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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至心处诗最美

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星火燎原》是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红色经典，生动再现了壮怀激烈、惊天动地的革命
故事，承载着我党我军的基因血脉，蕴含着伟大的革命精神。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之际，我们从刚刚出版的《星火燎原》精选本中选发部分文章，以使广大读者深刻认
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坚定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性质和宗旨，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924年至1927年，中国人民反对帝

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大革命，在中国共

产党和国民党合作下取得了很大胜

利。然而，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

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轰

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这使中国共

产党人开始认识到独立领导军队、开展

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1927年8月1

日凌晨，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

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

刘伯承等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下的军

队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

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

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

民军队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

元。光辉的8月1日后来被确定为人民

军队的建军节。本文记述了南昌起义

的历史背景、斗争形势和战斗细节。

一九二七年七月三十日下午，是党
向部队庄严宣布起义的战斗命令的时
刻。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一部分营
长以上的军官，上午接到师长叶挺的紧
急通知：下午某时在南昌某地开会。我
们讨伐叛徒夏斗寅的战斗胜利后，乘胜
追到南昌。那时的任务是集结待命，出
发讨蒋。全师官兵正整装待发，到处响
着“打到南京去！”“打倒蒋介石！”的口
号声。不料近日传来的消息却是：汪精
卫在庐山召开秘密会议，阴谋叛变革
命，投降蒋介石。这一来，全师上下更
加震怒，谁都急切地等待着党的新的号
令。因此，这天接到通知的军官，都不
期而然地猜想到一定是党中央来了行
动的指示了。

下午二时左右，南昌城里的天气闷
热得难熬。有四十多位青年军官——有
团长、团政治指导员、团参谋长、营长及
师部的若干人，一个个穿着被汗湿透了
的军装，骑着汗溜溜的军马，急急忙忙地
到达会议地点。他们脸上都很严肃，但
谁也掩饰不住兴奋的神色。会场是临时
布置的，远处有卫兵站岗警戒，闲人一个
也不许进来，看来会议很机密。

叶挺师长首先在会上传达了党的
决定。党对当前的政治形势的分析是：
宁汉合作，已成定局；汪蒋联盟的反革
命大阴谋已经表面化了；革命面临着严
重的危机。党中央一部分同志已赶到
南昌，开了紧急会议，作出了决定，即实
行革命起义来挽救目前的危局，粉碎反
革命分子的联合阴谋。党在这个紧要
的时机，还没有来得及清算陈独秀右倾
机会主义路线，也没有来得及制定今后
的行动纲领，甚至起义以后下一步的行
动如何也没有明确确定。但党却坚定
地指出：必须以武装起义来回击反革命
的进攻。这样一个断然的决策，正是每
个到会军官长期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的领导下所盼望不到的，现在盼到了，
大家当然坚决拥护。

接着师参谋长在会上作战斗计划的
报告。他指着一幅标好红蓝色符号的军
用地图说：“敌人的兵力是朱培德一个警
卫团、第三军两个团、第六军一个团、第
九军两个团，加上留守机关共一万余人；
而我们的兵力却有三万余人！我们和贺
龙同志率领的第二十军在一起行动，胜
利是有绝对把握的。但是敌人有增援部
队，有的二十四小时可到，有的两天之后
可以到达。如果让敌增援部队到达，战
局就复杂了，下一步行动就有困难。”他
要求在一个夜晚全部解决战斗。为争取
时间，顺利地完成战斗任务，叶挺师长又
对有关战术问题作了指示。

当时，我是第七十二团三营营长，
奉命执行一个独立的战斗任务。我听
了党的决定后，感到这次行动，比之北
伐誓师，比之为保卫武汉第一次反击国
民党反革命军队的那次战斗，意义还更
重大，回来后立即满怀信心地组织战
斗。在我们这个营的军官中，副营长是
国民党员，连长、指导员中有三个国民
党员，排长中国民党员多于共产党员。
这些国民党员虽然被认为是进步的，可
能跟着共产党走，但与国民党军作战的
坚决程度，尚待考验。特别是因为他们
有许多黄埔同学在对方，有意无意地送
个消息是很可能的。为了严守军事秘
密，保证战斗的胜利，我便亲自去组织
战前的准备工作。

第二天，就是七月三十一日的早
晨，我利用关系，化装到东门附近的一
个营房里会朋友。这里即是今晚进攻
的目标。我仔细调查了敌情、地形、道
路之后，发现敌人有一个团部、一个营
部、七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共两个
营以上的兵力，比师部原来估计的兵力
要大得多。我们一个营，要歼灭两倍于
己的敌人，吃得消吗？我仔细思考了一
番，认为我处主动，敌处被动，出其不
意，攻其不备，就可全歼敌人。于是下
定决心，在归途中拟好了歼敌计划。

团部批准了战斗计划之后，党的小
组讨论了执行计划的办法（那时军队党
的组织是极秘密的，团有支部，营有小
组。我们营里没有战士党员，只有军官
党员四五人），对于如何保证战斗的突然
性和秘密性，作了周密而具体的安排。

下午，全营官兵都接到通知：准备黄
昏之前出发。晚饭提前吃了。战士们照
例要擦洗武器，轻减行囊，归还借物。
班、排长都准备好自己应该准备的东
西。他们知道夜行军不能没有照明器
材，有的买电筒，有的买电池。这些都是
经过暗示与关照，为夜间作战做准备的。

连的干部一直到队伍出发之前，才
接到战斗任务，得知今晚这一震天动地
的行动，他们兴奋，感到鼓舞。虽然略
感时间有些仓促，但检查一下，准备工
作已做得差不多了。现在，大家只剩下
一件心事：计算什么时候把任务传达给
排长和全体战士。

队伍摆出一副行军的架子，浩浩荡
荡沿着大街由西往东进发，行李担子紧
跟在后面。街上行人稀少了，电灯已经
亮了。兄弟部队也在调动，有的像在集
合，有的像是行军。但军官们都心中有
数，互相心照不宣。

走了一个多钟头，约莫到了东门附
近，队伍便停下来休息。

营部的副官带着传令兵以联络官的
名义，走进当面一座大营房。这里是驻
军的团部，也是预定今晚攻击的敌军。
他会见了那里的团长，声称自己的部队
刚从外面进城来，找不到宿营地休息，打
算借他们营房前面空地露营，并问可否
借用一点房子办公。那个团长拒绝了借
房子，但对于靠近他们的营房露营一事
未加反对。副官随即请求发给联络口
令。敌军团长即指示参谋办理。

敌军参谋抄给了普通口令和特别
口令。有了这个口令，我们就可以毫无
阻挡地进出营房了。那参谋还告诉我
们的副官说：“刚才接上级通知，说今夜
城里部队移动频繁，要注意防止发生什
么事情，请你们加强警戒。”这位参谋虽
然糊涂得可笑，但可看出敌人的高级指
挥部已在注意我们的行动了。它提示
我们：一切动作更要机警。

这边下达了露营命令。盛夏的夜
里，吹来一阵阵的凉风。晴朗的天空，
满布数不清的星斗。大家都高高兴兴
地在这里露营，谁也不去过问为什么今
天行军就到这里为止。

连长们在露营之前，照例要在附近
地区查看一番，诸如选择哨所位置呀，
寻找饮水的处所呀，以及大小便的地方
呀，等等。这些都不会引起怀疑的。他
们就利用这个时机，详细地查看了地
形，有的还到敌人的营房里看了看。各
连选定的露营位置，都是即将到来的战
斗中的冲锋出发地。

两支敌对的部队，一在营房里，一
在营房外，相隔数十米，最远的也不过
一百米，现在都在睡觉，一会儿就要互
相肉搏了！

但敌人并不完全麻痹，他们派出一
队一队的巡逻武装，枪上上着亮晶晶的
刺刀，不断地在营房外面巡查。他们甚
至走到露营部队的近处看来看去，好像
有所警惕似的。但他们所看到的只是
一排排架着的枪，士兵们躺在枪架下，
背包打开了，人都睡熟了。在较远的地
方横七竖八地放着行李担子，这一切，
好像在告诉他们：这里根本不会发生什
么事情的。

夜深了，营房里面又黑又静，而外
面呢，有月亮，有星斗，有路灯，放出混
合的光芒，显出两种不同的景象。露营
部队，开始活动了。首先连长召集三个
排长睡在一起，小声小气地谈了一阵；
然后排长又和三个班长睡在一起谈了
一阵；最后班长照样和战士谈一阵。接
着，大家就轻轻地打上绑腿，穿好衣服，

扎好皮带；每人左臂缠上一条作为战斗
时识别用的白毛巾。这些，全部做得很
迅速，很巧妙，然后依旧躺下假睡。

时间过得真慢，好不容易到了午夜
两点。这就是有历史意义的八月一日！
战士们自动地把枪拿在手里，刺刀装在
枪尖上，子弹袋捆在身上，等待命令。
“砰！砰！砰！”城内某处清脆地响

了三枪，这是指挥部的信号。这里一声
喊：“冲！”部队随即像流水一样冲进营
房去。开始只听得万马奔腾般的一阵
脚步声，接着是严厉的喝令：“不许动！”
再往后是一阵钢铁的撞击声。在几阵
激烈的手榴弹爆炸声之后，就听得人们
到处在喊叫：“不要打了！”渐渐有人在
说话了，手电筒的亮光在营房里照来照
去。该是打扫战场的时候了。

战斗提前结束。俘虏们受到宽待，
公私财物得到保护。

团部的电话不断地响，是敌人的师
部来问情况。这里的回答是：“二十四
师的部队在此接防完毕！”

我们一面搜索残敌，加强警戒，一
面倾听着城里的动静。从午夜两点钟
起，整个南昌好像沸腾了，枪声砰砰，炮
声隆隆，火光闪闪。我站在高处，按照
前日会议上的部署，朝着小营盘、小花
园、牛行车站等敌军驻地的方向，根据
枪声的缓急疏密，推测着各路起义部队
的进展情况。我听着激烈的枪声，心中
思潮起伏。让我们用枪炮把这沉重的
黑夜赶走！

当东方现出一片曙光的时候，枪声
逐渐平息，只有西南方向还传来残敌断
续的枪声，然而已经是那么无力。

这时，叶挺师长派人找我。我急忙
赶到指挥所，一眼看见屋里站着一个高
身材的人。他两道浓黑的眉毛，一对晶
亮的眼睛，立刻使我想起北伐出师时，
召集我们独立团连以上党员军官讲话
的党中央代表周恩来同志。对，我眼前
不正是周恩来同志吗？我一下子全明
白了，原来党中央就是派他来组织、领
导我们起义的。

他安详地向我微笑着，和叶挺师长
一同询问战斗情况。他虽然一脸兴奋
神色，但也可以看出，他大概已经几夜
没有睡觉了。

从指挥所出来，太阳已经升起了，
街道上铺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光辉。起
义的战士们和缴了枪的俘虏，一队队匆
忙地来来往往。政治工作人员正四处
张贴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布告。远远就
看见我们营的战士们把一面大红旗升
起在操场的旗杆上。

袁也烈 出生于1899年，湖南武冈

（今洞口）人。文中身份为国民革命军

第11军24师72团3营营长。新中国成

立后历任海军副参谋长，国务院水产部

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76年逝世。

“ 八 一 ”的 枪 声
■袁也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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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要讲的是，汶川抗震救灾期

间，我和我的战友们的一段经历。
在当年边境作战前线，有个众所周

知的名词叫“猫耳洞”。汶川抗震救灾，
部队住帐篷，狭小而简陋，我和战友们套
“猫耳洞”之意而名之。一讲“猫耳篷”，
大家便心领神会。
“灯光”则是一个比喻，确切地说是

一种象征。汶川抗震救灾期间，原济南
军区前指直属分队曾设立过一个临时党
委。由于其开会、议事的那顶帐篷里，灯
光彻夜亮着，更由于其对直属小分队完
成抗震救灾任务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被
官兵喻为催人奋进的“灯光”。

2008 年 5月，震惊世界的汶川大地
震后，军区直属队迅即出动 8支精干小
分队，跟随军区前指执行指挥保障任
务。由于震情紧急、情势严峻、人员和精
力有限，加上直属小分队单元小、人员
少、任务特殊，军区前指没有专门机构和
人员负责直属小分队的政治工作，部队
官兵的政治教育和组织工作一度出现了
“空当”。正是在这节骨眼上，我奉命带
两名同志赴都江堰地震灾区，专门负责
组织军区前指直属小分队抗震救灾中的
政治工作。

使命所系，时不我待。到达都江堰
的当晚，我们连夜了解情况、研究开展工
作。所面对的现实情况是：8支小分队
150多号人，分散驻扎在残垣断壁中的 6
个帐篷区域，分别遂行作战指挥保障、通
信机要指控保障、技术支援等任务，人员
机动性强、保障任务频繁、活动区域多
变。常常是，这支小分队刚刚从映秀回
来，那支小分队又奉命去青川；这边汶川
恢复中断通讯的战斗刚刚打响，那边茂
县又来了抢修器材的新任务……虽然各
单位都隶属军区直属队编制，但任务却
是“各自为战”。这种情况下，应如何有
效实施组织领导？自己身负使命该拿出
什么样的办法？到达都江堰的第一个晚
上，躺在窄小的行军床上，我失眠了。辗
转再三，索性爬起来，到帐篷营区转一
转，理一理思路。

帐篷营区扎在都江堰养鹿场一片相
对空阔的草地上，一顶顶帐篷在蛾眉月
的映照下，显得分外静谧。奋战了一天
的官兵早已进入梦乡，间或从帐篷里传
出香甜的呼噜声。沿着草地旁的小路轻
轻走着，我的思绪在各个帐篷中游动。
猛然间，想起电影《奇袭》中的一句话：
“问问战士。”对，问问战士，征求一下大
家的意见！念头一闪，我不由得打量起
将要在自己 30多年军旅生涯中留下难
忘一页的新环境：夜幕笼罩的营区，四野
俱寂，唯有一处帐篷中亮着灯光。我知
道，那是军区通信团小分队的值班室。
那灯光，暖暖的、润润的，在夜幕中格外
明亮，给人一种力量、一种安全感。望着
灯光，我受到了启示。

翌日早饭，我就征求了几个团队领
导的意见，在得到赞同后，召开了 8支小
分队负责人参加的前指直属保障分队第
一次政治工作会议，组建了“直属通信分
队临时党委”。从此，军区前指直属分队
抗震救灾中的政治工作，有了“具体统”
的领导；上级有关政治、思想和组织工作
在直属小分队中落实，也有了依托。

临时党委从组建到完成其使命，总
共不到 3个月，但对前指直属分队加强
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保证抗震救
灾任务完成，却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
用。在临时党委的领导下，用上级的指

示号令统思想、管行动，官兵有了主心
骨；临时党委班子做表率，党支部的战斗
堡垒作用、干部的带头作用和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得到了有效发挥，形成了
“跟我来”“看我的”“哪里艰苦困难哪里
就有共产党员”的鲜明导向。经过临时
党委的有效组织，我们还开展“战地立
功”“火线入党”活动；组织了原济南军区
直属部队“抗震救灾科技服务队”，一下
子拉出了修理电视机、计算机、农机、汽
车等 12 个服务小组，活跃在都江堰街
头，为受灾群众恢复生活和生产秩序做
出了积极贡献；先后推出了“山东省迎奥
运火炬手”张桐春、“全军五四青年奖章
获得者”孙鹏、“全军抗震救灾先进个人”
房勇等一批先进典型……
“战地诗歌会”上，士官小梁的一首

《灯光》至今令我记忆犹新：“那是一种信
仰，那是一种力量。有了信仰，地动山摇
无所惧，天塌路陷斗志昂；有了力量，再
大困难经得起，再险任务敢担当；有了信
仰和力量，万众一心志如铁钢，履行使命
甘蹈火汤！”这里的“灯光”意象，及承载
于其上的信仰和力量，说的不正是党对
军队的绝对领导吗？

在庆祝新中国 70华诞的日子里，回
望“猫耳篷”的灯光，一种感悟更加深切
和清晰：枪杆子听党指挥，“枪听我的话、
我听党的话”，军魂早已融入人民军队的
血液，成为我军最可宝贵的政治基因和
胜利密码；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是
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越是环境艰苦、越
是任务艰巨，政治工作越加重要、作用越
加凸显。汶川抗震救灾，10万将士“不
畏艰险、百折不挠”，党员干部“哪里灾情
最重，哪里就有共产党员”，与人民群众
一道夺取了抗震救灾的伟大胜利，这不
同样也是一个很好的诠释吗？今天在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这仍然是
我军履行新的使命担当、从胜利走向胜
利的根本力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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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笔流淌着金黄

诗行咏叹着浓情

歌声蕴集着高亢

风奏起金色的歌谣

理想在成熟中跋涉

艳阳燃烧着执着和自信

雨露为华章做最后的润色

童话的幻想

预言的思索

在激情中澎湃

一部辉煌的史诗

向我们铺开

走进十月的时候

总有一些思绪

闪耀特别的光辉

总想怀揣梦笔描摹

滚滚长江，滔滔黄河

莽莽昆仑，巍峨五岳

总想为祖国唱一首歌

唱出唐诗宋词的深长

唱出青花瓷的婉约

唱出千年编钟的古朴

唱出富春山居图的淡彩浓墨

走进十月的时候

总有一些情愫

像长出思念的翅膀

飞往延安的宝塔山

飞往南湖的红船旁

飞往西柏坡的窑洞

飞往天安门的红墙

走进十月的时候

总是那样壮怀激烈

头顶的旗帜在飘扬

心中的信念像团火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我们的党，我们的祖国

每一步迈得都是那么壮阔

十月，承载70年的坎坷

十月，承载70年的探索

十月，承载中华儿女的奇志

十月，承载共产党人吹响的号角

十月，我爱你啊

我愿走进你的心里

为你唱一首赞歌

十 月 遐 想
■陈宏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