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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八一”建军节。96年来，人民军队同中国人民和中
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众多优秀的美术作品以人民军队可
歌可泣的历史和现实为蓝本，塑造了被人民群众铭记在心的历
史场景和英雄形象，展现了人民军队的光荣历史和建立的不朽
功勋。今天让我们走近这些精彩的美术作品，重拾几代中国人
对英雄岁月的记忆，感受新时代强军兴军的光荣梦想。

丹青绘军魂 翰墨谱赞歌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发
动了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
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
暴、坚持革命的坚定决心，标志着中国共
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
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从此，“八一”
这个响亮的字眼具有了特殊意义，这个日
子被确定为人民军队的建军节。回顾历
史，“八一”建军节的确立并非一蹴而
就，而是经历了一番周折。

一
作为首举武装旗帜的

南昌起义，其历史地位和
作用刚开始时并未得到应
有 的 重 视 。 1927 年 11
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
会议讨论通过的《政治纪
律决议案》，对中共南昌
起义前敌委员会全体同志
予以警告处分。相比之
下，广州起义的纪念日最
先被固定了下来。1928年
7月 9日，中共六大作出
《决定广州暴动为固定的
纪念日的决议》，认为

“广州暴动是中国苏维埃
革命阶段的开始”，号召
全党和千百万的劳动群众
于每年12月11日纪念广
州暴动。

随着全国各地武装起
义的风起云涌和红军重要
性的凸显，南昌起义创建
人民军队的重要意义被中
共中央逐步认识，相关纪
念活动陆续出现。

1929年6月，为响应
共产国际的号召，《中国
共产党第六届第二次中央
全体会议告红军将领士兵
同志书》首次提出：“今

年的八月一日是全世界工农及劳苦民众反
对世界大战拥护苏联保护中国革命的总示
威日子，同时又是南昌暴动的日子，希望
你们在当地号召广大群众组织这一示
威。”1929年7月，中共中央发表《中国
共产党为八一国际赤色日宣言》，指出

“今年八月一日，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
迫民族，都要在共产国际口号之下动员起
来”，并号召组织开展反帝示威活动。

此时，将南昌起义与“八一国际赤色

日”相提并论，说明中共中央对南昌起义
的评价已发生重要变化。红军部队中开始
出现纪念南昌起义周年活动。1930年8月
1日，红1军团到达南昌近郊西山，在万
寿宫设会场组织南昌起义纪念活动。红
12军代军长罗炳辉奉命率两个纵队到达
南昌对岸，攻击赣江西岸的牛行车站，隔
江向南昌城鸣枪示威，以纪念南昌起义3
周年。

二
1932年 6月 8日，在共产国际指导

下，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关于“八一反帝
战争日”决议》，提出各地党部要成立真
正有群众基础的“八一”反帝战争的筹备
委员会与“八一”行动委员会，加紧准备
与组织“八一”的罢工与示威及各种宣传
活动。1932年7月26日，中国工农红军
第1军团政治部发布《纪念“八一”告全
军团红色战士书》，宣称：“‘八一’到
了！‘八一’是国际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日，‘八一’又是南昌暴动的纪念日……
全中国的工农群众，为着实现上述的任
务，更为着继续南昌暴动的英勇，也在这
一天一致的动员。”

1932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关
于“八一”反帝战争日宣言》，号召全国工
农兵劳苦民众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政
府，“反对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在苏维埃
的旗帜下以革命的战争去推翻国民党反动
的统治，争取苏维埃革命在全中国的胜利！”

从“八一国际赤色日”到“八一反帝
战争日”，尽管称谓发生了变化，但二者
本质是相同的，都是当时共产国际指导中
国革命实践的产物。此时，“八一”虽然
没有单独作为建军节来纪念，但其意义日
渐为广大红军将士所熟知。这为“八一”
确立为红军成立纪念日奠定了基础。

三
1933年6月23日，中共临时中央再

一次作出《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的决
议》，第一次明确提出“八一”为红军成

立纪念日。随后，苏区中央局宣传部专门
拟定了《“八一”纪念宣传大纲》，指明
了“八一”纪念日的意义。1933年6月
26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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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各地党部与红军
的政治机关应根据中央宣传部印发的宣传
大纲，进行最广泛地宣传鼓动。

1933年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
员会发布《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
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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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破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历次进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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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临时中央政府作出《关于“八一”纪念
运动的决议》，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的建议，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
红军纪念日。当年“八一”前夕，根据中
共临时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
政府和中革军委的指示，中央苏区军民广
泛开展了纪念“八一”的活动。红军各部
队普遍加强了军政训练，以多消灭国民党
军、多缴枪的实际行动来纪念“八一”。中
革军委特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誓词》，为

“八一”纪念日及新成立红军部队举行宣誓
之用。

1933年 8月 1日，按照中革军委决
定，红一方面军隆重举行了“八一”建军
日纪念活动。自此，人民军队有了一个统
一、固定的纪念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
工农红军纪念日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
军节。 据《解放军报》

“八一”建军节的确立

1933 年 7 月 2 日，《红色中华》 刊载 《中央局关于
“八一”国际反战争斗争日及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的决
定》。

1939年秋，公木、郑律成在
延安合作创作 《八路军大合唱》
组歌，由公木作词、郑律成作曲
的《八路军进行曲》是组歌中的
8首歌曲之一。同年冬，由郑律
成指挥，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
首场演出。1940年夏，《八路军
进行曲》 在 《八路军军政杂志》
刊载后，便在各抗日根据地军民
中传唱。1941年8月，该歌曲获
延安“五四青年节”奖金委员会
音乐类甲等奖。全国解放战争时
期，《八路军进行曲》 更名为
《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歌词略
有改动。1951年2月1日，中央
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总参谋部颁发试行的 《中国人
民解放军内务条令 （草案）》，
将 《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改名
为《人民解放军军歌》。1953年
5月 1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
命军事委员会重新颁布的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内 务 条 令 （草
案）》，又将其改为 《人民解放
军进行曲》。1965年更名为《中
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
7 月 25 日，中央军事委员会决
定，将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

曲》 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
歌。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歌
词是：“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
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
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是工农的
子弟，我们是人民的武装，从无
畏惧，绝不屈服，英勇战斗，直
到把反动派消灭干净，毛泽东的
旗帜高高飘扬。听，风在呼啸军
号响！听，革命歌声多嘹亮！同
志们整齐步伐奔向解放的战场，
同志们整齐步伐奔赴祖国的边
疆，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
阳，向最后的胜利，向全国的解
放！”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的
歌词内容，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
军的性质、任务、革命精神和战
斗作风。曲调气势磅礴、坚毅豪
迈、热情奔放。词曲浑然一体，
表现了人民军队一往无前、无坚
不摧的革命精神，塑造了中国人
民解放军肩负历史重托，为中华
民族的解放英勇奋战的英雄形
象。

据《光明日报》

嘹亮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军旗是象征军队或建制部队
的旗帜。军徽是象征军队的标志
之一。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
特别是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
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开始将
设计军旗、军徽问题提上议事日
程。1948年2月21日，中共中央
致电各中央局、分局、各军区、
各野战军前委及中央工委、中央
后委，征求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
的军旗、军徽、帽花和臂章的具
体意见。经过一年多的汇集和筛
选，1949年3月13日，中共七届
二中全会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
《关于军旗的决议》，明确规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
地，加五角星，加‘八一’二
字。”5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
等又审定了军徽的样式。6月15
日，即新政治协商筹备委员会开
幕的当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
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
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发布
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
样式》的命令，规定中国人民解
放军军旗样式为：旗幅为红地，
长方形，横竖为5:4，靠旗杆上方
缀金黄色五角星和“八一”两
字，故简称“八一军旗”。中国人
民解放军军徽，样式为镶有金黄

色边之五角红星，中嵌金黄色
“八一”两字，亦称“八一军徽”。

同日，新华社就此发表了
《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插遍全
中国》的短评，指出：“军旗和军
徽上都缀着一颗金黄色的明星，
缀着‘八一’两个字。这表示中
国人民解放军自从1927年 8月 1
日南昌起义诞生以来，已经用灿
烂的星光照耀着中国。”“中国人
民解放军正在成为一支完全正规
化的军队；它的军旗和军徽的颁
布，正是它的正规化的重要标
志之一。”“人民解放军的军旗
和军徽，不但是人民解放军的
标志，也是我们的人民民主的
新国家的重要象征。因此，全
国的人民和全国的人民解放军
都必须一致保卫它的尊严，要
像爱护我们自己的生命一样来
爱护它们。”

根据规定，凡中国人民解放
军团级以上部队、院校，均授军
旗一面。从 1949 年 6月 15 日开
始，各部队均利用战斗间隙举行
了隆重的“授旗仪式”。“八一军
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荣誉、勇
敢与光荣的象征。人民解放军高
举军旗，勇猛地向全国进军，将
灿烂的旗帜插遍全中国。

据《光明日报》

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旗军徽的诞生

▲《南昌起义》油画（1959年）
黎冰鸿 作

◀《支部建在连上》油画（1977年）
高 泉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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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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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脊梁——汶川救援感怀》雕塑（2019年） 李烜峰 作 ▲《北疆卫士》油画（2018年） 王朝相 杨冰莉 程建利 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

就文献记载看，“军”始见于
《周礼》。《周礼·夏官·司马》
说：“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
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
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在
这个句子中，“军”有两种含义。

“制军”是组建军队，“军”用来
统称军队；“万有二千五百人为
军”的“军”，则指军队最高一级
编制单位，因为当时军以下还有
师、旅、卒、两、伍等编制。这
是我国春秋以来关于军队编制情
况最早的文字记载。

“三军”之说，其实古已有
之，如《论语》的“三军可夺帅
也”，又如“勇冠三军”和“三
军未动，粮草先行”等。只是所
指略有不同，且历来有多种说
法。春秋时指各大国的中军和上
军、下军或中军，以及左军和右
军，后来又有演变称前军、中
军、后军的；《六韬·战军》 则
称步军、车军、骑军为三军；
《商君书·兵守》 谈到守城三军
时，又以壮男作战为一军，壮女
守备为一军，老弱后勤为一军；

而《水浒传》六十七回“宋江赏
马步三军”，指的又是马军、步
军和水军。可见古代称“三军”
者屡有变化。但不管如何变化，

“三军”都是用来统称军队的。
唐宋以后，三军也就成了军队的
一种固定建制。

在古代，“军”还常作动词
用，这就和“军”字初义有关
了。《说文》：“军，圜围也。从车
从包省。”所谓圜围，就是用车自
围形成一个营垒，所以“军”字
从车从包省。车战时代，车既是
交战时的战斗工具，也是驻扎时
最现成的防御材料，环围于外即
可宿营。所以军在古代多作动词
驻扎、驻屯讲，如《鸿门宴》的

“沛公军霸上”。车团团围起来的
地方就是驻扎的军队，也就是军
营了，所以军营就是由驻扎义引
申而来的。《左传·文公十二年》

“请深垒固军以待之”的“军”就
是军营。“军”之用于指称军队，
应该又是由军营的意义转化而来
的。

据《咬文嚼字》

说“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