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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一首情深 的诗似海

（一）

“历史是国家与人类的传记。”当然，也是军

队的传记。

一支军队的名称往往最直接地体现着根本

性质，“饮其流者怀其源”，我们完全可以将此作

为读懂这部宏大叙事的导读。

走进时间深处的历史，总把脚印清晰地留

在路途中。人民军队诞生伊始，就用一个响亮

的名称确认着与工农大众不可分割的血脉——

中国工农红军。跨入这支军队的每一个军人，

也都在面对军旗的庄严宣誓中，承诺着红色基

因的传承。

1933年7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

军事委员会颁布了我军最早的军人誓词——《中

国工农红军誓词》，第一条写得分明：“我们是工

农的儿子……为着工农解放奋斗到底。”几十年

地覆天翻、风云际会，2018年新修订的《中国人

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试行）》的军人誓词里，新时

代革命军人赓续着前辈的铿锵之言、肺腑之誓：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薪尽火传，不知其尽。”这就叫不忘初心，

这就叫铁骨丹心。浴血奋战、坎坷征途，一部铁

血军史写尽悲壮与豪情，但也从来不曾缺少最

温情的篇章——人民与军队血浓于水、情深似

海的大爱挚情。

（二）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是亚里士多德提出

的著名哲学命题，也是对我军光荣传统和政治优

势的最好诠释——军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这支军队就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武装集团，这片土

地上的老百姓也决不再是一盘散沙。他们凝聚

在一起所产生的整体之伟力，能抵百万雄师，恰

如钢铁长城。

80余年前曾有一段风雨如晦的日子——日

本侵略者在中华大地屠城略地、白刃喋血。然

而，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却在延

安窑洞前的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淡定自若地演讲

着《论持久战》，并通过21个问题的提出与解答，

向世界预告中国抗日战争“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

出空前伟大的一幕”，其核心依据就是那个著名

的论断：“兵民是胜利之本。”

文以载道，武亦载道。从这场持久战到新中

国的建立，中国军民用革命战争的胜利证实着革

命理论的胜利。

透过历史的断面，我们能获得更加透彻的视

野。一笔账目几多感悟——淮海战役胜利后，我

军尚余军粮约5亿斤。而在整个战役中，部队消

耗军粮也是5亿斤。这就意味着，我军还有能力

接着再打一场淮海战役。这无疑是个令人怦然

心动的天文数字——在它背后，是还处于极度贫

困中的解放区人民无怨无悔的勒紧裤带，不畏枪

林弹雨的英勇支前——这数字讲透了一个天大

的道理：什么是民心所向、民意所归、民力所聚。

史载：民国年间，中国大地上竟然出现过

1400多个大小军阀的队伍。中国百姓在对他们

的认知框架中，无一例外地选择拒绝与排斥。新

型人民军队的诞生，彻底改写了兵民关系的历

史。“鱼水情”“子弟兵”，人们用这些家常口语般的

表述与称呼，重新定义和评价着这支人民军队。

（三）

上海市民认识解放军，是他们亲眼看到刚刚

解放了大上海的十万大军，为了不扰民，在夜风

中相依御寒、露宿街头。

锦州百姓认识解放军，是辽沈战役中，嘴唇

干渴的战士们在苹果园里不吃一个苹果——树

上的一个没摘，地上的一个没捡。

青岛人民认识解放军，是进驻寺庙的部队严

格执行宗教政策，不用庙里的锅灶做饭，战斗之

后干嚼生米。

新中国成立后，“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人民军

队，奉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创

造着新的历史。

一声令下，那支诞生于井冈山、壮大在南泥

湾的部队，含泪脱下军装，亦兵亦民，担负起保卫

和建设新疆的两副重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任务是屯垦戍边，但未忘却“不与民争利”的爱民

宗旨。他们在风沙最大最艰苦的地区，既当战斗

队、生产队，又当工作队、宣传队，用剑与犁的交

响，豪唱军与民的战歌，让昔日的沙漠良田连畴

接陇，让曾经的戈壁沃野流韵、年丰岁稔。

共和国创业初期百废待兴，西藏的发展更是

举步维艰。1950年，我军开始刘伯承元帅所言的

“第二次长征”——向着西藏大进军、大修路，并终

以平均一公里路有一名战士献出生命的代价，在

世界屋脊创造了世界奇迹。当“金珠玛米”这个美

丽的称呼第一次在西藏传颂时，这片地球之巅的

神奇雪域，也出现了一个个闪烁着宝石般光彩的

“第一”——第一座发电站、第一个机场、第一家医

院、第一间工厂……

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先遣小分队在原始森林

里走了7天7夜，翻越高黎贡山进入独龙江，寻找

到人口仅剩2300余人的独龙族人，帮助他们实

现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

跨越。边疆人民的心，纯似水晶、美如诗歌。为

了铭记这段历史，“八一”从此也成为当地少数

民族群众的节日，每逢此日，他们以美酒庆贺、以

歌舞赞颂。

史家有言：“国将兴，听于民。”人民口碑，衡

量着一支军队的政治品格；群众之心，则是对一

支军队为国为民牺牲奉献的温暖回应。

（四）

不久前的8月27日，是武警四川总队战士龙

家利24岁的生日。就在这一天，他牺牲在汶川

特大山洪泥石流抢险救援的战场。

这个令人悲痛的时间当然是个巧合，然而，

在人民需要的时刻以命相搏、迎险逆行，却是每

一名军人的必然选择。

惊涛拍岸，激荡英雄胆；山崩于前，挥戈壮士

行。当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遭受威胁之时，正是人

民子弟兵投入一场场殊死之战的时刻——

1998年，长江、松花江、嫩江全流域型特大洪

水同时发生，29个省市自治区受到洪魔南北夹击。

人民解放军展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投入兵力最多

的抗洪之战，30万大军横槊奋起，激战“三江”。

2008年，汶川遭遇“5·12”特大地震。英国

科学家波力奥曾在《理解灾害》中写道：“地球主

要以地震等自然形式来表现它的力量。”人类当

然远没达到战胜自然的阶段，但13万救灾大军

却雷霆出击、以命搏命，创造出载入民族精神谱

系的伟大抗震精神。

1988年，在云南的抗震救灾中，边疆人民发出

“解放军来了人心定”的肺腑感慨。抗击冰雪、扑

灭大火、搏击台风、决战洪峰……几十年间，无论

面临什么样的灾害，这句话始终是人民群众的期

待与召唤，也是人民军队义无反顾的责任与担当。

“生则天下歌，死则四海哭。”胜利的喜悦难

掩凛冽的悲壮。危急时刻，青春与生命是军人向

人民交出的最有尊严的答卷——“抗洪英雄”李

向群20岁的青春铸入抗洪大堤，作为全军英模

挂像伴随着我们的强军梦；19位舍生忘死的救

灾部队官兵，牺牲在军人的节日——八一建军

节，纪念碑耸立在长江之侧，倾听大江日夜流；汶

川抗震救灾中，邱光华英雄机组5位烈士，雄鹰

折翼、远翔不归……

历史是生命的聚散也是精神的聚光。行文

至此，康德的一句话伴泪而涌：“崇高超越了美，

是对我们惯常认知的一种震动。”

（五）

“没有一朵玫瑰，能比赠花之人的面庞更

美。”

喜欢这句诗，是因为它是一位贫困地区的学

校老师，摘抄送给奋战在扶贫一线部队官兵的。

数字有时并不枯燥——党的十八大以来，人

民军队把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共

定点帮扶4100个贫困村、29.3万个贫困户、92.4

万名贫困群众。

是的，在那些摆脱贫困之忧、步入小康的人

民群众眼中，我们的子弟兵岂能不美？

“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这是古代思想

家王阳明的理想。在“军民团结如一人”的中国，

这片热土上展现的美好与收获远不止这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人们耳熟能详的国家

重大工程几乎都有人民军队的参与。大庆油田、

三峡工程、成昆铁路、大亚湾核电站……

西部大开发，人民军队当仁不让成为主力

军，为西部培养各类人才百万之众，承担科研课

题研究和转让科技成果上千……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而军民团结是

永远绽放的光荣之花。

有一则新闻如葳蕤春色入毫楮——去年，党

和政府开始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

“光荣之家”牌匾。光荣高悬于门庭，彰显着一个

国家的褒奖，骄傲着一支军队的殊荣。

让光荣的回忆成为历史思考，让伟大的时代

见证强军征途。人民解放军战无不胜的历史，每

一页都大写着两个字——人民；每一章都挥洒着

豪迈的诗情——“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

■郑蜀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