走玉门，靠着仅有的一支
指南针，一路浴血西行。穿兽皮、饮马
尿、血战马家军，九成官兵永远留在了
戈壁滩。他们穿过噩梦般的 47 个日
夜，终于触摸到了希望的灯火——
1937 年 5 月 1 日，由 2万 8千大军缩减

到 400余人的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李
先念的率领下，与前来接应的中共中
央代表陈云在星星峡会合。李先念曾
回忆，“我们最苦是在安西，但一路上
都没有绝望。因为我们都是跟着党
走，就算再难也会走出去”。西路军左
支队历经千辛万苦到达星星峡，为党
和红军保存下精英火种，扩大了我党
在新疆的影响，对于巩固和扩大我党
在新疆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中
国革命成功具有重要意义。

为纪念西路军在星星峡会合、入疆，
人们在此竖立了一座西路军纪念碑。“他
们作出的重大的不可替代、不可磨灭的
贡献，永载史册。他们展现了我们党的
革命精神、奋斗精神，体现了红军精神、
长征精神。”我仰望着纪念碑，耳边回荡
着这几句话，心潮难平。为有牺牲多壮
志！新的“长征”路上，可能还有很多“星
星峡”。那可能是考验重重的关口，路上
止不住的风沙漫卷、抑不住的猛兽啸野；
那也是通向辉煌、抵达希望的路标，尽头
是璀璨温暖的灯火。

星星峡，一个柔中带刚的名字。它
浪漫得诗情盎然，沧桑得剑影刀光。在
此为国戍边的军人，远离故土亲人，心
中难免有寂寞。但这份寂寞，却总被豪
迈与辽阔盖过。星星山上出产的星星
石，晶莹剔透，恰如他们的片片冰心。

近些年来，被称为“新疆咽喉”的星
星峡，已是进出新疆车流量、人流量最
大的陆路交通要冲。今年年初，星星峡
在新疆疫情防控工作中凸显其重要地
位。新疆疾控中心哈密工作队守卫在
这里，为全疆群众建立起一道疫情防控
屏障。大风呼啸中，他们冒着零下二三
十摄氏度的严寒，登记、检查、消毒……
队员们常常要工作到凌晨五六点，送走
星光，再迎来第一缕阳光。他们在星星
峡的坚守，让人们对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更加充满希望与信心。

如今，抗疫斗争的紧张渐渐散去，
星星峡又渐渐恢复了以往的川流不
息。站在星星山上眺望谷底，那里灯火
闪烁，仿若满天星辰蓦然自史河深处浮
起，一片灿烂辉煌。

星星峡的星光
■冯 斌

“嘀嘀嘀……嘀嘀……”这是我最
熟悉的“声音”，说得更准确些，是“频
率”。它们大多数意味着大洋里的暗涌、
礁石，甚至是鱼群。一旦出现一丁点异
常，我的神经立马会绷紧，因为那意味着
一艘潜艇可能正在附近“无声”潜行。

我是一名有着 20年兵龄的舰艇声
纳兵。入伍这么多年，每次出海，我都如
同第一次出海那样谨慎又紧张。因为，
我们要想在最佳时机捕捉到海里的“蛛
丝马迹”，并确保战舰及时发现“敌”潜
艇，就必须全神贯注，不能有一丝马虎。

我的战位叫“听音员室”。我们声纳
兵的青春，与大洋里的频率密不可分，被
战友们称为战舰的“顺风耳”。“顺风耳”
的练就，并不容易。刚成为一名声纳兵
时，我对自己的听力非常自信。可第一
次听音训练，我就败下阵来。嘈杂的声
波，不间断地轰击我的耳膜，在我的脑海
里不断扩散。我压根儿找不到班长所说
的“声音的特征”。一天下来，将近10个
小时的听音训练，让我几近崩溃。

听了 1周，实在没进展，我打算放
弃了。我跟班长说：“太难了，我不适合
干这行！”班长听完，什么话也没说。晚
上，他带我来到海图室，只见操作台上
摆放着一张巨大的海图。他指着图，对
我说：“这是你将来的目标！我很看好
你！”我看了看，那可是整片大洋啊。班
长又说：“水下漆黑一片，战舰走到哪
里，你就要听到哪里。没了声纳兵，水
下的安全谁来保障？”

那晚我想了很久，决定继续干下
去。我依旧保持每天 10小时以上的听
音训练。渐渐地，我开始能听出频率的
特征。班长又告诉我：“你要在耳朵里
装一个‘筛子’，把没用的频率都过滤
掉。”“‘筛子’怎么装？”我感到不解，班
长笑一笑：“干我们这行，只可意会不可
言传。听得多了，自然知晓。”

之后，我开始反复地听某一种频
率，反复琢磨它的细节，不断加深它在
我脑海中的印象。不知不觉中，频率竟
成了“美妙”的旋律。我也反复听各种
各样的噪音，着重记忆它们的特征，以
便能在听到的瞬间就把它们过滤掉。

当我终于能够准确识别一些频率
时，考验不期而至。一次海上训练，我作
为新任声纳号手迎接考核。狭小的听音
员室内，声波从四面八方涌来，我瞬间浸
入频率的海洋。我开始努力寻找某个熟
悉的波段。一连 3个昼夜，我的身心都
不断逼近极限。突然，一个熟悉的波点
跃入脑海。“发现目标！”我喜不自胜，正
准备上报，班长却制止了我。他指示我
进行再次侦听，这时我才发现那只是一
个固定目标，后来查明只是海底管道。

出师不利，让我感到有些失落。有
位老兵安慰我说：“我们不仅要会‘听’，
还要会‘看’。”原来，除了准确判听，一个

出色的声纳兵还要结合当前水文环境，
根据频率的特征在脑海中生成目标轮
廓，以此做出更精准的判断。但是，这项
技能的形成，只能依赖日积月累的实
践。从那以后，我紧抓每一次出海机会，
不断练习自己对水文和频率的敏感度。

海军烟台舰作为当时的新型导弹
护卫舰，首批舰员都是千挑万选、优中
选优。我凭借过硬的专业素质脱颖而
出，被选派担任该舰反潜部门声抗区队
长。随后几年间，我多次出海执行任
务，留下许多终生难忘的瞬间，也积累
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在亚丁湾，我听到
过海豚悦耳的鸣响；在印度洋，我听到
过巨轮厚重的回声；在太平洋，我听到
过深海悠悠的低吟……就这样，伴随着
战舰的航迹，我逐渐成长为一名有着远
海大洋实践经验的声纳兵。

如今，海军转型建设迈上新台阶，装
备不断升级换代，我也正向新的目标发
起冲锋。每当有声纳新兵向我讲起他的
困惑，我都会给他放一段大洋的“频
率”。那些悦耳的声音所承载的，正是我
们声纳兵与海洋“同频共振”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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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祖国不会

忘记/不会忘记我……”6 月上旬，火箭
军某基地文艺轻骑队奔赴一线，将一个
个兵味十足、深接地气的节目送到地下
“龙宫”、深山哨所，开启又一轮慰问演
出。在“东风第一旅”野外驻训场上，队
员牛志成演唱的一首《祖国不会忘记
我》，让现场官兵情不自禁地伴着旋律
合唱。
“克服困难，将最好的节目献给官

兵！”队员们出发前，文艺轻骑队教导员
张建伟的话掷地有声。

到官兵中去，演官兵喜欢的节目。
小品《阵地情深》《我要再守 30年》都以
阵管老兵为原型，讲述他们扎根深山、
无怨无悔的奉献故事。“都说舍小家为
大家，其实我们在守护国家的同时，也
在守护着我们自己的家！”“有我在，请
祖国和人民放心！”节目中一句句发自
肺腑的话，引发官兵强烈情感共鸣。阅
兵题材情景剧《受阅之前》《阅兵归来》，
提振官兵精神士气。小品《阵地过大
年》讲述军人除夕夜坚守岗位的故事，
感人肺腑……

该基地很多连队和哨所都在深山
密林中，点位多、分布散、山高路远。有
些点位不通车，队员们就扛着设备徒步
进山，最远的哨所要走两三天才能到。
每次慰问演出，队员们都像是在和时间
赛跑。最忙的时候，他们一天要演出 5
场，用队员们的话说，就是“上车睡觉、
下车演出”。
“那次我们去一个夫妻哨所演出，

山路崎岖，我们几个人背着几十斤重的
设备走了很久才到。”说起自己的演出
经历，队员范丽丽颇有感慨，“虽然观众
只有两个人，但他们脸上露出的笑容和
眼中流下的泪水，让我难以忘怀。我觉

得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这支文艺轻骑队中的每一名队员，

都有自己的特长，做到了“一人一台拿
手好戏”，而且很多队员还练就了“一专
多能”的本领。“刚演完一个节目，也没
时间休息，换好衣服就要演下一个”，是
队员们已经习惯的演出状态。
“想要演好一个节目，从前期的剧

本、台词，排练时的感情、动作，到舞台
上的道具、布景，还有演员之间默契程
度的磨合等，都需要细细琢磨。每一个
环节都不能将就。”队员黄孟晓说，为了
给官兵呈现更加优质的节目内容，他们
将在巡演中结合部队实际不断创演新
节目，精心打造每一场演出。

一路高歌一路情。“战士的笑容，是

最珍贵的礼物、是最温暖的幸福”，队员
们从每一次的表演中，都能感受到他们
和官兵之间的情感交流。巡演还在继
续，感动也从未停止。

上图：该基地文艺轻骑队队员武跃

琪在演唱歌曲《一看就是兵模样》。

王良丰摄

一路高歌一路情
■董潇寒 本报特约记者 冯金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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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轻骑队风采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