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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时期

勒紧裤腰带过“紧日子”

1927 年，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

地区。这里人烟稀少、粮食产量低，生活

极其艰苦。起初，部队的口粮主要靠下

山打土豪缴获，然后再通过扁担挑、箩筐

担、口袋背等方式“挑谷上坳”，朱德就曾

自制一根扁担用来挑粮。工具不够时，

甚至有同志扎紧裤腿、用裤子当口袋装

粮上山。日益紧张的生活物资问题让毛

泽东意识到，为保障生活、长期斗争，必

须发动群众扩大生产，节省开支，保障军

费。为此，他号召红军将士主动参加农

业生产。为缓解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紧张

的困境，当地群众还组织耕田队、劳动互

助社，实行耕牛和农具互助。

通过这些举措，根据地粮食产量有所

提高，但红军口粮还是有限。毛泽东后来

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好在苦惯

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

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参与

伙食管理的同志精打细算，到结算时总有

结余，这珍贵的“伙食尾子”平均分配给大

家，每人每月可得六七十文钱，用来缴纳

党团费，买烟、草鞋和理发等零用。当时，

由于国民党严密的经济封锁，井冈山上棉

花、布匹、药品等物资极其短缺。为此，一

个个没有苛捐杂税、买卖公平的红色圩场

便兴办起来，不少白区群众和商贩翻山越

岭将根据地紧缺的物资运进圩场交易，活

跃了根据地经济，但安嗽露、矽炭银、杏仁

水等药品始终供不应求。为利用好井冈

山地区的草药，军医由西医改学中医，教

导士兵和群众从形状和气味辨认木通、麦

冬、五加皮等，组织大家上山挖草药，缓解

药品不足的压力。

在当时的艰苦环境中，革命先辈们

靠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克服了常人无法

想象的重重困难，自力更生，节衣缩食，

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粉碎了敌人消灭

红军的险恶图谋。

中央苏区时期

“节省每一个铜板为
着战争和革命事业”

1931 年起，随着敌人不断开展军事

围剿，中央苏区物资严重匮乏。为应对

危机，苏区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节省

运动。

货币市场混乱是苏维埃政府亟待解

决的问题。由于国民党对苏区的封锁，

纸币印制原料稀缺。国家银行组织群众

捡麻袋、棉絮，上山砍毛竹、剥树皮，收集

鞋底、绳头，磨碎后在石灰池中浸泡，捣

成纸浆造纸；把松树的松膏烧成烟油，掺

上桐油制作油墨。1932 年 7 月 7 日，第

一批纸币在苏区顺利流通，沟通了根据

地与边界的经济交易，促进了根据地的

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

面对困境，苏维埃政府还率先垂范，

机关人员每天只吃两顿饭以节约 2两米，

9 个人用 1 盏灯集中办公，每间办公室只

发 1盒火柴。地方政府也积极响应，大幅

减少预算和杂费等，后方军事机关也尽

可能减少浮支。在政府号召带动下，群

众开展“每天节省一个铜板”的持久竞

赛，形成又一波节省运动高潮。广大军

民用麦子、豌豆和番薯等杂粮代替粮食，

节制饲养家畜的粮食消耗；苦力运输工

会、中国店员手艺工会也踊跃退回第二

期革命战争公债，不要政府还本。瑞金

通信学校为节省灯油，师生早晨提早起

床，上午温习功课，晚上利用月光开会讨

论。仅 4 个月时间，中央苏区节省经费

130万以上，超额完成预定目标。这些节

省下来的资金有力支援了前线作战，保

证红军能够获得比较可靠的粮弹供应。

陕北延安时期

军民艰苦奋斗化解
“鱼大水小”矛盾

1940 年至 1942 年，抗日革命根据地

“鱼大水小”，经济严重困难。面对敌人

靠经济封锁困住我军的企图，边区政府

审时度势，积极开展大规模节约运动。

毛泽东主席带头住简陋窑洞，周恩来睡

土炕，彭德怀则穿着用缴获降落伞改制

的背心。为开源节流，解放区还开展热

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在南泥湾等地开

荒，以求粮食能够自给。各级重新整顿

党政军组织机构，3 次精简机构，共裁减

合并机构百余处。部队积极响应号召，

在每个连队设立组织节约委员，互相勉

励督促；召开军人大会积极讨论节省粮

食的具体办法，发动节省竞赛；战士们早

上起床后全部下河洗漱，洗完脸再从河

湾跑回来，洗漱跑操两不误。甚至就连

部队上山锄草休息时，大家都争先恐后

地去找野菜，以节省粮食。正是由于边

区军民齐心协力，节省了大量物资和经

费，最终渡过难关。

在党和军队困难时期，节省运动的

开展，充分发动了群众，使节约的理念深

入军心民心。通过精打细算的方式，想

方设法渡过难关，不仅克服了战争环境

下物资和经费短缺的困难，而且净化了

政治生态，加强了作风建设，有力保障了

革命进展，为推动我党我军取得革命最

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把“紧日子”过成“好日子”
—我党我军的三次节省运动

■曹明敏 程宇一

元朝末年，朱元璋势力逐步发展壮

大，最终建立明王朝，完成了再次统一

中国的目标。朱元璋在短时间内强势

崛起、迅速发展，成就帝王之业，可见其

统一方略之有效。

凝聚人心

朱元璋起初一直低调积蓄力量，致

力于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他十分注

重人才储备，尤其善于凝聚人心。

元朝的黑暗统治，激起了各地农民

起义，反抗蒙元政权成为各地农民的共

同诉求。因此，朱元璋始终将“反元”作

为重要旗帜。在与陈友谅决战时，朱元

璋以“同讨夷狄，以安中国”为口号；在

《谕中原檄》中，朱元璋明确提出“驱逐

胡虏，恢复中华”，这都是利用反元名义

来凝聚人心。

反元主张与传统夷夏观相通，容易

引起传统儒生和中原士人的共鸣，进而

主动投靠。朱元璋高举反元大旗，不仅

广 泛 取 得 农 民 支 持 ，更 能 积 极 拉 拢 士

人。朱元璋广纳贤才，并鼓励他们建言

献策。李善长、冯国胜、冯国用、陶安、

徐达、胡大海、常遇春等人，都先后被罗

至帐下。浙东四大名士刘基、宋濂、章

溢、叶琛经举荐先后前来投靠，朱元璋

十分欣喜地说，“我为天下屈四先生”，

其求贤若渴可见一斑。

积蓄实力

在南京建立政权后，朱元璋为巩固

新生政权，制定推行积极的经济政策，

韬光养晦，为统一天下作进一步准备。

朱元璋曾召见谋臣朱升询问发展策略，

朱升回答：“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朱元璋对此极为欣赏。

考察朱元璋此后统一天下的进程，

不难从中看出朱升这一建议的影子。因

自身实力不够强大，出于自保的考虑，须

“高筑墙”；为避免与元军过早展开正面

冲突，须“缓称王”；无论是为当前计，还

是为长远计，军需物资都不可或缺，所以

须“广积粮”，致力于发展经济。

为确保能够获得充足的后勤补给，

朱元璋大规模组织军队展开垦荒屯田，

努力增加粮食储备，力争实现军队粮草

自给自足。屯田制度后来成为明代一

项长期执行的政策，在实行的初期阶段

对“土地的开发、军粮的供应起过一定

的积极作用”。除组织屯田、最大程度

保证军队粮食供给外，他还积极鼓励百

姓种植桑麻等经济作物。此举既可以

安抚百姓，使其安居乐业，又能保证军

队的棉麻供应。在北伐蒙元前，朱元璋

强调以农业为立国之本，明确提出“足

衣食者，在于劝农桑”，将其视为完成统

一大业的根本大计。

在发展农业的同时，朱元璋还通过控

制茶、盐的销售等广辟财源，同时“开铁

冶，收渔税”，通过多种渠道增加财政收入，

力争实现“国用益饶，而民不困”的目标。

各个击破

朱元璋成功击破各路豪强，执行的

是“各个击破，分步推进”的战略方针。

在刘基等人的建议下，朱元璋采取“先

西后东，先南后北”的策略，把握各个阶

段的重点方向，分步骤推进统一战略。

据《明史》记载，朱元璋在选择进攻

方 向 和 先 后 次 序 时 ，曾 询 问 刘 基 。 对

此，刘基回答：

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胁

下 ，名 号 不 正 ，地 据 上 流 ，其 心 无 日 忘

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

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

据此，朱元璋将统一方略分 3 步展

开：第一步消灭西侧的陈友谅，第二步

征服东侧的张士诚，第三步则是北伐中

原，攻打元将扩廓帖木儿。考虑到当时

的割据形势，这个战略计划相对合理，

不仅可以将主要竞争对手各个击破，同

时也能有效避免己方腹背受敌。

在“先西后东”的选择上，刘基建

议先攻陈友谅，是因为刘基了解到张士

诚是个只知自守、缺少远图之人，而陈

友谅志气骄横，常来挑衅，故应首先予

以打击。分析二人性格，刘基判断他们

不会深度合作，但若先向张士诚用兵，

则陈友谅可能乘虚而入。反之，如果先

攻陈友谅，张士诚胆气有限，他必不敢

轻举妄动，己方可以免受夹击的危险。

按此计策，朱元璋果然顺利先后攻灭陈

友谅和张士诚部。

随后，朱元璋决定北伐讨元。吴元

年（公元 1367 年）10 月，朱元璋任命徐达

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征虏副将军，率

军 25 万向北开进，发起灭元之战。在夺

取山东、河南后，北伐军攻占潼关，扼住

元都门户，然后又取道开封，直逼元都。

元顺帝见大势已去，只得弃城逃走，元朝

在中原的统治至此画上句号。

朱元璋的统一方略
■熊剑平

空降作战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

大战末期。当时一位美国空军军官向

远征军司令潘兴提出了一个极具想象

力的计划：利用 60 个轰炸机中队运载

一个 12000 人的满员步兵师（装备 2400

挺机枪），将其空降到德军后方实施作

战。由于当时技术条件有限，这位军

官的计划没有实现，但空降作战理论

在那时已初具雏形。

空降作战能充分发挥空中快速机

动、超越地理障碍的优势，出其不意地

打乱敌作战部署，改变敌我态势，加快

作战进程。虽然一战期间大规模空降

作战并未形成，但仍有一些部队开始

进行“试探”。个别空降人员搭乘轰炸

机，从舱口爬上机翼跳离飞机，执行小

规模任务。一战结束后，随着航空事

业迅速发展，各国相继开展跳伞、滑翔

训练，技术条件具备后，军事技术发达

的国家纷纷开始进行空降试验、组建

空降部队。

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空降作战始

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1940 年 4 月，

纳粹德军在入侵丹麦、挪威、比利时、荷

兰时，都选择以空降部队配合地面部队

作战的方式，取得战果。在二战期间，

参战各国实施不同规模的空降作战 100

多次。比较著名的有纳粹德军突袭比

利时埃本·埃马尔要塞的空降作战、克

里特岛空降作战、市场花园行动和诺曼

底登陆战役中的空降作战等。

二战结束后，空降作战在很多国

家逐渐推广。因其高机动性、突然性

和广泛的适应性，扮演着其他作战方

式难以替代的重要“角色”。在朝鲜战

争、越南战争、中东战争以及英阿马岛

战争中，美国、以色列和英国军队都曾

实施空降作战。

根据作战任务性质、使用兵力数

量和空降纵深的不同，空降作战分为

战 略 性 空 降 、战 役 性 空 降 、战 术 性 空

降、特种空降作战。

现代各国空降部队使用的大都是

轻型装备，火力相对薄弱，且具有组织

实施复杂、深入敌后补给困难、易受对

方攻击等弱点。为减轻单纯伞降带来

的局限性，许多国家开始采用伞、机降

结合的形式。同时，空降作战随着空

降运输工具的多元化也经历了以伞降

为主到伞降、机降（包括大型运输机在

固定机场机降和直升机机降）相结合

的发展历程。尤其是随着直升机大量

装备部队，直升机机降已经成为更加

便利有效的空降作战手段。

出 其 不 意 是 空 降 作 战 的 制 胜 关

键。在敌人意想不到的时间、地点实

施空降，达成作战突然性，是空降作战

夺取胜利的关键所在。如今，各国军

队实施空降作战时，都十分强调集中

兵力、兵器，将空降兵应用于对达成战

略、战役企图具有关键意义的敌要害

目标，如敌指挥机关、交通枢纽、要地

等，以有限的力量达成决定性的作战

效果。

空降作战发展简析—

“胜战尖刀”的发展之路
■廖磊鑫 罗 健

作战中德国伞兵在滑翔机着陆后开始发起进攻作战中德国伞兵在滑翔机着陆后开始发起进攻
明清兵学明清兵学

空降作战是诸军种、兵种合同作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战
争中的一种重要作战样式，堪称“胜战尖刀”。通常来讲，它是指作战
部队搭乘空中运输工具，降落到预定地域对敌实施攻击的行动。

链接历史链接历史

叶挺将军的军事成就广为人知。

他是人民军队的创建者之一，也是中

央 军 委 认 定 的 共 和 国 36 位 军 事 家 之

一 。 而 他 其 实 还 有 一 个 鲜 为 人 知 的

“特殊”身份——摄影家。叶挺以手中

的相机为武器，拍摄战斗场面，记录战

地实景，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摄影史上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叶挺兴趣爱好广泛，摄影是其中之

一。他年轻时就喜欢摄影，曾经购置一

台 120 照相机练习拍照。1931 年叶挺

在澳门定居后，在家中专门腾出一个房

间作为暗房，研究冲洗胶卷、放大相片，

摸索总结摄影技巧。

担任新四军军长后，叶挺真正开始

步 入 摄 影 创 作 的 行 列 。 他 使 用 一 台

135 莱卡相机记录战地生活，成为一名

“战地摄影师”。1940 年，新四军在皖

南进行反日军第二次“扫荡”作战，经过

激烈交战，新四军将日军围困于泾县县

城一带。叶挺不顾敌人飞机对指挥所

的狂轰滥炸，镇定自若指挥作战的同

时，拿起相机拍摄了不少作战场景。他

还亲自组建新四军摄影工作机构，成立

军部摄影室和随军摄影服务社。为提

高摄影室的摄影水平和服务社人员的

业务能力，他经常去那里传授照相、冲

洗技术。

新四军的战斗岁月里，叶挺手中有

两样武器，一样是手中的枪，另一样就

是随身携带的相机。在叶挺看来，摄影

不是一项单纯的爱好，而是一种武器，

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他将拍摄的战地

照片寄往国内外，以此筹集了不少经费

和医药物资。他还通过发表一些表现

新四军英勇战斗的照片，增强了广大人

民群众对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心，也粉碎

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所谓“游而不

击”的造谣污蔑。

在叶挺的摄影作品中，不仅有祖国

河山、战地实景，还有很多人物照，如周

恩来、叶剑英、邓子恢等人的照片。叶

挺共留下 1000 多张照片，记录那段条

件艰苦的烽火岁月，具有厚重的历史意

义。叶挺曾想把自己拍摄的战地照片

编成《新四军》影集，出版后交由宋庆龄

和史沫特莱进行海外宣传，但这个设想

最终未能实现。影集虽然没能出版，但

叶挺已为其选编多张照片，如照片《邓

子恢在作报告》背面写着“在汤池，邓主

任在九团团部作报告”，《人代牛耕》背

面写着“人代牛耕，牛给敌人抢去了，在

西港冲”。值得庆幸的是，叶挺拍摄的

照片大部分没有遗失，其家人已将这

1000 多张照片全部捐献给中国人民革

命军事博物馆，使这些珍贵资料得到妥

善保管。

叶挺出版影集的愿望虽在当时未

能实现，但其作品并未蒙尘。1988 年 4

月 8 日，为纪念叶挺将军遇难 42 周年，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办为期一

个月的“叶挺将军摄影作品展览”。徐

向前元帅为展览题词：“北伐名将叶挺

彪炳史册。”

拨开历史烟尘，拂去硝烟痕迹，叶

挺的摄影作品让世人清晰地看见历史

细节，感受历史温度，铭记峥嵘岁月。

这些摄影作品也向海内外展现了人民

军队为世界和平作出的贡献，彰显出中

国人民自强不息的伟大力量。

﹃
摄
影
家
﹄
叶
挺

■
谢

浩

陈

贝

19421942年年，，毛泽东为延安电影团拍摄的毛泽东为延安电影团拍摄的《《南泥湾南泥湾》》题词题词：：

自己动手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丰衣足食。。

明清时期是我国古代兵学的兴盛时期明清时期是我国古代兵学的兴盛时期，，战争的需要战争的需要、、兵器的改进与兵种的分化兵器的改进与兵种的分化，，促成了大量兵书的产生促成了大量兵书的产生。。
本版自今日起推出本版自今日起推出““明清兵学明清兵学””专栏专栏，，介绍明清时期的军事实践与兵学思想介绍明清时期的军事实践与兵学思想，，以史为鉴以史为鉴，，以期对当代军事战略研以期对当代军事战略研
究和发展有所启发借鉴究和发展有所启发借鉴。。

开 栏

的 话

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以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农村根据地贫困、中央机
关人员日渐增多等原因，根据地财政状况十分困难，部队的粮食物资补给也得不到稳
定保障。为此，党中央多次开展规模大、范围广的节省运动，缓解根据地财政紧张、资
源匮乏的状况，充分保障部队给养，有力支援了革命战争。节省运动的顺利开展，对保
证人民军队战斗力，打破敌人军事封锁，巩固中央政府政权，赢取战争全面胜利具有重
要意义。

八路军八路军 120120师师 359359旅在南泥湾开荒旅在南泥湾开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