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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江东门外，解放军某部营区

内，有一座恽代英烈士纪念碑。一尊汉

白玉材质的烈士半身像，安置在纪念碑

顶部。他面带微笑，目光深邃而微微俯

视，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什么……

当年，这里曾是国民党“中央军人

监狱”，关押过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志

士。1931 年 4月 29 日，我党早期青年运

动领导人恽代英，在这里英勇就义。上

世纪 70 年代中期，空军某部进驻这里，

我曾在该部负责宣传工作。

部队进驻这座监狱遗址时，牢房、

刑讯室、瞭望台等遗迹尚存。我听说，

恽代英同志牺牲的地方有两棵柏树作

为标志，而且当时狱中党支部曾作出要

为恽代英烈士建纪念碑的决议。为了

验证这些传闻，我借阅了一大摞关于监

狱的历史资料。

果然有所发现。我们不仅确证了

烈士牺牲的位置，还在一份老同志的

回忆录中，看到了恽代英同志在狱中

与敌人英勇斗争的事迹，如建立狱中

秘密党组织、领导绝食斗争等。最让

我印象深刻的，是在一本小册子上，找

到了恽代英同志牺牲当天下午，狱中

党支部作出的 3 项决定：大家应以代英

同 志 的 精 神 ，继 续 斗 争 ；每 年 4 月 29

日，全监难友为代英同志默哀；红军攻

克南京后，在代英同志死难原址，立碑

纪念。

烈士乘风去，英名留人间。后来，

每年 4 月，官兵和驻地群众常会到恽代

英烈士殉难处，进行缅怀纪念活动。白

色纸花缀满两棵柏树，在春风中飘荡的

场景令人难忘。

1982 年 4 月 7 日，恽代英烈士夫人

沈葆英携儿子孙女，专程到烈士殉难处

凭吊亲人。我们陪同她参观监狱旧址、

邀请她给官兵讲述烈士生平，还了解到

她当年到狱中探望丈夫的情况。

当我向老人汇报我们查到的狱中

党组织决议时，她沉默了一会儿，缓缓

地说：“有解放军守卫在代英流血牺牲

的地方，是最好的了。希望在这里竖一

个标志，以便子孙后代祭扫纪念，就可

以了。”寥寥数语，体现了一名共产党人

的高风亮节。

其实，多年以来，前来祭奠缅怀烈

士的人们都有一个心愿，想尽快在烈士

殉难处建造一个清晰的纪念性标志。

作为后来人，我们该做点什么？有部队

领导提出，可以浇筑一块水泥碑，镌刻

上恽代英烈士的名字。但是，立碑是一

件十分严肃的事情，更何况恽代英烈士

是著名革命先驱，这样做是否合适？我

们很难把握。有一年 8 月，一位军事记

者到部队采访。我们跟他说起立碑的

事情，他建议及时向上级反映。

那天晚上，在明亮的灯光下，我铺

开稿纸，郑重地写下了“为恽代英烈士

建碑立传，实现先辈们半个世纪前的夙

愿”的标题。

“我们守卫的这片土地，是恽代英烈

士鲜血染红的地方。为烈士建造一座纪

念碑，是半个世纪前先辈们在狱中留下的

夙愿……”写着写着，我的眼眶湿润了。

这份报告得到上级高度重视，有关

部门和部队取得联系，很快拿出了实施

方案。

在恽代英烈士殉难 55 周年时，恽

代 英 烈 士 纪 念 碑 揭 碑 典 礼 在 江 东 门

外 部 队 营 区 隆 重 举 行 。 红 褐 色 大 理

石砌成的纪念碑掩映在苍松翠柏间，

碑 基 上 镌 刻 着 陆 定 一 同 志 手 书 ：“ 恽

代英烈士”。

如今，恽代英烈士纪念碑已成为

南京江东门的一处红色地标，经常有

部队官兵和驻地群众来此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

“我身上的磷，仅能做四盒洋火。我

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热和光，我希望它

燃烧起来，烧掉老的中国，诞生一个新中

国。”这是恽代英同志当年催人泪下的自

白。如今，新中国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

业，烈士们的愿望已经变成现实。

巍巍丰碑，烈士永垂不朽！

从狱中夙愿到红色地标从狱中夙愿到红色地标
■■陈汉忠陈汉忠

“向未来的路，为了人民的幸福，前

赴后继多少热血挥洒征途……”近日，新

创军旅歌曲《光荣奔赴》以其深刻的内

涵、铿锵的旋律，给人以坚定前行的力

量，在基层部队传唱开来。

这首歌曲由陈道斌作词、印倩文作

曲，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队首

唱。在 2025 年中央军委慰问驻京部队

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中，歌曲以混声

合唱的形式与观众见面。

“伴随那一声枪响，我们有了自己的

队伍。走过烽烟滚滚的长路，颗颗红星

点亮了东方日出……”从历史的维度追

溯，歌曲开篇将我们的思绪带回人民军

队诞生的起点。那一声枪响，是划破黑

暗 的 雷 电 ，是 人 民 武 装 力 量 崛 起 的 号

角。走过烽烟滚滚的艰难历程，闪耀的

红星，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指引人们

走向胜利的方向。

走过千山万水，不忘来时路；回望历

史，是为了更好地奔向未来。歌曲视角

随后转到新时代革命军人身上：“高唱着

强军战歌，我们踏上崭新的征途；奋进攻

坚，我们再出发，再出发。英雄的儿女铁

心向党，军魂永铸。”主歌两段歌词中，人

民军队的光辉历史与壮阔现实交相辉

映，让歌曲的意蕴更加厚重。

整体来看，这首歌曲的歌词简洁有

力，展现创作者的艺术匠心。全篇采用

“向未来奔赴”作为主要意象，通过“路-

心-歌”三重维度构建立体化的精神图

谱。“向未来的路”以具象的行军意象承

载使命担当，“向未来的心”转向内心世

界的意志淬炼，“向未来的歌”则升华为

集体主义的时代强音。歌词巧妙运用军

事术语与诗化语言的交融，“沙场有约”

将庄严承诺与冰冷战场相联系，“风雨中

坚守”让自然意象化为精神品格的试金

石。与此同时，歌词对“追光逐梦”与“本

色如初”两组意象辩证统一的呈现，彰显

改革强军的创新锐气，又体现人民军队

对红色基因的赓续传承。这种创作手

法，延续了我军军旅歌曲创作的传统，同

时富有时代特色，为军事文艺守正创新

写下生动注脚。

从旋律上看，《光荣奔赴》节奏铿锵

有力，情感激昂向上。音乐采用了富有

张力的节奏变化，主歌部分旋律短促、有

力、坚定，为歌曲奠定情感基调；副歌部

分旋律上扬，更有跃进之感，将军人奋勇

向前、奔赴胜利的豪迈之情推向高潮。

作品最后两小节的乐队合奏，引用《中国

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旋律元素，充分表达

了人民军队不忘初心、向着胜利光荣奔

赴的意义。

在音乐特点上，主歌段落巧妙运用重

音，突出重点歌词和短促音节的集合，与

副歌的大线条乐句形成强烈对比，整体营

造出一往无前的气势，让听众仿佛能看到

军队整齐划一、坚定前行的身影。同时，

配器中使用铜管和小军鼓，呈现前后力

度、音乐色彩的对比，让旋律更具冲击力，

呈现出铁流滚滚、锐不可当的气势。

奋进旋律，在军营回响。军旅歌曲

《光荣奔赴》凝聚着军人的热血与豪情，承

载着强军的梦想与追求，激荡听众胸怀，

引发官兵心灵共鸣。官兵反映：《光荣奔

赴》歌词意蕴深厚，旋律坚定铿锵，唱出了

我们新时代革命军人奋进一流的豪迈心

声，是一曲激励官兵打好攻坚之战的奋进

之歌。

新创军旅歌曲《光荣奔赴》—

奋进旋律激荡胸怀
■赵 文

“南倭北虏”是几乎贯穿明朝始终的

两大边患问题。明嘉靖年间，北方蒙古

各部落逐渐统一，实力大增，不断滋扰蓟

门、辽东一带，给明廷的北部边防和京畿

防务带来极大压力；而东南沿海的倭乱，

在戚继光所建“戚家军”的励精图治下渐

趋平息。于是，隆庆元年（1567 年），明

廷诏令治军有方、战功卓著的戚继光北

上蓟镇（今天津蓟州），加强长城沿线要

地的北部边防。戚继光立足北上御敌作

战现实需要，总结蓟镇练兵实践经验，将

下发用于指导将士训练的具体条款编集

成书，是为《练兵实纪》。

这本书，生动体现了戚继光的治兵

思想。他开篇明义，首先提出练兵目标：

“欲成完完节制之师”。

所 谓“ 完 完 ”，意 为 完 备 完 整 而 无

缺。而“节制”，“譬如竹之有节，节节而

制之，故竹虽虚，抽数丈之笋而直立不

屈；故军士虽众，统百万之夫如一人”。

竹虽中空却直立挺拔，虽有数丈之高却

节节相制，整齐有度。“完完节制之师”就

是指一支组织完备、纪律严明、令行禁止

且万众一心的威武之师。怎样才能建成

一支“节制之师”？戚继光给出的答案

是：依法治军。具体措施又可以分为“正

明法”和“严奖惩”两大部分。

戚继光到任之初，蓟镇的防务状况

并不理想。他面对的是一支将不任战、

军纪废弛的边防军队。面对严峻现状，

戚继光首先做的是完备法令细则，让士

兵有法可依。从《练兵实纪》可以看到，

戚继光对于军队管理的各个方面，如士

兵起居作息、午休安排、器械管理等都制

定了详尽规定和便于操作的量化标准。

考虑到基层士兵文化程度不高，戚

继光在编纂该书时选择了通俗易懂的语

言风格，大量引用民间谚语俚语和传说

事例，方便士兵理解记忆。为了能尽快

将条令推广下沉至基层士兵，戚继光根

据部队建制，采取了节节传递、层层传诵

教习的办法，“每队一册，每一旗择一识

字人诵训讲解，全队口念心记”。

在整肃军纪过程中，戚继光还运用

仪式化手段构建军事法令的权威。据书

中记载，在惩治违规士兵时，将领要把令

书供于桌子或挂在墙上，以示令书之威

严，还要对犯错士兵讲明违反法令的具

体条目和对应的惩治措施，从而将军规

律令的庄严神圣具象化为可感知的仪式

场景。

“军政不肃，法律不严，遇敌则退，谁

肯以父母妻子之身，而蹈必死之地？”唯

有严明军纪，使士兵畏纪甚于畏敌，士兵

才能克服贪生怕死、趋利避害的人性弱

点，从而在战场上令行禁止、舍生忘死。

严肃军纪，是保障军队战斗力的基础。

该书《实纪·练胆气篇》“申军纪”条中就

强调，对于恃强凌弱、忿争无礼、伤农田、

损兵器、奸淫盗窃、泄密投敌等严重违纪

的恶行，皆要严惩不贷、军法示众。

“凡赏罚，军中要柄”，戚继光重视赏

罚的公正，认为“乌合之众，上下不亲，非

有赏罚，孙、吴不能以为将”，要做到“赏

之以众情所喜，罚之以众情所恶”。在施

行赏罚时，“如该赏者，即与将领有不共

戴天之恨，亦要录赏”“如犯军令，便是亲

子侄，亦要依法施行”，务求公正。为了

奖惩功过时有据可依，戚继光还令每千

总设一功过簿，将所有善举恶行记录在

册，每积累一个季度调簿查阅一次，按条

例实施赏罚。赏一人以振奋千万人，罚

一人也会警醒千万人，如此才能借助赏

罚使部队上下团结一心、众志成城。

在整肃军纪、公正赏罚外，戚继光还

注重把握法理与人性的平衡，做到宽严

相济。比如书中提到，对于初犯小错的

士兵，可以酌情宽宥，再犯才会记簿，第

三次犯错时才会受罚。戚继光在强调严

明法纪的同时又能做到体谅下情，不以

严刑峻法苛责士兵，认为“主将常察士卒

饥饱、劳逸、强弱、勇怯、材技、动静之情，

使之依如父母”。

作为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兼具卓越实

战功绩与系统理论建树的军事家，戚继

光对于练兵有着超越时代的理性认知。

虽有着组建“戚家军”、蓟镇练兵这样极

为成功的治军经验，但他仍在奏疏中坦

诚，往昔练兵，“幸收节制，虽云转弱为

强，实是因人成事”。他深刻认识到，想

要组建一支令行禁止的节制之军，仅靠

主将“以人治军”是无法长久维持的，只

有“依法治军”才能将练兵的成果长久延

续下来。虽然《练兵实纪》中“依法治军”

的含义更多是指依照法令规定惩治犯错

士兵，与如今系统成熟的“依法治军”理

论相比要单薄得多，但是我们依然可以

从书中看到戚继光对于“依法治军”的努

力和尝试。

读兵法当与古人神交智契，字句间

千年兵道回响。戚继光严明纲纪的治兵

方略穿越时空，与新时代依法治军的强

军之路形成历史共鸣，值得我们从中汲

取智慧和启示。

正明法 严奖惩
—从《练兵实纪》看戚继光治兵思想

■路灵玉

明代名将戚继光在任蓟镇（今天津蓟州）总兵期间，对长城进行了大规模

的修缮和扩建。图为蓟州黄崖关长城前的戚继光雕像。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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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听歌曲《光荣奔赴》

佳作赏析

兵学撷珍

新修订的共同条令已经颁布施

行。为充分展现各级学条令、用条

令、守条令的风采风貌，推动把新修

订的共同条令转化为行动自觉和习

惯养成，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政治工

作办公室联合《解放军报》“长征副

刊”、“中国军号”，即日起，面向全社

会进行共同条令主题歌曲征集。征

集时间截止到 2025 年 7 月 31 日。

一、作品要求

1.征集作品主要为歌词、曲谱以

及音乐作品小样（MP3、WMA、WAV

格式）。要求附简短释文，对创作意

图、作品意境等作必要说明。

2. 歌词应主题鲜明、催人奋进、

易懂易记，总体不超过 400 字。旋律

优美、节奏明快，时长控制在 3-5 分

钟。歌曲风格不限，民族、流行、民

谣、摇滚、说唱等均可，具有强烈的时

代感，易于传唱和推广。

3.作品须为作者原创，不涉及抄

袭、剽窃等问题，未以任何形式公开

发表，未参加任何评奖评选，不存在

版权纠纷。

二、投稿方式

“中国军号”APP-服务频道-共

同条令主题歌曲征集活动

三、评选表彰

1. 聘请专业人士组织成立评审

委员会（专家评分占比 60%，网友投

票占比 40%），本着公平公正原则，对

作品进行认真评审。

2.在集中评审、广泛征求意见基

础上，研究确定获奖作品，设置一等

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秀奖若干，颁

发获奖证书或奖杯，并适时通过各类

平台刊发推介。

四、注意事项

1. 作 品 入 选 后 ，作 者 享 有 署 名

权，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政治工作办

公室和《解放军报》“长征副刊”、“中

国军号”有权单独采用歌词部分，有

权邀请相关专家对作品加工修改，并

享有对入选作品的使用权、复制权

（印刷、录音、录像）、发行权、表演权、

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

2.应征作品不予退稿，请作者和

参加单位自留底稿。

3. 本次征集评选活动解释权归

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政治工作办公

室和《解放军报》“长征副刊”、“中国

军号”所有。

共同条令主题歌曲征集启事

恽
代
英
烈
士
纪
念
碑
。

作
者
提
供

“中国军号”征集活动页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