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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纪事

世相一笔

凌晨，脚部的疼痛让凌帅从梦中
醒来。他知道这是老朋友来了。几年
前，在他将要脱下军装面临重新选择
时，焦虑的心情诱使痛风发作。起初，
他不知道自己得的什么病，钢铁般的
汉子不吃药不打针硬是坚持了一个多
月。后来单位组织体检，医生告诉他
血尿酸检验值偏高，他才知道自己得
了痛风。

昨天区人武部召开会议，总结了
这一年民兵调整改革进展情况。当
然，身为街道专武干部的凌帅是被表
扬的对象。从民兵队伍调整到物资器
材库建设，街道已经走在全区前列。
会上，区人武部部长彭嘉峰还布置了
民兵冬训的事。

今天就是开训日，所有街道专武
干部必须到场，都要参加开训动员。
可是，现在凌帅已无法正常站立。“怎
么办？难道要告诉彭嘉峰自己病了去
不了吗？要当个逃兵？”“逃兵”两个
字，重重地砸在凌帅心口上。

当年，凌帅是二连连长，彭嘉峰是
二连刚分来的研究生。凌帅当参谋长
时，彭嘉峰已经是营长了。后来，工作
出色的彭嘉峰调到某军械库当主任，如
今交流到区人武部任职。当年的老部
下成了现在的领导，凌帅不想让对方觉
得自己脱了军装就丢了军人本色。

起床服了止痛药，凌帅想回到床
上再睡会儿，可疼痛让他无法再次
躺下。

艰难地挨到天亮，凌帅拉开窗帘
一看，外面是白茫茫一片。“不就是一
个疼字吗，我还怕它不成！”凌帅给自
己打足气。

他知道街道对面有一家开了好多
年的诊所，不如到那里碰碰运气，也许
真的有绝招，能让自己稳稳地站在训
练场上呢。

凌帅冒雪到了诊所，叫醒大夫。听
了病情描述，大夫拿出两支药给凌帅注

射后，又给他拧转了几下脚踝。凌帅真
的感觉疼痛减轻许多，下地试了试，脚
还是有些麻木，但能勉强行走。

凌帅看了一下时间，打车向市郊
的教导队赶去。

雪花纷纷扬扬飘落，四野一片洁
白。凌帅走进教导队院子时，嘹亮的
口号声响彻云霄，让这个平时静谧的
院落显得与众不同，比周围被雪幕包
裹起来的高楼大厦多了些英武之气。

凌帅又试着跳了两下，原来疼痛
的部位麻木得没了感觉。队伍已经列
队完毕，凌帅跑步过去，虽然没有了当
年的矫健，但步伐并不零乱。在离彭
嘉峰 10多米处，凌帅收住脚步，庄重
地举起右手行了一个军礼：“部长同
志，专武干部凌帅向您报到，请指示！”

彭嘉峰回礼道：“入列！”
跑向队伍站定后，凌帅忍着不适，

保持军姿挺立。看着广场中央猎猎作
响的旗帜，他想起刚入伍时在遥远的
东北军营，新兵凌帅的新年第一堂训
练课也是在这样的风雪中进行的。他
似乎又听到27年前那场雪落的声音。

开
训
日

■
孙
永
增

作为一种道德风范和信念追求，

风骨和气节体现和反映着中国人的人

格品质和精神状貌，点绘和状摹着中

华民族高贵的精神谱系和壮美的生命

形态。

魏晋南北朝以降，风骨一词被用来

衡量文学艺术的格调和品位，意味着文

章诗词中端直言辞和骏爽风格的有机融

合和高度统一。文重风骨，人更重风

骨。后世往往用风骨来评价一个人的品

格和修养，用风骨来裁断一个人的德行

和操守，于是风骨就成为一种高迈而超

拔的人格境界。

从文化社会学角度看，风骨作为中

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承载和具象，表现在

人的志向取舍和行为选择上，大都与作

为重要道德标准的气节在逻辑上相提并

论。尽管气节指的是个人精神生活方面

的价值取向，但作为一种操守标尺和价

值标签，风骨和气节在中国人精神文化

中均表征正向维度，在中国人价值体系

中均代表高尚指标。

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

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

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

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

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

脊梁。”翻阅典籍检索史书，不难发现危

难之际高昂头颅、坚挺脖颈的人，往往深

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和熏陶，知

晓救国济民的策术和路径，富有理想追

求和家国情怀，具有担当自觉和正义良

知，是引领时代走势的先进群体，是推动

社会进步的骨干力量。他们有强大的文

化内省力，修身不息、中正自持，志昂意

坚、报国济民，以风骨和气节抵御功名和

欲望的诱惑，以风骨和气节厘定高尚和

卑下的边界。

沧海横流，方显风骨和气节。每当

国运存续和民族危殆的关键节点，中华

民族的脊梁和中坚便提出正确主张，发

出正直声音，或直言极谏，或奋起抗争，

力求以铮铮风骨挽狂澜于既倒，以凛凛

气节扶大厦之将倾。无论是东汉“党锢

之祸”斗争中的李膺等官僚文人，还是北

宋“靖康之难”时的陈东等太学生，抑或

清末“戊戌变法”失败后的谭嗣同等六君

子，为了维系江山社稷和保全黎民百姓，

敢于替圣贤立言，勇于为生民请命，甘愿

抛洒一腔热血乃至身家性命，书写了不

朽传奇和激越壮歌。由此看来，风骨和

气节是他们“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的依凭和标识，是他们“为天地立心、为

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

平”的根底和源头。

当然，有些人的风骨和气节是经不

住考验的。在利益美色诱惑中骨质疏

松、在民族大义面前气短节折的败类，为

时人所唾骂、被后世所不齿。这种才高

品低、有才无德的人在中国历史上不乏

其例。

风骨和气节是中国人修身养性的标

的、正义凛然的表征、不卑不亢的刻度，

解读中国历史，就是在品评风骨与气节，

就是在与无数金声玉振的民族英魂交流

对话。不受司马氏拉拢腐蚀、宁肯在洛

阳打铁的“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于刑

场上弹奏一曲《广陵散》，完成了人生的

精彩谢幕，其风骨与气节常在恒存；菊之

君子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视民如子，守志不阿，其风骨与气节峻峭

拔俗；在仰天大笑中吟诵“安能摧眉折腰

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一代诗仙李

白，狂放不羁，桀骜不驯，其风骨与气节

傲岸卓群；屡遭贬谪流放但依旧吟咏“竹

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的旷世奇才苏轼，放达率真，疏狂自适，

其风骨与气节磊落峻爽。他们在入世与

出世之间以光风霁月般的风骨与气节，

从庙堂走向江湖，从俗世走向审美，从庸

常走向良知。

几千年来，中国人历尽沧桑，饱经忧

患，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

当伫立于连绵起伏的群山之巅俯视社

稷凝眸苍生时，眼神里闪烁的是孔孟的

忠善仁爱、老庄的达观超然和佛禅的慈

爱悲悯，这深邃而温情的目光，恰恰就

是中国人难以销蚀的风骨和永不褪色的

气节：天下与自身兼济，政治抱负与自然

生命同置，家国情怀与个人追求并存。

风骨和气节是历史的积淀和文化

的结晶，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传承性。

中国几乎所有有关风骨与气节的典型，

既见诸典册史籍里，又流传于民间传说

中，这绝非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社会

进步的逻辑使然。它表明风骨和气节

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不因时空迁变游

移而减弱消亡。可以说，无论是动荡纷

乱年代的叱咤风云，还是繁盛勃兴时期

的埋头苦干，须臾离不开风骨与气节的

支撑。

今天的中国和平发展已70年。的

确，在承平环境中和安逸氛围里，大部分

国人都在追求物质享受和快乐生活，与

忧患和危殆紧密相连的风骨和气节则很

少被提及和关注，人们失去了对风骨与

气节应有的追寻和珍视。风雨多经人不

老，关山初度路犹长。当时光流转到建

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那

些碌碌无为甚至玩世不恭的人应该有所

清醒和觉悟。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伟大实践锻铸着风骨与气节，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图伟业磨砺着风骨与

气节，全球经济交融激荡的严峻复杂形

势呼唤着风骨与气节。在情势变幻、挑

战频仍和任务繁重的当代中国，风骨与

气节能否返璞归真、重新振作，忧患意

识、奉献精神和使命担当能否光大传承，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打好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精准扶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的

具体成效，决定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历史进程。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发展进程

中，风骨与气节曾如日月高悬于朗朗乾

坤，曾似江河飞奔于万古千秋，不断书写

和鸣奏着中华文明瑰丽璀璨的华章金

曲。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征程中，我们有理由相信，风骨与气节一

定会更加鼓荡奋拔、硬朗弥坚，一定能激

发出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加无坚不摧的磅

礴力量。

风骨与气节：穿彻历史擎举当下
■刘金祥

前不久，我作为 119 师 的 后 来
人，乘船跨海，专程来到涠洲岛，沿着
先辈们奋勇冲杀的足迹，追寻那场惊
心动魄的战斗，感受英烈先驱们勇往
直前的精神和勇气，祭奠长眠在此的
先烈。

1950年 3月 6日晚，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四野战军第 40军 119 师 356 团配
属 357团 1连、师侦察连，加强 3艘土炮
艇，共计 87 艘船 1200 余人，在师参谋
长夏克指挥下，向涠洲岛进发，展开夺
取涠洲岛的战斗。次日 2时抵近滩头
展开抢滩战斗，仅用 1小时便登陆完毕
占领滩头阵地，而后迅速向纵深进
攻。10时许，敌残部在我猛烈攻击和
政治攻势下全部投降，至此涠洲岛获
得解放。此役，我全歼涠洲岛国民党
守敌 500 余人，缴获各类枪支 500 余
支、火炮 5门、弹药 11万余发，夺回了
敌从大陆沿海搜掠的大小木帆船 300
余艘，取得重大胜利。

我漫步滩头，趋走乡间，登高远
望。眼前，似乎看到当年我军帆船竞
渡、勇士们踏海抢滩的场景；耳畔，似
乎响彻轰鸣的炮声和激越的军号。在
烈士陵园，仰望高耸的纪念碑，我的心
情久久不能平静。作为我军展开海南
岛战役的前奏，涠洲岛之战既拔除了
从广西北海方向进攻海南岛的钉子，
建立了进攻出发阵地，也是我渡海部
队首次夺取较大海岛，增强了渡海登
岛作战的信心、决心和勇气。特别是
夺取了 300多艘帆船，为攻取海南岛输
送登陆部队创造了极为重要的先决条
件。战斗中，33名官兵英勇牺牲。一
个多月后，119师副师长黄长轩壮烈牺
牲在登陆点临高角，是解放海南岛牺
牲的我军最高指挥员。

这些烈士中的绝大多数还没有结
婚。黄长轩副师长是经历过两万五千
里长征的老红军，牺牲时年仅 34岁，留
下了新婚不久的妻子和一个永远见不

到父亲的遗腹子。他们是民族的脊
梁，是最闪亮的坐标。

如今的涠洲岛已发展成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风景秀丽，游客如
织。我们不能忘记今天的幸福生活是
怎么来的。涠洲岛就是一个最好的红
色大讲堂。如何让每一个来到涠洲岛
的人在游览美丽风光、品尝可口海鲜、
享受美好生活中感受战斗岁月的崇高
情怀，进而形成不忘历史、崇尚英雄
的良好社会风尚，是我们义不容辞的
责任。

红日西照，渡轮回航。涠洲岛渐
渐远去，英雄丰碑在我心头永驻。不
忘初心，我们就不会迷失方向；不忘初
心，我们就能驶向胜利的彼岸！

仰望丰碑
■邱月潮

一次次忆父夜难寐，几回回泪流
湿枕巾。父亲已离世4个月，我总梦到
他在老屋前笑着向我挥手、在电话里
关切地询问我的工作和生活、用微信
和孙辈们述说“忠孝勤俭”的家训……

父亲生于 1942 年 10 月 15 日，从
小过继给红军烈士大爷爷杨洪喜。奶
奶为父亲取名经文，期望他能有经天
纬地之才，和大爷爷一样报效国家。
20岁那年，父亲瞒着奶奶徒步 40多里
到公社报名参军。7年军旅生涯，父
亲入伍第 2年就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4次被表彰为“五好战士”。父亲
曾多次谈及他最惊险而又荣光的一次
立功。当时部队正在抢修工事，父亲
在往外运土石过程中，发现坑道顶部
往下掉碎石，即将发生塌方险情，便迅
速向坑道深处作业的战友发出疏散警
报。由于父亲发现及时、处置得当，避
免了人员伤亡事故，挽救了 20多名战
友的生命。

复员后，父亲被分配到教育战
线。高小文化程度的他时刻都在努力
学习文化知识和钻研教育教学方法。
他时时处处要求子女恪守“忠孝勤俭”
家训，绝不允许投机取巧和铺张浪
费。童年时代，家里一直都过着清贫
节俭的生活，我小时候身上穿的总是
大哥穿过的旧衣服，用的书包也是哥
哥姐姐淘汰下来的。寒冬来临，买不
起棉衣棉裤，智慧的父亲教给我们一
个防膝关节受寒的好办法，把“退役”

的旧袜子剪去一头套在膝盖上，自制
成加厚保暖的护膝，非常实用，3条棉
裤都不如它！对于贫穷，父亲淡然而
又坦然，他说：“杨家世代忠孝勤俭，人
穷志不穷，要有骨气，做一个有道德有
良善的人。”家中的干打垒老屋，从我
呱呱落地至今近半个世纪，仍旧服务
着我们全家。父亲一直说：“我最骄傲
的事，就是我的 6个子女个个遵纪守
法，两个孙子都是军人。”

无论在工作岗位上，还是在退休
后的晚年生活中，父亲从未动摇过自
己的信仰，始终坚定对党的忠诚与热
爱。离世前一周，父亲紧紧握着我的
手说：“我能为党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
再交一次党费，走后要一切从简。”我
知道，这是父亲以他最朴实的方式，来
表达对党的感恩、敬意和牵挂。遵从
父亲遗愿，我替他向镇党委交了最后
一笔3000元党费。

令我遗憾的是，数年前，父亲在新
闻里看到当初服役的平潭岛面貌一
新，变化很大，从未向我提过要求的父
亲，希望我能抽空陪他去看看。父亲
离开老部队多年，一直未回去过。我
应下了，几次和家人商议行程，总因工
作繁忙耽搁下来。如今，这个普通愿
望已成父亲终生的牵挂和遗憾，也时
常令我深感自责和愧疚。子欲养而亲
不待。曾经的参天大树，再也不能像
孩提时代那样为我遮风挡雨，温暖的
怀念却会陪伴我到永久。
“好好做人，好好做事！”这是父亲

对我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每次通电
话的结束语，是每次离家挥手时的叮
嘱。我将继续保持良好的心态，带上
良善的心肠，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怀念父亲
■杨 鹏

如果没有文化，节日里似乎只有
吃。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
元宵节，吃元宵……有了文化，端午节
便有了“竞渡深悲千载冤，忠魂一去讵
能还”的爱国精神，中秋节便有了“但
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思念祝福，
元宵节便有了“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
中旬动帝京”的繁荣昌盛……中国节
日，伴随着中国诗词，璀璨着五千年
文明。

致力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学者陈树千在其新著《节日里的诗歌
盛宴》（中华书局 2019年 1月出版）中，

以中国传统节日为经、历代经典诗词
为纬，漫谈古今人事沧桑，让读者沿着
古典诗词曼妙的轨迹，走进中国传统
文化的锦苑之中，感受中国传统节日
里的烟火之味与繁盛之美。

作为一本中国传统节日的古诗词
汇编，该书按元日、人日、元宵、立春、花
朝、上巳、寒食、清明、端午、七夕、中元、
中秋、重阳、冬至、腊八、除夕 16个传统
节日的时间顺序排列，精选了能够体现
鲜明节日特色的276首名家名篇。

每一个节日都有特定的礼俗，也
被诗人赋予独特的情感记忆与深厚的
文化内涵。比如起源于汉朝的元日，
有吃年糕、贴桃符、放爆竹等风俗，北
宋王安石的“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
桃换旧符”，让千家万户喜气洋洋过春
节的欢愉淋漓尽显。比如传说女娲创
世的人日，有剪彩人、做薰天饼等习
俗。南北朝诗人薛道衡的“人归落雁
后，思发在花前”，让游子思乡的无限
惆怅跃然纸上……由传统节日挖掘相
关的民俗典故，捕捉民风习性、时令雅
趣，分享本真的生活方式，书写节日文
化传承的智慧与美好，不仅寄托着炎
黄子孙的文化情感，更是一个民族成
熟文明的缩影。

庸常的世俗生活因为有了热闹的
节日，才使人生因充满着期待、愉悦而
显得非同寻常。比如“立春执鞭打牛”
“清明游春踏青”“腊八赠粥”“冬至拜
谒”“除夕一家老小围炉夜话守岁熬
年”等，节日披上了鲜艳亮丽的外衣，
在平淡和枯燥的生活中亮出一抹新
奇，“在世代中国人的操持之下展示着
和谐、圆融的审美趣味与天人合一、阴
阳平衡的哲学思想”，教化着人们尊重
自然、敬畏生命，还有齐家治国。“老去
不自觉，岁除空一惊”“命随年欲尽，身
与世俱忘；无复屠苏梦，挑灯夜未
央”……一首首节日诗词，一幅幅人生
画卷，情意幽深，不仅体现出“文明以
止，化成天下”的意蕴，更浸润着中华
民族的肌骨。

每一个节日，都是一场文化盛
宴。在传统节日逐渐被淡化的今天，
该书不仅让我们在饱享节日文化的饕
餮盛宴中找到来时的路，更在保护民
间文化生态环境中找到了出路。

每一个节日，都是一场文化盛宴
——读陈树千《节日里的诗歌盛宴》

■秦延安

短笛新韵

一瓣心香

新书速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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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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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带着严寒

而雪却是温柔的

正如这支前行的队伍

刚强的身躯里载着温柔的灵魂

同行的军犬懂得 锃亮的钢枪懂得

就连簌簌黄叶都懂得

这刚强的身躯

历经磨炼

守护着祖国的珍宝

同样也会成为祖国的骄傲

昨夜肆虐的狂风沉默了

阳光也变得澄澈

纯净的雪铺好了道路

只因为

这温柔的灵魂

深爱着脚下的土地

也同样被土地深爱着

边防战士与雪
■荣雨婷

雪花落在红肿的眼上

融化成一滴晶莹的泪水

雪洞里火光摇曳的梦，影影绰绰

把故乡的剪影不断回环

大雪落满边关

埋在心底的乡愁画下新的年轮

思念的声音针落可闻

雪花覆在深绿的口罩上

缀成浓密的白色胡须

一身军装，如若冬末春初的大地

暗淡的颜色下，有着

最坚韧、最火热的生机

大雪落满边关

坚守的人，昂然挺立

把冬天望穿

大雪落满边关
■仇士鹏

雪一层层地落 梅花一簇簇地开

我们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

路上的雪 被我们踩出脚印

花儿的芬芳 被我们带到远方

有无数鸟儿的翅膀

在军歌声里抖动起来

脚下的泥土

也开始从绿意的梦里醒来

这些梅花 正如我们的青春

在风雪中挺拔的时候

有了幸福的模样

军营里的梅花开了
■王 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