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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崇国防”

文明进程中的语境

倘若以众多现代化城市建设的指
标来评估，延安显然够不上一个大都
市的标准。但是，作为首批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构成其城市美学评价的注
定是历史和文化。恰如一位叫沙里宁
的建筑学家所说：“城市是一本打开的
书，从中可以看到它的抱负。”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

塔山。”梦是一种深深的思绪，也是一
种悠悠的情感。在几代中国人的认知
框架里，宝塔山、延河水所蕴含的历
史文化、所积淀的民族记忆、所描绘
的时代风云，已远远超出自然形态的
地理概念和风物视野。

山有去脉，水有流向，土有层
纹。延安这本大书一打开，每一页都
卷涌着几千年来华夏民族的苍茫春
秋。在这个“历史现场”的时空之
间，始终交织着忧患意识与尚武精
神，弥漫着一种凛冽的语境——战争
与军事。

黄土高原，势关天下。
我们常说“军事重镇”，须知，这

个词最早就是见于对延安的评价。秦
统六国，天下分为三十六郡，居“三秦
锁钥，五路襟喉”的延安郡被首次表述
为“军事重镇”。名将重臣率军镇守亦
是常态。边塞诗名句人人熟稔：“可怜
无定河边骨”，用现代军语“兵要地志”
的表述，延安在古代便属于无定河流
域的轴心区。

我们将长城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
象征，在长城历史的拼图上，十分引
人注目的一段就是，秦国在尚未完成
统一大业之时，曾在今日延安的志
丹、安塞等“天下之项背”的军事要
地 防 线 修 筑 了 横 亘 于 山 岭 的 “ 外
墙”——即早期的长城。

我们都知道那条打通商贸、传播文
化的茶马古道，那么也应当知道，还有
一条与长城匹配的古老国防工程——秦
直道。这条“堑山堙谷”的军事通道
绵延近千公里，形成了从关中到北部
防线可“直通之”的战略布局，其重
要路段几乎穿越了延安全境。虽然在
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筑道的兵士、
百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司马迁叹其
为“固轻百姓力矣”，但它改变了游牧
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战争格局，堪称军
事交通奇迹。

我们熟悉的许多史书上绕不开的
人物与战争，都可以在这里寻根溯
源。蒙恬、范仲淹、沈括、李自成、
张献忠等皆与延安这片土地有密切联
系，战国名将吴起在延安的边镇驻守
20余年，著名的吴起镇因其得名……
“ 以 崇 国 防 ” ——《后 汉 书》

中，古人开始以“国防”来辩答家国
之事。钩沉往事，是为了寻找这片厚
重黄土地承载的历史逻辑与时代价
值。上个世纪初，有一个叫史密斯的
英国传教士来到延安，以独到的眼光
写下对延安的评价：“我们生活在一
个有着永恒过去的地方，中华文明进

程中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与这个地
方密切相关。有些甚至具有世界性意
义。对这个地方了解越多，敬畏也就
与日俱增。”

“传薪仰一灯”

国防观念永远的经典

有史学家说，政治家是实践中的
历史学家。

共产党人就是在革命实践中改
变、续写历史的政治家。

1935年 10月 19日，党中央率领中
央红军到达延安吴起镇，宣告了中央
红军艰苦卓绝的长征结束。别看这个
当时只有 11户人家的小镇不起眼，它
却成为改变历史之点。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
的起源》一书中精辟地指出：“自从有
了国家，就开始有了防务。”国防是国
家的防务，国家兴衰与国防密切相关。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屠城掠地，中
华民族已到了“三分天下二分亡，
犹把山河寸寸量”的危急关头。谁
来保卫我们的祖国？谁来抵御外敌
的侵略？谁来举起一国之防的政治
领导旗帜？严峻的课题摆在中华民
族面前。

有个成语叫以壮行色，有壮丽的
理想才能开启壮丽的行程。贫瘠而偏
僻的黄土地成为产生伟大精神和深邃
思想的沃土。我们党建设人民军队和
壮大国防力量的思想与实践，在延安
书写下史诗般的篇章。

数字有时并不枯燥，它本身就是
记载历史的细节。
——《毛泽东选集》 四卷共收入

文章 159篇，成文于延安时期的有 112
篇；《毛泽东军事文集》 六卷收入文
章 1628 篇，撰写于延安时期的多达
938篇。

文以载道，武亦载道。那些写于
窑洞油灯下的篇篇雄文，堪称枢轴
之范。 1938 年，毛泽东作了 《论持
久战》 的长篇演讲，提出了大国防
观的著名论断：“兵民是胜利之本”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
于民众之中”，使波澜壮阔的人民战
争成为克敌制胜的法宝。在 《战争
和战略问题》 中，毛泽东用简明生
动的语言透彻地指明了战争与和平
的关系：“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
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
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
起枪杆子。”
“传薪仰一灯”，这些诞生于延安

的光辉思想，超越历史烽烟，铸就国
防观念永远的经典。
——在硝烟弥漫的战争环境和极

端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以延安为中心
的边区生机勃勃地开办着 30余所各类
干部学校。教育是“共产党的大事”，
当然也是国防的大事。当时，抗日军
政大学、陕北公学等多所学校的领导
和授课人员名单上，延安的老一辈革
命家和名声赫赫的战将几乎悉列其
中，他们将战略眼光、军事思想、创
新方法教给学员。

毫无疑问，国防与抗战，是这些
学校教育的“大学问”。西安事变和平
解决不久，毛泽东就开始为红军大学
（抗日军政大学前身）讲授包括统一战
线等重要论述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
略问题》。周恩来作过关于大后方抗战
形势的报告，朱德讲《党的建设》，董
必武讲《中国现代革命史》，张闻天讲
《中国问题》……

“天下事、少年心，分明点点
深。”当时有个说法，青年学生到延安
学会了“两法”——辩证法和战法。
而日本人则惊叹：延安开设的课程，
是“思想游击战”。
——在延安这片红色的热土上，

革命旧址多达 445处。有两个县因民族
英雄之名而名垂青史——志丹、子
长，也有一位牺牲在延安的普通战士
因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演讲而妇
嬬皆知……“太阳东起又西落，闹革
命要经得起几回合。”一曲信天游，几
多壮士血，激扬的旋律诠释着为国为
民慨然牺牲奉献的国防观。
——1944 年的延安，近乎奇迹般

地拥有 80余家工厂，从兵器到火柴肥
皂，工业品已然自给。更让人钦佩的
是，老一辈革命家关注大国防、大战
略的眼光——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文
献里，“富有战略性的原料的生产”
“军民兼顾”“解放区的财政和金融贸
易 ”“ 缩 小 剪 刀 差 ”“ 出 入 口 平
衡”……这些话题显然具有超越那片
黄土地的宏阔视野。

历史是辉煌的见证，也是深刻的
启示。党中央在延安 13年的历史，是
革命史也是思想史，是军事史也是国
防史。这段历史被誉为党历史上扭转
乾坤的“黄金时期”，其意义和影响正
如 1945 年 4 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
备会上所言，“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
落脚点，一个出发点”“陕北已成为我
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

“不倦鞍马”

光荣传统的新光荣

延安产生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
是一个政党珍贵的革命遗产。

延安创造了一种光荣，这种光荣
是一个国家值得坚守的传统。

无论有多少热词出现，“双拥”始
终是延安人最引以为豪的光荣，成为
“千人共由，万人共履”的自觉行动。

1943 年，延安成为双拥运动的发
祥地；1944 年春节，双拥运动更加广
泛而热烈地、无例外地在各抗日根据
地开展起来，成为“区别真正革命军
队与其他军队的分界线”。
“大好山河耐实践，不倦鞍马证心

期。”这是林伯渠在延安写的诗句，也
是对延安国防事业发展如“不倦鞍
马”的生动写照。在全国开展双拥模
范城评选工作后，延安不负“争取更
大光荣”的嘱托，已连续 8次获此殊
荣，现在正为第 9次评选全国双拥模范
城而努力着。

历史的厚重在于现实总能从中找
到依据，传统的魅力在于它总能照亮
未来的天空。回望延安，走过的路历
历在目，国防这门“大学问”呼唤我
们倍加珍惜这一笔笔丰厚的精神资
产，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让红色资源成为“不挂牌的党
校”。对延安一处处红色之地，人们都
心向往之。延安军地明确提出这样的
政治站位：红色资源绝不仅仅是旅游
创收项目，而首先是颂扬、传播红色
文化的阵地，感悟历史、延续传统的
教育基地，开展全民国防教育的庄重

场所。这样的标高和站位，不仅赋予
革命圣地准确的定位，而且建立了挖
掘、开拓、保护、宣传的保障体系。

让国防潜力成为新的关注点。当
地国防动员委员会的领导介绍，和
平年代的国防潜力就是战争时期的
军事实力，也是平时推动国防建设
的基础工程。他们通过国防动员潜
力 统 计 调 查 ， 准 确 掌 握 了 所 属 县
（区） 的几十个行业部门数千份数
据，完成上百支民兵应急队伍的建
设，全面规范了平战转换流程，提
高精准动员的质量。

让国防教育纲举目张。他们开展
国防教育有 3个重点：领导干部是关键
少数；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也是国
防的未来；人民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
程师”，而国防本身就是“国之魂”。
抓住这 3个重点，国防教育就能产生辐
射与倍增效益。

让双拥品牌在创新中发展。双拥
工作是延安的品牌，老传统也要写新
篇——从市县到村镇，都设立了双拥
机构，并制定明确的责任考核、述职
等制度；一系列涉及官兵及家属安置
就业的规范性文件，温暖着军人、军
属的心；社会化拥军的开展形成了全
方位双拥的格局；双拥荣誉体系建设
活动遍地开花，使军人的荣誉感、自
豪感和当地社会的崇军尚武热情普遍
高涨……

马克思把时间作为衡量价值的尺
度，并说明：时间就是价值。在历史
的推进中，延安通过延续精神、发扬
传统，越来越凸显着自己的价值。

延安革命纪念馆里有一张小炕
桌，很有些年头且斑驳粗拙，但它让
记者久久伫立、心潮澎湃——一代伟
人的千古名篇《沁园春·雪》就是在
这张炕桌上挥洒而出。历史永远在这
样告诉未来——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寻访革命圣地延安国防与历史的光辉足迹

■郑蜀炎 本报特约记者 曹 琦

城市与国防

“哪哒哒也不如咱这山沟
沟好。”在一曲热辣辣的陕北
民歌中踏访春日延安，这“山
沟沟”里的满眼景色虽算不得
五彩缤纷、溢苍叠翠，但心一
直被两种既浓且烈的色彩撞
击着——黄土之漫漫、热血之
殷红。

黄土，是千万年大自然变
迁中由风沙堆积隆起的黄土
高原。

血红，是一个民族在不屈
的战斗中用鲜血点燃的信仰
旗帜。
“看我进击的雄姿，看我

燃烧的足迹，看我火红的历
史。”成长于延安战火烽烟中
的著名画家、诗人石鲁曾激情
地吟唱，这是诗歌追慕的延
安，这是心灵向往的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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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城”与“市”的组合词。或

是先在战略要地建立起防卫的“城”，生

活的市井之地伴随而生；或是为了保护

商贸粮棉等市场，筑起城池设防护卫。

战国时期的《韩非子》是我国最早出现

“城市”这个概念的史籍，对此有精辟之

论，曰“藉威城市”——城市是有威严可

凭借之地。

但凡提及城市，国防二字便隐然在

即。按照西方军事学者的观点，早期的

城市就是一种军事空间的转换。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历史哲学》

中提出“历史的地理基础”概念，认为

自然环境对人的行为乃至历史走向有

着决定性的影响。然而，我却要说，许

多时候，人的行为会对自然地理环境

产生重要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

影响。

一方水土一方人，一方人群一方

情，延安就是这样的一方水土。丁玲在

重返延安时，在延河岸边写下的诗句表

达着一种特殊的眷念：“说来又说去，还

是延水甜。”

延安这个城市从来都不是富庶繁

华之大都市，可我们知道，城市建设可

以极尽奢华，却不能不设防。当年柳永

笔下所写的“市列珠玑，户盈罗绮”是

何等的温柔之城，然而，这个有奢而无

防之城，竟引得入侵者“遂起投鞭渡江

之志”。

从军事角度看，延安这个以战争为

缘起的城市，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并没

有构筑成形的城堡。但是，延安之所以

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高地，就因为当国

家面临瓜分豆剖的危局时，这里高举全

民国防的旗帜，筑起了人民战争的铜墙

铁壁。

地理学是空间之学，但空间的尺度

并不能说明一切。抗战时，国民党在西

安至延安的400公里要道上，竟然设了

7处大关卡和各种小关卡，但都难挡那

些西装革履、褐衣短衫者坚定地前往。

仅1938年至1939年，从全国各地奔赴

延安的学者、艺术家和知识青年就有6

万多人。用《后汉书》里的话来描述当

时的延安是再准确不过的了：“于是天

下雄俊，知其风旨，莫不延颈企踵，思奋

其智力。”

或许，许多人算不得“雄俊”，许多

人也未必全然知晓观念之“风旨”，但是

他们怀着一腔热血与理想，奔向延安、

奔向卫国沙场的脚步，本身就选择、诠

释了献身国防的高尚。

现代人说到城市，经常以“寸土寸

金”来描述。而延安的数百个红色遗

址和纪念地却记录着“寸土寸血”的历

史——据不完全统计，在革命战争年

代，在延安这片不算大的土地上，人民

军队就有数万名官兵牺牲于斯，而其

中留下姓名的不足半数。

血沃黄土地，烈士纪念碑如同壮怀

激烈的诗——“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多么

厚重，我就有多少重量；中华民族有多

少伤口，我就流淌过多少血液。”

2010年，上海世博会确立了“城

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我们同

时还应当记住历史辩证法留下来的

主题——国防，让城市更美好。

国防，让城市更美好
■郑蜀炎

采访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