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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瓣心香一瓣心香

在井冈山南麓，有一个山清水秀、
景色旖旎的村庄，曾经创造了烽火岁月
的蓬勃。“地球的红飘带”的一头就系在
这个山村——江西省遂川县新江乡横
石村。

1934年 5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
胜利的希望破灭，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战
略大转移，并报告了共产国际。6月 16
日，共产国际复电中共中央，为了保存
红军的有生力量免遭打击，同意撤离中
央苏区。于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
定派红七军团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派
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
创立新苏区，为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转移
探路。

1934年 7月 17日，任弼时、萧克、王
震率红六军团从永新的牛田、泰和的津
洞进入遂川北乡山区，分驻在新江口、衙
前、横石。山峦碧绿、杜鹃嫣红、鸟鸣动
听，横石穿着夏季的盛装迎接红军。

偏僻的横石村立时生机蓬勃。部队
整训、写标语、教村民唱歌、筹粮筹款，老
百姓砻米、打草鞋、当向导、报名参军。
军民一心，在20天时间里筹集了几万双
草鞋、几万斤粮食，兵员也得到补充。村
民们深明大义，尽管生活艰苦，还是节衣
缩食支援红军，为革命奉献最后一把米、
最后一滴油甚至最后一捆稻草。

“红军洞”在横石村西北的山上，是
一个极其隐蔽的地方。这里曾是红六军

团近百名伤病员的藏身之地。
“红军洞”是后来的名称，原名叫牛

鼻岩，陡峭险峻，荆棘丛生，大树遮天，根
本无路可走。这些伤病员不知怎样上得
峭壁上的洞中？

对于英雄来说，路，就在脚下。红军
的精神标高比牛鼻岩的海拔更高。红军
善于在生存的绝地打开生命的通道。这
生命通道就在悬崖绝壁之上。

牛鼻岩上有一眼“仙人井”，常年不
涸，清澈透亮。伤病员煮饭喝水、清洗伤
口，全都用井里的水。井边的杜鹃清静
无争，依绝壁绽放。杜鹃花的血红，一滴
一滴地洇入伤病员的梦中。

牛鼻岩上还有一个叫“牛鼻窿”的
地方，可容数人。军团的领导上山来看
望伤病员时，就在牛鼻窿席地而坐，运
筹军机。

牛鼻岩苍然无语，峭壁上的层积岩
便是历史的刻度，记录着红军的壮举。

走进“红军洞”，且将自己的脚步放
轻些，再轻些。这岩洞的尘土上曾经有
红军的脚印，那一双双草鞋撞击出来的
足音，还会在洞中回响。

时间不是原物，洞外早已换了人
间。倘若将洞中那盏马灯点亮，重新打
量远去的历史，追寻那些早已离去的身
影，历史就可感可触。洞外的沙沙声，是
一双双草鞋正在走过。影影绰绰，那都
是穷苦人家的子弟，正值大好年华，他们
忠诚、纯朴，不怕血染泪浸、不畏枪林弹
雨，只认一个信念：跟党走，做一名红军
战士。他们选择了硝烟与战火交织的人
生道路。

萧克，住在村民张后升家的后院。

一间低矮的土坯房，房内一桌一床、一盏
油灯、一顶斗笠、一个装文件的藤箱。萧
克白天忙于开会研究军事行动计划、指
挥部队打仗训练、走访村民。有时深更
半夜，萧克在房内踱步，脚步声在农家院
内回响，在寂静的横石村回响。

有一天，张后升走进萧克房内，递给
他一把烟叶，色亮味醇，散发着浓香。萧
克取出一把切烟刀，将烟叶切成细丝，把
张后升手里的长烟筒装满烟丝，自己则
用毛边纸卷了一支喇叭烟。张后升拿着
煤纸，鼓起双腮，噗地一吹，煤纸亮了。
彼此谦让几番，张后升从命先点着了自
己那筒烟，然后，萧克凑过来接火。吸
烟、唠家常，彼此心里都暖融融的。

这是一个平常的故事，没有动听的
豪言，没有壮烈的情节。这缕缕烟香，诠
释了水乳交融的真正含义。

经过战火淬炼的切烟刀，走出了硝
烟，走进了和平，归于恬静。红六军团西
征时，萧克留下了这把切烟刀。张后升
的孙子张龙角将其献给了遂川县博物
馆。刀片上所镌的萧克二字依然清晰。
人们从切烟刀的岁月往事中，感悟到恒
久的温馨。

1934年 8月 7日，红六军团大转移
的集结号在横石村吹响。大禾坪上人头
攒动，任弼时神情严肃，掷地有声：“有人
讲，我们离开根据地是逃跑、是退却。这
不是逃跑，是积极的战略转移。我们要
深入到敌人的后方，把他们搞得坐卧不
宁。那些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人，就
像蚕一样，自己吐丝把自己困死，这就叫
作茧自缚。我们不能作茧自缚，打出去
就是胜利。”

红军将士深爱着这里的一山一水、
一草一木，这里的红土地有他们奔波的
足迹、有他们流下的汗水和热血，这里的
父老乡亲就是自己的亲人，现在说走就
走，怎能不深切留恋？任弼时的一席话，
拨开了他们心中的云雾，心情豁然开
朗。留恋归留恋，但红军必须开辟新的
根据地，创造新的希望，夺取新的胜利。

乡亲们来送行了，老大娘往战士手
里送这送那；姑娘来送情郎了，含笑的脸
庞红晕如花，泪水则是花瓣上的露珠；母
亲来送儿子了，免不了要再三叮咛：到了
队伍上，要听组织的话，走远了，要记得
打信回来。

霎时，歌声响起来：“……红军哥哥
你慢些走哟，走到天边哟记心头，老妹等
你哟长相守，老妹等你哟到白头。”这首
歌是本土红军战士江治华写的。他是一
个爱唱山歌、爱写山歌的后生，在部队做
宣传工作。出征前，他把自己写的一本
歌放在家里的木箱底儿，告别家人，随军
远行，再也没有回来。几十年后，他的孙
女江满凤从箱底翻出了这本泛黄的红军
歌谣。江满凤在井冈山的一个景区做保
洁员，一边工作一边为游客唱这首歌，总
能触动人们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红六军团从横石突围西征，拉开了
长征的序幕，历时 70余天，行程 2500余
公里，于 1934年 10月 24日到达黔东印
江县木黄，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三军
（红二军团）会师。

触摸横石村，打量和追随远去的岁
月，想象那血雨腥风的战斗洗礼，心里就
会嵌入大景致，行囊里就会多一份不朽
的礼物，就会使灵魂得到淬砺与升华。

触摸红色横石
■刘志桂

时代英雄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和民
族形象的代表。在抗疫战场上不知疲
倦奋战的钟南山，是当今中国的一面
旗帜、一柄标杆，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先
锋和楷模。由广东广播电视台摄制的
纪录片《钟南山》，用事实的逻辑力量
艺术地再现了钟南山院士老骥伏枥的
高迈形象。

这部纪录片以新冠肺炎疫情的发
展脉络为叙事主线，完整地记录了钟
南山临危受命、驰援武汉、不辞辛劳、
从容指挥的抗疫历程。新时代赋予时
代英雄以新的内涵，以钟南山为代表
的当代医护人员在此次抗疫中的高光
表现堪称一笔巨大的民族精神财富。
所以，纪录片《钟南山》在某种意义上
描摹的既是大医精诚、大爱无垠的钟
南山个人，又是临危不惧、果敢前行、
勇斗疫魔、敬佑生命的医护群体。

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大医精诚》
中写道：“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
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
救含灵之苦……勿避险巇、昼夜、寒
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
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想办法
把病人救活，是钟南山一生的追求，就
如他在纪录片中所说：“我想来想去，
只不过还是个医生。”作为最早向武汉
进发的“逆行者”之一，钟南山坚持实
事求是原则，敢于担当负责，一语定乾
坤，坚定和鼓舞了国人与疫情斗争的
意志和信心。大医者，多用生命以济
危急。“在非典的时候，很多声音都质
疑他……他也是跟我们说，我们要坚
持真理，要讲真话，对得起病人。”在纪
录片中，钟南山的儿子这样说。

时代英雄不是站在云端之上、置
身红尘之外，他们也是血肉丰满、感情
炽热的普通人。纪录片通过钟南山的
学术助手、儿子、妻子、学生等多个叙
事视角，生动呈现了钟南山工作事业
和精神世界的不同维度。片中，观众
跟随镜头走进钟南山 80多年的人生
历程，观赏到很多首次公开的珍贵图
片和影像资料，包括钟南山的童年时
代、大学时期以及诊治患者、晨练健
身、登台演唱等不同的人生片段和生
活情境。纪录片捕捉与呈现了众多关
键细节，例如将钟南山面对凄怆场面
紧蹙双眉、眼含泪水的表情定格在屏
幕上，直击观众内心最柔软的部分。
时代英雄每一次壮举的背后，都蕴含
着他们对百姓生命的关切和珍视、对
民族大义的承负和托举。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纪录片的解
说词忠诚地服务于作品思想主题，朴

实、简洁、温润的文字绝非单纯的画面
解释，而是从钟南山思想深处加以阐
发，拓展了画面的思想内涵，补充了视
觉形象不足的缺憾。

“水激石则鸣，人激志则宏”。时
代英雄需要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更
需要优越制度环境的滋养。从 2003
年的非典到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短
短17年间我国硬实力大幅攀升、软实
力明显增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
同擎举和驱动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
社会成员对以钟南山、李兰娟、张文宏
等为代表的医护人员的尊崇和敬慕，
究其根本是对国家实力的由衷骄傲和
对民族形象的深挚感佩，以及中华民
族历经多次天灾人祸而磨砺锻铸出来
的愈发强烈的民族自信。从这个意义
上讲，纪录片《钟南山》也是对新时代
背景下民族共同价值观的感召和呼
唤。新时代民族共同价值观，蕴含着
创造、求真、奉献、担当、团结、无私无
畏、共克时艰等多种精神元素，综合起
来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社
会主义道路的自觉认同和高度自信。
今天我们褒扬和赞誉时代英雄，不仅
要在宏观意义上笃化对国家对民族的
情感认同，更要在具象层面上铭记他
们拥有的生命张力和价值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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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中国航天事
业取得以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等为标
志的辉煌成就，为经济建设、社会发
展、国家安全和科技进步作出重要贡
献。军旅作家兰宁远怀着强烈的使命
感和责任感，在其新著《中国飞天路》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0年 1月出
版）中，以生动细腻的笔触和充满诗性
的语言，集中披露了中国载人航天从
无到有逐步走向辉煌的艰辛历程，让
我们看到大国航天工作者勇攀高峰、
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和赤子情怀。

《中国飞天路》是兰宁远继《飞天
梦》《飞天纪》《挺进太空》之后，创作的
又一部航天题材长篇报告文学。全书
共分“问鼎长天”“飞天序幕”“万人会
战”“夺关破隘”“漫步太空”“苍穹之
吻”“天上宫阙”7章，配有50余张珍贵
的照片。书中围绕载人航天工程历史
性的突破和重大跨越，通过生动翔实
的史实、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展现了
中国航天人宏阔的视野和胸襟。

科技是承载梦想的翅膀。航天技
术的发展推动了整个科学技术体系的
进步，把新视野拓展到宇宙的深处。
对于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航天人来
说，起步何其艰难。没有人员，自己培

养，“钱学森主讲导弹概论、史超礼主
讲航空概论、梁守槃主讲喷气发动机
原理、庄逢甘主讲空气动力学、朱正
主讲制导概论”；没有先进的技术设
备，就用算盘手算，用自行车打气筒
为火箭加压，用手动天线跟踪火箭飞
行……中国航天奠基者一边搞研发
一边培育新人，在迈向建设航天强国
的征途上，走出一条“自主创新、重点
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飞天之
路。从“863计划”的启动到“921工
程”的开始，从航天员首次飞向太空
到第一次太空漫步，从神舟八号飞船
和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实现“太空之
吻”到女航天员首次出征……中国航
天人夺关破隘，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
题，不断镌刻新的荣光。

中国航天人追逐的飞天梦，也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一部
分。没有崇高的精神，很难造就辉煌
的事业。数以万计的工程兵、铁道兵、
通信兵、汽车运输兵、建筑工人和科研
院所的精英，从全国各地秘密进入西
北大漠，投入到试验基地的工程建设
中。邓稼先、朱光亚、彭桓武、任新民、
王淦昌、程开甲、于敏……一大批科学
家隐姓埋名奋斗在大漠深处。无论专
家院士，还是普通技术人员，他们都把
个人的理想同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利
益紧紧联系在一起，一生无怨无悔。

《中国飞天路》铺展了一幅中国载
人航天事业发展的壮美画卷。老一辈
航天人不仅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向太
空的窗户，也为后辈树立了人生榜
样。一片赤诚，一生奉献，一切都和祖
国紧紧相连。当中国人的足迹印进寥
廓而深邃的星空之时，也给未来留下
了深远的回声。

逐梦九天的赤子情怀
——读长篇报告文学《中国飞天路》

■秦延安

雪后，来的是冰雹。
冰雹鼓点般敲打着窗户。老兵躺

下，眯上眼，耳边就是部队集结的军号
声。老兵起身，在房间里踱着方步。

新冠肺炎疫情来得突然，待在家里
的老兵熬不住了。白天，老兵戴上口罩，
去了社区志愿者服务站，要报名上一
线。社区的负责同志和老兵相熟，说一
线急缺的是医护人员，老兵不懂医术，年
龄偏大，还患有冠心病，只同意老兵在社
区防疫哨卡做个志愿者。

老兵的儿子果果，谈了个女友，说好
了春节要一起回来，商定筹办婚事。可
因为疫情，这些计划都暂时搁置了。

年前，果果退伍回家安置，做了一名
警察。这次主动参加了一线防疫。

老兵拿起手机，想跟果果视频通
话。好不容易拨通了，他看到手机画面
里的儿子正戴着口罩和手套，与一群穿
防护服的医生在雪地里忙碌着。果果
急急地说：“老爷子，正在防疫哨卡值
勤……”

老兵还想嘱咐些什么，可视频通话
已中断。

果果的女友呢？听说这次姑娘也向
单位提交了请战书。

那姑娘叫甜甜，是当地医院呼吸内

科的护士。果果注册了微博，叫“Love
house（爱的小屋）”，甜甜喜欢上去晒晒
两人的点滴生活。老兵只在微博上见过
甜甜的照片。

虽然老兵还未见过甜甜本人，但他
总感觉这姑娘似曾相识。

老兵想到了微博，在那里可以追寻
到甜甜的讯息。打开“Lovehouse”，第
一条，是雪中防疫值勤的果果的照片。
第二条，是身着防护服、头戴护目镜、在
医院忙于诊治的甜甜。

再看第三条信息，惊煞了老兵的双
眼：那是数日前甜甜出发去一线时发布
的一张旧照片，剪自2008年5月14日报
纸上的新闻图片《废墟下的重生》：一名
满脸泥水、浑身泥巴的军人，紧紧抱起刚
从废墟中抢救出的女孩。

让老兵受到剧烈震颤的，是照片下
的一串留言：灾害无情，爱有余香。12
年前，素昧平生的解放军呵护我自废墟
下重生。12年后，爱的情愫呼唤我为重
疫下的人们守护生命的尊严……

老兵脚底油然生起一股热流，顺着
双腿往上涌。忽然，他端正身子，两腿一
并，向着甜甜所在医院的方向，行了一个
标准的军礼。

12年前的 5月，是老兵此生难以忘
怀的日子呀！当时，他奉命随部队前往
四川地震灾区……

老兵推开屋门，挺胸向社区防疫
哨卡走去。雪地上，倏地响起数声雀
鸣……

冲 锋
■李世营

荷花盛开的季节，风儿轻轻吹，荷
花频频摇，荷叶翩翩舞。伴随着沉闷
的雷声，雨，由缓到急，由小到大，噼里
啪啦地落下来。雨滴打在荷叶上，像
万斛珍珠撒落，跳跃着，滚动着，带着
淡淡的荷香，这就是冀中平原上的荷
花雨。家乡夏季的荷花雨比起南方的
芭蕉雨，别有一番韵味。

是的，我喜欢桃花雨的浪漫，“兰
溪三日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我
喜欢杏花雨的缠绵，“沾衣欲湿杏花
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我喜欢清明雨
的忧伤，“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
欲断魂”；我更喜欢荷花雨的神韵，蕴
含着一种热烈的美、磅礴的美、神奇的
美！这些年走南闯北，我曾泛舟于白
洋淀、衡水湖、武汉的东湖和南戴河海
滨，幸遇那里的荷花雨，但我最初见到
荷花雨是在我的家乡，那美轮美奂的
景象深深留在我的脑海里。

外婆家往北几十米的村边有一个
好大的清水塘，每年夏季，清水塘的荷
花开了，粉的、红的、白的，仰天绽放，
在碧绿的荷叶衬托下，犹如亭亭玉立
的仙女，让人流连忘返。每次到外婆
家，总是要住上几日，我便跟着表哥
玩，自然要到清水塘边观赏荷花。

记得那年夏天，冀中平原天旱不
雨，白天火球似的太阳烤得大地发烫，
我们这些光着腚到处跑的男孩子，小
脚丫儿被烫得火烧火燎的，巴不得跳
进清水塘扎几个猛子才过瘾呢。烈日
下，村里的大人和孩子都无精打采，猫
儿狗儿躲在阴凉处眯着眼睛打盹儿，
地里的庄稼都晒蔫了，绿色的蝈蝈趴
在高粱或苞谷的叶子上嘶哑地鸣叫
着。这当儿，我们都盼着一场荷花雨，
把太阳浇得湿漉漉的，把大地灌得雨
淋淋的，把庄稼洗得绿油油的。人和
庄稼都应该像雨中荷花那么鲜活，那
么精神。

“明儿我带你去外婆家。”母亲对
我说。“太好啦！我要跟表哥去清水塘
游泳。”我高兴得直蹦高儿。

翌日清晨，我跟随母亲沿着弯弯
曲曲的乡间小路，到达外婆家所在的
谷家左村。村西北角那个清水塘，荷
花开得正艳，那迷人的花色仿佛使我

进入瑶池仙境。中午，随便扒拉了几
口饭，我便跟表哥去清水塘游泳了。

说实在话，我只会狗刨和仰游，比
旱鸭子强不了多少。看到清水塘东隅
那一片美丽的荷花，我独自游了过去，
想采几朵荷花献给我的母亲。我知道
母亲喜欢荷花，眼瞅着她画过荷花，那
么专注，那么细致。母亲文化水平不
高，可是她画的荷花雍容典雅，一点也
不俗气。我不知道那是深水区，没采
到荷花，却沉入水底，咕嘟咕嘟地喝了
一肚子的水。谢天谢地，表哥把我救
上岸，肚子里的水还没完全吐出来，就
听到几声响雷，瓢泼大雨倾泻而下。
雨滴落在水面，清水塘荡起一个又一
个圆圈儿，雨洗荷花更娇艳，荷叶上的
雨滴晶莹剔透，荷香在雨中弥漫开
来。嗬，这突如其来的荷花雨，把表哥
和我都浇成了落汤鸡。

回到家，母亲没有责怪我俩，反而
安慰说：“没有荷花绽放，就没有醉人
芳香，没有风风雨雨，就没有七色彩
虹。你们要想成为有用的人，就应该
像荷花雨一样，即使粉身碎骨，也要滋
润大地。”

我盼望表哥早日成家，娶个漂亮
媳妇，没承想，他毅然参军，去了首都
北京。母亲时常提醒父亲给表哥写
信，问寒问暖，鼓励他不断进步。每年
母亲都会给表哥寄去花生红枣之类的
土特产，让他感受家乡亲人的深情厚
谊。听说表哥在部队入了党，又立了
功，我父母高兴得合不拢嘴。那年，表
哥从部队回家探亲，在新华书店工作
的父亲把一块进口手表赠送给表哥，
母亲叮嘱他的话没完没了。抗战时期
我的父母都是村里的干部，他们把一
批又一批热血青年送往抗日前线，而
今表哥穿上绿军装，他们怎能不高兴！

或许是受到表哥的影响，1964年
冬季，正在读高中的我也报名参军
了。离开家乡前，母亲到五里外的
东黄城商店精心挑选了一个搪瓷洗
脸盆，盆内有荷花金鱼的图案，煞是
好看。

我带上母亲送给我的洗脸盆，从
繁华闹市到崇山峻岭，从长城脚下到
黄河之滨，辗转千里。每天早晨和黄
昏，透过一盆清水，凝视着洗脸盆里的
荷花，我都想起慈祥的母亲。身在军
营，思念悠悠，每天我都能嗅到醉人的
荷花香。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和表哥每
次见面，都会谈起母亲，彼此有一个
共同的感觉：美丽的荷花是母亲的化
身，飘洒的荷花雨是母亲的深情，点
点滴滴，打湿了漫长的岁月和绿色的
军衣……

望荷怀乡，见荷思母。母亲离开
我多年了，我觉得她像一轮明月高悬
在我的心间，她的爱如荷花雨般沐浴
着我的全身，也洗涤着我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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