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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笛新韵短笛新韵

在三沙，我一直渴望亲手种下一棵
树。

我知道，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渴望，
也是众多三沙人或众多来过三沙的人的
愿望。

在三沙，最负盛名的当属永兴岛的
“将军林”。一排排、一棵棵错落有致高
耸的椰子树，一挂挂、一个个或圆或方圆
或椭圆的椰子，装扮了永兴岛的碧海蓝
天，也装扮了岛上军民赤热似火的心。

将军林里的第一棵树，是时任总参
谋长杨得志上将种下的。不仅是带头种
下一棵树，希冀成为一片林，更是勉励守
岛官兵扎根西沙、建功西沙。此后，每位
来西沙视察和看望驻岛官兵的党和国家
领导人、共和国的将军，都会满怀深情地
种下一棵树。

喝过将军林里结的椰子的战士们都
说，椰子很甜，特别是早上9点左右摘下
的椰子更甜。我渴望能喝一个将军林里
的椰子，也渴望在岛上其他地方能种下
一棵树。不管是椰子树还是羊角树，是
木麻黄还是小叶榕，是抗风桐还是黄桷
树，只要是一棵能长大的树，能给岛礁带
来一片绿意、给军民带来一片阴凉，给往
后带来一片回忆的树。

心之念念，情之切切。比我更渴望
种树的官兵，每年开春就开始全岛搜罗
树苗，但凡发芽的椰子苗，第一时间发
现、第一时间抱回、第一时间找地挖坑。

如今，绿意盎然的小院，除了建院之初成
批种下的数棵小叶榕、四季青、三角梅
外，就是这零零散散、间距不大的数棵小
椰子树了，大的有一米来高，小的只有几
十厘米高。因为呵护有加，这些小树苗
长得格外翠绿，引得还没能种树的官兵
心里百般馋、千般羡。

想亲手种下一棵树的渴望，直到前
年才有了慰藉。当年，三沙市委宣传部
联合“三沙热点”微信公众号开展“华夏
沃土汇三沙”土壤征集活动，汇集全国
34个省级行政区的土壤和从青海三江
源所取母亲河之水在赵述岛种植一棵

“华夏同心树”，并种植 34棵“兄弟树”。
所集沃土从郑和下西洋的起点南京明代
宝船厂遗址启程，途经海口进行上船前
拆封，此后搭载“琼沙 3号”轮漂洋过海
到赵述岛。而我，有幸成为这次活动的
参与者。

听说要去植树，战士们报名非常踊
跃。无奈冲锋舟坐不了那么多人，我只
能挑选 5名战士参加。没能参加的战
士，认为我偏心，一脸的不高兴；参加的
战士自然高兴不已，有的还把当天活动
发放的纪念章当成珍品收藏起来。

由于海况原因，种树活动是在当天
中午举行的。没有一丝树荫遮蔽的军民
站在太阳底下，不一会儿就汗流浃背，但
没有一人退缩。50余位军民分成 20余
个小组，将一棵棵一米来高的椰子树立
到坑中，来自全国各地的泥土也汇聚一
起。一人扶树，众人铲土、浇水，不一会
儿，35棵椰子树就如一队队士兵矗立在
赵述岛。

两年后再相逢，35棵椰子树棵棵都

长到两米多高，翠绿盎然，曾经白亮亮、
明晃晃的银滩如今变成绿光点点的小绿
洲，好生令人惊喜。

我固执地认为，能在这片令人魂牵
梦萦的神圣的南海家园亲手种下一棵
树，是一生中最有意义、最值得回忆的
事。在三沙坚守越久，种树的念头也就
越强烈。

众所不知，曾经的三沙，种一棵树有
多难！

早些年，一棵树苗从海南岛上船漂
洋过海，经 20多个小时辗转 180多海里
后来到西沙群岛各岛礁，由于各礁礁盘
不一、靠泊能力不一，大船除永兴岛外很
难靠码头抛锚，只能在海滩边靠泊，把树
苗一一搬到小船或小舢板上，再由人肩
手抬一一往岛礁上送。运完苗，还要运
土和水，待一切准备就绪，就是选地、挖
坑、埋土、浇水、守候了。

运气好，小树就能活下来。但结果
往往事与愿违，不遂人愿。成片成片地
种，成片成片地被烈日晒伤、被高温灼
死、被大风刮断。偶尔一两棵勉强活下
来，也是枯黄、弱小的，但这依然值得庆
祝。小树那瘦弱的躯干凝聚着三沙军民
的向往，哪怕只有一丝希望，也要尽百倍
努力。

民兵连长梁锋，是优秀的民兵骨干，
任赵述社区党支部书记、赵述岛岛长。
大家常开玩笑称他是“中国最南端的村
干部”“中国最南端的民兵连长”。梁锋
上岛 10余年，种下数棵树，也带领渔民
种下成片成片的林。

说起种树的历史，他滔滔不绝，也感
慨万千。恶劣艰苦的海岛气候环境，造就

了军民不一般的意志和岛上不一般的树。
以前种树，最缺的是水。岛上的淡

水都是从文昌通过“琼沙3号”轮运过来
的，如果海况不好，十天半月甚至一个月
都难有补给，人都没水喝没水用，更何况
种树。可只要在岛上生活一天，就有强
烈的种树渴望。渔民们四处打井求水，
可打出的都是泥盐水，过滤了也不能
用。用来洗头，头发能根根直立；用来洗
衣，衣服件件分不清是咸盐味还是腥臭
味。只能靠天等雨。正如“春雨贵如
油”，岛上的雨比油还珍贵。只要一下
雨，大家就像过年一样，开心地在雨中沐
浴，把家里凡是能装水的什物一件件都
拿到雨中，用心收集，用心过滤，再用来
洗澡、洗衣、种树。

再就是缺土。岛上没泥，没泥就种
不活树。军民们特别珍惜每次上下岛的
机会，都会特别叮嘱带泥土。有装在泡
沫箱的，有装在蛇皮袋的，有装在筐子里
的，只要能装土的什物，哪怕是一个小小
的买菜的薄胶袋，也要捎上一袋泥土。

树，就在这般众志成城的努力下，一
棵接着一棵地成活了。据悉，三沙军民
已累计种植苗木 300多万株。现如今，
乘飞机俯瞰西沙群岛，岛岛皆是绿，满眼
皆是春。

心中，蓝色是国土，绿色是家园。种
下一棵树，国家主权便多了一分象征；种
活一棵树，岛上便多了一丛阴凉，日子就
多了一丝希望，心田更增添了一种诗意。

想在三沙亲手种棵树，想如这棵树
般，把根扎得深些、再深些，把枝伸得高
些、再高些，挺拔地守望和平、宁静、美丽
的南海家园。

想在三沙种棵树
■阳宗峰

拉开帐篷的一刹那，刚刚升起的
太阳正洒着柔和的光。一股凉凉的带
着咸腥味的空气扑鼻而来，我享受地
深深吸了一口，它便以冲刺速度抵达
我身体的每一个神经末梢，透心凉。

用力将帐篷口完全拉开，远处的
景致在瞳孔中放大又收缩，从模糊变
得清晰。抬头望天，几只白色海鸟优
雅地飞过。驻训场上，一支支队伍步
伐整齐、口号震天，穿梭行进……

我伸个懒腰，跺了跺脚，退回帐篷
内，日历表上 4月 18日几个大字十分
醒目。呼……第30天了。

这是一次平常又特殊的任务。从
中原腹地千里机动至黄海之滨，并不
算太远的路程，因为夜行军，我们足足
走了 2天 2夜。抵达那天已是凌晨 3
点，拿好武器，背上背囊，跳下车，一股
海腥味扑鼻而来，整个人打了一个激
灵，舟车劳顿在此刻一扫而光。我知
道，海就在不远处。

驻训场地是老部队留下的营区，
虽长年失修，景色却因时间的打磨变
得愈加迷人。这里多的是5个人环抱
不来的法国梧桐，为营区提供片片阴
凉；营区中间是一个方形鱼塘，深处有
鱼虾，炊事帐篷搭设其旁，像极了傍水
居住的江南人家；门口有个小房子，依
稀看得见“奔腾之家”4个字，后来得
知，“奔腾”是一条军犬。老房子全部
采用大块礁石砌制而成，带着大海的
气息，坚固又清凉，夏天正好避暑。再
往深处走，一座假山矗立眼前，顶端有
巨石，名曰忠诚石。环顾四周，热血官
兵训练嗷嗷叫。正所谓：英雄部队育
英雄，忠诚石下写忠诚。

闻着海的味道，曾让我引发无尽
遐想……海边生活，在我们心中总是
美好而浪漫。而任务中，大海近在咫
尺，却是另一番滋味——

没有波涛，没有木屋，却有训练不
完的课目；倒是有沙滩，那是我们每天
摔打的场地。一片大山将我们包围，基
本与世隔绝，一包辣条、一部收音机在
这里都是珍稀物件；蚊虫遍地，蚁蛇纵
横，路上的蛤蟆一到晚上比人还多。
环境虽然艰苦，训练的节奏却丝毫没
有放慢。每天的大小例会、总结部署，
让经验方法不断完善。如你所见，这
是一段肌肉和灵魂一并疯长的日子，
如果心中没有阳光，将会度日如年。

几个北方来的新兵，没有经历过
高湿环境，高压训练让每个人的衣服
湿了干、干了又湿，不到一周，就显现
出极不适应的状态，有甚者身上还起
了红疹、发了烧、住了院。禁用手机、
智能手环集中管理、不定期突击检
查……时间的概念变得既敏感又麻
木。野战俱乐部、野战图书馆成为大
家经常光顾的场所。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
读。”如今，手机压箱底，一本《习近平
的七年知青岁月》成了我的枕边读
物。空闲时拿起来，一读便欲罢不能，
超然物外沉浸书中，时间流逝而不
觉。那一度浮躁的心气也沉静下来，
这是阅读带来的定力。任务期也是良

好的充电期。
莽莽深山，丛丛密林。那天，我带

队勘察地形，一行8人身背背囊，手持
工兵锹、工兵斧等工具，在生满荆棘的
灌木丛中艰难前进。终于行至尽头，
我们眼前一亮——竟有大片花田！
瞧，七彩颜色齐上阵，揉成了一块画家
手中的调色板，刚下过雨的潮湿泥土
的清香、馥郁花香沁人心脾。嗬，这荒
山野岭的！

见此场景，队伍大呼过瘾。不用
佳肴为伴，无需酒肉作陪，卸下装备，
掏出压缩干粮和军用水壶席地而坐，
以水代酒，大快朵颐。

其实，只要热爱生活，善于发现，
像这样的美景还有很多。

齐鲁大地迎来第一个雨季。驻训
地一周有 4天在下大雨，帐篷内的防
潮地布永远潮湿滑腻。但有一点好
处，驻地周边生了数十棵野桑树，大雨
洗刷过后，桑葚沾着雨水，晶莹剔透，
像一颗颗珍珠挂在枝头。虽然没有完
全熟透，但战士们成碗成碗地摘着吃，
唇齿流汁，仿佛那是天下美味。

我记得托尔斯泰说过：“一个人若
是没有热情，他将一事无成，而热情的
基点正是责任心。”这个月，难得有机
会跟家人打电话，一听到他们的声音，
我激动地语无伦次，可每次都是简单
寒暄，匆匆挂断。并非不想家，而知责
任大。花有果的责任，云有雨的责任，
太阳有光明的责任，身为军人，我们的
肩上有和平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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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全球化浪潮风飞浪卷，市场化
大潮波谲云诡，信息化新潮澎湃激荡，在
这一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国思想精神文
化领域均面临巨大冲击和严峻挑战。仅
就进入 21世纪以来的我国文学艺术创
作而言，其面临的直接冲击和最大挑战，
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艺本体的理念更
新、文本重构、符号结构、技巧手法、机制
创新、流派演变等固有问题，而是由审
美价值与商业价值相抵牾、相冲突所衍
生的人文纠结与精神困惑。有鉴于此，
习主席曾经强调指出，文艺不能当市场
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
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
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

文学艺术的审美价值，决定其既葆
有精神文化又呈具物质文化的双重属
性。事实上，无论何种类型何种题材的
文学艺术，都需要创造建构一种具有审
美价值的物体，以此承载和展现文学艺
术的精神意蕴和人文内涵。于是，我们
必须正视这样一个问题：当文学艺术成
为一种物体形态——文学作品、雕塑作
品、音乐作品、绘画作品时，是否同其他
存在物体一样也具有商业价值呢？

文化经济学原理表明，文学艺术的
商业价值取决于文学艺术的物质存在体
所具有的商品属性。一部小说、一幅油
画、一首歌曲乃至一尊雕像，无论其表达
什么样的思想主题和精神内涵，首先必
须借助语言、色彩、音符、线条等特定艺
术手段，思想意旨与艺术手段一经有机
融合与默契统一，便形成独立的物体，通

过出版、发行、流转等环节生发出商品属
性，因而也就具有了一般商品所具有的
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小说可以被读
者阅读，音乐可以被歌者演唱（奏），油画
和雕像可以被观赏者欣赏，这既是一种
精神活动，也是一种消费行为。换言之，
人们正是通过这种物质形式的载体来感
受文学艺术的美学内蕴，并使心灵得以
净化、感染与熏陶，进而进行购买与收
藏，将文艺的审美价值转换为经济价值，
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美国著名战略学家约瑟夫?奈在《软
实力》一书中提出，文学艺术的审美价值
与商业价值大体上是互相统一的，也就
是说，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愈高，其
商业价值愈高，反之亦然。一部深刻反
映重大历史事件和深彻洞察社会人生且
又遵循“美的规律”和恪守创作法度的文
学艺术作品，由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
湛、制作精美而受到许多人的青睐与欢
迎；相反，一部主题低俗、内容贫乏、粗制
滥造的作品，自然也会失去文化消费市
场。当然，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
题的另一方面是，在市场经济迅疾发展
的当下，文学艺术的审美价值与商业价
值经常会出现二律背反的情况，主要表
现在：一是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文学艺
术作品因曲高和寡而受到冷落，使潜在
的商业价值得不到体现；二是缺乏审美
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在市场上走俏、热
销，商业价值飞涨飙升。

近年来出现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就是一些作家艺术家发扬工匠精神、精

雕细刻创作出来的精品力作备受冷落，
少人问津。如都梁的长篇小说《亮剑》
起初被 7家出版社所婉拒，麦家的长篇
小说《解密》曾17次被退稿；一些久负盛
名的国内高雅文化艺术团体由于体制不
顺机制不活，导致举步维艰，经营前景堪
忧。而由二流甚至三流的所谓明星参加
的演出活动异常火爆，凭借一两部影视
剧或几首时尚歌曲短时间内就身价暴
涨。之所以出现这种巨大反差的不正
常状况，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
点不能忽视：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涤荡冲
击下，一方面社会意识和思想观念更加
多维多元，另一方面社会人文精神日趋
淡薄，以致于人们的审美价值取向发生
迁变和转移。

就一部分作家艺术家而言，在市场经
济价值取向全面凸显的时代情境下，针
对文学艺术的精神魅力不像 20世纪 80
年代以前那样激荡人心的状况，他们很
大程度上追求审美价值的热情不再、激
情锐减；对众多普通接受者来说，经济意
识的强化和日常生活的务实化、功利化、
碎片化，将以往对高雅艺术的兴趣渐渐
转向消费享受“快餐文化”，日渐沉迷的
情怀与渐趋萎缩的兴趣逐渐导致艺术品
位的降低和审美鉴赏力的退化。而这种
审美取向渐成主流趋势和社会心理，于
是迎合大众口味的商业性作品不断涌
现，并在一定程度上滋长了片面追求轰动
效应以获取巨额商业价值的不良倾向。

文艺作品在市场上受欢迎，绝不能
靠迎合，而要靠感动，真正让真善美走进
人们的内心世界。文学艺术的最高境界
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
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
美。作家艺术家要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
传播者，把崇高的价值、美好的情感融入
自己的作品，引导人们向高尚的道德聚
拢，不让廉价的笑声、无底线的娱乐、无

节操的垃圾淹没我们的生活。
文学艺术面临的挑战——审美价值

与商业价值的矛盾——可以在一定条件
下得到调和。笔者认为，目前解决的途
径主要有三：一是强化社会大众的文学
艺术审美教育，不断通过审美情感、审美
经验的教化与熏陶，提升青少年的艺术
感受力和审美感知力，从而在全社会重
塑人文精神，注重将对人的终极价值的
关怀而绝非以商业价值作为衡量文学艺
术的唯一尺度。二是通过出台得力有效
举措，在政策上加以扶持，在机制上予以
激励，引导和鼓励作家艺术家既尊奉审
美价值、坚持艺术规律，也秉承市场经济
运行机制和法则，使具有较高审美价值
的文学艺术作品的潜在商业价值适时充
分体现出来。三是从具体细微处入手，
使广大接受者将个体对物质利益的简单
欲望甚至畸形欲求，引导到对高级情感
和高迈精神境界的追求上来。

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精神家园的审美
符号与意识方式，必须牢牢把握精神家
园建构中创造价值、积淀意义的进步使
命，坚决摒弃为了自身利益而一味追逐
游戏化后的娱乐至死、消费化后的利润
至上、时尚化后的快餐爆炒以及庸俗化
后的物欲横流等倾向，孜孜以求地致力
于精神家园的垒砌与建构，从而给大千
世界以遮蔽、给人类生存以引领、给脆弱
心灵以呵护。文学艺术存在的最大价
值，在于涵育人文、培植理性、安稳灵魂，
引导社会大众保持对民族文化的自觉自
信。只有实现审美价值与商业价值的高
度统一和有机结合，这座人类的精神家
园才显得更加富足、殷实、绚丽。

坚守精神文化家园
■刘金祥

那段岁月有多么美好
能让我们心手相牵共同成长
那身军装有多么骄傲
能让我们青春绽放一生珍藏
那杆军旗有多么辉煌
能让我们生命守护血脉偾张
那首军歌有多么豪迈
能在我们激情澎湃的梦中回响
那座军营有多么神秘
能让我们魂牵梦萦几番回望
那顶军帽有多么沉重
承载着人民的嘱托国徽的分量

我走过的小路
有你不曾偶遇的荆棘
我爬过的战术
有你不曾逾越的屏障
我流过的汗水
有你不曾淬火的阳刚
我经历的风雨

有你不曾历练的坚强
我闻过的硝烟
有你不曾品味的芬芳
我爱过的姑娘
她始终美丽在梦的远方

一声军号集结四方
一个信念为国站岗
一列正步校准方向
一个军礼深情凝望
一串故事装满行囊
一段情怀萦绕梦乡
一朝军旅终生难忘
一声战友热泪盈眶
曾经的青春曾经的梦想
曾经的军旅曾经的辉煌

曾在军旅
■刘亦鸣

黑纱、花环
悼一方凛然
祭词穷尽文思
还觉浮浅
挽联竭达蕴意
仍显平淡
只有彻骨的叩问
敲击心弦
怎样肩起责任与担当

告慰英烈的遗愿

浮 雕

一壁不泯的初心
铭刻浸染硝烟的封面
花岗岩临摹的呼号
告诉和平岁月
什么是石头
什么是骨头

烈士碑（外一首）
■周文洋

今
日
长
缨
在
手

何
时
缚
住
苍
龙
（
中
国
画
）

杨
强
立
作

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
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
市场上受到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