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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有一座名为

《石破天惊》的雕塑：一只强劲有力的大

手，从崩裂的石块中伸出，扣动着直指苍

穹的步枪扳机。它象征着中国共产党打

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1927 年 8 月 1 日凌晨 2 时，南昌城

头的枪声，像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石

破天惊，震彻寰宇。

6 天后，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八七

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作出了“枪杆子

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6 年后，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以每

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

今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95 周岁生

日。知其所来，才能明其将往。回首那

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不是去采摘耀眼的

花朵，而是去获取熔岩一般运行奔腾的

地火。

（一）
5 年前，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

军 90 周年大会上，习主席用“三个伟大

事件”来评价南昌起义的重要意义和历

史贡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

个伟大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

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

伟大事件。”

历史并不是通衢大道，有时要行经

沼泽，有时要翻越高山，有时要从无路

中闯新路、歧路中寻光明。

1927 年的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十字

路口。那时，天空是黑色的，大地是血色

的。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昔日

的盟友变成凶残的刽子手。从 1927 年 3

月到 1928 年上半年，31 万多手无寸铁的

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中。

批判的武器永远代替不了武器的

批判。不掌握武装力量的共产党人，在

枪 杆 子 的 威 逼 面 前 ，只 能 像 俎 上 的 鱼

肉、待宰的羔羊，除了后退，除了让步，

除了缴枪，除了把性命赔上去，就没有

别的办法了。这种无奈的忍让、心痛的

迁就，实际上是对实力的忍让、对枪杆

子的迁就。

残酷的现实总能逼人在绝地中发

起反击，惨痛的教训总能让人在反思中

得到启迪。正是蒋介石用一份份杀气

腾腾的电报：“见电立决”“斩立决”“立

决”……让共产党人真正认识到什么叫

枪杆子，也让共产党人认识到必须用革

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

“南昌首义诞新军，喜庆工农始有

兵。”百折不挠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

吓倒、被征服、被杀绝，而是“揩干净身

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勇敢地

拿起枪杆子和敌人对话。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

的一切。”95 年来，人民军队一路披荆斩

棘，一路所向披靡，历数次“围剿”仍红旗

漫卷，行万里征程仍激情豪迈，折断了日

寇的尖刀，战胜了国内外反动派，跨过鸭

绿江平息战火，蹲守猫耳洞戍卫边疆……

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为党和人民

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在

党的旗帜引领下建设强大人民军队，凝

结着百年党史的深刻昭示，饱含着党和

人民的期望重托，也是习主席着眼新的

伟大进军发出的强军号令。只要沿着中

国特色强军之路坚定不移走下去，我军

就能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世界一流。

（二）
南昌起义失败后，刘伯承远赴苏联

学习。后逢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他

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在大会的“军事委

员会”和“南昌暴动委员会”工作。1928

年 7 月 7 日，他给“南昌暴动委员会”作

了 1 万余字的报告，题目是《南昌暴动始

末记》。

刘伯承在报告中鲜明指出加强党

的领导的重要性，“我们的党，无论何时

要有精密的组织，威严的权力，才能确

实领导一切，而于暴动时尤然”，并指出

在党的建设上存在的问题，“党的纪律

亦其松懈，统为不明，权力不聚，责任不

专，已失掉了领导暴动的重心”。

从历史的长河看，南昌起义的一个

伟大创举就是初步建立了党领导军队

的一系列制度，尽管远谈不上成熟、科

学、完备，但仍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南昌起义时，专门成立党的前敌委

员会作为起义领导机关，在军、师两级

设立党代表，团、营、连三级设立政治指

导员，并明确提出起义部队中“党的组

织是一切组织的根源”“党的作用高于

一切”。然而，当时党组织的凝聚力战

斗力远远不够，一旦遇到环境艰苦、作

战失利等情况，部队“就像抓在手里的

一把豆子，手一松就会散掉”。

井冈山会师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

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探索和创造，

形成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整套行

之有效的原则制度，开创了军事制度文

明的“中国模式”。

敌人也许不怕中国军人手中的枪，

但一定怕中国军人坚持的党指挥枪；也

许不怕中国军队的现代化，但一定怕中

国军队的毛泽东化。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习主席深刻

指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

军魂和命根子，永远不能变，永远不能

丢。”这是我们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

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无论过去、现在

还是将来，都是我们战胜一切敌人、征

服一切困难的最大政治优势。

（三）
1965 年，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

共产党主席艾地时谈到南昌起义。他

说，南昌起义失败以后，部队往海边撤

退，想得到苏联的接济，那是“上海”，不

是“上山”，那是错了。

周恩来在南昌起义中始终扮演着关

键角色，作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代表

党领导整个起义。他对南昌起义失败的

教训说过许多，但对南昌起义的伟大意

义说得很少，甚至谢绝观看歌颂南昌起

义的话剧《八一风暴》。他说：“我那次领

导失败了，你又不批评我，我就是不看。”

这当然是周恩来的谦逊和自省。

历史不能简单从行动领域内的成

败来观察，也不应简单从一个短时段内

的成败来评说。

南 昌 起 义 的 指 挥 员 ，并 非 不 明 白

“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的道理。然

而，在没有友军支援、没有兵员补充、没

有弹药补给的情况下，他们为什么偏要

冒着酷暑和敌人的围攻，带领部队长途

远征广东？

朱德在《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

一文中写道：“南昌起义后，起义军全部

南下，目的是想去广东汕头找外援，结

果在广东潮汕地区遭受失败。失败的

主要教训，就是起义军没有和江西的农

民运动相结合，而去了广东。”

南昌起义的失败，包括后来党史上

几次严重的“左倾”错误，共产国际当然

难辞其咎。然而，更主要的是年轻的中

国共产党还缺乏武装斗争的成功经验

和成熟理论。

那时，我们党依然飞蛾投火般地执

意“打大城市”“搞正规战”，主要在于对

“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中

国的革命战争实质上是党领导下的农

民战争”等认识不深，对游击战争、建立

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等，思想上

还是一片空白。

习主席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

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如果在战略上

出现了偏差，那后果将是很严重的，付出

的代价将会很大。“长征不是难堪日，战

锦方为大问题。”我党我军在挫折中成

长、在斗争中壮大，与一次次在重大历史

关头作出正确的战略抉择密不可分。

“ 有 一 定 之 略 ，然 后 有 一 定 之 功 。

略者不可以仓卒制，而功者不可以侥幸

成也。”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全军官兵特

别 是 领 导 干 部 应 胸 中 装 着“ 全 局 的 图

画”，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善于放眼全局

谋一域，把握形势谋大事，既要战略上

勇于进取，又要战术上稳扎稳打，做到

“致广大而尽精微”。

（四）
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贺龙之女贺

捷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南昌起义是

父亲贺龙人生中的华章，“在我的心目

中，父亲就像一部书，一部博大精深的

书。而在我用几十年生命读懂的几个

篇章里，南昌起义前后投向党的怀抱，

是他写下的最激动人心的一章、最耐人

寻味的一章。如果给这个章节取个题

目，我想，非‘忠诚’二字莫属”。

为什么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贺

龙，却担任了南昌起义的总指挥？除了

他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 20 军是起义的

绝对主力外，还因为他“大路不走走小

路，皮靴不穿穿草鞋”的决绝，“党怎么

说，我就怎么做”的忠诚。

南昌起义失利后，只剩下 800 余人

的队伍，前途何其渺茫。是朱德在最困

难、最无望、队伍行将瓦解之际，以如山

的信仰、如炬的目光召唤着大家。他在

天心圩军人大会上，把 1927 年的中国革

命比作 1905 年的俄国革命，自信地预

言：“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但黑暗是暂

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 年’的。”

陈毅在南昌起义爆发时没有赶上，

后 来 冲 破 重 重 难 关 找 到 了 起 义 队 伍 。

在部队转战最艰苦的时候，有人劝说他

离开队伍，但陈毅告诫那些人：“你们要

走 你 们 走 ，把 枪 留 下 ，我 们 继 续 干 革

命！”他还开导大家说：“只有经过失败

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

败时的英雄。”

多数人因为看见而相信，只有少数

人因为相信而看见。试问，当第一枪打响

时，他们当中有谁能预测到 22 年后能打

出一个崭新的中国？革命先辈之所以勇

往直前以赴之、断头流血以从之，就是因

为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改变中华民族的

命运，才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崇高的理想是人民军队勇往直前

的精神力量，坚定的信念是全军将士心

中熊熊燃烧的火炬。今天，我们依然需

要像革命先辈那样，不为官、不为钱、不

怕苦、不怕死，只为胸中的主义和心中

的理想，甘愿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五）
八一军旗红，热血铸忠诚。

走过 95 年光辉历程的人民军队，正

扣牢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大踏步

地向世界一流军队迈进。现在距离建

军百年仅有 5 年，实现既定目标到了吃

劲奋斗的攻坚期。

仰望金星闪耀、猎猎飘扬的军旗，

每一位当过兵的人怎能不热血沸腾、激

情澎湃。

犹记 1949 年 6 月 15 日，中国人民革

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规定：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旗为红地，上缀金黄色的五角星

及“八一”两字，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自

1927年 8月 1日南昌起义诞生以来，经过

长期奋斗，正以其灿烂的星光，普照全国。

人民子弟兵以胜利、奉献和忠诚，

像恒星一样散发着“灿烂的星光”，照亮

了每一寸祖国的疆土，温暖着每一位中

华儿女的心房。

习主席深情地赞许：“历史充分证

明：我们的人民军队不愧是听党指挥的

英 雄 军 队 ，不 愧 是 忠 心 报 国 的 英 雄 军

队，不愧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英勇奋

斗的英雄军队。我们党为拥有这样的

英雄军队感到骄傲和自豪！全国各族

人民为拥有这样的英雄军队感到骄傲

和自豪！”

远方不远，未来已来。于无界之世

界，迎已来之未来。我们身后是波澜壮

阔的历史，我们面前是喷薄而出的曙光！

石 破 天 惊 第 一 枪
—南昌起义对今天建军治军的启示

■辛士红

前 不 久 ，某 营 在 外 执 行 任 务 分 队

刚 一 归 建 ，营 里 就 择 派 优 秀 政 治 教 员

第 一 时 间 为 官 兵 进 行 教 育 补 课 ，让 思

想政治教育的进度与质量达到了机关

要求。

孔子有云：“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这警示我们在追求学问的道路上要时

刻勤勉，一旦有了差距，就要紧张起来、

奋起直追。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在官

兵思想土壤上除杂草、种庄稼的工作，

同样需要保持“不及恐失之”的紧迫感，

只有不漏掉每一次教育授课，重视每一

次教育质效，才能让官兵及时从中汲取

养分、成长进步。

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绝

非一时之功，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

要通过一次次的教育不断固化、不断强

化。然而在现实工作中，个别单位思想

政 治 教 育 走 虚 走 空 的 现 象 仍 然 存 在 。

有的认为教育是一项长远工程，偶尔缺

课 一 两 次 没 什 么 ；有 的 满 足 于 留 痕 留

迹，将教育补课简单等同于补写笔记，

对具体的教育内容不求甚解；还有的政

治干部习惯于机械重复，对教育内容不

更新、授课方式不设计，让官兵听得索

然无味。凡此种种，不仅让教育难以落

地见效，还迟滞了在官兵思想上“搞建

设”的进程。

“ 掌 握 思 想 教 育 是 我 们 第 一 等 的

业务。”革命战争年代，我军经常处于

“ 背 包 随 手 一 拿 就 到 另 一 个 战 场 去 战

斗”的机动状态，即使在打仗任务重 、

教 育 时 间 紧 的 情 况 下 ，也 不 放 松 教 育

学 习 。 很 多 战 士 的 干 粮 袋 里 ，除 了 放

干 粮 ，还 会 放 几 本 马 列 主 义 小 册 子 。

毛泽东同志说：“打完仗后，就读他一

遍 或 者 看 他 一 两 句 ，没 有 味 道 就 放 起

来 ，有 味 道 就 多 看 几 句 ，七 看 八 看 就

看出味道来了。”如今，开展教育的手

段 、条 件 今 非 昔 比 ，我 们 更 要 认 真 对

待 每 一 次 教 育 ，如 此 才 能 让 官 兵 在 思

想 上 不 断 进 步 。 反 之 ，如 果 对 开 展 过

的 教 育 不 走 心 ，错 过 的 教 育 不 弥 补 ，

就 会 一 处 弛 则 百 处 懈 ，思 想 闸 门 就 会

打开缺口，思想防线就会失守。

当前，各部队野外驻训、实兵演习

等相继展开，思想政治教育不可避免面

临着人员难集中、时间难统筹、资源难

保 证 等 矛 盾 问 题 。 越 是 如 此 ，越 要 有

“不及恐失之”的紧迫感，越要立起思想

政治教育刚性落实的鲜明导向。政治

干部要细致拟定教育计划，科学统筹各

项工作，让教育与执行任务有机融合；

要紧密结合任务实际，采取见缝插针、

灵活机动的方法，提升动中抓教质效。

同 时 ，广 大 官 兵 也 要 主 动 自 觉 接 受 教

育，带着思考学、带着问题学，把在教育

中的所学所悟转化为圆满完成任务的

具体行动。

对待教育要“不及恐失之”
■文/赵仕林 图/周 洁

画里有话

民心所向、民意所归、民力所聚，是

人民军队的制胜之本、力量之源；人民信

赖、人民拥护、人民热爱，是人民军队的

深厚根基、坚强后盾。

我军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人民写在

自己的旗帜上，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

置，这是人民军队区别于其他任何武装

力 量 的 显 著 特 征 。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

习 主席鲜明提出全党要不忘为人民谋

幸福的初心，军队要带头牢记和落实与人

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

结奋斗的要求。强调必须坚持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做人民信

赖、人民拥护、人民热爱的子弟兵；发扬密

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保持同人民群众

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关系，永远做人民

利益的捍卫者；大力弘扬军爱民、民拥军

的光荣传统，不断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

民关系；等等。这些重要论述，彰显了以

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揭示了党的初心

使命对人民军队的根本要求，反映了我军

胜利前行的力量源泉所在。

“人民子弟兵”，短短五个字，饱含着

人民军队和老百姓之间的鱼水深情，生

动诠释了人民军队来源于人民，与人民

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新型军民关

系，把军队使命任务与群众切身利益紧

密联系起来，使人民军队能够自觉地为

之英勇奋斗。因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不仅是关系人民军队建设方

向的重要政治原则，也是一个重要的实

践原则，它具体地体现在这支人民武装

力量的全部历史和全部活动之中，也体

现在每名官兵的一言一行上。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做人民子弟

兵，关键是要树牢宗旨意识，做到“人民

至上”。“想不通这些身强体壮的士兵为

什么会死？我在深夜惊醒，突然想起，他

们是为我而死。”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群

体的事迹被报道后，一位网友的评论让

亿万网友泪目。在奋斗强军的十年里，

从抗洪抢险到抗震救灾，从反恐维稳到

撤侨护航，从抗击疫情到脱贫攻坚，人民

哪里最需要，子弟兵就出现在哪里；哪里

最艰险，子弟兵就战斗在哪里；哪里最危

急，子弟兵就打拼在哪里，哪怕付出鲜血

和生命，也要坚决夺取最后的胜利。在

每一份坚守、每一次冲锋中，“人民军队

爱人民”的誓言深深印刻在全军官兵的

心间；“人民军队人民爱”的赞语浓浓道

出亿万人民的心声。

人民离不开人民军队，人民军队更

离不开人民。过去军队打胜仗，人民是

靠山，现在军队要发展、要打赢，人民还

是靠山。如今，我军扣牢实现建军一百

年奋斗目标，加快国防和军队建设高质

量发展，涉及的领域宽、范围广、内容多，

离不开人民的鼎力支持；未来信息化智

能化战争，体系对抗更激烈，实力比拼更

多维，人民战争的思想永远不会过时。

我军建设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

证明，只有始终置身于“群众的海洋”，才

能攻险阻、战顽敌、撼天地，夺取一个又

一个新的胜利。

人民子弟兵既是光荣称谓，也是千

钧之责。当前，改革进入矛盾交织的“关

键期”、破旧立新的“深水区”，经济社会

关系错综复杂。在少数人那里，鱼水之

情有所淡化，有的只讲军事需求，不讲群

众纪律；有的漠视军民纠纷，忽视群众利

益……这些问题，损害的不仅是军队形

象，还有军队赖以生存的靠山；损害的不

仅是军民关系，而且是民心民意。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主席以踏石留印、抓铁有

痕的力度狠抓军队作风建设，恢复我党

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立起了新时

代人民军队的好样子。老百姓深有感触

地说，“还是当年的人民子弟兵”。

“只要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赢得最

广大人民衷心拥护，就能构筑起众志成

城的铜墙铁壁。”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

建军 90 周年大会上，习主席的话掷地有

声、感人肺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

代，人民军队将一以贯之地坚持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牢记为人民

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都做人民子弟兵，守护山河

无恙、人民幸福。

任
何
时
候
任
何
情
况
下
都
做
人
民
子
弟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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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训论战

“高高山上一棵蒿，胆大狸猫把虎

教。穿山跳涧都学会，老虎变脸吃狸猫。

狸猫一见事不好，打个箭步上树梢。”这是

寓言《狸猫教虎》所说的故事，狸猫只因比

老虎多一招上树的本领，才得以保全性

命。在小说《西游记》中，也有一段描述二

郎神杨戬大战孙悟空的情节：悟空变麻

雀，杨戬变雀鹰；悟空变大鹚老，杨戬变大

海鹤；悟空变鱼儿，杨戬变鱼鹰……在二

者斗智斗法中，杨戬之所以屡占上风，就

在于他能够紧盯孙悟空的变化，随机应

变、见招拆招，始终高其一招。

“战者争事也，兵争交，将争谋，将将

争机。”两军在战场上交锋，都要力争主

动，力避被动，但主动权究竟归谁所有，

并不完全取决于力量的优势，也在于多

一手控制战局的能力。战争实践反复证

明，作战对手“魔高一尺”，我反制对手必

须“道高一丈”。

陈毅元帅有一个著名的“比较优势

论”：“我们比战术是比不上人家的，如操

场动作，内务管理，战斗动作等。我们愈

往下比愈差，但愈往上比则愈强。如旅

以上战役组织比人家强，纵队更强，野战

司令部又更强，到统帅部的战略指导更

不知比他高明多少倍。”正是因为我们在

战争的关键性、决定性方面有了“愈往上

愈强”的这一手，才最终上演了一幕幕威

武雄壮的战争活剧。

未来信息化战场，情况更加复杂多

变，如果缺少“人有我新、人新我奇”的招

法，没有领先一步、高人一手的绝活儿，

肯定是要吃大亏的。拳击界有句名言：

战胜过的对手才是最可怕的，因为他对

你更了解。这也意味着，当年我们的手

下败将，现在可能正是研究我们最多的

军队。在这种情况下，要争取比对手多

一手，谈何容易？

近年来，我军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

变、对手之变，大力开展实战化训练，势

头强劲，但问题依然不少，尤其是在探索

“先敌一拍、高敌一筹、胜敌一招”方面还

有浮在表面的现象。有些强敌研究常常

是机械地拼凑信息，大而化之、难堪大

用；有些对抗演练常常是左手打右手，是

“自导自演”的虚对抗……显然，这样的

训练无论如何是出不了高手、练不出新

招的。将来一旦与强敌较量，必然会付

出沉重代价。

经验表明，指挥员谋划制敌之策，最

忌讳“行一事而立一法，寓一意而设一

机”。现代战争的联合性多变性残酷性，

要求我们每一次演练、每一场对抗都必

须把“绝招”与“备招”设足。既要有破敌

之术，也要有防破之法，一旦受制于人，

立即能“破彼之破”；既要准备好电脑，也

要准备好刺刀，一旦系统失灵，就能随时

与敌短兵相接；既要下好先手棋，也要留

好后手牌，一旦处于危局险局，也能够扭

转成胜局。

争取比对手多一手
■张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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