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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旅点滴

窗外的灯都熄灭了，喧嚣一整天的

城市也渐渐安静下来，微凉的夜风拂

过稀稀疏疏的树林，时而传来几声车

鸣。我坐在电脑前，一字一句地写着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和

红十军团缔造者方志敏的故事，重温一

个个可歌可泣的历史瞬间，感悟今天一

切的来之不易，更加缅怀那些“最早醒

来却又最先离去”的革命先烈。

革命先烈，如同永不陨落的星辰，

照亮了夜空，照亮了大地，也照亮了中

华民族复兴的道路。

一

江西省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方志

敏故居厅房正中墙上，挂着一副青年时

期的方志敏自撰的楹联：“心有三爱，奇

书骏马佳山水；园栽四物，苍松翠竹洁

梅兰。”他把祖国比母亲，爱祖国的“佳

山水”，以高洁的松竹梅兰自励。

我从中感受到方志敏炽热的情感：

“一个伟大的革命家，首先是一个伟大

的爱国者，他们的‘主义’不是空洞的理

论，而是建筑在伟大的爱国感情上。”

只有深入了解旧中国的苦难，才能

真正读懂方志敏不惜用鲜血和生命去

追求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多么来

之不易。

那时的中国，战乱频仍、生灵涂炭，

山河破碎、满目疮痍，中华民族遭受了

前所未有的苦难；那时的中国，国势衰

微、租界林立，饱受欺侮、任人宰割，中

国人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凌辱。

在 上 海 ，方 志 敏 和 几 个 同 学 来 到

“法国公园”。看到公园门口一个写有

“华人与狗不准进园”的牌子时，他脸上

烧得通红，浑身的血都在翻滚：“堂堂中

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都不能自由行走，

多屈辱啊！多耻辱啊！”方志敏举起拳头

发誓：“一定要赶走帝国主义列强，铲除

‘华人与狗不准进园’这块耻辱牌，一定

要在祖国的土地上建起人民的新公园。”

路 漫 漫 其 修 远 兮 ，吾 将 上 下 而 求

索。方志敏把祖国视为自己的母亲，当

祖国在帝国主义的蹂躏下血迹斑斑时，

他开始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

在那个觉醒的年代，方志敏在上海

找到了党组织，并结识了瞿秋白、恽代

英、向警予等著名中共领导人。在他们

的影响下，方志敏毅然选择了马克思主

义，义无反顾地踏进了为民族谋独立、

为人民谋解放的历史洪流。

1924 年底，根据组织决定，方志敏

离沪返赣开展革命活动。在吴淞码头，

想到即将“实际地做革命工作”，方志敏

感慨万千。伴随着阵阵汽笛，他低沉而

又坚定地朗诵：“伟大壮丽的房屋，用什

么建筑成功的呢？血啊，肉啊！”这首诗

《血肉》与后来高唱的“把我们的血肉筑

成我们新的长城”，可谓异曲同工。

返回南昌后，方志敏创办“文化书

社”，出版《青年声》周报，由此走上职业

革命的道路，实现了从血气方刚的爱国

主义者向共产主义信仰者的转变。

1925 年 初 ，加 入 党 组 织 后 的 方 志

敏，对党最深沉、最热烈的表达令我泪

目：“我坚信中国革命一定会得到最后

的胜利，民族的解放、阶级的解放一定

能实现，这是绝对的真理。同时，这也

是我的基本信仰。”

为了这一真理和信仰，方志敏不惜

舍弃一切，包括牺牲自己的“蚁命”，只

是希望在国家解放、人民自由之日，在

他流血牺牲的地方长出一朵可爱的花

来，作为他对革命胜利和民族解放的精

诚寄托。

二

时间深处，日夜萦绕着民谣《方志

敏为穷人》的音律：“湖塘塌塌岭呦，出

了个方志敏哎，一心共产闹革命呀，为

的是救穷人哪。”

1926 年隆冬，一场大雪让弋阳银装

素裹，气温骤降到零下 20 多摄氏度，滴

水成冰、寒风凛冽。在 27 岁的方志敏

领导下，200 多个贫苦农民举行“漆工镇

暴动”。

参加暴动的农民手执大刀、梭镖、

鸟铳，一举捣毁漆工镇警察所，缴获 3

条枪。其中一条枪因没有退子钩，被裁

去半截，只能算是半条枪。这就是方志

敏“两条半枪闹革命”的由来。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方志敏秘

密回到家乡，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

与邵式平、黄道等共产党人一道，酝酿

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开展武装斗争。

寂寂午夜，方志敏与同志们彻夜长

谈：“你们都拿上几张红纸，分头去找自

己的亲朋好友，凡是愿意参加土地革命

的，就请他在上面画押。大家同心干，

推翻反动政权，救人民于涂炭！”

“星火燎大原，滥觞成瀛海。”在方

志敏的领导下，各级党组织如雨后春笋

般建立起来，革命的火种被点燃。短短

一个月的时间里，弋阳九区建立了 20

余个、6000 余人的农民革命团，赣东北

革命斗争的序幕就此拉开。

方志敏在弋阳、横峰领导武装起义

的概述，醒目地写在弋阳县方志敏纪念

馆红底展墙上：“九区农民 3000 余人一

举攻占烈桥镇，赶走了劣绅张念诚。暴

动队伍攻下吴家墩、余家仓等村坊，整

个弋阳九区成了赤色区域。弋阳九区

暴动，揭开了弋横起义的序幕。”

剧必须从序幕开始，但序幕还不是

高潮。弋阳九区暴动之后，方志敏化名

汪祖海，赴横峰楼底蓝家村组织农民暴

动。年关暴动的命令一下达，各村连夜

竖起红旗，农民拿着刀枪、绳索，向地

主、豪绅、高利贷者索回借字契约，付之

一炬，并没收其财产。

弋横起义的烈火很快燃遍弋横地

区，参加暴动的农民超过 7 万人，一举

推翻了乡村国民党政权。武装起义的

春雷，响彻沉寂的赣东北。

这 条 追 逐 光 明 的 路 ，历 经 坎 坷 。

1928 年 2 月，国民党军联合地主武装，

向弋横暴动区域发动大举进攻。由于

敌强我弱，暴动队伍遭受严重损失。

危急关头，方志敏率领保存下来的

革命武装，转入磨盘山区开展游击战

争，并建立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第一支

正规的红军武装——工农革命军第二

军第二师第十四团一营一连。革命的

星火，燃烧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方志敏在写给中央的汇报中这样

写道：“磨盘山的游击战异常艰苦，环境

十分恶劣，最困难的时候，连藏身地也

难找到。日间不能走路，要在夜间悄悄

地走；大路不能行，要找偏僻的小路走；

房屋不能住，要躲在树林里、岩石下或

水沟里的茅棚去住。”

车子沿着磨盘山的蜿蜒山路前行，

转过几道弯后，山的褶皱里出现一座房

子。当地的老乡告诉我，当年，方志敏

就是在这座房子里，带领党员们面对党

旗宣誓，不分散、不埋枪，就在磨盘山和

敌人战斗！艰苦的岁月里，方志敏率领

红军同敌人殊死血战，一举歼灭国民党

弋阳靖卫团，根据地扩大至万年、铅山

等信江沿岸各县，创造出一个“劳苦大

众乐盈盈”的全新天地。

风雨沧桑，多少风险考验，方志敏

始终坚忍不拔、奋力向前，“工农武装割

据”的革命烽火由“弋、横而信江，由信

江 而 赣 东 北 ，由 赣 东 北 而 闽 浙 赣 ”。

1930 年 7 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在赣

东北正式成立。从此，闽浙赣根据地有

了巩固和发展的有力支柱。

三

1954 年 3 月的一天，天朗气清，惠

风和畅。

毛泽东同志登上浙江省莫干山顶，

眼神望向赣东北地区，对身边的工作人

员说：“方志敏同志创建的赣东北革命

根据地，方向路线是正确的。我们虽然

不在一起，但我们的思想是一致的。”

我沿葛溪河而上，抵达闽浙赣革命

根据地旧址所在地——江西省横峰县

葛源镇。

在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旧址群，我的

思绪穿过悠悠岁月，追寻方志敏把马克

思主义普遍真理与闽浙赣根据地实际

相结合，创造一整套建党、建军和建立

红色政权经验的史迹，聆听“血染东南

半壁红”的铿锵足音。

闽浙赣军区旧址的红十军作战室

墙壁上，一处处标注映亮了泛黄的作战

地图。方志敏在对敌斗争实践中学习

战争、学习军事，指挥红十军以游击战

为主，在有利条件下也打中等规模的运

动战、攻坚战。

立时，我的脑海中展现一帧清晰的

画面：微弱的煤油灯下，愁云笼罩方志

敏心头。原来，“立三路线”时期的中央

发来指令，要求红十军“攻打九江，配合

其他各路红军，饮马长江，会师武汉，夺

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方志敏思虑

再三后回复中央，表明红十军兵力少，

难以攻克敌人重兵据守的九江重镇。

但他的正确意见未被中央采纳。

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方志

敏巧妙抵制“左”倾冒险主义。他在回复

“中央的决策是对的，但我们行动要一步

步地来”的同时，叮嘱红十军军长周建屏

“军事行动要相机行事”，采取灵活机动

的战略战术，在运动战中伺机消灭敌

人。于是，红十军采取牵牛鼻子策略，长

驱赣北，连克乐平、鄱阳，取得九江外围

战的胜利——江桥大捷，震惊敌人。

闽浙赣省委机关旧址展柜里，陈列

着一张长条形的红色股票。股票正上

方是“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字样；中间

印着“壹圆股票”，并加盖银行的红色印

章；印章两边是蓝色字迹：“本银行股息

周年六厘计算，每年年终结账，营业盈

余除开支费用及股息外所有纯净红利

照股分派，次年 1 月凭票领取。”这字迹

印刻在共产党人克服困难、坚定前行的

道路上。

凝视这张股票，方志敏的话仿佛在

耳畔回响：“想出许多有效的新方法来

解决困难。如解决被敌人严密封锁的

经济问题……还解决其他许多重大问

题，都不是照抄前例的，而是用前所未

有特创的新方法去解决的！”

生命无法不朽，但可以创造不朽。

方志敏将滚烫炽热之心投入到根

据地建设中。他在苏区创办了第一家

具有国营、合作经济和私人资本多元性

质的经济体“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后

发展为“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在苏区

首创对外开放的边贸政策，形成了数条

开放型的贸易路线，使多种经济成分“火

火”的、增收渠道“多多”的，打破了敌人

的经济封锁，还给予中央苏区经费支持。

翻开《赣东北苏区创立的历史》，多

少跌宕起伏、多少惊涛骇浪，方志敏都

从容应对，艰难求索，负重前行。根据

地全盛时期发展成拥有近 50 个县、100

多万人的“红色海洋”。

四

70 多年前，司徒雷登总结国民党

失败原因时这样分析：“共产党之所以

成功，在很多程度上由于其成员对它的

事业抱有无私献身精神。”

“党有指示，虽死不辞。”1934 年 10

月，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红七军团到

达赣东北根据地，与方志敏新组建的红

十军会合（1933 年 1 月，红十军调入中

央苏区支援第四次反“围剿”），合编为

红十军团，由方志敏以“之决心意志，率

领北上抗日”。

这一路格外艰难。伫立在葛源镇

时任红十军团参谋长粟裕的旧居前，我

想起他在《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一文中的回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路经皖南谭家桥镇乌泥关、白亭、石门

岗一带，遭到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

损失严重。方志敏同志和我商定，部队

立即撤返赣东北根据地。在浴血奋战

中，方志敏和我等人率领先头部队 1000

人，突出重围，到达安全地带。”

然而，在整休时方志敏发现，主力

部队没有突出重围。身为红十军团军

政委员会主席的方志敏毅然决定：由粟

裕率先头部队立即前进，自己重返包围

圈接应主力部队。1935 年 1 月 17 日清

晨，重蹈火海后的方志敏，指挥红军官

兵开始突围。

当红十军团进至德兴县（今江西省

德兴市）港头村时，被国民党军绝对优

势兵力包围于怀玉山地区。经 7 昼夜

顽强战斗，红军指战员弹尽粮绝，大部

壮烈牺牲。1935 年 1 月 29 日，在怀玉山

地区，方志敏不幸被捕。

穿越时光隧道，我恍惚回到 89 年

前方志敏被捕时的情景——

两个国民党士兵，满肚子热望在方

志敏身上搜出大洋或者金镯金戒指一

类的东西，发个意外之财。谁知，从方

志敏袄领摸到袜底，除了一块怀表和一

支自来水笔之外，他们连一个铜板都没

有搜出。

方志敏在《清贫》中写道：“他们于

是激怒起来了，猜疑我是把钱藏在哪

里，不肯拿出来。他们之中有一个左手

拿着一个木柄榴弹，右手拉出榴弹中的

引线，双脚拉开一步，做出要抛掷的姿

势，用凶恶的眼光盯住我，威吓地吼道：

‘赶快将钱拿出来，不然就是一炸弹，把

你炸死去！’”

国民党士兵坚决不信“当大官的人

会没有钱”，可事实让他们失望了。正

如方志敏所说：“想从我这里发洋财，是

想错了。”

五

从被俘的那一刻开始，方志敏就抱

定“愿意牺牲一切”的决心。面对威逼

利诱，方志敏展示了铮铮铁骨，即使到

了生命最后时刻，依然为理想放歌。一

生只为一事来，努力到死，奋斗到死。

当国民党反动当局在上饶公共体

育场举行“上饶各界庆祝生擒方志敏大

会”时，戴着手铐脚镣的方志敏，在台上

昂首挺立、正气浩然，观者无不暗暗惊

叹、敬佩。

几天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在南昌同

样举行“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目睹现

场的一位美国记者曾这样报道：“戴着手

铐 脚 镣 的 方 志 敏 被 用 装 甲 车 运 到 现

场。他在大批士兵押解下露面。没有

一人欢呼，个个沉默不语，连蒋介石总部

的军官也是如此。这种沉默表示了对

昂首挺立于高台之上毫无畏惧神色的

人的尊敬和同情。他被匆匆带走，因为

人群的这种沉默使当局感到十分可怕。”

“一个革命者，牺牲生命，并不算什

么稀奇事。”在生命的最后 6 个多月，方

志敏夜以继日，奋笔疾书，把对党、对祖

国、对人民的爱，化成血铸的《可爱的中

国》《清贫》《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

的记述》等 16 篇约 13 万字的文稿。

在弋阳县方志敏纪念馆，我凝视这

一页页发黄纸片上铿锵有力的笔迹，耳

际响起了方志敏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

誓言：“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

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1940 年，远在重庆的叶剑英看到辗

转而至的方志敏文稿，感慨万千，写下

诗句“血染东南半壁红，忍将奇迹作奇

功。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

枫”，赞誉方志敏为当代文天祥。

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1935 年

8 月 6 日，方志敏在江西省南昌市下沙

窝英勇就义。这位被毛泽东称赞为“以

身殉志，不亦伟乎”的人民英雄，用 36

岁的青春祭奠了心中的宏伟事业。

当年方志敏筹建的葛源列宁公园

里，他亲手种下、象征革命必定胜利的

梭柁树今已亭亭如盖。面对此情此景，

我不禁想对他说：您在敌人大牢里用心

血和生命描绘的“可爱的中国”，已经

“活跃跃”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并且

“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中华民族也已经

“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

盛世如斯，不仅如您所愿，更超您

所愿！

热血沃中华
■宋海峰

国防纪事

短笛新韵

几根银针在“白大夫”双指间泛着冷

冽的寒光，精准而快速地扎入老兵王思

成腰间的肾俞穴，紧接着是大肠俞穴、腰

阳关、命门……片刻后，随着汩汩暖意自

针尖穴道缓缓流入腰间，王思成的眉头

徐徐舒展，卸去了巡逻归来的疲惫。

“王班长，避免腰部受凉，平时注意

多拉伸、多活动……”“白大夫”不忘叮嘱

王思成。

“越来越佩服‘白大夫’的医术了，几

针下来，感觉困扰我多年的腰痛缓解了

许 多 。”扎 针 结 束 后 ，王 思 成 不 禁 感 慨

道。守哨 10 余年，长年累月的巡逻和负

重让他患上腰痛的毛病，曾尝试过很多

治疗方法都无果。最近在“白大夫”的建

议下，他开始接受中医针灸治疗，效果立

显。

其实，“白大夫”是刚分配到西藏军

区某边防团卫生连不久的医务员——

“00 后”新兵白径源。因给战友看病时

严谨认真、对药方典故出口成章，战友们

都喜欢称呼他“白大夫”。

“当兵和从医都是我从小的梦想，而

这两个炙热的梦想即将在边关实现……”

入伍前，白径源在日记本上这样写道。

白径源的父亲曾在部队服役多年，

经常给他讲军人的热血故事。酣畅淋漓

的战斗、所向披靡的战机……一个个滚

烫的迷彩元素无数次在白径源的梦里出

现。因祖父和姐姐都是医生，白径源从

15 岁便开始接触学习中医医术，后来如

愿考取内蒙古医科大学中医学专业。

一年前，已经定编于省会城市中医

院的白径源，在地铁里偶然看到一组征

兵海报，一个想法开始在他脑海中不断

回响：“趁年轻，我要去当兵！”认真考虑

后，白径源辞掉工作，选择逐梦军营。

新兵分配下连时，白径源主动向组

织申请去了卫生连。他擅长针灸、拔罐、

推拿、开方，用以治疗边防官兵常见的腰

肌劳损、扭伤、颈椎病等常见疾病。针对

高原特殊的地理气候和饮食习惯，他在

接诊过程中总结了 10 余条经验做法。

不久前，驻地气温骤降，因感冒发烧

前来卫生连开药、输液的官兵较多，但不

少官兵治疗效果不佳。白径源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想从中医寻求辅助治疗，

用以缓解官兵咳嗽、发烧、四肢酸痛等症

状。

为了尽快找到最优配方，白径源一

边翻阅医典，一边向大学时的老师和同

学请教。根据患病官兵的症状，讨论确

定配方、买来药材后，白径源自己动手配

药。为安全起见，他把发烧的自己当成

试验对象。他惊喜地发现，自己吃完药

睡一觉后，症状明显缓解许多。第一时

间向上级汇报想法并经允许后，白径源

先在小范围内试行中药汤剂。收到良好

的效果反馈后，汤药开始由炊事班统一

熬制，集体供应。病愈的战友见到白径

源，笑着对他说：“中药很苦，但效果不

错！”

闲暇时，白径源喜欢安安静静地钻

研药典里的古方。他说，多掌握一味药

方 ，就 可 能 在 关 键 时 刻 多 治 疗 一 位 患

者。“医者济世，术贵乎精”一直是白径源

的座右铭。

白径源能记住他治疗过的每一位战

友，源于他有写日记的习惯。他的日记

很特殊，除了记录日常，还会记录每天接

诊战友的治疗经历。

巡诊至昆木加哨所时，主动要求参

加巡逻的白径源，在山顶与哨所官兵拍

了一张珍贵的合影。他将这张合影珍藏

在自己的笔记本里，并留下这样一句话：

“青春的颜色不尽相同，我无比庆幸，我

的青春因迷彩和边关而变得更美！”

﹃
白
大
夫
﹄
的
梦
想

■
陈
武
斌

经炮火濯洗的青春

一经面世，便顶天立地

面对三百六十度的凶险

谁的责任始终满弓，引而待发？

明知前面枪林弹雨，却从容出没

明知脚下生死难料，却谈笑风生

有限的演练场，连着无限的担当

短暂的军旅路，镌下悠悠报国情

蛰伏的英雄气概，被赤诚浸润

飘作吉祥的甘霖，普降大地

看似机械的生活

并不乏情感的丰富与浪漫

一旦受到外敌侵犯

经信念与理想交替锻造的品质与形象

即刻变得威风凛凛，英气逼人

砥砺良久的血性，只为这一刻绽放

培塑多时的忠勇，只在这一瞬升华

万丈雄心，播向陆地、海洋和天空

蓬勃起制胜的钢铁丛林

谁的臂膀如此强劲

一抬手便可万箭齐发，斩觊觎于马下

谁的眼光如此犀利

茫茫天际，任何的蛛丝马迹

便会招致联合火力打击，一剑封喉

谁的胸怀如此宽广

脚踩九州大地，心系万里河山

以闪电的迅捷、猎鹰的精准

化多维险峻为广袤平安

谁的智慧如此闪亮

百战不殆，越战越勇，越战越强

让东方兵学在世界军事殿堂熠熠生辉

哦，新时代中国军人

身披五彩云霞

胸佩日月勋章

整装列队

全天候经受考验与检阅

当雄心播进山河
■王德兴

碧水清流出远岫（水粉画）

问 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