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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足迹

音乐无国界，歌声传友谊。8 月 27

日晚，长城脚下，武警特警学院礼堂内灯

火通明。由武警军乐团与武警男声合唱

团联袂打造的“长城-2024”反恐国际论

坛——“胜利号角”交响合唱音乐会在这

里举行。

悠扬钟声响起，舞台渐亮，指挥展臂

一挥，管乐齐鸣，旋律高昂。开场管乐合

奏《五声神韵》的民族旋律，穿透剧场，激

荡人心。该曲是一部中国民歌主题集成

的联奏作品，以 6 首颇具代表性的中国

民歌精品，按照宫、商、角、徵、羽调式排

列展现。观众在音乐会一开场，就感受

到浓郁的东方艺术魅力，现场掌声如雷。

燕山古长城，明月耀神州。来自 50

余个国家的 170 余名外方代表及 150 余

名中方代表，齐聚一堂，共享音乐盛宴。

演出共分“民族之声”“友谊之树”

“砺兵之颂”3 个篇章。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音乐会为观众

呈现了极具民族风情的中外曲目。曲目

《天路》经过重新编配，军乐管乐与男声

合唱巧妙结合，让老歌焕发新光彩。世

界知名民歌《我的太阳》以合唱与乐队演

奏形式展现，令人耳目一新。无伴奏合

唱《非洲之声》来自非洲祖鲁族民歌，具

有鲜明的非洲风情和舞曲风格。合唱队

员唱中带演，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与会代表们是为凝聚共识、加强交

流、携手合作而来。“团结”“友谊”成为音

乐会的关键词。男声合唱《友谊地久天

长》以人们熟悉的旋律，让现场代表们倍

感温暖。女声独唱《一带一路歌》彰显和

平、发展、合作的理念，展现开放包容、互

利共赢的精神内涵……

此外，音乐会突出了军队特色。管

乐合奏《砺兵》以强烈感染力，充分展示

管乐魅力。该曲以大筛锣和雷板模拟

炸雷、风暴声，艺术呈现中国军人挥汗

如 雨 、厉 兵 秣 马 的 训 练 场 景 ，令 人 震

撼。尾声《强军有我》旋律阳刚大气、激

情豪迈。在全场官兵合唱声中，演出落

下帷幕。

下图：音乐会现场。 作者提供

“胜利号角”在长城脚下奏响
■漆 锡

北 宋 时 期 ，边 患 严 重 ，战 乱 频

发 。 在 与 辽 、西 夏 、金 等 的 军 事 较 量

中，北宋屡屡败北而深陷内外交困的

窘境。这让许多有识之士甚为忧虑，

从 而 对 战 与 和 、用 兵 、选 将 等 问 题 多

有时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兵学

论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使得宋代成

为 中 国 传 统 兵 学 发 展 的 一 个 高 峰

期。身为武学博士的何去非虽“以儒

业起家”，但有感于现实忧患，博览群

书而力究兵学，由此创作了《备论》一

书 ，后 人 称 之 为《何 博 士 备 论》。 书

中，何去非以史为鉴，痛击时弊，希望

统治者能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加强武

备 ，提 高 军 队 战 斗 力 ，从 而 改 变 内 外

交困的现状。

《何博士备论》通行版本共 27 篇，

总结了自战国至五代时期著名军事行

动的胜败规律，剖析朝代兴衰之因，评

述了 20 余位著名军事历史人物的用兵

得失，旨在获取蕴藏其中的历史经验。

综 合 来 看 ，该 书 为“ 评 论 古 人 用 兵 之

作”，评述王朝兴废成败时论点精辟，点

评军事人物用兵得失时不囿旧说，特色

鲜明，引人入胜。

对于战争以及如何认识战争，中国

古代兵家在诸多相关军事著作中，围绕

战争性质、规律和指导原则都进行过深

入探讨，如《孙子》《吴子》《尉缭子》《六

韬》等。何去非在讨论著名战役和评价

军事人物的同时，也阐述了自己对战争

的独到认识。

何去非论兵重视“势”，认为是否举

兵（发动战争）、战争胜败乃至国家兴

亡，都在于“势”。“势”即客观形势、必然

趋势，如曹操所进行的官渡、徐州之战

是“于势不得不起者”（《魏论上》）。

我们以书中《汉武帝论》篇章，来

看该书的战争观。在开篇，何去非首

先立论：“兵有所必用，虽虞舜、太王之

不欲，固常举之；有所不必用，虽蚩尤、

秦皇之不厌，固当戢之。”这里“兵有所

必 用 ”和“ 有 所 不 必 用 ”，意 在 表 明 ，

“兵”即战争的发生，是由客观形势所

决定的，统治者对于战与不战的决策，

也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采取实事求

是的态度。

接着，何去非从西汉的一系列战

事，对此论进行了深入分析。汉高祖

刘邦起兵作战，从推翻秦朝统治、与项

羽争夺天下，到平定内部叛乱，战争延

续了 20 余年。后来，西汉施行了休养

生息政策。到武帝时，西汉“内无奸变

之臣，外无强逼之国”，只有匈奴造成

的边患。此时的西汉，国家富足，实力

已可与匈奴对抗。所以，汉武帝从政

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图制匈奴”，随

后发动了对匈奴长达数十年的战争，

收复两河之地，解决了匈奴所带来的

边 患 ，有 效 拓 展 了 西 汉 国 家 安 全 利

益。有人认为汉武帝是穷兵黩武、劳

民伤财。何去非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批

驳，认为“兵于人之国也，有以用而危，

亦有以不用而殆”，战或不战的利弊要

根据具体形势进行分析，不能简单地

肯定或否定。何去非指出，如果没有

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汉朝会世代被

匈奴所困扰，因此他高度褒扬了汉武

帝的功勋。这也呼应了何去非在开篇

所言的“兵有所必用”“有所不必用”的

战争观，即战或不战是由客观实际决

定的。

论史是为现实服务，以期古为今

用。何去非论汉初厌战和汉武帝反击

匈奴之战，是针对北宋与辽、西夏或战

或和的现实而感发。从当时的现实情

势来看，北宋自立国始就一直面临着复

杂周边形势，与辽、西夏的矛盾与斗争

直接影响着北宋国势发展。是选择战

争，还是和议，以及战和的利弊得失，北

宋各阶层都有针对性的讨论和倾向性

观点。何去非阐述对战争的认知，意在

告诫统治者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

析研判，作出正确抉择；判断准确，抉择

正确，才能使自己处于有利的战略地

位，从而趋利避害。

何去非在《备论》中围绕战争而探

讨的关于战争、智、谋以及作战等问题，

包含着丰富的军事战略思想，不仅具有

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多数依据历史经

验和战争实际总结得来，对后世兵家用

兵论战产生深远的影响。虽然该书有

些评论因历史局限性而有失恰当，但我

们可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当今国

防军队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宋代兵书《何博士备论》——

评论古人用兵 总结胜败规律
■褚宏霞

链 接

何去非（生卒年不详），字正通，北

宋浦城（今福建浦城）人。所著《何博

士备论》，自宋代至明代都曾刊行过。

对于该书卷数，由于版本和各家

书目著录有所不同，大致可分四卷本、

两卷本、不分卷本 3 种。当下《备论》

的存世版本有四库全书本、指海本、浦

城遗书本等。其中，明代穴研斋抄本

现收藏于北京图书馆，其有苏轼荐何

去非的两次奏状。

民宅、店铺、祖祠……在闽西，一座

座红色交通站遗址串点成线，构成了当

年“中央红色交通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见证了当年这条特殊战线上的风雨

沧桑。

1930 年，在周恩来同志积极筹划

下 ，中 共 中 央 同 各 地 红 军 、苏 区 之 间

的交通联系建立起来。其中，从上海

至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辗转 3000

多 公 里 ，水 陆 并 用 ，输 送 大 批 干 部 和

苏区紧缺物资，为中央苏区建设和反

“围剿”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

这条交通线被人们称为“中央红色交

通线”。

现今，福建省龙岩市共有 59 处“中

央红色交通线”旧址得以修缮，串联起

包括“八闽第一站”伯公凹、西溪赤寨

会议旧址等在内的闽西红色交通线，

成为当地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

地。前不久，我前往闽西，行走在这条

红色交通线上，重温那段可歌可泣的

革命斗争史，心中升腾起对革命前辈

的无限景仰。

上杭县太拔镇院田村，是一个有

着 700 多年历史的古村落，有 20 多座

古民居。其中的“爱吾庐”，是当年红

色 交 通 线 上 的 一 个 交 通 站 。“ 努 力 扩

红”“支持红军打胜仗”……如今，在这

座民居的大门上和二楼房间里，还留

存着数十条红军标语，向人们诉说着

那段难忘岁月。上杭县文物保护中心

的同志介绍：当年这个村，是远近闻名

的红色村；村里的很多家庭，不仅为红

色交通员打掩护、传信息，还把自己的

子弟送去当红军。

在上杭县溪口镇坑口村，有一座

名为“挹春堂”的清代古民居，也曾经

是一座红色交通站。屋外的泥土围墙

边，一盆种植在“鸡公碗”中的午时花

开得正艳。当年，这个“鸡公碗”还有

独特作用——联络暗语。如果碗在，

说明安全；如果不在，则说明有情况。

屋子的主人吴七利，当年就是一位交

通员。她家是开造纸铺子的，运送原

料、购买纸张的人多且杂，不易引起敌

人怀疑。当年，村民运送作为造纸原

料的竹子时，就把情报或运往苏区的

盐巴、药品等物资藏在竹筒里，再盖上

石灰作掩护。

吴七利的曾孙张亮福介绍，当年

挑选交通员的条件很严格，除了政治

坚定、机智灵活外，还要记忆力强；他

的曾祖母吴七利符合上述条件，工作

从未出过差错。

交通站除了位置隐蔽，还往往内

藏“机关”。红色交通线在闽境内的最

后一站，设在长汀县古城镇中街路 37

号 ，是 一 家 名 为“ 永 源 祥 ”的 杂 货 店 。

这家杂货店，从外表上看，与别家的杂

货店没有多大差别；但我们现在进入

店 里 面 ，就 会 发 现 店 内 前 后 共 有 6 扇

门。店主人余必胜说：爷爷余景年是

红色交通员，曾对家人讲，如果有人先

摸门板上的门洞，发出有规律的声音，

再敲门三下，即可开门；否则，绝不能

随便开门。

现在想来，这叩门声应该就是“接

头暗号”；屋内的 6 扇门，是遇到紧急情

况时，为确保交通员随时撤离而设置

的。在离开店铺时，余必胜还说：“当年

家里来过许多‘客人’，只有爷爷才能与

他们接触。爷爷从未向家人透露半点

信息。一切都是为了革命胜利。后来，

爷爷为我取了这个名字。”

在客家地区，“伯公”是当地人对土

地公的尊称，“伯公灯”常被客家人供奉

在伯公庙里。在闽西红色交通线上，

“伯公灯”有时就是信号灯。如果村里

遇 到 险 情 ，村 民 就 会 设 法 吹 灭“ 伯 公

灯”。交通员看到灯不亮，就会先让被

护送的同志退回山上隐藏；待灯被重新

点亮时，再带着他们进村。“伯公灯”又

是“引路灯”——“客人”看到它闪耀在

茫茫夜幕中，就仿佛看到了希望，代表

着可以很快到“家”了……

在那段艰苦乃至残酷的岁月里，龙

岩市城郊镇伯公凹村的红色交通员担

负着传送情报、运输物资、护送干部等

任务。不足 30 人的伯公凹，先后有 10

多人为革命献出宝贵的生命，其中包括

邹作仁“一门七英烈”……

当年，周恩来同志从上海秘密前

往 中 央 苏 区 ，曾 住 在 伯 公 凹 的 邹 家 。

他 得 知 邹 家 房 子 不 久 前 被 敌 人 烧 毁

后，拿出三块银元交给邹家媳妇赖三

妹，让她贴补家用。事后，赖三妹得知

那天的“客人”是周恩来，便把这三块

银元珍藏起来。如今，邹家后代将这

三块银元无偿捐赠给了龙岩市永定区

博物馆。

闽西红色交通线，从 1930 年建立

到 1934 年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从未中

断。革命群众用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掩护了 200 多位干部安全转移到中央

苏 区 ，运 送 6000 多 担 物 资 ，传 递 大 量

情报，被称为“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

航线”。

今天，重走这条红色交通线，亲身

体验穿密林、对暗号、传情报的过程，对

革命先辈机智勇敢的事迹更加敬佩。

这条红色交通线，蜿蜒在闽西的崇山峻

岭中，也延伸铺展在我的心中。

重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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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记

褚宏霞，工作于军事科学院战争

研究院，主要从事中国历代军事史和

军事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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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摘登

下文为《何博士备论》中《汉武帝

论》关于战争认知的原文片段，供读者

参阅。

兵 有 所 必 用 ，虽 虞 舜 [1]、太 王 之

不 欲 ，固 常 举 之 ；有 所 不 必 用 ，虽 蚩

尤 、秦 皇 之 不 厌 ，固 当 戢 [2]之 。 古 之

人 君 ，有 忘 战 而 恶 兵 ，其 敝 [3]天 下 皆

得以陵[4]之，故其势蹙[5]于弱而不能

振 ；有 乐 战 而 穷 兵 ，其 敝 天 下 皆 得 以

乘[6]之，故其势蹙于强而不知屈。然

则，兵于人之国也，有以用而危，亦有

以不用而殆[7]矣。

西 汉 之 兴 ，历 五 君 [8] 而 至 于 孝

武。自高帝之起匹夫，诛强秦、蹙暴楚，

已而平反乱，征不服，迄终其世，而天下

伏尸流血者二十余年。吕后、惠、文，乘

天下初定，与民休息，深持柔仁不拔之

德。其于兵也，固惮言而厌用之也，可

谓知天下之势矣。

……孝武帝以雄才大略，承三世涵

育之泽，知夫天下之势将就强而不振，

所当济之以威强而抗武节之时也。方

是时也，内无奸变之臣，外无强逼之国，

而世为汉患者独匈奴耳。

……孝景之世，其所以悦奉之情与

夫遗给之数又加至矣。然其寇侵之暴，

纷然其不止也。由是观之，汉之于匈

奴，非深惩而大治之，则其为后患也，可

胜备哉？

是以孝武抗其英特之气，选待习

骑，择命将帅，先发而昌诛[9]之。盖师

行 十 年 ，斩 刈 殆 尽 ，名 王 贵 人 俘 获 百

数，单于捧首穷遁漠北，遂收两河[10]

之地而郡属之。刷四世之侵辱，遗后

嗣之安强。至于宣、元、成、哀之世，单

于顿颡[11]臣顺，谒期听令以朝，位次

比内诸侯。虽曰劳师匮财，而功烈之

被远矣。

注释：

[1]虞舜：即舜，我国上古传说中的

部落联盟领袖，“三皇五帝”之一。

[2]戢：收藏、禁止。

[3]敝：困、败。

[4]陵：欺侮。

[5]蹙：穷迫，紧迫。

[6]乘：战胜。

[7]殆：危亡。

[8]五君：汉高祖刘邦、汉惠帝刘盈、

汉高后吕雉、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

[9]昌诛：大规模讨伐。

[10]两河：战国、秦、汉时，黄河自

今河南省武陟县东北流经山东省西北

隅折北，至河北省沧县东北入海，略呈

南北流向，与上游今山西、陕西间的北

南流向一段东西相对，古人因此将其合

称两河。

[11]顿颡：屈膝下拜，以额角触地，

多表示请罪或投降。

艺术舞台

“ 奋 斗 征 程 奏 凯 歌 ，改 革 强 军 硕

果 多 ；部 队 变 化 有 很 多 ，我 们 两 个 谁

先 说 ……”8 月下旬，空军某部野外训

练场上，官兵围坐在一起，观看文化服

务小分队送来的精彩演出。伴随着清

脆的快板声，一段风趣幽默、通俗易懂

的快板书赢得官兵热烈掌声。

“用官兵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动理

论学习走深走实。”该部政治工作部领

导介绍，今年他们按照“理论+文艺”理

念，邀请专家教授、文艺骨干组成文化

服务小分队，通过走进一线上课、座谈

释疑、融合文艺表演等方式，创新理论

宣讲形式，受到官兵欢迎。

“就像跳伞时，离机角度、空中操

控和着陆姿态都不能有偏差，学习理

论也是为了找准方向，让我们的人生

航向没有偏差……”某跳伞训练场上，

授课专家马绍俊的生动讲述让官兵印

象深刻。

某部二级上士李杰说：“文化服务

小分队用喜闻乐见的形式和生动鲜活

的事例阐释要义、答疑解惑，很能引起

大家的共鸣。”

“ 科 技 练 兵 看 我 的 ，‘ 智 ’胜 未 来

新 疆 场 ……”某 野 外 训 练 场 ，小 分 队

带 来 歌 伴 舞《从 这 里 走 向 战 场》。 现

场 不 少 官 兵 自 发 打 起 拍 子 、跟 着 和

唱，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在服务过

程中，该小分队编排相声、小品、诗朗

诵等文艺节目，将理论学习要点融入

其中，寓教于乐。

理论文艺相融合，寓教于乐传薪

火。连日来，该文化服务小分队深入

20 余个基层单位进行巡演。他们紧贴

官兵工作生活实际，着力把理论观点解

读准、阐释透，助力官兵以更加饱满的

精神状态投身练兵备战。

空军某部以“理论+文艺”理念创新理论宣讲形式——

寓教于乐传薪火
■本报特约记者 戚勇强

基层文化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