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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版 孙健芳 责编 木二东 校对 刘挺

投身军营，将自己的青春
汇入直线加方块的旋律之中，
是我幼时的梦想。如今，我有
幸穿上军装，成为一名真正的
军人，梦想已经成真。梦是多
彩的，青春的梦尤其富有激情
和憧憬。而只有真正穿上军
装，成为一名军人，才深切地
懂得，由一名女大学生向一名
真正的女军人转变，实现青春
的 理 想 ，最 重 要 的 是 脚 踏 实
地、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与艰辛。

我出生于英雄刘胡兰的
家乡文水县，2018年考入中央
戏剧学院，主修戏剧与影视学
导演专业演出制作方向，先后
参与第四届世界戏剧教育大
会暨第六届亚洲戏剧院校大
学生戏剧节中国参展作品《等
待安提戈涅》舞台监督、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
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舞台
监 督 、保 利 沉 浸 式 偶 剧 展 演

《奇幻时刻·探索小王子》项目
执行、俄罗斯驻华使馆“俄罗
斯戏剧年”特别推荐作品《塔
尼娅》舞台监督及演出灯光操
控、鼓楼西剧场《埋葬》《青春
禁忌游戏》宣传发行等工作。
2022年 7月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我没有选择留
在城市工作，而是果断报名参军，成为一名光荣
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虽然离开美好的校园生活一年的时光，但对
于我仿佛是很远久的事了，现在想想，我本来可
以凭借名牌大学学历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
每天按时上下班，拿着一份不错的工资，周末逛
商场、看电影、过着轻松浪漫的日子，但我还是怀
着强烈的军旅梦想走进了绿色军营，成为祖国绿
色长城上的一块砖。因为我明白，我们所拥有幸
福生活，正是有一群最可爱的人守护着万家灯
火，才会有人民祥和、国家安定。“一人披尽寒霜
雪，喜看万家窗灯红”，每每读到这样的诗句，我
就为自己的选择激动万分，心中涌动着为理想拼
搏奋斗的血性，内心坚定着献身国防的信念。“一
不怕、二不怕死”的精神，激励我在火热的军营里
奉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有梦想，才会有奋斗的动力。在练兵场上，
我挥洒汗水，奋力向前，只为哪怕几秒的进步；在
战术场上，我与尘土为伴，忍着疼痛咬牙前行；在
日常起居中，我以条令条例严格要求自己，礼貌
礼节意识也有了很大的提升……每天都有新收
获，每一天都有新进步，我感到无比充实、无比欣
喜。

有付出，就会有收获。一年的军营生活，我
的脸晒黑了，体重下降了，手上磨起了厚茧，军事
素质有了很大的进步，实现了从一名大学生到一
名合格军人的华丽转身，成为一名光荣的女兵。
从首长和老兵赞许的目光中，我感到成长的快乐
和心灵的温暖。部队是一个大家庭，大家庭的温
暖给了我信心和力量，让我在追梦的道路上只争
朝夕、不负韶华、砥砺前行，让青春之花在军营绚
烂绽放！

庆祝八一建军节
□ 梁大智

昆仑望雪，玉璧归川，冷眼逐云寒
水去。曲波萦梦，尽有冰凌似雷鼓。
惊涛处。芳花秀草，犹伴欢歌，声震碧
空流远旅。宛转潺潺，一路翻腾浪
横渡。

岸 临 树 。 遥 见 浊 涟 旷
原，野陌淡霜浓露。烟叠
飘 飘 几 丈 深 ，绿 凝 成
雾。落馨雨。依旧
虎 啸 马 蹄 ，柔 情
掩菲无数。却看
萧风几载，静
听莺鹭。

遥遥送远舟。浩浩荡荡
逐浪流。逝水东奔波光影，
狂涛万里渡春秋。孤帆斜阳
望尽，滚滚谷壑争游。潇洒
穿三峡，高歌踏岭丘。胸怀
坦荡归大海，一路笑猿猴。

天堑涛涛云雨，蛟龙似
练，忆赤壁神筹。硝烟之处
余韵掩，纵有皓月满青州。
傲对乾坤宇际，回环九曲无
愁。长川凝绿翠，醉涓溪涧
绕峦幽。一江碧玉连天去，
凌空锁丽楼。

夜 深 枪 响 ，望 狼 烟
四起，铁蹄留迹。弹落
卢沟桥断堡，血染柳条
湖碧。军阀纷争，称雄
割据，倭践疯狂入。江
山破碎，沧桑腥雨历历。

战 火 唤 醒 雄 狮 ，刀
光 剑 影 ，浴 血 流 阡 陌 。
奋起军民齐杀寇，英烈
颂歌千亿。嘹亮军号，
云 霄 飘 荡 ，遍 野 红 旗
熠。晴空之处，秧歌欢
伴箫笛。

念奴娇·抗战 春雪间早梅·长江 泛清波摘遍·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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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 8月 1日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
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6年之后的1933年，八一建军节在中央苏区首府瑞金诞生。笔者在
档案馆查阅了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梳理出第一个建军节的形成经过
和庆祝情形。

同年 7月 29日，《红色中华》隆重推出
“八一特刊”，发表了 7篇文章。

在第一版发表了苏区中央局常委洛
甫（张闻天）在红校演讲的节录《“八一”与
帝国主义战争危险》的专题报告。

第二版发表了中央局秘书长邓颖超的
《战斗的来庆祝中国工农红军的诞生纪
念》。她用诗一样的语言赞美了红军的发展
壮大：“六年前的八一，从土地革命花蕾的怒
发中，诞生了红军。到现在，红军由百战百
胜血的艰苦奋斗中，日益生长与壮大，已锻
炼成为中国工农反帝国主义，反地主资产阶
级的唯一武装力量，是彻底进行民族革命战
争的主力部队，开始走上一百万铁的红军之
伟大途程。……同志们！战斗啊！战斗的
努力来完成战斗的任务，这是我们对工农红
军诞生纪念的战斗庆祝！”

第三版刊登了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
泽东的《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一文。他
在文中指出：“现在我们是处在一个新的
革命形势的前面。在这一新的革命形势
的前面，我们的任务是要动员一切力量，
集中一切力量来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
五次‘围剿’！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的关
键，两个政权——工农苏维埃政权与地主
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将在即要到来的
更大规模的战争中，实现这样一个前途
——我们苏维埃政权更加的胜利发展，他
们国民党政权的更加死亡崩溃。”同版还
发表了少共中央局书记凯丰的《战争与青
年》。

第五版刊登了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组
织部部长欧阳钦的《为学习和提高军事技
术而斗争》。

第六版发表了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
部部长李一氓的《南昌暴动的故事》和红
军学校校长何长工的《井冈山斗争与中国
工农红军的创造》。

这些文章的作者结合革命斗争的实
际和个人经历，从不同的侧面、角度记述
了红军在艰难困苦中的成长历程和辉煌
的战斗业绩，论述了红军面临的严峻形势
与重大任务，以及纪念“八一”节的目的意
义和方法要求等。文章以事实说话，雄辩
透彻，以理服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在“八一”节，中革军委在瑞金南郊竹
马岗隆重举行由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
执行局主持筹建的中国工农红军中央警卫
师（红军工人师）成立大会，作为对这一光
荣节日的庆祝。全师 12800多名指战员，编
为 3个正规团、1个补充团。全师受中革军
委直接指挥，负责保卫赤色首都。全总苏
区执行局的代表在成立大会上致祝词。

《红色中华》1933年 8月 1日在第一版
印有通栏标语：“庆祝‘八一’，完成工人师
少共国际师！欢送新战士开赴前线消灭
敌人”。在一版头条全文刊发了全总执行
局祝词，表示：“全总执行局以及一切工会
组织和工会会员，将与你们经常的亲密的
发生联系，和你们一起，在不断地伟大的
阶级决战中，取得最后的胜利。”同一天的

《红色中华》第二版刊发了《中国工农红军
中央警卫师（工人师）成立宣言》，表示：

“我们工人师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在全总执
行局的号召和领导之下，自愿来当红军
的，我们坚定地在中国共产党与全总执行
局领导之下，完全接受苏维埃中央政府与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所给我们的光荣任
务，并绝对服从其命令与指挥。”

这 天 报 纸 还 刊 发 了 少 共 中 央 局 于
1933年 7月 15日发布的《告少共国际师新
战士》，号召新战士“赶赴前线，去争取更
大的胜利，去彻底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

’……新战士们，准备着上火线去啊”。少
共国际师由一群平均年龄不到 18 岁的青
少年组成，也于 1933年八一建军节之际成
立。9月 3日，即第 19个国际青年节，少共
国际师举行隆重的出征誓师大会。全师
官兵高唱《少共国际师出征歌》：“我们就
是少共国际师，九三日在江西誓师出征
去，高举着少共国际光辉的旗帜……”勇
往直前开赴前线。

自 1933年起，人民军队有了自己的节
日。无论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
红军，还是抗战时期的八路军、新四军，或
是解放战争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解放
军，每年都采取不同的形式纪念这一伟大
的节日。 据《人民网》

八一建军节诞生记
□ 郑学富

1933 年 6 月 30 日，中革军委发布《关
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
日的命令》。《命令》指出：“1927年 8月 1日
发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
南昌暴动。这一暴动是反帝的土地革命
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中国
工农红军在历年的艰苦战争中，打破了国
民党的历次进攻，根本动摇了帝国主义国
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已成了革命高涨的基
本杠杆之一，成了中国劳苦群众革命斗争
的组织者，是彻底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主
力。本委会为纪念南昌暴动与红军成立，
特决定自 1933年起每年 8月 1日为中国工
农红军成立纪念日。”

7月 2日，《红色中华》一版头条位置刊
登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的《关于“八一”国
际反战争斗争日及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
日的决定》，向各级党部和红军政治机关提
出了四点具体要求：（一）在“八一”运动中，
各级党部与红军的政治机关，应该根据中央
宣传部印发的宣传大纲，进行最广泛地宣传
鼓动。（二）红军中的政治机关，除了利用总
的一般的宣传发动之外，必须利用红军纪念
日进行提高军事技术的运动，必须采取一切
具体的方法，经过指挥机关或列宁室或其他
群众组织，兴起练兵运动。（三）在“八一”运
动的准备中，江西、福建、闽赣三省委必须以
完成工人师与少共国际师的动员为自己的

重要任务。（四）“八一”纪念正当秋收时节，
因之各级党部的组织，必须用最大的力量秋
收粮食，在“武装保卫秋收”的口号之下，动
员群众加入红军。在同版还刊登了中央局
宣传部专门拟定的《“八一”纪念的口号》31
条和《“八一”纪念的标语》16条。

7 月 14 日《红色中华》发表中共中央
发布的《为“八一”反帝战争日与红军纪念
日告红色战士书》，号召“全中国的工农劳
苦群众武装起来加入红军，拥护我们百战
百胜的红军，慰劳我们红军的家属”。

1933年 7月 23日，《红色中华》在第二
版发表了中央局宣传部制定的《“八一”纪
念宣传大纲》，共分五个部分：“八一”纪念
日意义，帝国主义战争与进攻苏联，武装
保卫苏联，反帝国主义斗争与纪念红军成
立，今年“八一”纪念的任务。

中革军委决定八月一日为建军节

《红色中华》隆重推出“八一特刊”

向“八一”献礼：中央警卫师和少共国际师成立

云起狼烟，长夜难眠，雾霭
雨残。看南昌枪响，秋收暴动，
工 农 奋 起 ，星 火 燃 原 。 号 角 旌
旗 ，红 星 闪 耀 ，万 里 征 途 威 震
天。桥飞渡，踏雪山草地，炎夏
冬寒。

丹心血染三关,更凝聚民心
齐 向 前 。 任 刀 光 剑 影 ，狂 飙 呼
啸，挥戈跃马，杀寇争先。勇战

沙场，忠魂尽显，旗帜飘扬
举 国 欢 。 军 歌 亮 ，永

情 牵 社 稷 ，固 我
家园。

沁园春·军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