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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近七十年来，在党中
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我军装备
建设不仅为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和打赢
信息化战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
础，而且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装备文
化精髓，为国防科技创新和武器装备发
展奠定了丰厚的文化根基。

“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

了胜利、一切为了国家、一切

为了部队”的价值观念

价值观念决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
决定着人生的目标追求。与装备建设
相关的价值观念决定着装备人行为的
取向，关系着装备战线的强弱兴衰。如
果只顾自身利益的价值观念，就会偏离
国家整体发展方向，就会损害国家和人
民的利益，影响装备战线的整体形象；
如果只顾眼前利益的价值观念，就会急
功近利，搞短期行为，使装备战线失去
发展后劲，导致停滞或衰落。在长期的
装备实践中，我国装备战线形成了“一
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一切为了
国家、一切为了部队”这一独特的价值
观念，为装备工作的顺利展开和高效运
行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文化基础。不论
是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
后的抗美援朝等局部战争中，装备战线
始终坚持“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
利”的信念，艰苦奋斗，忘我工作，在“一
穷二白”的基础上，克服重重困难，为前
线提供了必要的武器装备，为保证战争
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新中国国
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中，特别是军队
现代化建设中，装备人秉承“一切为了
国家、一切为了部队”的价值观念，在十
分薄弱基础上，以“敢为天下先”的雄心
壮志，以勇攀科学高峰的创新精神，建
立起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自主研
制发展包括“两弹一星”“载人航天”等
在内的大量新型武器装备，为新中国国
防实力的增强和军队现代化水平的迅
速提高，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

“精、准、严、细、实”的工

作作风

作风是生产力，作风是凝聚力，作
风是战斗力，作风是竞争力。优良的工
作作风是先进装备文化的重要表征。
只有有了优良作风作保证，装备文化的
先进性才能通过装备战线每个人的行
为充分展示出来，形成凝聚力，形成战
斗力，形成竞争力。在长期的装备实践
中，特别是在“两弹一星”“载人航天”等
重大项目的攻关中，装备战线形成了
“精、准、严、细、实”的工作作风。毛泽
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
仅亲自决策和领导“两弹一星”等尖端
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的发展，而且对武
器装备的科研试验提出了严格的要
求。周恩来总理在首次核试验任务准
备期间就明确提出，各项工作要“周到
细致，准确及时”，“保响、保测、保安全，
一次成功”。在 1966年 5月进行含有热
核材料的核试验前夕，周总理更是对试
验工作做了“要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
妥可靠，万无一失”的指示。周总理还
语重心长地告诫科研人员：“试验关系
重大，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我
们国家穷，做什么事情都要精打细算，
都要考虑到略有失误是否会加重人民
负担。”正是在党中央的关心、指导和
要求下，一代代装备人形成和发扬
“精、准、严、细、实”的工作作风，保证
了我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事业
高质量地推进。

“科学、高效、集中、统

一”的管理制度

装备管理制度是在装备实践活动
中形成的，对人的行为带有强制性，并
能保障一定权利的各种规定。它是装
备文化精神的表现形式，也是装备物
质文化实现的保证。装备管理制度使
个人的活动得以合理规范，内外人际
关系得以协调，成员的共同利益受到
保护，从而使所有装备人有序地组织
起来为实现装备建设目标而努力。在
长期的装备实践中，我国装备战线根
据装备建设和装备工作的实际需要，
特别是武器装备建设的基本规律，围
绕提高装备建设质量效益和装备工作
能力水平这一根本目标，不断建立完
善装备管理制度，加强对装备建设的
集中统一领导，提高装备管理的科学
性和有效性。1950年 5月，主抓武器装
备科研生产的兵工办公室在政务院下
属的重工业部成立；1951 年 1月，中央
军委兵工委员会成立；1958年 10月，国
防科学技术委员会成立；1961年，国防
工业办公室成立……经过一代代人的
努力，装备战线逐步建立起了“科学、
高效、集中、统一”的管理制度，实现了
对装备建设全系统全寿命集中统一领
导，不仅为装备建设的又好又快发展
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证，也为装备文
化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制度
基础。

与装备发展相关的文化要素还有
很多。正是在这些文化要素的综合影
响下，通过一代代装备人的接续传承，
与装备建设发展相关的文化力量才在
我军装备建设中充分彰显出来，而且必
将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作者系国防大学联合勤务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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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文化观察

我爱祖国的蓝天，

晴空万里，

阳光灿烂，

白云为我铺大道，

东风送我飞向前。

金色的朝霞在我身边飞舞，

脚下是一片锦绣河山。

啊！啊！

水兵爱大海，

骑兵爱草原，

要问飞行员爱什么？

我爱祖国的蓝天。

……
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 70 周年，要

问哪首歌最能表达我对空军的热爱，
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我爱祖国的蓝
天》。这首歌创作于上个世纪 60 年代
初，由阎肃作词、羊鸣谱曲，歌曲赞颂
了我军空军飞行员热爱祖国蓝天、保
卫祖国蓝天的壮志豪情。几十年来，
它几乎成了人民空军的代言曲，激励
无数热血青年投身空军。这样经典的
文艺作品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呢？我有
幸亲耳聆听阎肃老师讲述这首歌的诞
生过程。

2015 年 6月，机关组织领导干部读
书班，邀请阎肃老师到部队为大家讲
讲他的军旅艺术人生。那时他已经有
85岁高龄，虽然退休了，但仍忙着参与
策划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7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听
说给部队讲课，他二话没说欣然接
受。讲课礼堂在五楼，没有电梯，他的
腿有关节炎，我们安排让战士抬，但他
坚持不肯，歇了好几回才自己走上
去。他说，好家伙，爬得我腿儿软，在
家三楼是绝对不上的。据阎肃老师
说，这是下部队当兵，在外场当机务兵
落下的病根。南方机场跑道上夏天高
温高湿，冬天寒冷潮湿，那时战备紧，
经常在飞机翅膀底下工作，中午就在
副油箱上躺会儿，左腿进了湿气，现在
比气象预报还准，只要快下雨了它就
酸疼。但也正是那次去空军部队的一
年锻炼经历，才有了《我爱祖国的蓝
天》这首歌的创作。

1959 年初，阎肃和羊鸣等文工团
的四名干部来到驻广州空军某部代职
当兵，来的时候团领导要求他们专心
当兵，不要考虑什么时候回来。阎肃

被分到一个航空机务中队，和士兵们
住在了一起。起初，他以为当机务兵
也不错，毕竟是修飞机的，这里武器装
备好、知识分子多。可连队根本没让
他碰飞机，而是让他种了四个月的
菜。阎肃想不通了，连飞机外场都没
让我去，那我还来这当兵干吗？还不
如在北京郊区找个生产队干活呢！心
里有气，谁找他都不说话。

一个礼拜六，四个人在一起唉声
叹气，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后来大
家商量，得变被动为主动，把“要我当
兵”变成“我要当兵”。回到宿舍，阎肃
主动和一个老兵说了自己的想法，战
士们一听都说：其实我们早想和你聊
聊了，看你整天皱着眉头的样子谁还
敢接近。他放下了思想包袱，官兵也
张开双臂拥抱了他。从此，他和官兵
交上了朋友。大家喜欢他风趣幽默、
见多识广，他则虚心向官兵学习技
能。不知不觉一年下来，他已经完全
是部队的一员了：维护飞机他就是一
个机务兵，每天清晨早起顶着“鱼肚
白”到停机坪擦飞机、递工具、打下手，
晚上迎着晚霞送飞机回“机窝”；文工

团到部队慰问演出，他代表部队致欢
迎词，无论是飞行员还是地勤兵都把
他当成自己的好战友、好兄弟。

一个飞行日的傍晚，彩霞满天，8架
飞机训练结束依次返航，他所在机组的
一名机械师迎着火红的晚霞、扛着舷梯
站在跑道尽头仰望蓝天。阎肃被这一
幅壮丽的美景深深吸引，他突然意识
到，原来地上的人在惦念着天上的人，
他们都爱祖国的蓝天，都在守护着这片
天空。年轻的人民空军在战火中成长，
美丽的长虹搭起彩门，迎接着战鹰凯
旋。一种莫名的创作热情直冲胸臆，当
晚《我爱祖国的蓝天》的歌词就激情诞
生了。1964年，这首歌获空军文艺作品
一等奖，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届文
艺会演中获优秀作品奖。

阎肃老师说，每时每刻、每分每秒
都有空军不同岗位的官兵在注视着、守
护着祖国的这片蓝天，我写《我爱祖国
的蓝天》不是领导交代的任务，不是命
题作文，这首歌能传唱至今，凭借的是
空军部队生活厚赐予我们的“乳汁”，只
有根植生活体验的词曲，才能唱出飞行
员的心声，才能唱到战士的心坎上。

我爱祖国的蓝天
■沈 刚

岁月留声

高军法，山东人，皮肤黝黑，声若洪
钟，性格豪爽，骨子里透着一股英武的
军人帅气。作为一名军旅书法家来说，
面向基层、深入官兵、扎根人民生活是
其升华人格素养和书法艺术修养的重
要途径。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高军法从小便
与书法结缘。参军入伍来到北京后，他
更是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部队日
常工作非常繁忙，他就利用业余时间修
习书法。他说：“修习书法，废纸三千、染
水十缸是常有之事。”1987年，他师从著
名书法家李铎,为他在书法艺术上的腾
飞插上了翅膀。

万丈高楼起于九层垒土。对于当今
习书者包括有一定成就的书家而言，“深
挖传统、与古为徒”不仅是当下的首要任
务，甚至是永久性的课题。高军法正是
沿着这样一条习书正路奋力前行的，并
依靠敏锐的悟性和坚韧的精神，取得了
超越凡俗的成绩。他极具创新意识，擅
长咀嚼古人优秀书法作品内在的艺术精
华，在碑帖结合、继古出新上找突破；他
注重关注时代，不断从今人的优秀作品
中吸收养分，参酌融化，培塑笔墨之时代
精神；他重视物化学养，坚持广涉诸艺，
不断加强文化支撑、提升理论支撑、修炼
精神气格，滋养书法艺术的书卷气息。
经过多年的苦修、参悟、熔铸，终成典雅
洒脱、刚健婀娜、朴厚灵动的独特书风。
他的书法格调高雅，技艺精湛，刚烈中藏
着轻柔，严整中飘着灵动，既有“碑”的厚

重，又有“帖”的典雅，他的书法作品注重
运用飘逸洗练的笔法，细腻淡雅的意趣，
通过线条节律的快慢急缓，字形的合理
夸张等手法，提炼和展示作品的直抒胸
臆和文人的清雅气息。高军法既注重在
书法传统中摸爬滚打，也喜欢主动走出
书房，投身到火热的部队生活中，在当前
练兵备战的铁流滚滚中，高军法体悟书
法气吞万里的气势，在官兵艰苦奋斗的
奉献中，感受艺术的正大气象，体现在他
作品中，笔走龙蛇蕴含着勃勃生机和豪
迈气魄，给人以鼓舞和振奋。

笔墨当随时代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一名有责任有担当的艺术家，游弋于书
法艺术天地，就应当肩负起弘扬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之重任，让自己的作品服务
社会，回馈人民。高军法经常深入到部
队和干休所无偿传授技艺。他精心编

写的《书法五步教学法》教材，科学实
用，深受欢迎，已被全国八百余所中小
学校作为普及教材。让他最引以为傲
的“不是在书法上取得的成就，而是书
法为人民为军队所发挥的绵薄之力。”
作为军旅书法家，他坚持为军队和人民
服务，倡导军旅书法家在为兵服务中勇
攀艺术高峰、奉献精品，实现“接地气”
与“攀高峰”相得益彰。他积极为繁荣
先进军事文化作贡献，量身创作了大量
彰显职能任务、弘扬优良传统、助力练
兵备战的书法精品。每次到基层部队
慰问，有官兵求字，他总是有求必应，深
受部队欢迎。除了积极弘扬军营优秀
文化，他还自觉承担一些服务社会的责
任，抗击非典、东南亚地区发生海啸、申
奥成功、载人航天实现千年梦想都留下
了他无私奉献的墨迹。

继古出新寻突破
—军旅书法家高军法印象

■徐凌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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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集团军某旅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体活动，丰富官兵业余文化

生活。图为官兵进行拔河比赛。 薛 伟摄

1949年 4月 21日，毛主席和朱德总
司令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伟大
的渡江战役就此在长江沿线全面展开。
在渡江战役胜利 70周年前夕，江苏省盐
城市淮剧团大型新编现代淮剧《送你过
江》在清华大学上演。剧中曲折的故事
情节和主人公展现的精神境界深深打动
了观众，赢得一次次热烈掌声。

这部戏源于 70 年前由战地记者邹
建东拍摄的题为《我送亲人过大江》的照
片。在浩荡的长江江面上，一个身材瘦
小、梳着大辫子的姑娘正努力摇橹，一心
想把木船行驶得飞快，好让船上渡江的
解放军战士尽快登陆上岸打胜仗；另一
位姑娘半蹲在船舱内，一个年迈的老船
工在后舱船板上掌舵。70 年前的渡江
战役，人民解放军和千千万万的渡江支
前民工以排山倒海之势，英勇作战，不怕
牺牲，以天地间的英雄正气推动历史的
车轮，催生着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949年的年初，解放战争到了战略
决战阶段，渡江战役已成为人民解放军决
胜全局的主要标志。按照中央军委的部
署，我第二、第三野战军的百万大军集中
了 26个整军 2个特纵部队，每军 500 条
船，总计9400余条各型船只，分西、中、东
三个突击集团军，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

江苏江阴的千里长江上，于 4月 20日晚，
发起渡江战役。长江两岸炮声隆隆，硝烟
弥漫。人民解放军千帆怒张，万船齐发，
在绵延千里的长江宽正面上26个军多路
突击，以排山倒海之势，直扑长江南岸。

淮剧《送你过江》描述的背景，与每
一支参加过渡江战斗的部队经历的战斗
过程都极其相似，但又不具体到某一支
部队。这部戏可能发生在江苏的泰兴、
扬州，可能发生在安徽的庐江、安庆，也
可能发生在江西九江、湖北黄冈，但又不
具体到某一个地方。作品从苏中长江边

卢荻村一户普通渔民家庭切入，以渡江
战役前夕渔民支持渡江部队过江为大背
景，讲述了江老大、江家童养媳江常秀、
江家二子江更富、江常秀养女豆花和解
放军郭逸夫教导员以及民运科长王进之
间发生的故事。

剧中，一只船、一条江成了舞台形象
的天地，既承载了剧中人的理想信念，也
承载了他们的坎坷命运。在中国革命最
后一战的关键时刻，“送你过江”，要出
工、出力、出船，还可能要牺牲。“送你过
江”以小见大地道出了全中国人民的心

声，反映了民心向背，表达了千千万万人
民群众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
的决心。
《送你过江》的最后，江常秀在渡江

战役中失去了亲人、爱人与同志。这一
幕，戏曲化地呈现了情爱悲剧与战争悲
剧交织的深情、悲壮与崇高。“叫一声，江
边倒下的兄弟们，大江作证人有情。南
北东西百家姓，两岸处处是家人，南北东
西百家姓，四时八节祭英灵。”从为自己
挚爱的爱人、亲人送葬，到为所有渡江而
牺牲的无名战士祭奠，江常秀一声声“南
北东西百家姓”的吟唱，不仅喊出了个人
的伤痛与心声，也喊出了“南北东西百家
姓”对所有渡江战士的心声，由个人而集
体，由家庭而国家，军民鱼水情经过了血
与火的洗礼，经过了情与义的煎熬，最终
在情的奉献、生命的牺牲、对新中国的希
望中获得了定格。观众就在这样一场交
织着生死情爱、充满着家国之义的抒情
演出中，获得了一场关于人民、关于战
争、关于英雄的回想。

渡江战役人民解放军伤亡人数 6万
多人。支前民工 500 多万人，送部队渡
江的船工就有 5 万多，伤亡人数上千
名。沿江北岸的千里长江线上，哪一个
港口，哪一个村庄，哪一处乡镇，没有牺
牲了的乡亲们，千里长江上又有多少牺
牲之后难以寻觅的解放军战士。在渡江
战役胜利 70周年的时候，我们应该铭记
他们的功绩，告慰他们的英灵。

现代淮剧《送你过江》——

渡江战役的悲壮书写
■朱冬生

文化前沿

淮剧《送你过江》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