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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日子，野战军团已在冲击出发地域完成了集结，

热带丛林的深绿间偶见寒光反射的钢铁；

这个日子，营中兄弟相见其实是为了告别，

刚从电影上学来的拥抱终归有些露怯。

喜欢在帐篷里站背包上高诵元帅的《梅岭三章》，

读至“后死诸君……”手总潇洒地向“诸君”挥斜。

本子上悄悄摘录了诗人的“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

可就是不知该抄在给谁的信里更合适些……

超额配发的弹药透露着前面火网构成的生死之界，

精简进一个挎包的行装预告此行只有征杀不言休歇。

佩枪上招摇的红绸子已经换成浸油的擦枪布，

这老伙计亏待不得，下面的传奇都得靠它来分解。

天黑后写罢最后“待寄”的家信竟然有些哽咽，

我发誓，从拂晓发起攻击直到胜利再流的注定是血……

血 型

老兵打仗前当然不会去咬破手指写决心，

但不会忘记必须在军帽里标明自己的血型。

那天推光了头摘下帽子找寻相同的字母，

找着了就拍着肩膀大呼：咱们的血是一个姓。

枪炮声里柔弱的女护士竟也有如此嘶哑的嗓音，

对指挥所的首长参谋一点不客气地下令：

“所有的，B型，没负过伤的都举手。”

地图前，几只举起的手臂因撸起袖子格外分明，

这边是缓缓抽出的血，那边是更加急促的电话铃……

许多年后，我依然为自己普通的血型感到幸运，

它不高贵，却毫不犹豫地属于战友的生命。

从此，再写热血鲜血之类的诗句不会觉得矫情，

从此，我清晰地记住边疆有这样一片土地

——它和一个军人，拥有同样的血型。

这片土地

这是一片不属于旅游者的土地，

尽管它拥有着值得你献出一切的美丽。

那年那月那天，一个年轻的身影在这里跳下军车，

始于足下的是一个军人光荣与梦想的履历。

这是一片不属于三月柳丝如柔发的土地，

小草用茂盛松树用孤傲标注红土壤的一望无际。

每一次出发都很淡定，真的不需要烈酒的壮行，

上膛的子弹足以让作为军人的男人骤添一身傲气。

这是一片不属于喧哗热闹的土地，

冲击路上倒在身边的兄弟就默默地躺在土里。

我知道他需要安静地思考时间之箭永恒的穿越，

我知道青春和生命注定是军人以血相染的命题。

一旦相识永久相思，不是写恋人而是咏这片土地

有一种永远叫花期，有一种灿烂凝固在记忆……

战斗前夜
（外二首）

■郑蜀炎

国防纪事

一瓣心香

敬录毛泽东词《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

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

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

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王成志书

凤姑，是我们家的邻居，无儿无女，伴
着孤独走过一生。她出生在 1922年，如果
健在的话，应该是97岁了。

她在初春离开，草已绿，花正开，她却
无法再多看一眼。天空飘着蒙蒙细雨，仿
佛天地都为她默哀。全村老老少少，与她
告别。长长的队伍里，年长的老人诉说着
她命运多舛的一生，不时拾起衣袖擦拭眼
泪……是的，凤姑走了，去了另一个世界，
那里不再有孤单，不再有伤害，不再有咒
骂，还有一个爱她的男人等她。

凤姑年轻时长相俊俏，是村里最美的
姑娘。18岁那年，在一阵唢呐声中与同村
刚刚参加八路军的贵喜结连理。新婚夜，
红烛高照，爱意荡漾。贵含情脉脉的眼神，
燃烧了她的心。第二天，贵就要踏上征程，
临行时将她紧紧拥入怀中，挤出笑容对她
说：“等我回来！”凤姑郑重地点点头。

贵走了，凤姑勤勤恳恳地田间劳作，任
劳任怨侍候公婆，把整个家安排得妥妥当
当，是人人称赞的好媳妇。

凤姑在等待中期盼着。1943年春暖花
开的季节，却把凤姑埋藏在冬季，难以醒
来。贵在和日本鬼子的一场战斗中牺牲。
战友捎回了他的遗物，有衣物，还有未曾寄
出的信件。

凤姑瘫坐在地上，痴痴的像一尊雕
塑。睹物思人，千山万水的牵挂、字里行间
的思念奔涌而出。在凤姑的心底，没有任
何人能够替代他的位置。凤姑的爱情就是
这样至高至纯：一旦爱上谁，便是一辈子；
承诺一句话，就是一生一世。

村东头的瞎子张在偏房为凤姑算命，
一声叹息之后，扔下两个字：克夫。正房里
的公婆哭得昏天黑地，用拐杖敲打着地面，
咒骂这个泪流成河的女人。凤姑强忍悲
伤，小心翼翼，唯唯诺诺，在公婆的咒骂声
中苦度日月。

20岁出头的凤姑成了寡妇。有媒婆劝
她“再向前走一步”，村里几个单身汉也打
过她的主意，想给她锄几垄地或者挑几担
水，她总是婉言谢绝。

我记忆中的凤姑已经 60多岁，是位干
净、素雅的小脚老太太。她身材单细，长相
白净，弯眼细眉，微笑的时候，眼睛总会眯

成一条缝，嘴角微微上翘，让人特想亲近。
她的右眼眶下面有一颗黑痣，老人说叫做
“苦命痣”，她一辈子的苦难都因于此。她
喜欢穿青灰色的大襟褂子，黑色裤腿扎进
白色袜筒，她的脚走不了太远，经常坐在蒲
团上按摩。稀疏的头发挽成一个发髻盘在
脑后，她的腰身不再挺拔，走路还算硬朗。

凤姑的院落被她收拾得井井有条，这
对于整天灰头土脸、埋头苦干的农村人来
说，是一种与众不同，是一种格格不入，这
反而让我更想亲近她。她喜欢花花草草，
房前屋后种上几束月季花、牵牛花。这些
花草虽算不上名贵，但衬了绿意葱茏的院
子，微风吹拂，淡淡清香沁人心脾，平添了
几分雅致。燥闷的夏天，她坐在树荫下，或
拆洗泛白的被褥，或摇转吱吱呀呀的纺车，
或戴着一副没有腿儿的老花镜纳鞋底，不
时与路过的人打招呼，攀谈着，脸上露出灿
烂的笑。

有人说，有一种人在美丽自己的同时芬
芳了别人，凤姑就是这样。她一生无儿无
女，却对孩子有一种特别的喜欢，总爱抱抱
别人的孩子，满目欢喜地笑着、夸赞着。每
每经过她的门前，她总会喊我的乳名，把我
叫进家门，忙不迭地给我找好吃的好玩的。
我喜欢她笑的样子，把爱的光芒洒落在我
身上。她说起话来总是轻声细语，如汩汩
流水，似柔柔清风。她看着我满是泥土的
小手，总是用香皂为我洗手，临了，拿出几
块糖塞进我的口袋。

忙于农活的父母每天早出晚归，放学
后无处可去的我和弟弟便是凤姑家的常
客。她一边纳鞋底，一边诉说农民的艰辛，
还有对我们的殷切希望。她常常留我们在
她家吃饭，做萝卜条粥、鸡蛋韭菜馅盒子，
临走还会送我们两个煮熟的红皮鸡蛋。我
最喜欢她烙的鸡蛋韭菜馅盒子，皮薄馅多，
咸淡适中。如今，而立之年的我，吃过许许
多多种菜盒子、肉盒子、三鲜盒子，却始终
找不到属于凤姑的味道，那种记忆，无可代
替，无人超越。

自从我们县成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
府，凤姑就开始享受烈属优待，后来按年领
取抚恤金。领到钱的她沉默不语，把自己
关在房里，悄悄把钱存起来。别人问起来，
她说：“咋能乱动？那是他的命呀！”虽然平
时她不舍得随意花费一分钱，却在汶川大
地震中捐出 500元钱。她知道，他要是在，
捐得还要多。

凤姑最高兴的事情，便是自己亲手将
各级政府发给烈属的慰问信、光荣奖状贴
在土墙上。她小心翼翼，工工整整，生怕出
了一丝瑕疵。那些红红绿绿的证书和奖
状，闪烁着煜煜光芒，把她的小房映照得更
加明亮。她经常一一抚摸、擦拭，生怕它们
沾染上灰尘。她经常瞅着墙上这些证书、
奖状、光荣牌笑得泪流满面，满足地像一个
孩子。

从风华正茂到耄耋之年，当守望成为一
种习惯，当叹息成为一种永恒，她已不再孤
单。凤姑老了，能做的只有回忆，往事一幕
幕像电影一样掠过，又生根在心底。凤姑走
了，没有任何牵绊，没有任何不舍，她用大半
个世纪，诠释了爱情的诚信。那是她一个
人的爱情，心甘，情愿，无怨，无悔……

等
你
回
来

■
王

霞

“中华诗国，木铎传声。诗经楚辞，
唐韵宋风。新诗重唱，龙吟凤鸣。春潮
再卷，大吕黄钟。”2019年 1月 24日，第五
届中国诗歌春晚在北京举行。晚会旨在
讴歌改革开放 40 周年和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致敬中国精神。

晚会按照历史脉络，共分《序·千人
同诵诗国春》《圣哲诗祖千秋仰》《唐风宋
韵谱华章》《寻根追梦共悠游》《鼎新革故
腾万象》《万紫千红总是春》6个篇章。国
家一级演员刘纪宏朗诵军旅诗人丁增义
的《贺新郎·嘉峪关怀古》以壮军魂，著
名朗诵家瞿弦和、张筠英重新演绎曾享
誉神州的《风流歌》，来自京郊的密云朗
诵艺术团集体朗诵舒婷名篇《祖国啊，

我亲爱的祖国》，根据《人民日报》评论文
章改编的朗诵《中国精神》感人肺腑、撼
人心魄。

本届诗歌春晚更加国际化，在美国
纽约、日本东京、英国伦敦、荷兰鹿特丹、
加拿大多伦多、澳大利亚墨尔本以及上
海、深圳、开封、西安、杭州、长沙、洛阳等
国内多个城市设立分会场。

诗颂国魂，文彰自信。作为中国文
化的名片，中国诗歌春晚创办于 2015年
春节前夕，由 100多家诗歌、文学、传媒机
构联袂主办联办。

（屈金星）

上图：第五届中国诗歌春晚颁奖仪

式现场。

第五届中国诗歌春晚

致敬中国精神

春节将至，詹娘舍哨所驻地气温骤降，
飞雪入户。

靠窗的钟表覆上白色外套，低温冻不住
时间前行的脚步，伴着分秒流逝的“嘀嗒”
韵脚，全哨官兵将云中哨楼打扫一遍，从桌
底到梯面，从墙角到床沿，无一遗漏……总
而言之，就是要以全新面貌贺岁争春。

年味，弥漫在空气中。吃过午饭，哨长
卢亮的手机响了，大伙儿从他接听的表情
判断，所讲内容估计喜忧参半。果然，他
集合队伍说事，称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
消息。

卢亮切中哨兵的关注点。眼下，大家
最关心的是年货何时到位。他所指的好消
息，就是机关服务队送年货上山。至于坏
消息嘛，则是由于天气骤变，机关人员无法
强行“开山”上哨，只得将年货存于则里拉
哨所。万事俱备，等货过年。卢亮见暴雪
初歇，决定带上等兵阿不都下山，把自家那
份物资抢运回来。

二人刚一挥手离哨，上等兵张宇东就
焦急难耐，备好胶布，等待张贴春联。

哪知，张宇东等来的却是异口同声的
“对不起”。就在回哨途中，天空突然下起
雨夹雪，卢亮和阿不都应对不及，导致年货
淋湿。尽管卢亮把春联塞进上衣，进行贴
身保护，奈何雨雪无孔不入，春联还是泡了
汤，在他胸前印上一个醒目的“福”字……

没有现成春联，那就抓紧创作。好在，
哨所存有纸笔，排长游凯鹏写得一手好字，
正好救急。

阿不都破涕为笑，即兴说了上联：喜庆
春联无变有。

张宇东突来灵感，随口给出下联：沧桑
寒哨小到大。

卢亮灵机一动，定下横批：越来越好。
这副春联的意思简单明了，既感叹春

联失而复得，又赞美哨所今非昔比。詹娘
舍是“袖珍哨所”，占地面积小，但是建设标
准高：过去，哨楼是低矮平房，夏如水帘洞，
冬似水晶宫。前几年，上级在弹丸旧址建
起 3层哨楼，赶在去年大雪封山前，营房部
门又将哨楼修葺一遍，选取具有国际领先
水平的优质材料解决防风、防漏难题，做到
吃与住隔开、训与娱分层。

小试牛刀，大伙儿感觉不错。于是，你
一言我一语，继续创作出形象生动的春联。

游凯鹏拿驻地环境说事儿，大家集智
创作的春联既接地气，又有气势：上联为
“脚底是山险路远”，下联为“眼前有雪海云
天”，横批为“坚守极地”。

这副春联概括得恰如其分。在詹娘
舍，伸手可摘星、脚下飘浮云并非诗画幻
影，而是戍边即景。你看，哨所建在海拔
4655米的雪山之巅，营房占满空地，户外几
无“立足之地”，哨兵出屋，便脚踏“天梯”，
如履云层。所以，初登“天上国门”的游凯
鹏俯瞰群峰，触景生情，写下如此大气磅礴
的春联。

当然，哨兵们平素喜武疏文，创作春联
稍显吃力。不过，他们有个得力外援，此刻

闪亮登场。
铆在哨所采访的日喀则军分区宣保科

干事罗凯，是西藏军区公认的才子，应哨兵
要求，也参与到春联创作中来。

罗凯最佩服向死而生的哨兵，他一直
想给下士黄伟轩写篇文章，所以首先礼赞
这位“粤籍靓仔”——上联：看淡名利，不问
家产，冰盔藏着英雄胆；下联：笑傲生死，只
求梦圆，铁脚捍卫天下安；横批：网红戍边。

真是绝了！黄伟轩的重要履历，都藏
在这副春联中，战友们纷纷竖指称赞。

二月春风似剪刀——前年初春，通往
哨所的通信线路被狂风“剪”断，时任哨长
李玉成带领黄伟轩等人下山检修线路。那
天中午，他们找到线路断点排除故障，可返
回时被狂风暴雪堵在半途。

九死一生的经历，黄伟轩不知如何讲
述，调侃说“呼吸带着血腥味，口水吐到地
上，积雪很快变红”。他自己也意外“走
红”：这位广东籍富二代头戴冰甲、睁不开
眼但咬紧牙关的照片，先在微信朋友圈晒
出，后经网友接力转发，在亿万人民心头掀
起波澜。

这次，黄伟轩在春节前又遇考验。1月
23日晚，他到附近哨所办事，返回时突然风
雪交加，不到一公里山路，瞬间变得异常遥
远和艰险。凛冽的寒风夹杂着冰碴儿，打
在防寒面罩上发出“噼啪”连响，他呼出的
热气与雪花相融，旋即在面罩上凝结成冰
霜，一层层加厚，逐渐形成白色铠甲……
“也许我是属猫的，有 9条命。”说起两

次涉险经历，黄伟轩显得云淡风轻。他把
目光投向家乡方向，勾勒了自己的未来打

算，“有国才有家。没有祖国边关安宁，何
来人民安居乐业？我要先守卫老祖宗拼下
来的边关，再考虑回乡继承家产。”

是啊，这里的土地既有抗击侵略的先
辈倒下，也有接力戍边的英雄长眠。在回
眸与眺望间，罗凯写下一联，表达前仆后
继的报国志愿：上联为“英雄山上无鹰
飞”，下联为“烈士崖下有来人”，横批为“接
力戍边”。

詹娘舍的藏语意思是“鹰飞不过去的
地方”。鸟不敢来，哨兵常在。这里发生过
不少悲壮故事，但一茬茬哨兵如钉聚力。
卢亮永远忘不了 2007年 3月 2日，这个本该
散发新春韵味的日子，哨兵们却在经历生
离死别。

那天一早，第一个起床的值班员于辉
到屋外铲雪，因脚底打滑滚下 300米深的悬
崖。班长靖磊磊组队救援，7名哨兵遭遇雪
崩……靖磊磊执意留下来照顾失去意识的
于辉，两人没能等到春暖花开。3月 6日，救
援战友找到他俩时，看到的是沾满血迹的
脸和肿大的头。后来，原成都军区授予詹
娘舍哨所“团结互助模范班”荣誉称号。

翻过悲情一页，走向光辉未来。罗凯
根据哨兵个个制订新年“台账”、人人有学
习成才目标实际，撰写一联，寄语明天：上
联为“和风渐起，你追我赶齐争艳”，下联为
“时雨将至，万紫千红总是春”，横批为“惜
时拼搏”。

全哨官兵备受鼓舞，纷纷在这副春联
背面签上自己的名字，表明“强军有我”。
新的一年，大家决心热血固边，争春奋进，
守雪山之巅哨所，做顶天立地军人。

春联意·戍边情
■晏 良

春节是条弯弯的路，幽幽地，直通夏
商周的古朴。二十四节气一路小跑着走
来，也曾磕磕绊绊，也曾风尘仆仆，个个
争先恐后，只为能在小路的尽头，把最隆
重的欢乐阅读。

春节是条弯弯的路，一种浓得化不
开的情绪，在小路上执着地彳亍。一走
就是数千年，不回头，不停步。所有的沟
沟坎坎，散满爆竹的碎片；所有的坑坑洼
洼，摇曳烟花的祝福。

春节是条弯弯的路，有一头叫做年的
怪兽，爱在小路上散步。不管你愿不愿意，
年，在每个行人面前跑来蹿去。任你怎样

苦苦哀求，于事无补——怪兽大模大样地
生吞活剥 365个日子，不剩下一根肋骨。
年，不爱无缘无故地咆哮，只爱恰到好处
地发怒——岁岁除夕夜，只一嗓子，就震
醒睡梦中的山川，就惊活弯弯的小路。

春节是条弯弯的路，冷风不是知音，
只是匆匆过客。只有那个叫农历的老
人，才是最忠实的伴者。尽管无法隐藏
灰头土脸的沧桑，但一笑一颦、一举一
动，尽是些深入骨髓的根深蒂固……

春节是条弯弯的路，没有大大小小
的绊脚石，更没有令人生畏的拦路虎，有
的只是永远也不会落伍的酷——摩肩接
踵的急切，上气不接下气的渴望，汗流浃
背的归心，成为小路上连绵不断的画幅。

春节是条弯弯的路，这头牵着与时
俱进的现代气息，那头连着代代相传的
古老风俗……

春节是条弯弯的路
■邓荣河

世相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