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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中国美术馆看
到过一幅名为 《步调一致
才能得胜利》 的油画，画
上 画 的 是 1928 年 4 月 3
日，毛泽东同志站在湖南
省桂东县沙田圩“三十六
石丘”田边土台上，扳着
指头向工农革命军和赤卫
队员们讲解“三条纪律六
项注意”的历史情景。“三
条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
展成为脍炙人口的“三大
纪律八项注意”。但不变的
是，它们的第一条都强调

“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
致才能得胜利”。

从革命战争时期到社
会主义建设时期，直到今
天，“一切行动听指挥”这
一纪律要求一直发挥着重
要作用。

在炮火纷飞的战争年
代，军号就是命令，面对
凶恶敌人，只要冲锋号吹
响，英雄的战士便会奋勇
向 前 。“ 一 切 行 动 听 指
挥”，让人民军队取得了一
场场胜利。在本期所展示
的文物中，不论是小英雄
崔振芳的军号，还是 《中
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都
是“一切行动听指挥”的
证明。在那个通讯与计时
设备奇缺的年代，嘹亮的
军号声是发号施令的方式
之一，也是战士们心中的

“指挥棒”。军号怎么吹，
部队就怎么做，军令怎么下，战斗就怎么打。可以说，
军号是人民军队听党指挥、纪律严明、绝对忠诚的体
现，号令既出，全党全军坚决执行。在一次次纪律严明
的磨砺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由小到大、由
弱到强，成长为无坚不摧的劲旅雄师。

一切行动听党指挥，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和
力量。不论是面对汹涌的长江全流域性洪水，还是突如
其来的非典疫情和新冠肺炎疫情，共产党员响应党的号
召，不畏艰险、冲锋在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培育
的“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好传统、好作风没有变。在这
些突发灾难面前，全国上下一盘棋，汇聚起众志成城、
同心协力的磅礴力量。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1948年，毛泽东在西
柏坡给东北野战军负责人和各中央局、各前委负责同志
发出的电报中，写下这样的话语。回首百年峥嵘岁月，
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制定了严格的纪律，才赢得人民的
信任和支持。坚持“一切行动听指挥”，坚决服从党中央
集中统一领导，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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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俄式毛毯，收藏在平津战役纪
念馆中。这是一条颜色黯淡、以绿色为
主的纯毛毛毯。就是这件普普通通的毛
毯，见证了我军军史上一个不平凡的民
主决策。

1948 年 11 月 29 日，三大战役之中
的平津战役打响。12月，我东北野战军
挥师入关，与华北野战军共同发起平津
战役。中央军委制定了“先打两头，后
取中间”的战役原则，两头分别是塘
沽、张家口，这样可切断国民党军傅作
义集团逃跑的去路，便于将其分割包围

在平津地区。
东北野战军首长决定，由第44军司

令员邓华统一指挥第44军等3个军并附
1 个师，首先攻击塘沽、大沽之敌，截
断平津之敌从海上东逃的去路。

邓华受此重任后，即于12月16日率
部来到了塘沽以北 40里的北塘小镇。他
亲往前线对地形、敌情等进行实地侦察。
他发现，这里是一马平川的盐滩地，敌军
层层设防，工事密布。我进攻部队进入盐
滩地区，没有任何物体可作掩蔽，将完全
暴露在敌炮兵和海上舰炮组成的密集火
力网之中，伤亡势必极其惨重。

12月 21日，军委电示：“我军应不
惜疲劳，争取于尽可能迅速的时间歼灭
塘沽敌人。”

12月 22日下午，担任主攻任务的第
44 军第 131 师以一个营作试探性进攻。
10分钟后，占领了一小段盐滩地，但伤亡
过半。邓华当机立断命令停止攻击。

晚上，邓华反复思考：攻克塘沽这
招棋该怎么下？塘沽地形很不利于进
攻，强攻伤亡过大，还歼灭不了敌人，
而敌人军舰又摆在海上，无法绕到敌后
包围敌人；如果平推，只会把敌人逼上

军舰，从海上逃走。到底怎样打，才能
避免大的伤亡，以较小的代价去争取更
大的胜利？

邓华将自己的想法向东野总部发电
报，建言：攻塘沽不如打天津对我有
利，拿下了天津，也就封锁了平津敌人
的海上逃路。

事关重大，东野首长派出天津战役
总司令、东野参谋长刘亚楼等人亲自前
往塘沽验证邓华的建议。邓华陪同刘亚
楼、肖华、吴福善等人，前往海堤、盐
田、河汊一带勘察地形，研究作战方
案。一直工作到深夜，时值隆冬，他们

就合盖这条毛毯一起休息。经过现场调
研，集体商谈，刘亚楼等人也得出了与
邓华同样的结论。

这时，恰逢有起义倾向的国民党军将
领侯镜如捎话给刘亚楼，如先打塘沽的
话，解放军会遭到来自海上的国民党军舰
和陆上天津敌军的火力夹攻，即便赢了也
不合算，因塘沽守敌可从海上逃走。

综合这些研判和情报，4 人联名向
中央军委写了“缓攻塘沽、先打天津”
的报告。

12 月 29 日 11 时，毛泽东代表中央

军委复电：“决定放弃攻击两沽计划，
集中 5个纵队 （军） 夺取天津是完全正
确的。”转而调集 5 个军 22 个师和特种
兵部队，以具有绝对优势的兵力和兵器
夺取天津。

1949年1月14日，东北野战军向天
津发起总攻，29小时内，以迅雷不及掩
耳之势攻克天津，天津解放后，塘沽守
敌 5万余人，不战而逃，塘沽随即获得
解放。

（作者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师）
上图上图：：《《平津战役平津战役··会师金汤桥会师金汤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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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把军号，原收藏于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现
陈列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是小英雄司号
员崔振芳在著名的黄崖洞保卫战中用过的军号。

军号高 27 厘米，喇叭直径 11.1 厘米，呈喇叭
花状，手柄弯曲为耳形。这把曾参加过抗日战争
的军号虽然残缺不全，有点变形，但却给人留下
难忘的记忆。

今天在黄崖洞兵工厂旧址，矗立着小英雄崔
振芳的雕像。崔振芳，山西洪洞县人。1937 年参
加八路军后，在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任连部通信
员。1940 年被调到团部司号班学习司号和通信技
术。后任三营七连司号员，奉命随部队进驻黄崖
洞兵工厂正面的翁圪廊。

黄崖洞地处太行大峡谷，地形险要，易守难
攻，正是考虑到其隐蔽性和安全性，八路军副总
参谋长将八路军的掌上明珠——黄崖洞兵工厂设
在这里。

日军将黄崖洞兵工厂视为眼中钉。为了摧毁
这座兵工厂，1941 年 11 月 9 日，日军纠集了 5000
余重兵，以“反转电击”战术向黎城以北黄崖
洞、水腰地区进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凭险抗
击，打退其10多次猛烈冲击。

11月 11日拂晓，日军对总部特务团三营七连
阵地发起偷袭，当日军距八路军阵地百米左右
时，司号员崔振芳吹响了军号，八路军凭借天

险，所有机枪、步枪一起开火，战士们把一颗颗
手榴弹投向敌群，打退了敌人一次次疯狂的进攻。

中午时分，日军开始释放毒气。崔振芳再次
吹响军号，及时向战友发出防毒信号，避免了部
队遭受大的损失。

下午3时左右，日军在炮火掩护下，分三路发
起冲击，企图一举夺取南口。连长安排崔振芳、
卫世华两位小战士专门投掷手榴弹，两人守在翁
圪廊口，利用地形，居高临下，机智地打击蜂拥
而上的日军。

战斗中卫世华不幸负伤，崔振芳马上对他进
行救护，随即又投入战斗中。崔振芳一个人就先
后投出了 100 多枚手榴弹，炸死敌兵数十人。突
然，日军一发炮弹飞来，炸碎的石片击中他的喉
咙，小英雄崔振芳壮烈牺牲。

黄崖洞保卫战经过8昼夜的激战，最终取得了
胜利。这是抗日战争中一场著名的漂亮仗，毙伤日
军 800余人。100多名像崔振芳这样的年轻战士，为
保卫黄崖洞兵工厂，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张书祥老人亲历过黄崖洞保卫战，每当提起
崔振芳时，他总是深情地说：“那是个多好的孩子
啊！每天早早地起来站在鸡冠山的顶尖上吹号，
那红绸穗子在他胸脯上来回地飘……那次战斗
前，他一连写了五份决心书，首长才点头同意让
他上的前沿阵地……”

如今，黄崖洞保卫战的烽烟已过去 80 年，但
小英雄崔振芳吹响的军号，仿佛穿越了历史时
空，仍然回荡在我们的耳边，那是无畏牺牲的、
胜利的号角！

（作者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师）
上图：崔振芳参加黄崖洞保卫战时使用的

军号。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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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特殊的文物，收藏在福建省宁
化县革命纪念馆内。这是一本 1932年印
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

内页曲谱均采用五线谱，收集了红
军生活、训练、作战及部队番号、职
务、首长代号等曲谱340多首。

军号，好比号令部队的指挥密码。
无论是作战、行军还是日常管理，司号
员只要吹奏号谱，部队的千军万马都能
变得井然有序。

战争年代，军队日常生活、训练、
作战，基本都要靠号音指挥，从首长到
新兵都必须熟记军号号谱。新兵入伍
后，要进行背诵号谱的训练，什么是冲
锋号？什么是集合号？什么是防空号？
什么号是在叫连长……上百个号谱必须
背得滚瓜烂熟。很难想象一个战士如果
连起床、熄灯、吃饭和集合号都分不
清，将是何等情形。

老红军张生荣回忆说，小小军号，
学问可大着，一本厚厚的号谱本子，看
完都要花好长时间。几百种号谱，全要

记得熟熟的。“那时没有电话，几个连分
散在好几个山头上。前进、后退，左
拐、右行，全靠号来指挥。吹错了，可
是要死人的。”

在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全军司号
员培训班的课堂上，音乐老师刘保国正
向学员们介绍红军时期少共国际师号谱
的奥秘。刘保国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一
段红军号谱的内容。

“你们能想象的到吗？司号员只需
吹出红军号谱上的这段旋律，就可以让
少共国际师政委跑步到红一方面军司令
部来？”

老师边讲述，边吹奏。
红军创建初期，部队沿用的是旧军

队的号谱。由于号谱相同，敌我双方常
常发生误会。1930 年冬，第一次反“围
剿”斗争胜利后，中国工农红军总部着
手编写自己的号谱。1931 年秋，红军总
部正式颁发了新号谱。同年 11 月 29 日，
中革军委发布 《关于司号问题的通令》，
要求红军各军团、各军的指挥员和司号
员熟悉和掌握统一的号谱，以便全军统
一号令行动。

换用新号谱后，红军可根据敌人的
号音掌握他们在战场上的新动向，而敌

人对红军的行动却摸不着头脑，军事主
动权便经常掌握在红军手里。

吹军号，既然可以用来识别友军，
那么也可以用来迷惑敌军。军史上留下
了不少军号退敌的传奇战例。

军号退敌的一个重要战例发生在
“飞夺泸定桥”的行动中。

中革军委于 1935 年 5 月 26 日命令红
一军团及主力在两天半内向泸定桥急
进。红一军团将夺取泸定桥的任务交给
了王开湘、杨成武领导的红 4 团。红 4
团遂沿着大渡河西岸向泸定桥一路飞
奔，边走边打。沿途山路陡峭崎岖，危
机四伏。

在红军向泸定桥奔袭的同时，国民
党川军派出两个旅在大渡河东岸向泸定
桥增援。双方隔河并行赛跑。入夜，双
方都打着火把奔跑。川军发现了对岸的
火龙，于是，隔江向对岸吹军号进行联
络。杨成武听到对方的号音，赶紧叫司
号兵联络。恰巧几天前打一仗时，红 4
团缴获了敌人的号谱，司号员便用敌人
的号谱回答敌人，说是自己人，是向泸
定桥增援的部队，四川籍的同志和俘虏
也吊起嗓子大声作答。川军一听是自己
人，警惕性大大降低，隔江并排跑了一
阵，他们跑累了，便吹号宿营休息。红4
团抓住时机，加速前进，先于敌人赶到
了泸定桥西。

红军之所以能在大渡河畔绝处逢
生，没有成为“石达开第二”，除了有中
革军委的正确领导和红军顽强的战斗精
神外，也得益于红军将士巧妙利用军号
退敌，为飞夺泸定桥赢得了时间。

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后，来到
天全附近。一天，红军总司令朱德带着
几个参谋到一支部队检查工作。当他们
接近紫金镇时，被国民党川军第 71团发
现。200多名川军紧追朱德一行，双方距
离最近时仅 200 多米，情况万分危急。
这时，从山上突然传来了川军的军号
声，军号告诉他们追击的是自己人。川
军士兵听到号声，立即停止追击，掉头
归队。就这样，红军又一次利用军号巧
妙躲过了敌人的追击。

考虑到军号在提振军心士气方面的
独特作用，为强化号令意识、传承红色
基因、推进部队正规化建设，2018年 10
月 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恢复播放作息
号，2019年8月1日，全军正式施行新的
司号制度。恢复司号制度，更重要的是
强化闻令而动、听令而行的战斗作风，
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

按新的司号制度规定，原有的 109
种号谱精简优化为作息类号谱 11个，行
动类号谱5个，仪式类号谱5个。
（作者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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