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06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 E—mail:ldwbgh@126.com│校对 张旭│美术编辑 赵军│本版编辑 卢继延│2017年 8月 1日·星期二【国内】

跨越90年的追寻

建军 周年·90 军史上的第一

今年５３岁的东部战区陆军副
参谋长王鹏， ２００６年７月被任命
为原南京军区某摩步旅旅长 。
２００８年３月 ， 经严格考核， 这个
旅成为原南京军区数支外军模拟
部队中的一支。 他也由此成为一
名 “蓝军司令”。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许雪松介
绍， 蓝军就是在军队组织的对抗
性演练和演习中， 按照敌军编制
装备、 作战指导思想、 战术原则
等组成的专门模拟作战对象的部
队， 也称 “假想敌部队” “反方
部队” “影子部队” 等。 之所以
称为蓝军， 是因为中国人民解放
军历来以红军代表自身， 以蓝军
代表敌方。 但外军则不同， 如美
军传统上以蓝军代表己方， 红军
代表敌方。

１９６６年， 以色列组建了 “外
国空军模拟大队”， 这是世界上
第一支正规的蓝军部队。

“其实， 早在４０多年前， 我
军就已诞生了蓝军部队。” 我军
第一代 “蓝军司令” 王聚生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 １９７５年６月下旬，
原南京军区某师在全军首次运用
蓝军诱导演习。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 我军
真正出现专业化的蓝军部队， 则

是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王聚生说。

１９８６年， 中央军委批复原南
京军区在安徽三界正式组建一个
合同战术训练中心。 至此， 中国
有了第一个合同战术训练中心，
后来改为三界训练基地。

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向守
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 合同
战术训练中心成立的同时， 他就
负责在第１集团军某师组建了我
军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蓝军。

实际上， 第一支蓝军规模不
大， 只是一个外军模拟营。

许雪松指出， 蓝军在编制上
严格按照外军的序列， 训练也严
格按照外军的条令、 训练大纲进
行。 在红蓝军仿真对抗训练中，
努力体现和运用外军的作战原则
和战术手段， 从而使对抗训练由
单方面的合同演练转变为逼真的
两军对抗。

在今天的人民解放军当中，
各大战区、 各军兵种都成立了人
数不一、 装备不同的蓝军， 他们
始终着眼 “形似 、 神似 ” ， 在
“知敌、 像敌、 超敌、 胜敌” 上
下功夫， 打造出具有实体对抗能
力的强大 “磨刀石” 部队。

据新华社

第一支蓝军：
令红军胆寒的“磨刀石”部队

“静如处子，动如脱兔”
———歼—２０飞行员的驾驶体验

建军 周年·90 阅兵

“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空军
某部部队长张昊，用这８个字来形
容歼—２０战机的驾驶体验。 在３０
日举行的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
军９０周年沙场阅兵中， 他与战友
驾驶的３架歼—２０战机，成为阅兵
场上空的亮点。

作为这款第四代超音速隐身
战斗机的首支接装部队， 张昊与
战友们对歼—２０的飞行品质赞不
绝口。

“加减速性能优越， 中性速
度稳定， 正向速度稳定。 无论是
超音速还是亚音速， 歼—２０的飞
行品质都可以说做到了完美 。”
张昊说。

而平台的操纵性只是最基本
的。 作为第四代全候中远程重型
战斗机， 它更大的亮点在于其强
大的任务系统———

第四代战机的隐身性能优
异。充满高科技的机身涂层和“诡
异”的气动外形，能最大限度地吸
收及散射电磁波， 从而极大压缩
对手雷达的发现距离， 在对手雷
达屏幕上实现“隐身”。

第四代战机还具有强大的信
息采纳和集成能力。雷达、光雷、
数据链、 机械链、 电子对抗……
歼—２０ “浑身都是鼻子眼睛”，能
综合接收各种信息， 再以优越的
信息集成能力，用简洁、高效、友
好的人机界面反馈给飞行员。

“信息在眼前，操纵在指尖。”
该部某站站长汤海宁说， 所有的
信息、电抗、武器控制全在手上，
飞行员要熟练掌握每一个按钮的
操控逻辑，“玩转装备”。

这样一款战机， 已经突破了
传 统 飞 机 的 概 念 ，
它是一部集信息交
汇 、 信息传输 、 信
息处理于一体的智

能化平台———更要由信息化的头
脑来驾驭。

２８岁的白龙是这支部队里最
年轻的飞行员。“刚来这里时，见
每个人桌上都是山一样高的书籍
资料，感觉不像飞行员，倒像老学
究。”他说。

对于已经能够熟练驾驭三代
机的白龙，“能飞” 歼—２０并不困
难，“能打”才是关键。

“要学的东西太多了，雷达系
统、电抗系统、武器系统，还有数
据 链 中 其 他 结 点 的 工 作 逻 辑
……”白龙说。

作为整个作战体系中强大的
信息结点， 歼—２０要求飞行员不
但是单架飞机的驾驭者， 还要是
一名具备全局掌控能力、 处置决
策能力的指挥员与战术家。

“因此， 我们挑选飞行员，最
看重他的学习能力。”张昊说。

他们的部队地处大西北戈壁
滩，一批批“最优秀的空战精英”
义无反顾来到这里， 为的就是让
国家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在自己手
中发挥最彻底的作战效能。

当初决定来这里，白龙“没有
一秒钟的犹豫”———从他穿上“空
军蓝”的那天起，“飞最好的飞机，
当最棒的飞行员” 就是他一直以
来的梦想。

如今， 他的梦想 “实现了一
半”。“另一半，要靠今后的努力。”
他说 ，“这里不光有最先进的飞
机，还有最先进的理念、平台和流
程。未来，我们不仅要‘飞出去’，
更要把先进的理念‘撒出去’。”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
了呢？”白龙笑着说。 据新华社

建军 周年·90 特稿

听闻八一起义纪念馆正在收
集起义参加者名录， 不少人前来
参观咨询。

但对后来者而言， 这注定是
一场没有句号的追寻。

几年前， 八一起义纪念馆发
出的征集函收到反馈， 曾随贺龙
部参加起义的唐子奇、 曾随叶挺
部参加起义的彭猗兰两位老人都
还健在。 “听到这个消息， 我们
非常激动！” 肖燕燕说。

随后， 八一起义纪念馆原馆
长法剑明带着几位工作人员，前
往唐子奇、 彭猗兰两位百岁老人
的居住地北京看望， 为南昌起义
参加者名录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
材料。

经过细致调查研究， 像彭猗
兰这样曾参加南昌起义的女兵共
有３０人左右 ， 在起义中承担宣
传 、 救护等工作 ， 表现非常勇
敢、 毫不畏惧。 她们的名字， 如
今绝大多数都刻写在了南昌起义
参加者名录墙上。

在南昌起义参加者名录中，
还出现了一些 “洋名字”。 苏联
共产党党员莫·弗·库马宁就是其
中一位。 他曾担任第二十军军事
顾问， 积极为起义出谋划策、 辛
勤工作。 对于库马宁的事迹， 工
作人员通过查阅文献仔细研究，
并设法托人从俄罗斯寻找有关原
始档案。

“在南昌贺龙指挥部旧址 ，

已经按照记载布置了库马宁的房
间。 只是很遗憾， 至今还没能找
到库马宁本人的照片。” 肖燕燕
说， 还有其他几位苏联、 朝鲜和
越南人也参加了南昌起义， “他
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贡献我们是
不会忘记的。”

“八一起义我军创始， 青史
丰碑千秋仰止 。” １９８１年１１月 ，
在南昌起义时曾先后任第十一军
第２４师８连指导员和４连连长的肖
克， 在参观纪念馆时留下这样的
题词。

“９０年前的革命先辈选择了
为民奋斗、英勇牺牲，作为后人，
我们的职责就是要永远纪念、不
能遗忘。”王小玲说。 据新华社

———１０４２名南昌起义参加者名录诞生记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新陈列大楼二楼， 南昌起义参加者名录墙新
增了１８４个名字。 这是英雄城纪念英雄的特殊方式。

９０年前， 中国共产党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
枪。 南昌起义参加者共２万余人， 至今留下姓名者仅１０４２人， 大多数人
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就消失于历史长河。

铭记历史， 缅怀英烈。 一场跨越９０年的追寻， 仍在继续。

１９２７年春夏之交， 国民党反
动派悍然背叛革命， 血腥屠杀共
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危难关头，
中国共产党毅然决定用武装斗争
回击白色恐怖。

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凌晨， 三声信
号枪响划破夜空， 向驻扎在南昌
城各处的起义军发出战斗号令。
经过激战， 起义部队将南昌城内
守军全部肃清， 歼敌３０００余人！
这是共产党缔造人民军队、 独立
领导武装斗争的伟大开端。

“那一夜我和战友们极其兴
奋地来往穿梭在各处战场间， 一
边做宣传鼓动工作， 一边抢救伤
员运送弹药 。” 在回忆文章里 ，
１９岁参加南昌起义的女兵彭猗兰
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保管科

科长肖燕燕说， 南昌起义的参加
者除了后来公众耳熟 能 详 的 开
国 将 帅 ， 还 有 众 多 像 彭 猗 兰
一 样 的 普 通 战 士 。 他 们 既 有
全 国 各 地 的 有 为 志 士 ， 也 有
部 分 国 际 友 人 ； 既 有 军 队 士
兵 ， 也有年轻学生。 ２万余名南
昌起义参加者中， 目前大部分都
还不知道姓名。

他们大多正值青春年华， 却
义无反顾地参加起义， 不少人还
为革命、 为信仰付出了生命。 ２１
岁的姚有光是一名青年党员干
部， 参加南昌起义后， 于１９２７年
１１月初被捕， 被国民党反动派秘
密枪杀。 临刑前， 他慷慨高呼：
“吾为共产主义而死， 死吾一人
便有千万个共产党人出现！”

坐落在繁华地段的南昌八一

起义纪念馆， 当年名为江西大旅
社， ９０年前那一声震撼世界的
枪 声 就 从 这 里 响 起 。 寻 找 到
更 多 参 加 起 义 的 “无名英雄 ”
是八一起义纪念馆几代工作人员
的夙愿。

“不能把人民英雄遗忘在历
史角落。” 纪念馆馆长王小玲告
诉记者， 由于史料征集工作难度
较大， 到１９９７年 ， 只征集到１０４
位南昌起义参加者的线索。 得益
于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最近２０
年 史 料 征 集 成 果 不 断 扩 大 ，
目 前 有名有姓的起义者已增加
到１０４２人。

看着新镌刻在大理石板上的
南昌起义者名录， 肖燕燕轻声说
道： “这是对革命先辈的告慰，
我们作为后人没有忘记他们。”

不能把人民英雄遗忘在历史角落

从１０４人到１０４２人 ， 这是一
段跨越９０年的历史追寻。

１９８７年， 肖燕燕刚到八一起
义纪念馆工作时， 恰逢筹备八一
起义６０周年陈列展， 但起义部队
序列表因空缺太多而未能展出。
八一起义纪念馆工作人员只得从
存档的口述史等资料里， 搜寻蛛
丝马迹， 梳理起义参加者出生、
战斗、 生活过的地方， 并向当地
党史办等雪片般地发函， 请求协
助查找。

肖燕燕说， 就是用这样一些
“笨办法”， 才逐渐填补了起义部
队序列表的空白信息。 １９９７年 ，
八 一 起 义 纪 念 馆 把 新 征 集 到
１０４位起义参加者的照片和简
历 首 次 展 出 ， 在 社 会 上 引 起
较大反响。

徐先兆， 江西铅山人。 １９２５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次年被派回

南昌从事政治宣传工作。 南昌起
义后， 他随部队南下， 几经辗转
后出国留学。 １９３６年， 徐先兆归
国从事教育。 １９９７年， ９４岁高龄
的徐先兆在家人搀扶下来到纪念
馆， 看到自己当年的老照片， 回
忆起当年的峥嵘岁月， 不禁热泪
纵横。

“每个名字背后都有一段不
同寻常的历史。” 肖燕燕说， 在
考证起义参加者名录过程中， 作
为后辈的追寻者们， 也在一次次
接受先辈大无畏革命精神和为民
奋斗情怀的熏陶。

陈兆森是湖南桃源县人， 曾
担任过中共桃源县委委员。 国民
党反动派策划反革命政变， 陈兆
森在贺龙的第二十军军部担任机
要秘书。 起义军失利后， 陈兆森
返回家乡坚持斗争， 牺牲时年仅
２５岁。

对起义参加者名录的考证工
作十分繁杂 ， 包括对参加起义
起 止 时 间 的 划 分 ， 涉 及 收 入
名 录 的 标 准 ， 都 要 经 过 慎 重
的 研 究 讨 论 。 有 的 人 一 生 当
中 会 先 后 使 用 两 个 不 同 的 名
字 ， 也 有 的 人 甚 至 使 用 多 个
不同的名字……

八一起义纪念馆工作人员之
前曾在一些参加者的回忆中， 发
现有个姓名中带有 “刘纯” 二字
的人， 但始终未能搞清楚最后一
个字。 直到最近， 刘纯煜的家人
在看过媒体报道后， 给纪念馆寄
来了他的资料、 照片和有关人士
整理的回忆录， 这才最终确认刘
纯煜的起义参加者身份。

“考证起义参加者名字本身
就是敬畏历史， 就是对革命先辈
的尊重。” 江西省社科院历史研
究所所长汤水清说。

每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不同寻常的历史

没有句号的追寻， 永不落幕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