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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娘子军英勇战斗，“巾帼不让须眉”；
诺尔曼·白求恩医生组建战斗医疗队，救死扶伤；

“狼牙山五壮士”掩护群众转移，据险抵抗，舍身
跳崖……

这些在中国妇孺皆知的故事，都记录在一套名为
《星火燎原》的丛书里。1958年，该丛书首次出版。

61 年后，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之
际，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编辑的 《星火燎原》 精
选本，于近日正式出版发行。

这套丛书回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历史，传
承了党和人民军队红色基因，承载了讲好中国革命故
事的使命。

“红色家谱”，力量之源
——永不过时的经典读物

《星火燎原》是1956年7月中央军委批准发起的“中
国人民解放军30年征文”活动的结晶。它是新中国出版
史上唯一一部由毛泽东题写书名、朱德作序、530余位开
国将帅和省部级以上领导等撰写的红色经典读物。

今年出版的 《星火燎原》 精选本图书，主要是从
2009 年出版的 《星火燎原全集》 中精选部分文章重新
编排的。

精选本图书分为上中下三册，有“铁心向党”
“信念如磐”“骁勇善战”“创新制胜”“作风优良”
“鱼水情深”6个方面内容。用壮怀激烈、惊天动地的
革命故事，生动阐释革命先辈坚定的理想信念、崇高
的革命精神和优良的作风纪律，是我党我军的一套

“红色家谱”。
上卷，“铁心向党”模块梳理了南昌起义、秋收

起义、遵义会议、长征等重大历史节点，以亲历者的
角度讲述史诗背后的故事；“信念如磐”模块通过长
征、转移、作战过程中方志敏、杨靖宇、刘胡兰等英
雄人物的事迹揭露出一个道理：“崇高理想信念是人
民军队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是全军将士心中熊熊燃
烧的火炬。”

中卷，“骁勇善战”模块以大渡河之战、平型关战
役等一系列重大战役，体现出人民军队无往不胜的英
雄气概和顽强的战斗作风；“创新制胜”模块则是以共
耕社、红色娘子军、地道战等实例，证明了人民军队
的胜利来自于改革创新。

下卷，“作风优良”模块以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体现
了人民军队的纪律严明；最后的“鱼水情深”模块则
是以军民相处的感人细节表达出“人民军队始终和人
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这部丛书被誉为“用红宝石砌成的万里长城，记
述中国革命战争的东方史诗”。自1958年第一卷推出以
来，共出版了8个版本，先后被翻译成英、法、德、日
等13种文字，在国内外发行近千万册，其中有36篇文
章被选入全国中小学课本，有的被改编成电影或戏剧
作品，影响了新中国一代代读者。

在新发行版本中，为方便读者研读，该书为每篇
文章编配了导读，补充完善了部分作者信息，增加了
一些新发现的档案资料、历史遗迹等图片，配套制作
了一系列融媒体产品。读者在阅读纸质书的同时，可
以通过扫描二维码倾听原文、观看微视频，欣赏沙
画、动漫，体验H5、AR，全方位品读这部红色经典。

精选本 《星火燎原》 的出版说明中写道：再版
《星火燎原》，目的是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弘扬光
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指示精神，
充分展示党领导人民军队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革命
斗争历史，引导干部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深刻认识
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来之不易，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性质和宗旨，
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不忘来路，砥砺前行
——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

血战湘江、飞夺泸定桥、风雪祁连山……故事中
的一幕幕场景，汇聚成一部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革
命战争回忆录。《星火燎原》丛书回顾了中国人民解放
军成长历程中的一系列重要转折点和重大战役。

翻开这部“红色家谱”，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袁也烈
撰写的《“八一”的枪声》。“‘砰！砰！砰！’城内某
处清脆地响了三枪，这是指挥部的信号。”动人心弦的
战斗细节，真切的心理活动，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
重回那个南昌起义波澜壮阔的时刻。1927年8月1日凌
晨，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领导
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中共所掌握和
影响下的军队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
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
（八七会议），决定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在此时
期，进行了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艰
辛探索。罗荣桓撰写的 《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
这篇文章中，详细介绍了人民军队初创时期政治建设
的基本情况。在文章的最后，作者总结出一个历史真
理：“党始终是军队的领导者、组织者和鼓舞者，没有
党的领导，就没有革命的军队。离开了党，一切都要
失败。”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部来到江西永新县三湾
村，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新
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谭政撰写的 《三湾改编》 一
文生动再现了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期间一次极具感染力

的教育讲话。“长久未剪的头发”“老百姓的旧棉袄”
“一双草鞋”，刻画出了领导人和蔼可亲的形象。“没有
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一番铿锵有力的讲话令
读者体会到一种振奋的精神。

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中国共产
党又于1927年12月11日发动了广州起义。叶剑英撰写
的 《大革命失败与广州起义》 一文详细记述了广州起
义的过程，分析了起义失败的教训，反映出探索正确
革命道路的艰辛。徐向前撰写的 《奔向海陆丰》 则回
顾了从广州起义到海陆丰斗争的壮阔历程，作者写
道：“正如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句所写的‘野火烧不
尽，春风吹又生’。年轻的红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
下，继续顽强斗争着。”

何长工的 《伟大的会师》 一文生动记述了作者受

到毛泽东同志委派，寻找南昌起义部队，促进井冈山
会师的曲折历程。赖传珠撰写的文章，将古田会议前
后红军政治建设作了鲜明对比，反映了会议决议的重
大历史意义和永恒时代价值。贺龙撰写的 《湘鄂西初
期的革命斗争》 中详细记述了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的艰辛过程，总结了其中的经验教训，他还指出“孜
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1935 年的春天，是中国革命历史的光辉一页，张
南生撰写的 《遵义会议的光芒》 生动反映了会议之后
红军官兵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我们在党中央和毛主
席的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到了10月份，中共中
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完成战略转移，胜利到达陕北。
习仲勋撰写的 《红日照陕甘》 深情回顾了这一难忘岁

月。刘伯承的 《回顾长征》 一文则对中国工农红军长
征进行了全景式的记述。

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英雄的人民军队取得了一系列伟大胜
利，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为建立人
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奠定了牢固基础。

缅怀先烈，牢记使命
——战斗英雄的传奇故事

在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中，涌现出许多意志坚
定、斗志昂扬的战斗英雄，他们是民族的脊梁。不论
是在牢狱中坚韧不屈、书写 《囚歌》 的叶挺，还是舍
身炸碉堡的董存瑞，亦或是“第十二名爆破手”王挺
发，他们的英勇事迹和高尚品格为人们所传颂。

邓洪撰写的 《潘虎》 一文，通过质朴直白的语言
描述他与潘虎交往的细节，讲述了红军英雄潘虎的传
奇故事，使他的英勇形象跃然纸上。潘虎曾任国民党
军连长，在北伐战争中多次立功，因不满国民党部队
摧残老百姓而回乡种田。潘虎懂军事、有威望，在汹
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中，建立了一支红军游击队，但不
懂政策、纪律松散，在本文作者共产党员邓洪的争取
下，潘虎所部被收编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
装。在组织的关怀培养下，潘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历任队长、副团长、副师长。潘虎对党非常忠诚，执
行党的任务非常坚决，在一次护送新兵到中央苏区途
中遭遇敌人袭击，他奋勇迎击，不幸壮烈牺牲。

英雄的精神记录下来，化为红色基因代代传承。
当年，作为随军记者的赵戈撰写 《“为刘胡兰报
仇！”》一文，记述了1947年1月12日，阎锡山部队和
地方反动武装“复仇自卫队”抓捕并杀害了年仅 15岁
的中共预备党员刘胡兰之后，解放军战士高呼着“为
刘胡兰报仇”口号，一举解放文水县城的经过。毛主
席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高度概括了刘胡
兰短暂而伟大的一生。

李少元在 《一位难忘的掌旗兵》 中通过红军第 25
军基层连队掌旗兵老黄敬旗、爱旗、擎旗、护旗的感
人事迹，讲述了一个革命军人视军旗比生命还重的英
勇故事，展现了人民军队无坚不摧、势不可当的英雄
气概和伟大力量。文末写道：老黄中弹后，“沾满鲜血
的双手还紧握旗杆，脸紧贴在旗杆旁边，眼睛凝视着
前方，他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终于倒下去了，军旗却
依然迎风漫卷，指向前方”。这一细节描写令读者动
容，深受震撼。

“九个炊事员、一口行军锅”，也是红军长征中
著名的故事之一。谢方祠在 《九个炊事员》 中记述了
红 3 军团某连 9 个炊事员克服重重困难，保障该连胜
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感人故事。9 个炊事员用自
己的生命保证了战友们在长征途中“除了战斗减员以
外，没有因饥饿而牺牲一个人”。他们用生命传承的
不仅是一口普通的行军锅，更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
高的使命担当。

坚定信念，薪火相传
——理想信念的精神力量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波澜壮阔的革命征
程，离不开严明的纪律和坚定的精神信念。

艰苦卓绝的斗争，孕育出了井冈山精神。在 《井
冈山上的故事》中，记述了井冈山上“一根灯芯”“朱
德的扁担”“练兵与御寒”“空山计”“一块都是一块，
一毛都是一毛”等5个生动感人的故事，集中体现了中
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坚定执著追理想、实事求是闯
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的精神。共
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光明未来的坚定信念，成为井冈山
军民克敌制胜的精神支柱。

让革命精神如春风化雨般深入人心，离不开点点
滴滴的思想教育。陈仪撰写的 《一次难忘的班务会》
记述了作者陈仪私自摘老乡三个辣椒，班长严肃地召
开班务会，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并登门向老乡道歉的
故事。这次班务会使他认识到辣椒虽小，但事关群众
纪律、群众利益，应当牢记在心。这也是我军严格执
行群众纪律的一个缩影。

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革命精神，作为内在的精神力
量，是我军的制胜法宝，也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一
代又一代军民之间传承。

吴华夺撰写的 《我跟父亲当红军》 中记述了他从
军的经历，在父亲的影响下，他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
陶，培养了他爱憎分明的立场、坚强不屈的性格、忠
于革命的品格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当他得知父亲不幸
牺牲后，化悲痛为力量，在革命道路上继续前进。

在“信念如磐”模块中，程菊英撰写的 《父女英
烈》一文记述了作者分别与女儿、丈夫最后一次共处时
的美好回忆，字里行间既透露着冷静与刚毅，又充满着
对女儿、丈夫的深情怀念，对革命英烈的敬仰。正如文
中所说，父女英烈“以不朽的革命功勋、不屈不挠的为
国牺牲的壮烈精神，以崇高的共产党员的品德和真正爱
国主义者的榜样，给了青年一代以伟大的教育”。读罢
让人感慨这对父女何其不幸，又是何等的光荣。

在这套书中，还记述了 《爱护干部的少奇同志》
《向彭副总司令汇报》《带着粮食跳崖》 等革命故事，
都令人深有触动。其中蕴含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
神、延安精神等的丰富革命精神是我国革命事业的宝
贵遗产，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积极意
义。崇高的革命精神具有永恒的价值，指引中华儿女
不断奋进，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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