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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山红花开时节，我来到岭南，走

进了那座古色古香的村落。

这 里 是 广 东 河 源 市 东 源 县 下 屯

村 。 古 村 已 有 600 多 年 历 史 ，三 面 环

山，悠悠东江水从村边蜿蜒而过。这

里，走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卓

越领导人之一、人民审计制度的创建者

和奠基人阮啸仙。

阮啸仙从小志存高远，10 岁时，便

在自己的墨砚上刻下“挥笔落下如云

烟，意志坚强可敌天”的字样。在那个

动荡年代，阮啸仙投身革命斗争，用忠

诚和担当，在党史上镌刻了永不褪色的

红色印记。

1921年，23岁的阮啸仙加入中国共

产党，是中共早期也是广东最早的党员

之一。他积极投身农民运动，是著名的

农民运动理论家和领导者。“阮啸仙，阮

啸仙，农民见到哈哈笑，地主见到哇哇

叫”，这首当时在广州地区广为流传的童

谣，现在在他的故乡依然有人传唱。

后来，阮啸仙来到中央苏区，担任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审计委员

会主任。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是个温文

尔雅、性情温和的人，但做起审计工作来

又非常认真严谨，容不得半点瑕疵。

正直勇敢、一心为公、清正廉洁……

浏览故居和纪念馆中的一幅幅照片、一

段段文字，我眼前仿佛浮现出这样一个

“苏区经济卫士”、肃贪“铁算盘”的崇高

形象。

阮啸仙一到任，便在审计系统制定

了严格的“六不准”工作纪律，要求审计

人员：不准偏听偏信，不准弄虚作假，不

准漏查和作不精确统计，不准徇私用

情，不准吃馆子或吃公饭、外出审查一

律自带干粮，不准收受被审人员任何物

品。这些纪律不仅规范了新生的红色

审计工作，也为苏区的廉洁建设奠定了

坚实基础。

他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对贪污腐

化行为零容忍，组织成立肃贪“突击队”

和清腐“轻骑队”，处理了杨其兹、谢开

松案，在苏区引起极大震动。

我想起此前在收集苏区报刊资料

时，看过的一篇报道——在 1934 年 6 月

19 日出版的《红色中华》第三版“自我

批评”栏目中，有一封公开信，题目是

《把节省的每一个片（意为铜板），为着

战争，争取前线上的胜利，提到福建省

苏面前》。其作者便是阮啸仙。

1934 年 6 月，中央苏区开展的节省

运动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一封来自

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的“申诉”材

料，让阮啸仙大动肝火。

原来是福建省的同志在为此前一

份审计报告中指出的问题叫屈。那份

报 告 中 指 出 ，福 建 省 苏 维 埃 政 府 在 3

月份不但没有节省行政经费 30％，反

而 比 2 月 份 超 支 30％ 以 上 。 面 对 报

告 ，他 们 不 仅 没 有 吸 取 教 训 、积 极 整

改，反而找各种理由进行辩解。阮啸

仙立即给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负责同志

写了一封信。

在信中，阮啸仙措辞严厉。他写

道：“这显然是不成理由的理由，正是一

幅 浪 费 的 图 画 。 这 充 分 暴 露 了 一 些

同志，自己对苏维埃，对中央命令采取

不尊重的态度，当着死亡或者胜利的决

战关头，我们没有时间找别的话向省苏

（省苏维埃政府）说了，只有把节省的每

一个片，为着战争，争取前线上的胜利，

提到省苏面前。”

为了指导中央苏区开展的节省运

动、发挥警示和教育作用，阮啸仙接受

中央审计委员会机关同志的建议，将这

封信在《红色中华》上发表，在整个苏区

引起很大反响。

英雄牺牲在 90 年前的春天。

从烈士故乡向北 200 余公里，翻越

几重山，在一方山清水秀之地，便是他

牺牲的地方。

1934 年，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

后，阮啸仙奉命留守中央苏区，担任中

共赣南省委书记兼赣南军区政治委员，

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坚持游击斗争。

1935 年 3 月初，岭上的映山红已星

星点点地开放，但游击区的春天还未到

来。敌人加强了封锁“围剿”，赣粤边形

势愈加紧张艰险。阮啸仙毫不畏惧，抱

病部署突围工作。3 月 6 日，他率领官

兵，突围到信丰县安息乡（今安西镇）上

迳村时，不幸被流弹击中胸部……

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大地。陈毅在

惊悉噩耗后，挥泪写下《哭阮啸仙贺昌

同志》：“环顾同志中，阮贺足称贤。阮

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审计呕心血，

主政见威严……”

1924 年秋天，阮啸仙在领导广东

省农民运动时，曾为花县农协成立大会

题联：“坚忍卓绝为吾人本色，奋斗牺牲

是我辈精神。”坚忍卓绝、奋斗牺牲，这

又何尝不是他一生的写照？

人们不会忘却英雄的牺牲。2009

年，阮啸仙被评为“100 位为新中国成

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走出纪念馆，微风拂过，南国湿润

的 泥 土 气 息 和 阵 阵 花 香 ，沁 人 心 脾 。

那些浸染血气与硝烟的故事，仿佛渐

渐远去，却在人们心头留下金石相撞

般的铿锵回响。

远处，一座民居外墙上题写的“扬

正气树新风”6个大字，在蓝天白云下格

外醒目。村子一角，“啸仙亭”外那片绿

茵球场上，三五孩童正在踢球，传来一

片欢声笑语。草地边，一个个熠熠生辉

的灯柱上，“科学立法”“全民守法”“公

正司法”“严格执法”标语引人遐思……

目光投向更远处，英雄长眠之地一

片片映山红已似火焰般纵情怒放。我

耳畔仿佛响起那熟悉的歌谣：“若要盼

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烈士的故乡满目春光，欣欣向荣。

英雄肝胆光耀日月，英雄正气永留人间。

苏区肃贪“铁算盘”
■李 文

《兵经》亦称《兵经百篇》《兵经百

字》《兵法百言》等，由明末清初著名军

事理论家、哲学家和天文学家揭暄所

著，是一部分条论述治军与作战指导原

则的兵书。

《兵经》分智、法、术 3部分共 100篇，

其中智部 28 篇、法部 44 篇、术部 28 篇，

每篇以单字命名。“智部”讲战争谋略，主

张“以智为先”，强调谋略智慧；“法部”讲

选将练兵与指挥作战，侧重军事组织和

制度，还涉及军队管理、训练、纪律和后

勤保障等内容；“术部”讲作战中应注意

的具体事项与问题，聚焦实战，探讨地形

利用、攻防技巧及具体战法。

“七子之言，支离破碎；百将之行，

各师异智”，揭暄认为《武经七书》各树

一枝，内容分散，许多将领的作战实践，

各有不同的思想指导，而且“后世用法，

愈生愈变。七书止具二三，且泥古时

事”，随着时代发展和技术进步，很多过

去的军事思想已无法与时代相适应，应

有所改变和扩充。于是他“补其缺，破

其拘，遂成全书”，将古今上下的兵法精

华贯通起来，这是中华文明在兵学思想

方面具有突出连续性的重要体现。

《兵经》对古典兵学思想的继承与

发展，主要体现在对古典兵学重要理念

的整合与深化上，其“智为兵本”的战争

观、“刑名法术”的治军哲学和“奇正相

生”的战术体系，均根植于对中国古典

兵学思想的发扬与创新。

一

“智为兵本”的谋略智慧主张通过

系统的战略设计、灵活的战术运用和深

层的心理博弈来掌控战争主动权。兵

贵“谋定而后动”，书中认为战争胜负

“首在智，次在勇”，反对依赖蛮力或兵

力优势，强调谋略。

其“先发制人”理念在继承《孙子兵

法》“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和“胜

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的“先胜”思想的基础上，又融合《吴子》

“先戒为宝”与《尉缭子》“兵贵先”思想，

形成了“先声夺人、先机控局”的主动性

战略思想。

《智部·先篇》提出，用兵作战“先发

制人”有“先声”“先手”“先机”“先天”4种

手段：“师之所动而使敌谋沮抑”，军队刚

一行动就抑制了敌人的计谋，这是“先

声”；“居人己之所并争，而每早占一筹”，

抢先占领敌我必争之地，这是“先手”；

“不倚薄击决利，而预布其胜谋”，不依靠

短兵相接的战斗取胜，而采取预先布置

的计谋取胜，这是“先机”；“以无争止争，

以不战弭战，当未然而浸消之”，不用争

夺而制止争夺、不用战争而制止战争，在

战事还未爆发时就胜于无形，这是“先

天”。揭暄认为，这 4种有关先发制人的

手段中又以“先天”最为重要。

二

《兵经》强调以法治军，重视军队的

组织纪律、士兵训练和将领选拔。《法

部》整合《司马法》“以仁为本”与《吴子》

“严刑明赏”的治军理念，构建“恩威并

济”的统御体系。

揭暄认为，以法治军，在于赏罚严

明，明确指出“然恩重乃可施罚，罚行而

后威济”，对下面重施恩惠才可实施惩

罚，惩罚能够施行才能树立威严。

赏与罚相矛盾又相统一，相辅相成，

赏在于使部队知道应该怎样做，是从正

面引导；罚在于使部队知道不应该怎样

做，是从反面堵塞。二者兼行，方能使部

队明白善恶荣耻，对上信服，自觉遵纪守

法。同时，他反对“以濡忍为恩”，而“使

士轻其法，致贻丧败也”，决不用宽恕纵

容来希图取得下面的信任，而使他们漠

视法纪，以致留下失败的隐患。

三

孙子提出了“奇正”的概念，“凡战

者，以正合，以奇胜”（《孙子兵法·兵势

篇》），认为一切作战的方法源于奇正的

变化。但孙子并没有详细论述奇正之

术如何使用，缺乏对具体战法的详细认

识。《兵经》对奇正战法进行高度概括总

结，在《法部·战篇》中，分别列举了“正

兵”和“奇兵”的几十种战法。

“正兵”的作战方法，如“众、寡、分、

合、进、退”，指以众击寡、以寡敌众、分

散兵力、集中兵力、前进、后退等合乎兵

法的战法，又如“骑、步、驻、队、营、阵”，

指组建骑兵步兵、配置第二线部队、进

行部队编组、设营等正兵交战的常规作

战方法。

“奇兵”的战法，如“自、牵、变、避、

隐、层”等，指佯顺敌意、牵制调动、变换

打法、避实击虚、隐真示假、一计叠用的

战法。又如“无、冲、涌、挤、排”等，指令

敌不敢向我进攻、我进攻无人能守、向

敌冲击势若潮涌、排挤敌人脱离有利的

地势等战法。

揭暄“奇正”的思想比之前人更具

体化，实现了由抽象概念向具体战术的

转变。此外，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义必

有两，每相对而出”“有正即有奇，可取

亦可舍”（《术部·对篇》），认为“正”和

“奇”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在部署作

战方略时，要从有利和有害两方面综合

分析，体现了朴素辩证主义思想。

《兵经》内容丰富，语言精练，富于

哲理，是中国古代军事智慧的浓缩体

现。《兵经》首创“兵家词典”体例，系统

提炼百余核心兵学概念。其学术价值

在于其既非简单汇编前代兵书，亦非颠

覆传统另立新说，而是通过创造性诠

释，将《孙子兵法》《吴子兵法》《黄石公

三略》等古典兵学智慧升华为更有机的

体系。这种在继承中发展的特质，使

《兵经》成为连接古典兵学与近代军事

思想的桥梁，堪称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

“继往开来”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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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

骑队赴驻京部队部分单位，为近 6000 名

官兵奉献了 11 场主题演出服务。他们

学习弘扬乌兰牧骑精神，走进基层一线，

热情为兵服务，用艺术的力量激发官兵

攻坚斗志，凝聚强军力量。

“向着百年再出发，初心与使命绽放

青春芳华……”阳春时节，火箭军某部营

区内生机盎然。文艺轻骑队首场演出服

务在混声合唱《向着百年再出发》中拉开

序幕。

演出结束，文艺轻骑队队员和该部

文化骨干围坐在一起交流。该部干部李

翔宇说：“节目主题突出，很接地气。说

唱《奋斗》让我印象深刻。‘奋斗是训练场

上流淌的汗，奋斗是每一颗击中靶心的

子弹……’这两句歌词，唱得特别好。”

演出服务中，文艺轻骑队紧密围绕

主题、精心编排节目，从不同角度展现军

人的使命担当与家国情怀。“山知道我，

江河知道我……”在驻守大山深处的信

息支援部队某部，一首《祖国不会忘记》

引发官兵热烈共鸣。

“演出很精彩，《出出汗》这个小品太

真实了，就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该

部中士任鑫看完演出后说。

任鑫所说的这个作品，以基层连队

生活为背景，讲述了一名连长面临机关

选调时，思想和工作状态的起伏，以及指

导员巧妙做思想工作的故事。小品通过

幽默生动的表演，鲜活真实地刻画基层

带兵人面对苦与乐、大局和小我抉择时

展现的高尚品质和感人情怀。编剧李文

绪说：“这个节目在基层的热烈反响启示

我，紧贴基层、采撷部队气息创作出的作

品，更有生命力和感染力。”

在北京卫戍区某团，当得知该团投弹

训练结束时间较晚时，文艺轻骑队将原定

演出时间推后 1 个小时。日落西山红霞

飞，战士“打靶”把营归。大礼堂里，演出

幕布拉开，官兵的歌声、欢呼声久久回荡。

创新是文艺的生命。轻骑队创作员

们紧贴基层实际，用带着硝烟味、泥土香

的作品砺战激气。

在空军某旅，文艺轻骑队新创排的

器乐演奏《联合制胜》与官兵见面。节目

通过管乐、弦乐乐器的巧妙组合，以富有

节奏感的音符，艺术呈现官兵投身实战

实训、联战联训的火热实践。“战争就在

下一秒，我已准备好。只等出征冲锋号，

战场和强敌来过招。”男声合唱《胜战荣

耀》唱响报效国家的忠诚誓言，激昂歌声

振奋人心。

在武警北京总队某机动支队，舞蹈

《突刺！刺！》将刺杀训练战斗动作与舞

蹈技巧有机结合。队员们手持钢枪、杀

气腾腾，整齐划一的动作、刚劲有力的姿

态，彰显高昂士气和顽强战斗精神，现场

掌声雷动。

主题演出服务为官兵送去精神食

粮，是强军文化发挥以文育人、以文化人

作 用 的 生 动 彰 显 。 混 声 合 唱《光 荣 奔

赴》、短剧《本色》、小合唱《接过你的钢

枪》等节目既彰显主题，又强化了红色基

因代代传的艺术构思，让人眼前一亮。

一场场为兵服务，也是文艺轻骑队

淬火锻造、自我教育的一个个课堂，成就

了军事文艺工作者与基层官兵的“双向

奔赴”。

听说轻骑队要来的消息，驻守西山

深处的某部官兵都很激动，有的战士还

专 门 去 采 集 野 花 、编 成 花 环 送 给 队 员

们。这让队员于芳很受感动：“战友们朴

实的笑脸、真挚的情感深深感染了我们，

也让我们更加深刻领悟文艺战士为兵服

务、助力备战的价值所在。”

本次主题演出服务，文艺轻骑队还

为基层部队赠送书法作品 600余幅，培训

文艺骨干 50余人。队员们一身迷彩踏征

程、一言一行展风采，受到基层官兵欢

迎。金杯银杯不如官兵的口碑。战友们

的鼓励就是动力，激励着文艺战士向战

而行、为战而歌的步履更加坚定有力。

战歌鼓斗志 服务暖兵心
■赵 文 马晴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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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轻骑兵风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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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经》约成书于明末清初，长期以

抄本流传，清道光初以《兵法百言》之名

收入《皇朝经世文编》，咸丰后刊刻渐

多，然因底本不一，文字差异较大。现

存道光二十九年（1849）抄本，咸丰九年

（1859）濠塘本、光绪宝善堂本和《兵书

七种》本等刊本。20 世纪末开始出现

介绍《兵经》的普及读物，如李炳彦等著

《兵经释评》。21 世纪初，社会上出现

了“揭子兵法”的研究热，田旭东《古代

兵学文化探论》、赵国华《中国兵学史》

等论著，都曾对揭暄军事思想进行过介

绍和研究。2013 年，以揭晓为代表的

研究者们编写了《揭子兵法系列丛书》，

国防大学还出版了《揭子兵法汉英对

照》一书，使揭子兵法走向世界迈出可

喜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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