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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陆军指挥学院的前身——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在南
京中山门外的孝陵卫立校办学。

开学典礼上，一份 300余字的手稿，
让全校师生振奋不已。这份手稿，是
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训词：“为了保
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我
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
最新的战术……对于这个目的，你们的
学习和教学工作负有伟大的责任，因为
你们应当成为全军在步兵方面掌握现
代军事技术的模范和领导者……”

半个多世纪以来，学院代代官兵从
这篇焕发着永恒光芒的训词中，读出了
契合时代的思想意蕴和价值魅力。近
年来，作为培养新型陆军中级指挥人才
的任职教育院校，该院对如何传承红色
基因、发挥特色文化育人功能，进行了
有效探索。他们根据训词提炼出的院
训，及蕴含其中的“军政兼优、谋兵胜
战、创新图强、牺牲奉献”深刻内涵，集
中体现了该院一以贯之的文化价值观，
为官兵研战谋战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
动力。

一

陆军指挥学院的办学起点，可以追
溯到 1938年我军在河南杞县创办的新
四军游击支队随营学校。首任校长彭
雪枫，为这所军校倾注了大量心血。
“为了革命，为了解放事业，立志做

一个政治的军事家、军事的政治家！”当
年，在驻地“精忠堂”前的首期开学典礼
上，700多名学员聆听了彭雪枫校长的演
讲。军政兼优，本义是全面发展，首要
是政治过硬，核心是听党指挥。从此，
这一价值目标被学校师生广泛接受并
传承至今，成为该校办学育人的基本价
值观念和文化基石。

自 2018年开课以来，该院政治工作
系凌胜银教授主讲的“坚持党对军队的
绝对领导”课程，便是学员点赞颇高的
“金课”。在教学改革座谈会上，有学员
代表感慨地说：“听了这门课，我们真正
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军事上不过
硬，一打就垮；政治上不过硬，不打自
垮’。”

心中有魂、脚下有根。近年来，该
院逐步构建了涵括政治理论课程、军事
理论课程和第二课堂活动的“三位一
体”思政育人模式，不断夯实学员对党
忠诚、矢志强军的思想政治根基。如
今，该院新学期第一课，是组织学员在
院史馆接受红色传统教育；每年，学员
们都要到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雨花台烈士陵园参加主题党日活动。
谈起在院期间看重的荣誉，学子们肯定
要提到那枚镌刻着老校长办学理念的
“雪枫学习奖章”……

二

山东莒南大店镇，完整保留了陆军
指挥学院的一段校史。1946年，抗大四

分校经过多次建制变迁，更名为华东军
政大学。成员来自四面八方，想法各不
相同，用什么指导方针统筹工作、凝聚
人心，成为摆在时任校长张云逸面前的
首要问题。

在“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前线、
一切为了胜利”的办学指导方针下，华
东军政大学在短时间内就步入了正规
的教育训练轨道。

现在，在大店镇的那面厚泥墙上，
“三个一切”的标语依旧清晰可见。此
方针在陆军指挥学院研战谋战的道路
上不断焕发出新的时代活力，成为他
们办学育人的重要理念。

全军第一次一体化训练研讨，全军
第一场依托院校组织的陆军合成旅指
挥对抗演练，全军第一次组建“院校蓝
军”，全军第一次作战指挥教学模式改
革研讨……众多“第一次”，记录着该院
在研战谋战道路上的坚实足迹。

每年朱日和演训场，总有一批陆指
教员如期而至。他们在这里“集体备
课”，采集第一手数据信息，打通课堂到
演训场的“最后一公里”。“跨越”“砺剑”
“使命”，一场场重大演训活动，青铜峡、
确山、三界，一个个实兵演练场，都留下
了该院教员们的身影。“战场需要什么
就教什么，部队需要什么就研什么，早
已成为我们教员的习惯。只有不断去
部队接地气，在讲台上才能有底气。”该
院训练管理系主任王吉山说。

面对人才培养新需求，教学如何贯
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去年，一场以
合成旅（营）作战指挥专业课程重构为
牵引的教学改革，在该院全面展开——
数个跨学科专业教学团队，主动邀请部
队旅营主官联合展开攻关；战术教研室
主任黄宏强带领战术课程团队，上高
原、走边关、进班排，把教学改革的触角
伸到一线……最终，他们编印陆军合成
旅（营）战术统编教材下发部队，梳理形
成 60余个专题教学设计，得到陆军首长
机关高度肯定。

漫步校园，在该院作战指挥大楼西
侧，“从这里走向战场”的巨型石刻引人
注目。它时刻提醒着学院官兵，要瞭望
战争、紧盯战场、为战育人。

三

去年年底，原南京高级陆军学校
副院长齐正钧迎来了一批拜访者——
陆军指挥学院文化建设工作小组。他
们希望从这位 97 岁的耄耋老人身上，
进一步感悟学院前辈向战谋战的光荣
传统和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齐正钧的推
动下，一场“未来战场设计”的大讨论在
全校掀起。“那年，我们编写的《战术学
概论》，推动了军事理论教育和学术研
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反响。”提起当
年，齐老掩不住激动与自豪。

唯创新者胜、唯创新者强。这种
在攻坚克难、开拓进取中形成的创新
文化，为推动学院建设发展提供了重
要支撑。走进该院，我们真切体会到
敢为人先、能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结出
的累累硕果：以新时代陆军作战力量
运用问题为重点的理论创新成果不断
涌现，以名师领衔、中青年人才为骨
干、青年人才为后备、创新团队为支撑
的人才方阵初步形成，以构设集团军、
合成旅综合演练环境为重点的演训中
心正式运行……

四

南京东郊孝陵卫，自古就是营盘。
1952年秋天，刚刚从朝鲜战场上凯旋的
宋时轮，调任到此。他接到的新任务，
是筹建总高级步兵学校。
“干在孝陵卫，死葬紫金山！”这是

宋校长对军事教育事业作出的斩钉截
铁的承诺。在他的带领下，全校上下以
“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和“三更灯火五更
鸡”的闯劲投入到教研工作中。在历时

7年的办学实践中，“总高”为军队培养
了 6000多名优秀人才，许多人后来成长
为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高级领导和重要
骨干。
“为事业献身”，从老校长彭雪枫、

宋时轮开始，便成为该校一代代教育者
不变的精神追求。2018年，在“陆指风
采人物”评选座谈会上，作战指挥系教
授陈贻来讲起一件往事，让大家心生感
慨：“刚到学院，我就发现黄培义教授在
一辆破旧自行车前面装了一个小车
灯。一问才知道，他每天加班到很晚，
学校里的路灯都关了，他就靠这个车灯
照亮回家的路。”
“陆指风采人物”评选是该院 80周

年院庆的重头戏，包括黄培义在内的 16
位享誉全军的专家教授当选。他们是
1978 年学院恢复重建以来，在合同战
术、作战指挥、政治工作等学科领域的
创立者和带头人，都以“三尺讲台守卫
者”的形象矗立在学员心间。

牺牲奉献的精神品质，在学院官
兵干事创业的担当作为中格外夺目。
前段时间，一场典型事迹报告会让全
院官兵思想受到震撼与洗礼。曹建
浪是学院原军事理论教研室教员，在
身患“帕金森综合征”后，他让家人把
自己的胳膊捆在椅子上，硬是一个字
一个字地写出了《淮海战役记事》等著
作。在该院“雪枫英坛”上，他身残志
坚、忠于国防教育事业的感人事迹，为
年轻官兵立起了榜样，让他们深刻感
受到了忠诚担当的力量。该院领导感
慨地说：“对当代军事教育者来说，弘
扬牺牲奉献的文化传统，就是始终
保持对军事教育的高度热爱、对人才
培养的激情投入、对名利得失的淡然
淡泊。”

浸润在几代学院师生血脉中的文
化传承，造就了多年来学院人才辈出、
成果迭出的动人景象，也必将引领和激
励着学院官兵在新时代强军强校征程
上奋楫前行。

在研战谋战的道路上
—感受陆军指挥学院为战育人文化传统的时代活力

■杨 振 熊东旭

强军文化观察

在陆军指挥学院“风采人物”颁奖典礼上，16位在本职岗位上作出重要贡献的专家教授受到表彰。这一活动是该院

注重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特色文化育人功能的一个缩影。 胡洪平摄

榆林有个吴堡县，吴堡有个川口
村。不要小看这个黄河西岸的小小村落，
它曾见证了一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

1948年 3月 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
中央机关前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
来到了这里。

这个村，是毛主席转战陕北的最后
一站。从这里，毛主席东渡黄河，一路经
山西、河北，最后到达西柏坡村。就在这
段时间，人民解放军转入全国规模的战略
进攻。一年多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大河之所以被称为大河，是因为它
的厚重历史与深沉气质。黄河养育了中
华民族的先民，见证了数千年历史的沧
桑。它是深沉的，在大多数河段，波浪都
隐藏在平静的水面之下，涛声也都回响在
浪花之间。不走近黄河，你甚至听不到它
充满激情的流淌之声。

黄河的神奇，在于它总在平静之
处，激荡历史风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推出的《中国
共产党的九十年》一书里，收录了一张毛
主席从陕北吴堡川口东渡黄河前往华北
解放区的珍贵历史照片。从照片上看，
毛主席在警卫员的护卫下坐在渡船上，
背后是看似平静、实则暗藏波澜的黄河。

1947年，也就是毛主席东渡黄河一
年前，国民党军队投入胡宗南等部 25万
人的兵力，向延安发动突然袭击。随后，
党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开始了艰苦的陕
北转战。而仅仅一年之后，战争形势就
发生了根本改变。为加强集体领导、统
一指挥全国作战，党中央决定离开陕北，
向华北解放区转进。

历史选择了川口村。因为党中央
的东渡，这里成为一个著名的渡口。

1948年 3月 23日下午 1点左右，中
共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部
分人员开始东渡黄河。按照计划安排，
毛泽东登上第一艘木船，周恩来、任弼
时登上第二艘木船。

开始东渡了！历史在这里凝聚，波
涛仿佛翻卷着岁月。大约二三十分钟
后，渡船到达了黄河对岸——山西省临
县碛口镇高家塔村的一处滩头。

凝视着河对岸，毛主席深情地说，
陕北是个好地方。

这句话，为中共中央在陕北的 13年
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今天，在渡口旧址处，一座东渡黄
河纪念碑高高矗立。纪念碑高 27米，象
征中国共产党从 1921年成立至东渡黄
河时的 1948 年、整整 27 年浴血奋战的
历史。一座占地 100多亩的纪念公园也
已建成，成为陕北一个重要的红色旅游
景点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两岸之间，
高原丘陵沟壑耸峙，一条大河奔流不
息。不远处，一座跨河大桥连接起黄河
两岸。一条新修建的沿河观光公路，使
人们前来接受红色传统教育更加便捷。

在毛主席东渡黄河纪念园入口处，
有一座纪念雕塑，生动再现了毛泽东、周
恩来、任弼时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东
渡黄河的场景。雕塑中，毛泽东伫立在船
头，目光坚定地眺望着远方。“东渡号”纪
念船破浪前行，寓意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
渡向另一个胜利。警卫员和船工也都精
神抖擞，彰显出人民战争的伟大力量。

驻足于主雕塑周围的 16块铸铜浮
雕前仔细品读，对我来说，是一次历史熏
陶和精神洗礼。这些浮雕集中塑造展示
了党中央在陕北 13年间的运筹帷幄和
丰功伟绩，其中既有指挥革命战争的历
史场景，也有转战陕北的难忘历程，还有
同陕北人民同甘共苦的动人画面。

在渡口看黄河奔流，我感受到一种
心灵的震撼，思绪也随之奔涌。

黄河之水沉稳而迅疾地向下游流
淌，终于在吴堡丁家湾乡拐上村河段迸
发出惊天的力量，形成了天下黄河第二
碛，水流湍急，风起云涌，涛声如雷。

再往下游流淌，就有了壶口瀑布，
把“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磅礴气势演绎
到极致。

在壶口，再去回味吴堡县川口村
红渡口的涛声，就会发现那涛声中充
满了平静的韵味。正如毛主席东渡黄
河，将中国革命在悄然间，渡向了一个
新的起点……

渡 口 涛 声
■点 金

红色足迹

1938年秋天，党中央决定成立电影
团，隶属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设在
延安北门外凤凰山北头的窑洞里。大家
想方设法，因地制宜，精心布置，居然井
井有条地布置起一个手工方式制作影片
的工场，把几孔窑洞变成了一座“窑洞电
影厂”。这样的电影制片厂，在世界上是
绝无仅有的。

延安没有电，夜晚大家只能点个小
煤油灯照明。在这种情况下制作电影，
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能从太阳光上打
主意，拍摄字幕、动画、印放照片等，都
是利用照射到窑洞前的阳光来进行。
在室内拍影片，只能利用从窗外照射进
来的亮光，把光圈全打开，甚至降低摄
影机的频率，拍一个镜头煞费苦心。“七
大”的材料就是这样拍的。阳光不像灯
光，它不由人支配，我们稍有延误就会
丧失拍摄时机。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
会，就因为当时屋里没阳光，没能记录
下来，大家都感到遗憾可惜。

延安当时没有自来水，水源只有一
条延河，和一些打在山脚下的水井。冲
洗影片和照片要用大量的水，我们只好
用人力从延河里、从深井里提上水来，
一担一担地挑到山上去。遇到下雨，山
路泥泞，坡陡路滑，寸步难行，洗一次片
子需要付出极大的辛劳。当时正值根
据地困难时期，胶片来源断绝，只有之
前拍摄《延安与八路军》剩下的一点，大
家必须精打细算地省着用。

在这样的情况下，电影团在延安制
作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中国
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延安各
界庆祝百团大战胜利大会》《延安九一
扩大运动会》《陕甘宁边区生产展览会》
《延安各界庆祝苏联红军成立 25周年
及反攻胜利大会》《秧歌运动》《国际青
年节大会》等纪录影片。这些影片已成
为重要史料，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显
出珍贵价值。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2 年我们
拍摄了大型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
来》（又名《南泥湾》）。这是电影团在延
安摄制完成并普遍放映的唯一影片。
在当时极度困难的条件下，能把它摄制
成功，很不容易。

1941年后，日寇调集重兵对根据地
进行残酷“扫荡”。同时，国民党顽固派
用重兵封锁陕甘宁边区，不断制造反共
摩擦。党中央号召边区军民开展大生
产运动，自力更生，实现生产自给。八
路军三五九旅在王震司令员的带领下，
响应号召，开赴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地
区，进行屯垦生产。他们披荆斩棘，把
荒山僻野开发成万顷良田，使满目荒凉
的黄土高原变成美丽富饶的陕北江南。

这部影片由吴印咸主持拍摄，徐肖
冰协助，我是影片的剪接编辑。印咸在
拍摄影片之前，刚刚参加过延安文艺座
谈会。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发表的重要
讲话，给了他很大的启示，使他进一步
理解文艺工作者要到火热斗争中接近
工农兵群众的道理。他决心在这部影
片的创作中，贯彻座谈会上制定的革命
文艺方向。于是，他深入部队，从早到
晚跟随战士们在劳动现场一起生活，满
怀激情地拍下一个个动人的镜头。

我们在拍摄中遇到的困难很多。首
先是没有适用的电影底片。当时电影团
仅有几千尺过期的 16毫米正片。能不
能把这批正片当底片用？从胶片性能上
说，是不可能的。但是除此之外，没有别
的办法。正片与负片，两者差异很大，效
果不好是意料中的。但是印咸运用他丰
富的摄影经验，摸索出这批正片的感光
特性，在曝光技术上下了大功夫。经过
他的努力，影片拍出的效果比预料的要
好得多，实在是难能可贵。

冲洗底片时，底片长度有几千尺，
可是我们每次只能洗 20尺。这就要把
全部底片分割成几百个小卷分别冲洗，
同时洗出的全部底片还要保持色调一
致。16 毫米片的画幅很小，又没有编
辑机，连放大镜也没有，我剪接时便只
能使用一面镜子，将光折射到影片上，
透视出画面内容，再选择镜头、确定剪
接点。这需要我准确地看清画面上的
细微动作，煞费眼力。

影片拍完时，印咸向毛泽东同志提
出请求，要他为影片题字。毛泽东同志
愉快地接受了，挥笔写了“自己动手，丰
衣足食”八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印咸把
毛泽东同志题字的神采，用摄影机拍摄
下来。我把这组难得的镜头作为序幕
加在影片的开头，对全片起到了画龙点
睛的作用。

这部影片的摄影很有艺术特色。
虽然片中许多场面都是表现紧张繁重

的体力劳动，但印咸却拍得富有诗情画
意。他把战士们在艰苦劳动中那种愉
快奋发的精神面貌，表现得淋漓尽致，
给人以明朗乐观的感受。影片构图相
当精美，在抒情的格调中洋溢着浓厚的
田园气息和劳动的美，显示了印咸在摄
影上的高超水平。

电影团没有录音设备，影片不能配
上音乐和解说，就是部无声电影，艺术
上会逊色不少。大家很不甘心，于是开
动脑筋，想办法要把它搞成有声电影。
大家从电讯部门借来扩大器，从鲁艺借
来留声机，并请鲁艺老师帮忙选了一些
适合画面情绪的音乐唱片。在影片放
映的同时，我们就在银幕后面用手摇马
达带动扩大器，用小喇叭当话筒，把音
乐和现场解说播送到全场，画面与音
乐、解说配合得十分和谐，成功地映成
了“有声电影”。

1943年 2月 5日，延安《解放日报》
报道了《南泥湾》影片制成上映的消息，
引起边区各界的关注。在党中央大礼
堂首映的那个晚上，影片放完后，观众
热烈鼓掌后散去，周恩来同志却没有
走。他走到银幕后面，亲切地询问我们
是怎样配音的，并热情赞扬这个土法
“有声电影”。

从领导到群众，这样热情地赞赏这
部影片不是偶然的。因为它所反映的
内容与当时的革命斗争是紧密结合的，
与群众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尤其是
在部队广泛放映时，它特别受战士们喜
爱。战士们看到自己上了银幕，成了银
幕歌颂的主角，都感到非常激动。毛泽
东同志在《组织起来》中曾说过，“我们
全体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人人
个个不但会打仗、会做群众工作，又会
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是孟
夫子说过的，‘无敌于天下’”。他的这
些话，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这部影片
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
（整理自钱筱璋回忆文章，有删减，

原文刊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

编·抗日战争时期》）

作者简介：钱筱璋，电影编导，安徽

芜湖人，1918年出生。抗战爆发后，与

袁牧之等人在武汉拍摄抗战电影。

1942年加入延安电影团。曾任东北电

影制片厂新闻组组长、北京电影制片厂

副厂长、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厂长

等职，代表作有纪录片《抗战特辑》《生产

与战斗结合起来》（又名《南泥湾》）《民主

东北》《打击侵略者》《百万雄师下江南》

等，被誉为中国新闻纪录电影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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