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军事周刊2020 年 9 月 3 日 星期四 本版编辑 / 赵飞鹏
Tel：010-64098332 7

□ 彭玉龙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 75 周年。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永

远的历史丰碑，是海内外中华儿女永恒的集体记

忆。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伟大抗战精神，是推动中

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动力源泉。

2014 年 9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9 周年座谈

会上的讲话中，全面、准确揭示了抗战精神的深刻

内涵：“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

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

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

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的抗战精神，是

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

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

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唤起民族奋然觉醒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民族精神是一

个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和灵魂。古往今

来，任何一个有作为的民族，都以自己的独特精神

著称于世。中国自古就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

国传统，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

民族的精神基因，维系着华夏大地上各个民族的团

结统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发展繁

荣而不懈奋斗。

然而，随着鸦片战争的炮声，近代中国遭受列

强不断的侵略、欺凌，一次次的战败求和、割地赔

款，使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屈

辱，中华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受到沉重打击，人们

的国家认同和民族意识日益淡漠，东方雄狮沉睡于

漫漫长夜。对此，梁启超发出了“兵魂消尽国魂

空”的悲叹，并呼吁“今日所最要者，乃制造中国

魂是也。”

日本帝国主义处心积虑吞并中国，中华民族到

了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入

侵，带给中国人的不只是深重的灾难，更是一种精

神上的强击。生存还是毁灭，独立还是亡国，这是

对一个民族精神和意志力最为严峻的考验。

中华民族岂能接受这样的命运！日本发动的旨

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使所有爱国的中国人无不

引发了亡国灭种的忧患，也使所有爱国的中国人无

不产生了誓死卫国的责任感，中华民族犹如一头睡

狮，被完全震醒，“誓死不当亡国奴”，为民族而

战、为国家而战，成为响彻华夏大地的最强音。

在民族危亡面前，中国共产党高举团结抗战的

大旗，从民族大义出发，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共御外侮。以国共两党合作

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超越民族、阶级、党

派，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在抗日战争血与

火的洗礼中，中华民族“发扬抗战的民气”，“抗日

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

神圣天职。”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广大中

华儿女，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不顾一切艰难

困苦，积极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之中。中

华民族的觉醒和民族精神的升华，达到了前所未有

的高度，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表

现得更广泛、更强烈、更持久。抗日成为中国人民

的共同信念，埋藏在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怀

重新涌动激荡，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的意识和信

念空前高涨。

为了祖国，“中国军队在民族公敌面前，互相

忘记了旧怨，而变为互相援助的亲密战友，这是中

国绝不会亡国的基础。”为了祖国，“母亲叫儿打东

洋，妻子送郎上战场”；一位四川父亲给出川抗日

的 儿 子 送 上 “ 死 ” 字 旗 ：“ 我 不 愿 你 在 我 近 前 尽

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为了祖国，儿童捐

出零花钱、老人献上养老金，就连乞丐也拿出自己

微薄的所有。为了祖国，海外侨胞积极捐款捐物，

成为中国战时经济的有力支撑；华侨青年纷纷回国

参军参战，南侨机工战斗在滇缅公路上，华侨飞行

员血洒祖国长空。1939 年 5 月 18 日，东南亚归国

华侨机工白雪姣给父母留下的告别书中说：“这次

去，纯为效劳祖国而去的，虽然我是社会上一个不

值得注意的虫，虽然是在救国建国的大事业中，我

的力量简直是够不上‘沧海一粟’，可是集天下的

水滴而汇成大海。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洪流中，竭

我一滴之微力。”

一度麻木沉睡、几乎丢失了的中国魂，终于在

为日寇疯狂侵略所激起的抗日战争中苏醒了，归来

了！诚如毛泽东所说，抗日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

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

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正是经历了这场血与火

的洗礼，中华民族才真正实现了民族自觉，以全新

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促进民族空前凝聚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几代人前仆后继地抗击外

敌入侵，但始终摆脱不了屡战屡败的命运。其中，

落后的经济力和军事力固然限制了中国御侮能力的

发挥，但根本的原因是缺乏先进阶级与政党的领

导，政治组织力薄弱，始终不能集中全民族的力量

与外敌抗争。正如毛泽东所说，“日本敢于欺负我

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

面对民族存亡续绝的危机，抗日救国越来越成

为社会各界团结起来的思想共识，成为中华儿女凝

聚起来的精神旗帜。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说：“亡国

的危险临在每个中国人的头上。即使过去有着怎样

的深仇积怨，便算是杀父之仇罢，在这大难当前的

日子，也不应再记往日的仇恨，而唯有团结起来一

致对付当前最大的敌人，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

为着抗日’的原则下和衷共济，为大家的共同利益

而奋斗，才是出路。”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经过十年革命斗争实践锻

炼、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率先发

出武装抗日的号召，率先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主张，积极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斗争，并且毅然

捐弃前嫌，从民族大义出发，全力促成西安事变的

和平解决，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人民抵抗外敌侵略的政治组织

力问题，从而实现了近代以来不曾有过的全民族共

同抗敌的崭新局面。

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举国鼎沸兮，全民总

抗战”，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

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空前团结、一致抗日，中国人

民用自己的血肉筑起了新的长城。英国记者詹姆

斯·贝特兰写道：“日本的侵略行动，虽则令人寒

栗地给予中国以大量的灾难与苦难，但在同时，血

与火的锻炼，却也把中国社会内部的前进力量解放

了出来。”

从一盘散沙到万众一心，从对立冲突到强大合

力，抗战精神是全民族共同抗战、团结抗战、协力

抗战的凝结剂。伟大的抗战精神也感动着、震撼着

每一位与之切身接触过的西方人士：埃德加·斯诺

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有一种独特

的力量，他称之为“东方魔力”“兴国之光”；白求

恩 满 怀 激 情 地 说 ，“ 我 曾 经 参 加 过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战，也参加过西班牙战争，然而中国军队这种勇敢

的精神，我在世界上还未曾发现过”。

全国抗战爆发后，日军切断了中国内地与外界

联系的所有交通。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中的滇缅公

路，就成为维系整个抗战生命线的国际通道。世界

难以相信，日本人更难以相信，是 20 万云南各族

人民自带干粮、手挖肩扛，用短短 9 个月在崇山峻

岭间开凿出了近千公里长的“生命通道”。时任美

国驻华大使曾评价说：中国能于短期内完成此艰巨

工程，此种果敢毅力与精神，实令人钦佩。这种精

神是全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的。

强化人民不屈意志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一场以弱对强的战争。中

国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除了客观因素，最重要的

是中华民族有着百折不挠、永不服输的不屈意志，

正如 1937 年 9 月朱德总司令在八路军誓师大会上宣

读的抗日誓词——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

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正因为有了不

屈意志，面对强大敌人的进攻，中华儿女才能不畏

强暴、奋起抗争、众志成城。纵使付出 3500 万军

民伤亡的代价，但中国没有屈服。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同胞曾誓言：“宁教白山

黑水尽化为赤血之区，不愿华胄倭奴同立于黄海之

岸。”这其实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心声。壮烈殉

国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发出了“为了民族国家的

利益，我们要与华北人民同甘苦，共生死”的呐

喊；血洒雁北的归国华侨、抗日女英雄李林立下了

“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的誓言；杨

靖宇以“头颅不惜抛掉，鲜血可以喷洒，而忠贞不

贰的意志是不会动摇”的信念为抗日献出生命，他

的遗体被日军解剖时，胃里净是枯草、树皮和棉

絮，没有一粒粮食，展现了为民族尊严而舍生取义

的崇高气节。1942 年 2 月，东北抗日联军第 2 路军

副总指挥兼第 3 军军长赵尚志，在率部对敌人作战

中身负重伤被俘，誓死不降。穷凶极恶的敌人割下

他的头颅运到长春庆功，把他的躯体扔进了松花江

的冰窟中。赵尚志用自己的行动履行了“我死也要

死在东北抗日战场上”的誓言。

坚定人民必胜信念

抗日战争的时间之长、地域之广、烈度之大是

空前的，而中华民族表现出来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之

强更是空前的。面对日本侵略者征服和奴役中国的

图谋，中华民族迅即凝聚起抗日御侮的共同意志，

筑造起保家卫国的铜墙铁壁。从战略防御、战略相

持，到战略反攻，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

中国军民屡挫屡战，永不言败，展示了坚忍不拔的

必胜信念。

抗日战争是一场敌强我弱、艰苦卓绝的持久战

争。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虽然是一个大国，但

同时又是一个弱国。日本是一个小国，但又是一个

强国。因此，在同日本帝国主义的较量中，中国没

有力量取得速胜。在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

民以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以坚强的意

志和非凡的毅力，同侵略者战斗到底。必胜信念是

照亮艰苦漫长抗战岁月的明灯，指引着曲折历史过

程中前进的方向。

“中国有强大的实力抗击日本吗？”当美国记者

史 沫 特 莱 询 问 杨 虎 城 将 军 时 ， 杨 虎 城 这 样 回 答 ：

“谁能从理论上解答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的力量

不在飞机和坦克，日本拥有更多的飞机和坦克。我

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懂得我们必须抗日。这不是单

纯的物质力量问题，它需要我们面对现实，有坚定

的意志，只要我们有坚定的意志，我们就有力量抗

战。”成千上万的中华儿女，在抗日战场上表现出

了这种“坚定的意志”，用热血和生命浇铸了千古

不朽、熠熠生辉的抗战精神。

全国抗战开始前后，对于全国抗战的进程及前

途，国内舆论中的“亡国论”和“速胜论”相当盛

行。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

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

是持久战。毛泽东在指导中国抗日战争的纲领性著

作 《论持久战》 中，解答了中国抗战为什么是持久

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最后胜利为什么属于中国这

三大问题，清晰有力地描绘出中国抗战全过程的完

整蓝图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前途，作出了“抗日战争

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一论断。

对国家民族的深沉热爱，对伟大理想的坚定信

心，是中华儿女抵御各种艰难险阻的精神武器，是

取得抗战胜利的意志保证。1937 年 9 月 18 日，战

斗在山西前线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给叔父的

家信中写道：“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福，为我的事

业奋斗。请你相信这一道路是光明的、伟大的。”

1939 年，中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发表 《论抗战》，

他乐观地认为：“现在中国与日本打仗，是中国在

近代处境最危底时候，但不是中国在近代地位最劣

底时候。中国在近代地位最劣底时候，已经在二十

年前过去了。我们的时代是中国中兴的时代，而不

是中国衰亡的时代。”

华北平原上的一个庄户人家曾写下这样一副对

联：“万众一心保障国家独立，百折不挠争取民族解

放”，横批是：“抗战到底”。这是中华儿女同日本侵

略者血战到底的怒吼，是中华民族抗战必胜的宣言。

美国总统罗斯福1942年表示：“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

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

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中国人民，武装起来的和

没有武装的都一样，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对于在

装备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进行了差不多五年坚决抗

击所表现出的顽强，乃是对其他联合国家军队和全

体人民的鼓舞。”

铸造人民英雄气概

“要解满腔心头恨，剑斩倭奴祭亡灵。”在惨烈

异常的抗日战场，中国军民冒着敌人炮火勇往直

前，面对死亡威胁毫不退缩，一批又一批的抗日英

雄前仆后继，以大无畏的精神慷慨赴死，奏响气壮

山河的英雄凯歌。涌现出战斗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孤

胆英雄杨靖宇，为掩护群众转移而英勇跳崖的狼牙

山五壮士，历尽严刑拷打始终矢志不渝的赵一曼，

淞沪会战死守四行仓库、孤军杀敌的八百壮士，以

民族大义为重不惜“犯上”的张学良、杨虎城，卢

沟桥决心死战的佟麟阁等一大批抗日英雄。

英雄来自人民，人民哺育英雄。北京密云县一

位名叫邓玉芬的母亲，义无反顾地把丈夫和五个孩

子送上抗日前线，他们全部战死沙场，昭示了为民

族生存而毁家纾难的爱国情怀。八路军冀中回民支

队英勇善战，日军为逼降司令员马本斋，将他的母

亲白文冠抓到河间县城，威逼利诱她给儿子写劝降

信。马母痛斥敌人说：“我是中国人，我儿子当八

路 军 是 我 让 他 去 的 。 劝 降 ？ 那 是 妄 想 ！” 绝 食 7
天，壮烈牺牲。

母亲牺牲后，马本斋奋笔写下“伟大母亲虽死

犹生，儿承母志继续斗争”的誓言。1944 年 2 月，

马本斋因积劳成疾去世。朱德题写挽联：壮志难

移 ， 回 汉 各 族 模 范 ； 大 节 不 死 ， 母 子 两 代 英 雄 。

“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无论是直接参战

还是后方支援，所有投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人

们，都是抗战英雄，都是民族英雄。”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已经 75 年了，那场战

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战争阴霾并未消失，世界和

平正义仍然面临严重威胁。聚焦当下，世界正处于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经历深刻复杂之大变革、大

调整。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我们

尤其需要继承和弘扬抗战精神，进一步增强民族自

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纪念抗战胜利的现实意义

□ 董 玮文并摄

某机场，铁翼飞旋，战鹰列阵，一场大型演练即

将拉开战幕。突然，某新型直升机在降落过程中发生

异常，全机随即进入应急状态。

得知消息，军代表刘文法迅速带领承制单位技

术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经过不间断调试分析，故

障最终定位为某组件异常短路导致无法上电！更换

备件，战鹰顺利冲上蓝天。

而刘文法并没有就此罢休，他带着故障数据连

夜返回承制单位，检索数万组历史记录和资料文献

后，终于发现一处组件焊接工艺质量存在隐患。弄清

机理后，刘文法马上组织力量开展“举一反三”排查，

消除了安全隐患。部队官兵称赞他：“好一个博士后

军代表！”

刘文法 2000 年考入空军工程大学，10 年的飞机

与发动机专业深造，让他积淀了丰厚的理论知识和

浓厚的研究兴趣，2010 年博士毕业分配时，他主动

选择到基层部队，成为陆军航空兵学院某飞行训练

团的一名机械师。

在飞行训练团，3 年“与直升机面对面打交道”

的机械师经历，让他学以致用积累了大量的实战检

修经验，一些复杂技术难题的困扰又促使他进入原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继续深造。

博士后出站，刘文法从装备使用者一跃成为装

备监造官，他把院校 10 余年的专业知识与丰富的机

务工作经历，“植入”装备质量监管工作，带来了理念

上的焕然一新。

“按修理手册规定合格，能不能经受实战检验”

“维修实施中，有没有无缝对接部队训练要求⋯⋯”第

一次参加项目评审会，这位白净内敛的年轻军官一连

串的发问语惊四座，在场的几位老军工称赞他的发言

“思路清晰，考虑周到细致”“问题很有实践意义”。

而挑战也接踵而来。去年，他所在军代室全面监

管某大修企业。这意味着，以前只需熟悉部附件监管

的军代室，一跃成为以整机大修监管为主的军代室，

难度之大可想而知。面对工作风险，曾有部队整机维

护工作经验的刘文法主动请缨。

这是一项开拓性的事业：工作界面不清晰，他就

带着工厂人员对照法规标准，不厌其烦地梳理确定

了工作接口近百个；大修监管缺流程，他就向其他主

机军代室战友请教，研究编写了 50 余份直升机大修

监管作业指导书⋯⋯很快，一整套清晰、完善的监管

体系投入运转，效率之快、质量之高，让承修工厂、接

装部队刮目相看。

为什么经过试验鉴定的直升机装备在部队仍会

出现一些故障？从机械师到军代表，刘文法心中始终

装着这个困惑。通过对装备监造、型号研制等工作深

入了解后，他提出了自己的思路：过去的直升机试验

都是达标考核，随着部队实战化演训节奏加快，对陆

航装备的飞行时长、战术性能要求越来越高，“老标

准”与战斗力建设已不相适应。

“直升机是准备打仗的，装备监造必须与实战化

接轨。”在一次研讨会上，刘文法向企业灌输“实战

化”考核理念，对直升机装备试验研制进行全景式边

界考核，用严酷的考核条件、要求之外的“要求”，最

大限度提升陆航装备的性能。

考虑到时间、人力等综合成本，有厂家领导持有

不同意见，私下找到刘文法，希望协商一个折中措

施。刘文法没有直接回绝，而是和他推心置腹交流：

“让陆航装备能够适应现代战场需求是军代表责无

旁贷的责任”“技术、人力的优化迭代也是提高企业

核心竞争力的捷径⋯⋯”刘文法朴实真诚、深谋远虑

的话语让企业负责人感慨：“军代表不仅心系部队发

展，还有敏锐前瞻的眼光，相比之下，我们考虑的太

狭隘了！”

一次，某型发动机现场试车军检，刘文法在核对

工厂检验员提交的数据时，发现一项转速数据存在

细微偏差。“虽然偏差在可接受范围，但战机在极限

飞行时任何一个不起眼的毛病都会被放大。”刘文法

当即叫停。查明原因后，还帮助检验员一起分析类似

偏差如何避免。

担任装备修理企业军代表这几年，刘文法边参

加工厂检修，边奔走陆航部队，上门协助装备大修，

拿回了一大批装备故障数据。他由此提出了新思路：

修理企业是故障信息“集散地”，也是部队需求信息

“汇聚点”，若建立一套陆航装备故障数据库，反哺装

备设计和制造，将会加快陆航装备优化迭代，提升部

队战场抢修能力。

“这是一个大胆而绝妙的设想！”看到刘文法的

长足进步，某航空军代室主任包睿喜在心里，他坦

言，“刘文法是从部队成长起来的军代表，对战斗力

标准体会得更深，为装备监造树起了新的标杆。”

在爱人喻宛婷和儿子刘习之眼里，刘文法像一

只高速旋转的陀螺，总是忙忙碌碌、来去匆匆。刘文

法家中的书架上摆放着各类玩具飞机，这是儿子的

最爱。“近几年，部队飞行演训任务加大，加班加点成

了家常便饭，碰上妻子出差，只能把儿子寄放在工厂

门 口 的 值 班 室 ，耳 濡 目 染 之 下 孩 子 也 喜 欢 上 了 飞

机。”刘文法脸上挂着一丝愧疚。

儿子的名字简单明了，意为“学而时习之”，小名

叫刘一，意为“勇争第一”。刘文法希望儿子长大能和

自己一样“简单做人、勤奋干事”，并没有想过要子承

父业。可刚满 4 周岁的刘习之已经有了自己的梦想：

“我长大以后要设计飞机⋯⋯这样，就可以和爸爸多

一些陪伴时间。”

“哪天他突然闲在家里我会不太适应。”妻子喻

宛婷风趣地说。有一个周末，她粗略算了一下刘文法

接打电话的次数，从早晨到深夜，一天竟然有 100 多

个，要么帮工厂协调事务，要么帮部队解决装备“疑

难杂症”，丈夫的手机成了“热线电话”。

虽然少了花前月下，但喻宛婷非常支持丈夫的

事业。家人的理解与支持让刘文法浑身充满了干劲。

也正因如此，当军代表系统调整改革逐步推进，从同

事口中得知将面临脱下军装的选择时，多少也让刘

文法有些猝不及防。一些企业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

抛来邀约，承诺让他担任公司副总并开出丰厚薪资

待遇；有的地方高校诚邀他参与组建航空学院，给予

副教授职称。

然而，这些并不能让刘文法分心。真正让他纠结

的是：转文之后岗位调整，手头待攻关研究项目是否

会停滞不前？

所在单位负责人陈永找到刘文法，与他促膝长

谈，这让始终视装备质量如生命的他打消了顾虑。

征求家人意见后，刘文法郑重向组织递交了转文申

请，成为一名文职人员。

“选择坚守自己的事业，是因为执着热爱，也

因为使命如山。”刘文法说，“验收产品时签下自己

的名字，就好像立下一道‘军令状’！”今年以来，

哪怕是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由他负责的装

备维修交付都没有受影响。

“装备连着战斗力。”陆军装备部领导这样评价

刘文法——他是新时代陆军军代表的标杆，装备发

展的探索者，也是装备质量价值观的传播者和践行

者。

军代表的标杆
——记陆军装备部某航空军事代表局军代表刘文法

刘文法在检查直升机桨叶质量。

2019 年 7 月 7 日，位于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82 周年。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摄（资料图片）

8 月 25 日的上海四行仓库西墙，如今这里也是四
行仓库抗战纪念馆向公众展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日，
在四行仓库保卫战原址上设立的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
念馆成为热门参观点。

新华社记者 任 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