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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上战靴，踏平刀山与火海；热血

男儿，有种酷与生俱来……”新创军歌《决

胜》自亮相甲辰龙年央视春晚以来，以其

阳刚雄浑的气势、铿锵有力的旋律受到军

内外观众好评。“‘燃’出了精气神，帅出了

安全感”“最新强军战歌”“春晚最热血的

节 目 ”“ 中 国 军 人 ，有 你 们 在 ，人 民 放

心”……视频播放时的一条条弹幕，诉说

着观众心声，也引发着我们的思考。

这首军歌由军事文艺工作者陈道斌

作词、王喆作曲，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

艺轻骑队和 66477 部队官兵激情唱响。

它何以能迅速引发关注？我想，直接原

因在于军旅艺术尤其是优秀军歌的艺术

感染力，更深层次原因在于一字一句的

背后，是过往历史与无数事实，累积出中

国人民对人民子弟兵的信赖与支持、信

心与骄傲。春晚舞台上，人民子弟兵持

枪演唱的飒爽英姿，背景视频中出现新

式战机、坦克、潜艇等武器装备，还有抢

滩登陆、导弹齐射等壮观场面，都令人热

血沸腾。《决胜》所展现的我军官兵崭新

风貌和昂扬斗志，让人们为之振奋、为之

鼓舞。

“当接到创作任务时，我首先想的就

是如何在万家团圆的夜晚，尤其在央视

春晚这个万众瞩目的舞台上，展现人民

军队风采。我的耳旁回响起边防战士那

句铿锵的誓言，‘边关有我在，祖国请放

心’。”陈道斌说，“我们靠什么让祖国和

人民放心？那就是锤炼过硬本领、满怀

必胜勇气、敢于决战决胜。”以这一点作

为创作切入点，陈道斌赋予了《决胜》歌

词坚定无畏、阳刚正气的情感色调。

“穿上战靴，踏平刀山与火海”“身着

迷彩，穿越丛林与沙漠”“出膛子弹，是我

冲锋的姿态”，歌曲开篇，便是一幅幅热

血 练 兵 画 面 。 歌 词 ，是 高 度 凝 练 的 艺

术。字面所展露的只是冰山一角，由此

延 伸 的 回 忆 和 想 象 ，是 其 真 正 魅 力 所

在。“战靴”“迷彩”“子弹”，都是浓缩着

战 斗 生 活 的 经 典 意 象 ，给 人 以 无 尽 想

象。在具象化描绘新时代革命军人战

斗风采后，创作者笔锋一转，自然而然

地转入抒情，“使命在肩，忠诚是我的告

白；壮志满怀，我们永不言败”。战旗上

飞扬的是清澈的爱，军歌里嘹亮的是矢

志 不 渝 的 忠 诚 。 人 民 子 弟 兵“ 强 军 有

我”的光荣自豪、逐梦疆场决胜未来的

自信豪迈，随之扑面而来，让听众为之

激情澎湃。

过去几年，作曲家王喆曾与陈道斌

合作创作了《请放心吧！祖国》等多首

军歌。两位军事文艺工作者有着共同

的追求——用音乐抒发强军豪情、展现

练兵风采、鼓舞兵心士气。王喆在拿到

歌词后，用激昂的曲调，强化了《决胜》

“ 燃 ”的 气 质 。 音 乐 ，是 跨 越 时 空 的 共

鸣。那鼓荡在创作者心海的浪潮，翻飞

成 饱 含 激 情 的 音 符 ，拨 动 着 听 众 的 心

弦。磅礴的气势、澎湃的力量、勃发的

斗志，都在干净利落的旋律间萌发、绽

放。当春晚舞台上不到 3 分半时间的表

演结束，这首军歌已然开启了全新的生

命 —— 四 四 拍 的 节 奏 、易 学 易 唱 的 曲

调、朗朗上口的歌词，使这首队列歌曲

很快在不少基层官兵中传唱开来。

“强军有我，光荣豪迈；逐梦疆场，

我们决胜未来……”在绕梁的余音里，

我收获着绵绵不绝的感动。我感动于

使 命 在 肩 的 疆 场 ，也 是 年 轻 官 兵 逐 梦

圆梦的天地。我感动于枕戈以待的捍

卫中，有攥指成拳、合力铸剑的联合融

合，每一个“我”的背后，都有坚定不移

的“ 我 们 ”。 我 感 动 于 决 胜 的 舞 台 ，延

伸向了更远的未来。当军歌《决胜》的

歌声，从春晚舞台传遍大江南北、长城

内外，我听见强军的脚步愈发铿锵。

上图：军歌《决胜》在 2024年央视春

晚舞台上亮相，广受观众好评。图为演

出剧照。 谢 风提供

新创军歌《决胜》——

热血诠释阳刚美
■洪莉平

中国古典兵书有一种很重要的传

统，就是对军事的讨论不局限于军事

本身，而是将军事作为国家治理的一

部分、将军事战略作为国家战略的一

部分进行考量。这种传统自“百代谈

兵之祖”《孙子兵法》即已有之，唐中叶

李筌所著兵书《太白阴经》同样继承了

这一传统。《太白阴经》又称《神机制敌

太白阴经》。作为一部军事百科全书

类的著作，它对今天最具启示意义的，

当属其立足于朴素辩证法的国家战略

艺术。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将战

争艺术作了狭义与广义的区分。狭义

的战争艺术等同于作战方法，广义的

战争艺术则包括军队组织、装备训练

等一切为了战争而存在的各种活动。

按照这一标准，《太白阴经》10 卷 100 篇

内容中，大部分都可以被归为广义的

战 争 艺 术 。 尤 其 是 首 卷《人 谋 上》中

《主有道德》《国有富强》《贤有遇时》

《将有智谋》等诸篇，更是站在国家全

局 的 角 度 ，全 盘 考 虑 国 家 大 战 略 问

题 。 这 种 整 体 思 维 ，不 仅 是《太 白 阴

经》的特点，更是中国军事哲学的传统

优势所在。

《太白阴经》之所以从国家大战略

的角度、以整体思维思考战争问题，原

因在于战争作为一种复杂现象，决定

其结果的因素，除军事手段外，更重要

的 在 于 其 背 后 非 军 事 手 段 的 长 期 较

量。《太白阴经》关注战争时期的暴力

斗 争 ，也 关 注 和 平 时 期 的 非 暴 力 斗

争。该书将决定战争结果的因素分为

天、地、人三个层面。书中指出，天时

是“敌国有水旱灾害、虫蝗霜雹荒乱之

天时”，而不是在战争中乞灵于鬼神；

认为地理条件对战争有重要影响，但

决定不了战争结果，也决定不了人民

的秉性勇怯。

李筌认为，天时、地利都是影响战

争结果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

素；真正决定战争结果的是人谋。这

里的人谋，指所有通过人的后天努力

可以改变的因素，包括政治、经济、人

才选拔、谋划、情报等。具体而言，在

政治层面，《太白阴经》认为只有遵循

道德仁义观念的“正义之师”，才能获

得最终胜利。因为兵凶战危，需要以

道德忠信为指导，以救乱除害为目标；

如果不修道德，虽然短期内可以取得

胜利，但无法长久维持。政治上的正

义是军事胜利的前提，经济上的富足

是军事胜利的基础。该书认为，欲强

兵先足食，欲足食必劝农。但它并没

有陷入重农抑商、耕战立国的窠臼中，

而是承认商业带来的经济繁荣与财富

积累。

在军队建设层面，《太白阴经》主

要强调选贤任能与练兵不辍。人才可

分为“通才”与“偏才”两类。通才“可

以为大将军矣”，但现实中更多的人才

应被归为偏才一类，在其擅长的领域

同样可以发挥作用。另外，国家在和

平时期也要治兵振旅，加强军队建设，

增强国防实力。选才与练兵都要以赏

罚 制 度 作 为 保 障 ，恩 威 并 施 ，公 正 无

私，以此达到“赏一功而千万人悦，刑

一罪而千万人慎”的效果。

在作战指导领域，《太白阴经》更

是以辩证法的思路，贯彻重视“人谋”

的思想。李筌继承了老子“以正治国，

以奇用兵”的思想，在国家战略层面推

崇道德仁义，但在战争中则主张以谋

略取胜。他认为，施展谋略的具体手

段可以多种多样，要充分运用这些手

段调动敌人，以暴露其破绽，塑造对我

有利态势；当战机出现，就“避人之长，

攻人之短”，取得战争胜利。

总的来说，《太白阴经》追求的，是

在和平时期发展国力和军力，并在战

争时期充分发挥力量优势，以达到全

面和长久的胜利。李筌曾为《孙子兵

法》作注，深谙孙子军事哲学。《太白阴

经》所反映的这种观念与孙子“胜兵先

胜而后求战”的警句一脉相承，也对今

天我们理解和研究“大战略”理论提供

了 启 示 。 更 难 能 可 贵 的 是 ，《太 白 阴

经》并没有陷入“强大者必胜，小弱者

必亡”的机械唯物主义陷阱，而是以朴

素的辩证法、以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

国家间实力对比。书中指出，国家与

军队的强弱不是一成不变的，其中的

关键因素就在于人谋。如果一国实施

符合实际且行之有效的政略战略，发

挥本国优势，调动生产者积极性，是可

以实现由弱转强的；反之，即使拥有大

量财富，如果运用不当，国家也会由强

转弱。这也是对孙子“先为不可胜，以

待敌之可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当前，外部势力对中国的战略制

衡增强，中国应对风险挑战的压力更

大。对中国而言，需要做好长期战略

规划，保持战略定力，同时不断提升综

合国力与战略实力，在经济、科技、军

队建设、武器装备等领域补足短板、强

化优势。《太白阴经》等中国传统兵书

仍有其生命力，并将在助力我们打造

具有中华文明特性的战略思想体系等

方面发挥作用。

汲
取
﹃
大
战
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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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

■
孙
大
坤

《太 白 阴 经》的 具 体 成 书 时 间 不

详，当不早于 763 年。现存最完善的版

本为钱熙祚《守山阁丛书》本，商务印

书馆《丛书集成初编》及解放军出版社

《中 国 兵 书 集 成》所 收 录 的《太 白 阴

经》，都是据此为底本影印。

当代对该书的研究，以张文才的

系列著作最具代表性，包括《太白阴经

全 解》《太 白 阴 经 新 说》《太 白 阴 经 解

说》等。另外，还有任继愈《李筌的唯

物主义观点和军事辩证法思想》、岑仲

勉《跋敦煌抄本唐人作品两种》、唐长

孺《跋唐天宝七载封北岳恒山安天王

铭》、孙继民《李筌〈太白阴经〉琐见》、

陈亚如《〈太白阴经〉对于中国兵法之

贡献》及日本学者汤浅邦弘《〈太白阴

经〉的兵学思想》等论文，对作者李筌

的生平及《太白阴经》的成书时间、版

本流传、军事思想、史料价值等方面，

进行了考证和论述。 （孙大坤辑）

河南省光山县砖桥镇有一处宝贵的

红色资源——“王大湾会议”会址。会址

为清代建筑，融鄂豫皖三省建筑特点于

一体，是一处典雅别致的民居群。阳光

灿 烂 的 初 春 ，我 来 到 这 处 红 色 旧 址 参

观。听着讲解员的介绍，看着那一件件

文物，我的思绪仿佛走向历史的深处，走

进那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

1947 年夏天，刘邓大军遵照党中央

命令，千里长驱，挺进大别山，揭开了人

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

序幕。一路长途跋涉、昼夜兼程，进入

大别山后，部队遭遇敌人重兵追堵、水

土不服、路况不熟、给养不足等诸多困

难 。 少 数 官 兵 有 了 畏 难 情 绪 ，士 气 低

落、纪律松散，甚至有个别人偷拿群众

物品。部队迫切需要整顿思想，严明纪

律。9 月底，部队强渡汝河后，进行短暂

休整，刘伯承、邓小平及时召开了重要

的王大湾会议。

如今的会议旧址，静谧安详，来参观

的人们神情庄重、脚步轻轻。其实，当年

这里曾发生过一场火药味极浓的思想交

锋。那一天，一向性格温和的刘伯承司

令员讲话很严厉：“1 个月来，付出了点

代价，就仿佛革命没了前途了，这些同志

是目光短浅！”

会上，刘伯承、邓小平严肃批评了部

队存在的错误思想，让与会者受到深深

震撼。这次会议着重整风肃纪，及时纠

正了当时部队存在的纪律松弛、作风涣

散等问题，使部队很快凝聚了军心、鼓起

了斗志、赢得了民心。

“军纪者，军队之命脉也。”我军历来

以纪律严明闻名于世。在我军建设初

期，毛泽东同志就为我军制定了“行动听

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

归公”的三项纪律和“上门板、捆铺草、说

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

西要赔”的六项注意，后来发展成为著名

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无论是

部队出发时的纪律教育，还是征途中“王

大湾会议”专题研究纪律问题，都对纪律

强调得极细、抓得极严，尤其重视群众纪

律。部队每次出发前，邓小平一定要派

人问一问，司令部借住的农舍门板上好

没有、水缸挑满没有、稻草捆好没有。刘

邓大军在大别山留下了许多遵纪爱民的

感人故事。李德生将军在《李德生征程

忆怀》一书中，就讲过其中一个故事：一

天夜里，下着大雨。有一个班的战士在

老乡屋檐下过夜。战士们浑身淋湿，冷

得发抖，但没有一个人违反纪律，到天亮

也没有进屋。

“慈不掌兵”是一句广为流传的统兵

古训，其意兵无令不行，将无威则乱，故

掌兵者，必威大于慈。刘伯承、邓小平治

军甚严、绝不含糊。当时司令部警卫团

一名副连长，从一个店铺拿走了花布和

粉条，被公开执行枪毙。对此，有人不理

解，也有人为之求情。但这种近乎严酷

的做法，反映的却是深刻的道理：只有严

格执行纪律，纪律才有意义；只有严明军

纪，才能争取群众；只有争取群众，才能

赢得胜利。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把纪律挺在

前面，在“王大湾会议”进一步严明军纪

后，各级坚持不懈抓纪律、正作风。于

是，部队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很

快在大别山站住脚。当地老百姓积极主

动为部队带路、提供军粮、照顾伤员、协

助侦察敌情……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坚

决维护群众的利益，这样的军队必然能

汇聚起“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力量，不断

从胜利走向胜利。

“纪律好，如坚壁”。对于一支军队

来说，纪律是克敌制胜的战斗力、内部

团结的凝聚力、防止思想受侵蚀的抵御

力；对于一个人来说，遵规守纪体现政

治荣誉、党性觉悟、人格魅力。今天，我

们踏上新征程，作风建设仍在路上。越

是环境复杂、任务紧迫，越要从严治军、

从严执纪，让纪律“生威”“带电”，方能

凝聚起无坚不摧的战斗力。这正是“王

大湾会议”留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王大湾会议”旧址沉思
■向贤彪

《太白阴经》又称《神机制敌太白阴

经》，成书于社会剧烈动荡的中唐时期，

卷帙完整，别具特色，是唐代少数保存

完整、幸存至今的珍贵兵书。作者李

筌在继承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唐代

以前诸多兵家思想观点基础上，深入

总结了唐代以前历代军事与战争实践

的经验教训，提出富有创新和哲理的军

事原则，形成了这部综合性兵书。

李筌在新旧《唐书》中均无传记，他

的生卒年代和具体经历无从确考。但

根据现有文献判断，李筌生卒年代约在

713 年到 779 年之间，曾任荆南节度判

官、邓州刺史等职。他兵学著作颇丰，

文献对其书目多有记载，如《太白阴经》

《阃外春秋》《中台志》《六壬大玉帐歌》

等。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他的作

品除了《太白阴经》完整传世外，《阃外

春秋》仅有敦煌遗书残卷，其他著作多

已佚失。李筌任职期间，正值唐朝爆发

安史之乱前后。他任职所处的荆南、邓

州等地，长期处于唐朝廷、藩镇大军与

安史叛军鏖战拉锯的前沿。对于历任

当地主要职官的李筌而言，当时面对的

军事压力可想而知，或许这正是成就其

杰出兵学成就的催化剂。

古代星相学认为太白星主兵，主

军戎杀伐之事，多用来比喻军事，该书

书名因此而来。《太白阴经》最早见于

唐末五代著名道士杜光庭《神仙感遇

传》之 中 ，后 来 北 宋 的《新 唐 书·艺 文

志》、元代的《宋史·艺文志》都著录有

该书。明代万历年间，藏书家毛晋将

手抄本《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存入汲古

阁丛书，此后该书也以《神机制敌太白

阴经》之名流传于世。

该书是一部博采众家之长，融道、

儒、兵家之说为一体的兵学论著。清

代《四库全书》中评价此书“先言‘主有

道德’，后言‘国有富强’，内外兼修，可

谓持平之论”。其内容丰富，对谋略、

治军、选将、用兵、战具、通信、行军、宿

营、战阵、军用文书、军医等多方面内

容，都有涉及。它保存了部分今已失

传的唐代兵书内容，包括丰富的唐代

军事制度和科学技术的珍贵资料，具

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军事百科全书

式编纂思路，也深刻影响了后世兵书

的创作。值得一提的是，该书首次把

“人马医护”“武器装备”“军仪典制”以

及“古代方术”等内容系统地纳入兵书

范围。该书还详细记载了军中各类伤

病及其医疗方法，开列了治疗马坠折、

金疮伤等战伤的药方，堪称最早的“军

事医药全书”。

书中反映了李筌在战争问题上的

朴素唯物史观与辩证法思想。该书强

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战争胜败决

定于“人谋”而不靠阴阳鬼神，并在《人

谋 上》篇 中 ，专 题 论 述 将 帅 和 军 队 的

“勇怯”问题，这在唐代以前是比较罕

见 的 。 该 书 体 现 了 军 事 哲 学 的 辩 证

法 。 比 如 ，李 筌 认 为“ 旗 帜 金 革 依 于

形，智谋计事依于神。战胜攻取，形之

事，而用在神；虚实变化，神之功，而用

在形”，阐明了“形神”二者相辅相成的

辩证关系。这是对孙子关于“形论”思

想的新发展。

《太白阴经》不仅是中国古代兵学

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兵书，也是中国古

代 哲 学 发 展 史 上 一 部 值 得 肯 定 的 著

作。它提出并建立了较为系统的军事

伦理思想体系，如“先文德而后伐战”的

战争伦理观、“贵和重人”的治军原则、

崇智善谋的将帅修养论、赏罚必信的军

队管理思想等，不仅影响了中国军事伦

理思想的发展，而且对于我军当代军事

思想创新仍具现实借鉴意义。

《太白阴经》——

博采众长 内外兼修
■李 文

孙大坤，工作于军事科学院战

争研究院，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历

代军事思想、中国古代军事史。

其人其书

佳作赏析

链 接

作者小记

扫描二维码，听军歌《决胜》

音频提供：王 喆

二维码制作：魏晓妹

●

●

《
太
白
阴
经
》
剪
影
。

资
料
图
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