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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纪事国防纪事

一瓣心香一瓣心香

每当听到军号，就会想起父亲，想起
他的铃声。

新中国的黎明将要到来之际，父亲
却连遭不幸，双亲相继因病去世，家道中
落，七兄弟被迫分家，自谋生路。经熟人
介绍、火烧桥小学校长文冬泉举荐，父亲
在学校谋了个差事。

初冬时节，连天毛毛细雨，出奇地
冷，刚找到工作的父亲的心却是热的。
他小心翼翼踏进火烧桥小学的校门，成
了学校的一名工友。当年的工友，即学
校的勤杂人员。公鸡啼晓，天刚擦亮，父
亲一跃而起，挑上水桶去河边挑水，继而
麻利生火，给老师做早饭。打理完厨房，
父亲随手操起大竹扫把，将校园扫得干
干净净。

打铃，是一天中最重要的工作，也是
父亲最开心的事。爷爷曾送父亲上过3
年私塾，私塾里没有铃声，只有威严的戒
尺声，还有先生的呵斥声。父亲喜欢铃
声，悠扬、欢快、喜庆，让人轻松愉悦，还
能激起人无限的希望。

学校的铃声出自一截钢轨，钻洞拴
根铁丝，悬挂在校门口的大树上。父亲

极像一个指挥员，镇定自若地立在树下，
挥起小铁锤，“咚咚”地敲向钢轨，钢轨随
之发出清脆的铃声。

父亲放过牛，挖过煤，在地主家当过
长工，尝尽人间酸楚，因此对这份差事万
分珍惜，干任何事情都踏踏实实，生怕出
错对不起举荐他的校长。一次回家办
事，第二天早上为了赶回按时打铃，过黄
花渡口时，因水流湍急，他不慎将船掀
翻，差点沉入水底，幸而抱住撑船之篙，
方才脱险。当他浑身湿漉漉地准时站在
树下敲响铃声，师生们都向他投去感激
的目光。

文冬泉校长非常喜欢工作勤快的父
亲，听说他念过3年私塾，学校正好缺老
师，便鼓励父亲试着上一节三年级的数
学课。其实父亲早就有这个向往，经常
在窗外关注老师上课，没人的时候还学
着老师讲课。机会垂爱有准备的人，因
父亲讲课特别用心，校长十分满意，第二
天就让父亲放下水桶和扫把，改行执教
鞭当老师。

父亲走上三尺讲台后，工作更加敬
业，虚心向他人学习，宿舍那盏煤油灯，
每天很晚才熄灭。新来的工友不太会打
铃，也不好意思打铃，父亲总是帮着工友
打铃，身份变了的他总觉得这一声声铃
声，敲走的是过去的岁月，迎来的是崭新
的黎明。老师和学生喜欢听他的铃声，

节奏有力，抑扬顿挫，似乎听的是一首音
乐，让人心潮起伏、热烈奔放。

我听着父亲的铃声长大，也目睹过
父亲打铃时的风采。18岁那年，我戴着
大红花踏进火热的军营。每天只要听到
光明山下响起嘹亮的军号，便会情不自
禁想起父亲，想起他的铃声。父亲的铃
声催我好学上进，部队的号声催我勇往
直前。铃声和号声有相同点，也有不同
点，相同的是提醒、提示和命令。不同的
是，铃声提醒的是师生，激励他们探究未
知的知识领域、实现人生的价值；军号提
醒的是将士，号令千军万马上阵杀敌，去
夺取胜利、捍卫祖国的安全。

每次休假回家，父亲会给我讲他的
铃声，讲他的执教往事，讲他一生的高光
时刻。最后，他会鼓励我安心服役，扎根
军营。与父亲分别总是在公路边一个叫
陈家塘的小站，从他的眼神里，我深知父
亲的用意，他是想将他的铃声变为我的
号声，为我军旅人生催征。每当我在军
营处在低谷迷茫之时，内心深处就会响
起父亲的铃声，这铃声给了我力量，给了
我勇气。

父亲在世时一直念叨，想去火烧桥
小学看看，感恩引路人文校长，感恩收留
他的小学，感恩何尧这方水土上纯朴的
乡亲。

父亲去世9年后，我决定还他之愿，

去火烧桥小学看看。学校背倚龙形岭，
前临萍水河，古木参天，修竹翠绿。当年
将父亲引上三尺讲台的文冬泉校长之子
文健山接待了我，他说对父亲有印象，个
高清瘦，机灵精干，打铃特别响，老师和
学生都非常敬重父亲。

恰逢周日，校园里静悄悄，似乎每个
地方都有父亲的影子。我独自来到山腰
的厨房，仿佛父亲还在这里劈柴挑水，水
缸里的水早已被他挑满，灶前的柴堆成小
山。墙角那把竹扫把，父亲可曾用过？操
场上，好似闻到沙沙的扫地声。上了教学
楼，随意推开一间教室门，一阵穿堂风将
学生的作业本吹得哗哗作响，是不是父亲
正在发作业本？他高大清瘦的身影被窗
户投来的光线拉得好长好长……

走出教学楼，校门口两棵古树吸引
了我。当年父亲就是庄严地伫立在古树
下，挥起小铁锤，有力地敲响钢轨，发出
悦耳动听的铃声。如今那截钢轨不见
了，但树上还留存深深的印痕。陡然风
起，树摇叶响，这是父亲敲响的铃声吗？
这声音听起来那么熟悉，那么亲切，让我
振奋不已，宛如在光明山下听到的昂扬
的军号声。原来，时光可以走远，父亲的
铃声却一直在这里，从未消逝！

父亲的铃声，部队的号声，永远回响
在我人生的长河里，给我信心，为我指
路！

父亲的铃声，我的号声
■李根萍

表弟结婚的日子定在了 8月 1日。
那天，我负责礼金收取与登记事务。其
间，发生了一个感人细节——

有25位随份子的人，像是提前商量
好了似的，每个人都随相同的数额：81元。

长长的礼单上，这 25个“81元”，像
是一排整齐划一的队伍，分外醒目，让人
诧异。

婚礼间隙，我和一位随了81元份子
的小伙子攀谈，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这25个人都是和表弟同年入
伍的老战友。他们之所以随 81元的份
子，缘于多年前的一个约定。

表弟于2011年冬天退役，几十位老
战友散布在周边几个县市。秦晓童是他
们中第一个结婚的。2012年 8月 1日，
老战友都来参加婚礼，经过商量，每人随
100元份子。

从那天起，他们有了一个美丽的约
定——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大家都把结
婚的日子定在8月1日，让自己的婚礼盈
满军营的气息。

2013年 8月 1日，表弟的老战友盛
小强和祁云彬同时结婚，大家分头前去
参加婚礼。

经过商量，他们给盛小强、祁云彬分
别随了 300元份子。原因是，这些老战
友经过努力打拼，收入高了，日子美了，
理应提高份子的额度。

然而，盛小强和祁云彬同时作出一
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们坚决不收战
友的份子。

盛小强说：“随份子是人之常情，老
战友之间的情分并不是随多少份子能够
衡量的。”

祁云彬说：“随得多，感情未必深；随
得少，感情未必浅。咱们千万别被一些
不良风气影响了。”

最终，大家商定，从盛小强和祁云彬
的婚礼开始，只要老战友结婚，统一随
81元的份子。这个约定，要雷打不动地
延续下去。

8月 1日办婚礼，81元的份子钱，意
味深长，让人眼热。

只是，这件事并未结束。
在表弟的婚礼即将结束时，一位留

着平头的年轻人背着行囊风尘仆仆地赶
来了。

他叫霍小明，是从外地赶回来参加

表弟的婚礼的。
霍小明找到我，要给表弟随份子。

我拿起礼单，刚写下“霍小明”3个字，一
下子愣住了。

霍小明要给表弟随8181元的份子。
这个“天价份子”，使我有些转向，不

知该不该收。
霍小明比表弟晚入伍两年。当年，

表弟是班长，霍小明是战士。霍小明入
伍的第二年春天，在参加一次重大突发
事件处置行动时身受重伤。在崎岖陡峭
的山林里，没有救护车，其他救护设施也
不全。在霍小明生命垂危之际，表弟背
起他，以越野冲刺的速度朝山下冲锋，连
续越过好几个山头，赢得了抢救时间，霍
小明活过来了。

退役之后，霍小明靠着一口流利纯
正的英语，在一家外企担任翻译。

“我们是过命的战友！他对我有救
命之恩！”霍小明对我说，眼里湿湿的。

我无奈，把表弟喊来。
表弟也落泪了，紧紧抱住霍小明。
霍小明说：“老班长，我的份子里，有

两个81，你必须收下！”
表弟摆摆手：“兄弟，咱们的 81，应

该纯粹一些。”说着，退给霍小明 8100
元，留下81元。

霍小明抹着眼睛说：“老班长，离开
部队这么多年，你又给我上了一课！”

在表弟的婚礼结束时，老战友聚在
一起，把约定进一步完善——从今年起，
只要老战友有事，不论红事还是白事，只
要涉及随份子，一律81元。要把这个约
定，作为一条铁规矩。

这件事还在继续。
半个月前，表弟来我这里谈事情，特

意告诉我，他和战友的“81元约定”被很多
人点赞、效仿。盛小强把“81元约定”作
为一条家规，得到全家上下的积极响应。
祁云彬所在的小镇，“81元约定”迅速成
为全镇百余名退伍军人的铁规矩……听
着表弟的讲述，我心里热乎乎的。

这件事依然在发酵。
前几天，表弟发来一条链接，标题是

《面对“81元约定”，你在想什么……》。
原来，表弟接受了记者的专访。省

报在重要版面推出此文，在社会上引起
强烈反响。省报的微信公众号上，这篇
文章的点击量迅速超过 10万，收获 5万
多个点赞、数千条留言。

表弟和他的战友，居然成了网红。
对此，我已不再感到惊讶。我相信，

“81元约定”，一定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注
入新的内涵。

八十一元约定
■江志强

奋斗，是个鼓舞人心、催人奋进
的字眼。在连续几年的新年贺词中，
习主席金句频出，不少与“奋斗”相
关：“天上不会掉馅饼，努力奋斗才能
梦想成真”“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大家还要一起拼搏、一起奋斗”……
在2021年新年贺词中，习主席说：“征
途漫漫，惟有奋斗。我们通过奋斗，
披荆斩棘，走过了万水千山。我们还
要继续奋斗，勇往直前，创造更加灿
烂的辉煌！”

提起奋斗，就会想到我们的祖先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情景，就会想

到“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精卫填海”
等神话故事。因为奋斗，我们的祖先
创造了灿烂的华夏文明，使中华民族
历经磨难而屹立不倒。人世间最伟大
的奋斗，是共产党人的奋斗。中国共
产党成立以来，带领中国人民从苦难
走向辉煌、从弱小走向强大、从胜利走
向胜利，一个重要法宝就在于我们创
造了一系列感天动地、改天换地的红
色精神，包括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

“两弹一星”精神、“两路”精神等。而
贯穿于这些精神的一条红线，就是艰
苦奋斗、团结奋斗、不懈奋斗。这是我
们真正的优势所在，是战胜一切敌人
和困难的密钥及法宝。

奋斗的战歌总是高亢激昂，奋斗
者的英姿总是鼓舞人心。在刚刚过去
的极不平凡的一年里，无论是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取得重大战略成果，还是
成为全球首个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
经济体；无论是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
攻坚目标任务、创造人类减贫史上的
奇迹，还是取得“天问一号”奔向火星、

“嫦娥五号”月球采样成功等一系列重
大科研成果，无不是党和人民艰苦奋
斗的结果。从抗疫英雄到抗洪勇士，
从快递小哥到外卖骑手，从基层工作
人员到科研工作者，每一个不平凡事
业里的平凡之人，都迈开坚实的步履，
向着未来奋力奔跑，用汗水和智慧书
写奋斗华章。那些感天动地的故事，
那些挺身而出的身影，为奋斗作出最
好的注脚。

重要时间节点是我们奋斗的坐
标。新的一年，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
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我们党将以优
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周年，我们要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
史交汇点上，我们深知越是接近民族
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满风险挑
战乃至惊涛骇浪。惟有永葆赤子之
心，不忘奋斗精神，撸起袖子加油干，
不待扬鞭自奋蹄，才能用奋斗成就伟
大梦想，靠奋斗赢得新的荣光。

与奋斗相伴的是信心。只有登高
望远，对未来充满信心，才能不畏艰
险、勇往直前。我们的信心，来自党的
坚强领导，来自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力，
来自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只有理想信
念坚定的人，才能“咬定青山不放
松”。在奋斗的征程上，我们既要敢于
直面矛盾、较真碰硬，始终保持知难而
进、迎难而上的气概，始终保持逢山开
路、遇水架桥的干劲，敢啃最硬的骨
头、敢攻最险的山头，以勇毅开辟前进
的道路；又要坚忍不拔、持之以恒，从
每一件具体事情做起，把每一份具体
工作干好，积小胜为大胜、积跬步至千
里。

“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让我
们抖擞精神，风雨无阻再出发，在向宏
伟目标迈进的征程中生命不息、奋斗
不止。

奋
斗
的
战
歌
总
是
高
亢
激
昂

■
向
贤
彪

在地方大学读书时，老师在课上极
爱讲《红楼梦》。恰逢武装部来校园征
兵，老师凝望窗外征兵横幅静静地说：

“我若是个男儿，必走出去，自有我的一
番道理。”老师套用书中话语，思及年轻
时错过验兵的遗憾，不禁怅然。那一席
话，直抵我心深处，点亮我头顶那片向往
军营的星光。

彼时，恩师也曾鼓励我，趁青春去部
队锻炼锻炼，最好不过。

后来我应征入伍，出发前，老师风尘
仆仆地赶到车站，将他最珍爱的《红楼
梦》赠予我。望着扉页寄语，我不由得感
动。“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
流”，我知道这是红学家为史湘云总结的
座右铭。老师曾说这句对联倘加一横
批，则“霁月光风”可矣。“就做人而言，千
色万色，本色最难。所谓大英雄，并不一
定取得多么骄人的成绩。一名战士能对
苍生有益、对自己负责，就是无名英雄，
就不枉来世界一遭。”老师的一字一句，
深深凿刻进我心扉。

身在军营，我时不时在训练间隙翻
翻这本《红楼梦》。毛泽东曾三劝战将读

《红楼梦》，我也曾极力向战友推荐此书。
有时，战友鼓动我讲讲书中的故事。于
是，刘姥姥雪中送炭的古道热肠、晴雯病
中补裘的奋勇无双、香菱学诗的钻劲苦
功、凤姐理家的赏罚分明，在白雾茫茫的
训练场，砥砺着我们，皴染着兵心。犹记
得新兵晚会，我们用英语上演了一场《红
楼梦中人也当兵》。祛除宝玉的公子气，
多些兵家男儿的英风俊骨——节目在战
士们的心领神会中赢得满堂彩……

木心说，“《红楼梦》中的诗，如水草，
取出水，即不好。放在水中，好看。”我很
喜欢结合军营具体情景读《红楼梦》，衍
发的思考也格外应景。探春管家兴利除
弊，带众人打理院中枯木的章节，格外精
彩。这启发我节俭自持，教战友将“垃
圾”变废为宝。那时，我和战友将树叶埋
到树坑里作为肥料，也戏称像黛玉葬花
一样环保。书中鸳鸯、平儿将旧衣服赠
给困苦的刘姥姥，那抹善待他人的品质
打动着我们。而我们也捐过衣物，还曾
众筹帮助过一位战友的患病家属……

兵儿郎难免想家，我便在黑板报写
下“一帆风雨路三千”的板书。我定时在
板报上分享红楼辞章，写下暖心注释。
看到战友认真地打量文字，我内心自有
一分成就感。

军校时，战友们偶尔因公差分工有
所抱怨，我会默默承担脏苦活，也笑说一

句“事若求全何所乐”开解他们。毕业前
夕，我申请“三到”（到基层去、到边疆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恰像史湘云笔
下海棠的写照——“也宜墙角也宜盆”，
军人，不就是不挑拣环境，哪里需要哪里
搬嘛。

在军校离别时，《红楼梦》选修课的
教员曾送我一首《临江仙?柳絮》。“万缕
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他吟诵时
音容恳切，又带着让人信服的张力。他
笑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
可军人走到哪儿，都要坚守本心，莫失莫
忘。当时我以诗相和，“韶华休笑本无
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诗句无
声，落字有音，化作逆流而上的清风，陪
伴我，指引我。

在部队，我曾带过女兵排。爱写小
诗的女兵筱漾像林黛玉那般敏感，有段
时间总低垂着眼皮。交流间，我们仿佛
隔了一层水幕。得知是和对象吵架而训
练受影响，我用她最喜欢的诗歌和她对
话。“蜂围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
必委芳尘？”我为她悉心解读，莫要被外
界琐事烦扰，更不要甘于在忧伤中沉沦。

那时，她借阅了我那本《红楼梦》。后
来她兴冲冲地和我讲她最爱史湘云的乐
观豁达，最深刻的便是这句唱词：“幸生
来，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儿女私情略
萦心上。”我不禁接道，“好一似，霁月光风

耀玉堂。做人，也要英豪阔大宽宏量。”
不爱红装爱武装。在与同批男兵一

同考军校时，她巾帼不让须眉，以总分第
一被录取。“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
直以东山之雅会，让余脂粉。”我也仿效
探春写下这样的信笺送给她，愿她的豪
气永远纵横心间。

我深知，女兵不易，她们从懵懂少年
到铁血战士，告别故乡，走向疆场，“纵居
那绮罗丛，谁知娇养？”

犹记得单位组织全员篮球赛，女兵们
都胆怯不敢报名，我曾以“姽婳将军林四
娘”为例鼓励她们。这位曹公都赞扬过的
人物，当为女兵榜样。“丁香结子芙蓉绦，
不系明珠系宝刀。”犹记得女兵们高声念
着书中《姽婳词》的名句，意气慨然。

“风流隽逸，忠义慷慨”的千古佳话
果然让女兵们心绪澎湃。乃至后来的远
途拉练，她们脚上磨出豆大的水泡，也没
再退缩。望着勇气可嘉的女中豪杰，我
曾笑言，她们“才自精明志自高”，要为她
们写部小说——是啊，恰如曹公所写，闺
阁女儿昭传，就是忠义昭传！

在接到调令离开女兵排时，我将自
己的《红楼梦》捐给连队图书室。我期
盼，大家在工作间隙能捧读一会儿《红楼
梦》。我深知，外在的眼睛看到的，会化
为大脑的储存；而内在的眼睛看见的，将
成为心灵的财富。

雅书相伴心自知
■冯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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