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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瓣心香一瓣心香

短笛新韵短笛新韵

一

每到春节，于涛格外想念爷爷。
爷爷还在世的时候，每到大年初一，

家门口便热闹非凡：几支大秧歌队伍轮
流演出，村民将胡同挤得水泄不通。从
早上到傍晚，他们一大家子都闲不下来，
接待着熙熙攘攘的演出队伍。粗犷奔
放、风趣幽默的表演盛事给幼年的于涛
留下深刻的印象。

大秧歌是山东省海阳市著名的传统
民间艺术，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秧歌队登门拜年演出，只有德
高望重的村民才能享有这种特殊的荣
光。

于涛的爷爷，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被
胶东军区授予“爆炸大王”英雄称号的于
化虎。海阳“地雷战”，在抗日战争史上
留下了光辉的一页。“铁西瓜，开了花，空
中飞起了大洋马，鬼子的脑袋搬了家，受
伤的鬼子满地爬……”当年海阳流传的
抗日歌曲，就是对时任民兵队长的于化
虎带领乡亲自制地雷、抗击日寇侵略的
生动写照。1950年，于化虎被评为“全
国民兵英雄”。2009年，于化虎被评选
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
的英雄模范人物”。

忆及童年时光，于涛说他最喜欢缠
着爷爷讲故事。只要提起侵华日军的罪
行，爷爷必定义愤填膺，同时也会声情并
茂地讲述当年村民与鬼子斗智斗勇的精
彩故事，对自己的英雄事迹却只字不
提。直到有一次，学校组织地雷战纪念
馆参观活动，出发前，老师专门叮嘱调皮
的于涛一定要好好表现，因为当天要参
观学习的英雄里有他爷爷。于涛天天和
爷爷生活在一起，觉不出爷爷是什么英
雄。等到了纪念馆，于涛惊呆了，在里面
看到爷爷很多照片。同学们都羡慕地围

过来，向他问这问那。从那以后，于涛经
常入神地盯着爷爷，琢磨爷爷。爷爷觉
得奇怪，不知这孩子怎么了。有一天，于
涛突然冒出一句话：“爷爷，长大了我要
当兵，当地雷兵！”爷爷哈哈大笑：“当兵
好，我同意！不过，现在没有地雷兵，叫
工兵。”那时起，于涛的心里就埋下了一
颗想当英雄的种子。

二

高中毕业的于涛参军到了部队，没
有成为地雷兵，而是当了一名普普通通
的海岛兵。临走前，爷爷嘱咐于涛：“涛
啊，当兵以后都要靠自己，有事不要来找
我。”于涛了解爷爷的脾气，老人家最反
感的就是给党提要求。当时，爷爷的身
体里仍留有弹片，但拒绝政府给予他的
评残待遇，他说：“我有9个子女，难道还
养不活我吗？我不需要这个补助。”他甚
至连村委给的柴火都不要，80多岁高
龄，坚持自己上山捡柴火烧火做饭。爷
爷的要求早在意料之中，于涛当即表示，
当兵就是为了保家卫国，绝不图私利。

可爷爷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于
涛没有考上军校，也没能提干，如果继续
在部队发展还是个兵。于涛的六叔心有
不甘：“这是咱们于家在部队的独苗了，
老爷子不管我管！”六叔写了一封信寄给
部队一位首长的秘书，希望能拉一把于
涛。原来，于化虎和一些老首长是曾在
一个战壕里并肩作战的战友，于涛的六
叔觉得这封信一定会起作用。谁知，于
化虎知道这件事后，当场发怒，用核桃木
拐杖把于涛的六叔从堂屋一直打到门
口，责令他立即把信追回。最后，于涛的
六叔使尽浑身解数，追回了这封信。

2004年深秋，于化虎因病去世。当
时正值于涛所在部队在外执行演习任
务，父亲压根就没有告诉他，直到于涛回
到岛上往家打电话时才得知这个噩耗，
那时距离爷爷逝世已经过去了 1个多
月。父亲告诉他：“爷爷临终前最放不下
的就是你，嘱咐你要守本分，好兵就是要
尽责。”那一晚，于涛独自坐了很久。

是兵，就干好兵的本职。2007年
初，因为部队岗位调整需要，于涛被调到
某侦察大队，成为一名船艇兵。刚到艇
上的于涛两眼一抹黑，航海、枪帆、机电
3大专业他一点也不熟悉。中队长张翼
一边鼓励一边教导他说：“船艇兵不同于
一般的兵种，没有让战友信服的过硬业
务，甭管你兵龄多长都干不上班长。现
在船艇上缺一个枪帆兵，你要首先把业
务钻透。”枪帆班长王丽春告诉于涛，枪
帆兵是船艇上的“大力水手”和“精工巧
匠”，要练好枪帆专业就要肯吃苦、肯用
心。

于涛有了清晰的“小目标”：撇缆更
远，插缆更漂亮，高射机枪分解结合更
快，成为优秀的枪帆兵。

曾经，于涛为了学会插接一个钢缆
眼环结，追问一个老船长5天。有一次，
一名海军老兵看见于涛在琢磨绳结，随
口说了一句：“我们不是这么打的。”于涛
立刻向他请教。老兵用手比画了几下就
离开了，于涛对照他的手势，埋头研究了
7天，试了无数种方法，最后成功将单套
结打法提高2秒钟。

2010年，在上级组织的军事比武
中，于涛在枪帆专业一举夺魁，年底荣立
三等功。

优秀的专业技能，让于涛在关键时
刻“力挽狂澜”。一次，于涛所在船艇执
行任务返回军港，从挡浪坝拐弯进港的
时候，处在船头的于涛发现船头正在快
速转向。他在10秒之内迅速将锚抛下，
稳稳地将船艇拉住。后来查明，故障原
因在于舵机突然失灵。正常情况下，从
前甲板抛锚需要30～60秒，如果于涛当
时反应稍慢，船艇就会撞到挡浪坝。头
脑沉着冷静，应对利索精准，于涛多年积
累的经验和技能在那一刻化为本能，避
免了事故的发生。

三

2012年，12年服役期满的于涛面临
重大抉择。自爷爷起，家里从军者20多
人，而当时，穿军装的只剩于涛一人。是

去是留，全家特意召开了家庭会议。会
上讨论热烈，两种态度相持不下。母亲
和四叔想让于涛回家。四叔是一家公司
的老板，对于涛一直关爱有加，想让于涛
脱下军装，接管公司。父亲和其他 3个
叔叔则坚持于涛继续留在部队。于涛的
父亲还饱含深情地说：“你就在部队待
着，再苦再累都得坚持。家里的生活你
顾不上、挣钱少点都不要紧，给咱家留一
颗红色种子吧，这也是爷爷的念想。”正
是这句话，让于涛下定决心留在部队。

2014年深秋，英雄于化虎的百年诞
辰。各路媒体来到海阳，于家院门口格
外热闹。正在家休假的于涛避开前来采
访的新闻记者，踏上归队之路，已是四级
军士长的他即将投入一场联合演习的任
务保障……

于涛感觉爷爷并未走远，始终在身
边鼓励他、鞭策他，使他不敢懈怠，总是
拥有饱满的工作热情。在于涛的心里，
那颗想当英雄的种子一直在长大。“优秀
共产党员”“优秀基层带兵人”“优秀四会
教员”“十佳班长”……入伍 20年，他获
得令人艳羡的荣誉。

2020年底，于涛晋升二级军士长，
踏入高级士官行列。“解带缆作业时，一
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大脑快速运
转，手脚麻利……”技艺精湛的于涛常常
在甲板上自信满满地给徒弟们授课。20
年的军营生活中，他的眼睛很少用来欣
赏旖旎的滨海风光。俗语说，“开车玩
船，命在眼前”，风平浪静的海面上，危险
随时可能出现。只要出航，他的心就一
直悬着，随时准备应对险情。

枪帆兵的岗位上，没有多少激动人
心的时刻，没有上阵杀敌的快意洒脱，但
需要时间的沉淀和执着的坚守，于涛觉
得他找到了自己的路。

2021年春节，于涛依然不能回家过
年。他记不得这是他在船艇上度过的第
几个春节，老家春节那热闹的场景已永
远留在记忆深处。他想告诉爷爷，虽然
岗位平凡，但他愿意成为新时代军营里
一颗稳固的螺丝钉，用一辈子干好一件
事，踏踏实实地做英雄传人。

英雄传人
■顾丁丁 高丽媛

在老家有这么一句俗话：无辣不
欢，无腊不年。每一个云南人，都有一
段关于腊肉的故事。在我的眼中，这
种家乡的腊味是贯穿全年的。无论城
市还是乡镇，几乎每家每户饭桌上都
会腊味飘香。

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能在春节
吃上几顿腊肉，是全家最隆重的期
待。除夕那天，父亲会起早攀上黝黑
的房梁取腊肉，母亲则去地里摘花椒、
辣椒，准备辅料，而后全家人幸福地忙
碌起来。我在一旁咂嘴欣赏着那黢黑
的腊肉在父亲沉稳的刀下褪去浮尘，
在母亲温柔的手上再泛红光。入锅的
腊肉咕嘟咕嘟煮开，浓郁的肉香在老
房屋散开来，那是我最美好的回忆。

记得新训结束下连时正值过年，
炊事班的切菜声唤起了我对家乡腊肉
的思念，吃不好也睡不好。眼看着我
茶饭不思，指导员给母亲打电话说：

“你家小子的胃想家啦，他说想吃腊
肉。”母亲一听，放下手头的活，带着房
梁上那块黑黢黢的腊肉便火急火燎地
赶到千里之外的连队。其实我知道，
送腊肉只是母亲的一个借口，参军后，
她一直都想到部队看看我，那次终于
如愿。

母亲的匆匆探望和腊肉的到来，
缓解了我的思乡之情。从此，我认定
母亲熏的腊肉能解乡愁。于是，每次
休假归队，我总会在那熏黑的竹架上
取几块腊肉带回连队。

有时候，战友们休假归队，也有带
自己家乡腊肉的。于是，我对腊肉有
了新的味觉。相比母亲做的烟熏味腊
肉，广东腊肉带着些许香甜，四川腊肉
辣得过瘾……

一次休假，我带了两块战友送的
腊肉回家，并有滋有味地跟父母描述
这腊肉的味道如何独特，完全没发现
他们眉宇间的不自然。

晚饭后，我在卧室隐约听到老两
口的对话。母亲伤感地说：“他爸，你
说海峰是不是吃腻了我做的腊肉了？”
父亲在一旁安慰：“娃在外面待久了，
总要接触些新东西嘛，换换口味也正
常。你就别瞎操心了。”听到这里，晚
饭时入肚的腊肉烧得我胃里火辣辣
的，一股歉意瞬间涌上心头。

其实，父母很早就搬到镇上住
了。镇上有着严格的防火规定，烧秸
秆都要罚款，更别说烟雾缭绕地熏腊
肉了。因此，杀年猪时熏下的腊肉自
然挺不到第二年。但每次我休假回
家，那个竹架上总是挂满了腊肉。我
带着疑问去问母亲，她白了我一眼，

说：“你在部队那么辛苦，不管有钱没
钱，每个月都会想办法定时打钱回家，
老妈熏个腊肉肯定也会想办法啊。”

一次休年假，我没有通知父母，悄
悄赶回了家。在小区门口，我正好撞
见他俩拎着袋子匆匆忙忙上了公交
车，便打了个出租车在后面跟着。七
拐八绕，一路颠簸，车子到了目的地。
那是一片专供熏烤腊肉的空地，一个
个小棚子往外吐着烟。他们寻了个小
棚子也钻了进去，没多会儿，小棚子开
始冒烟，从淡淡烟雾到浓烟，最后几乎
笼罩了整个棚子。我正准备上前一探
究竟时，他们出来了，带着一身烟尘，
佝偻着腰咳嗽不止，休息几分钟后，又
冲进熏腊肉的“战场”。我感觉鼻子一
阵酸涩，奔向小棚子一把抱住矮小的
母亲：“妈，今年过年我陪你们多做点
腊肉，我想给战友带一些，他们都说你
做的腊肉好吃……”擦了擦眼角被烟
熏出的眼泪，母亲像得到表扬的小孩
子一样咯咯笑出了声：“好好好，孩子
们爱吃，我就多做点！”

今年提倡就地过年，网友们便晒
出各种从家乡寄来的“妈妈牌”年货，
并深情地称这种爱叫“妈妈不嫌你
胖”。我自然也收到了最美味的“妈妈
牌”腊肉。“来来来，云南腊肉出炉喽，
来得晚的可就抢不到啦……”我一边
吆喝着战友，一边取出床下的腊肉保
温盒。并不宽敞的宿舍里，扑鼻而来
的腊肉香味和春节的欢乐喜气交织相
融，浓郁的年味蒸腾而上。正应了那
句——无腊不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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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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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

谍战题材电视剧《风声》，在北京卫
视和腾讯视频同步播出后，受到不少观
众的青睐。它改编自麦家的同名小说，
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隐蔽战线人
员的故事。“老鬼”打入日伪核心情报机
构的中枢，在向外传递情报的关键时刻
被日本特工发现，随时处于真实身份被
识破的危险境地。情势万分危急，沉稳
老练、机敏睿智的“老鬼”与日本特务机
关长龙川肥原大佐和汪伪总队特务处处
长王田香斗智斗勇，最终以牺牲自己的
方式将重要情报传递出去。作品以跌宕
起伏的谍战对决，生动地展现了女主角

李宁玉将家国情怀置于个人安危之上的
赤诚风范，形象地表达了我党隐蔽战线
人员坚不可摧的笃诚信仰。

全剧充满悬疑推理、智力博弈，以缜
密的逻辑、紧张的情节推动故事走向。
场景、人物、事件很集中，中心线索非常
突出，没有离开主线的枝蔓。值得一提
的是，每个人物的台词都很精彩，在为自
己辩护，同时为对方制造陷阱。这不仅
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性和审美效果，还实
现了对剧中重要角色的人性考问和信仰
考量，激活了主旋律电视剧所蕴涵的现
实价值。

作品没有简单地为角色贴上性格标
签，而是通过深入挖掘人物厚度与深度
来探寻他们真实的模样。在那个异常残
酷的战争年代，敌占区内基本上是人人
朝不保夕、命悬一线，因此，剧中主要人

物都各自为战，人与人内心之间仿佛隔
着一堵城墙。他们在步步惊心的较量
中，往往将个人生活经历穿插其中，把个
人性格展现出来，而这些都是对人物命
运的审视和观瞻。剧中的吴志国、白小
年、金生火等人聪颖绝伦，可以破译极为
复杂的情报密码，却无法破译自身的命
运密码。

作品弱化了对喜怒哀乐的铺陈和对
人间世俗的展现，而是有选择地展示那
些闪耀人性光芒的片段。在刀尖上行走
的李宁玉虽然身陷杀气弥漫的裘庄，却
依然以铁石般的意志和信仰同敌人周
旋，随时准备迎接敌人的枪弹。她是谍
报天才，富有斗争智慧，能够及时准确掌
控对手心理，为了信仰和战友勇于献
身。对她而言，最可怕的并不是死神，而
是担心由于自己的大意与疏漏，导致同

志的牺牲和战局的失利。因此，她以高
超智谋应对裘庄里的各色人等，最终以
生命为代价传递出情报，赢得这场殊死
博弈。可以说，这是共产党人戴着镣铐
跳起的灵魂之舞，也是革命者以年轻生
命绘就的时代风流。

李大钊曾在《牺牲》一文中写道：“人
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
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
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
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
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
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
牲中。”最纯洁的信仰是对高尚理想的信
仰。作品中，我党隐蔽战线工作者于暗
流涌动中不畏强敌、默默奋斗，所呈现出
来的家国情怀与个人价值追求，守住了
谍战剧不能缺失的思想和灵魂。

“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观电视剧《风声》

■刘金祥

一架由上海飞往拉萨的航班，突遇
一股强大的气流，飞机持续颠簸，有些旅
客面前小桌板上的水杯溅出了水。坐在
靠窗位置的静茹吓得叫出了声，随即就
开始抹眼泪。

在空乘人员广播注意事项后，客舱
内安静下来。“好了，好了。注意自己的
形象，别太过了哈。”此时，坐在静茹身边
的小伙子既安慰又批评道。

“你这人怎么这样，难道你是木头
吗？”眼角挂泪的静茹不满地嘟囔着。

不一会儿，飞机再次出现颠簸。静
茹忍不住大喊起来……

亲身经历的惊险时刻再一次出现在
梦中，在喊声中惊醒的静茹满头大汗。

睡在隔壁的父母听见动静，赶紧敲
开女儿的房门。“做噩梦了吧？”母亲心疼
地抚慰静茹。

“飞机上太可怕了……”静茹说起去
拉萨的航班上发生的有惊无险的一幕，
手还在发抖。

“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不让你去
拉萨，你偏要去！”母亲数落道。

“孩子都大学毕业了，独自到外面去
看看世界未必是坏事，有什么话明天再
说，让她好好休息吧！”父亲拉走了母亲。

回来后，静茹一直闷闷不乐，更无心
去写她的西藏游记。

周六晚上，静茹来到在部队医院当

医生的闺蜜小雅家里聊天散心。茶几上
摆放着报纸，一篇图文并茂的报道《生死
拼搏的八分钟》引起静茹的注意。年轻
的飞行员在训练中，正确处置突发的机
械故障，驾机安全着陆。再细看照片中
的英俊面孔，静茹大吃一惊：“是他？”

静茹转头就向小雅打听照片中的
他。“哦，他是我的同班同学牛明，7年前
招飞入伍，在西藏当飞行中队长已经 1
年了。飞行技术精湛，很有发展前途。
怎么，你认识他？”静茹便将在进藏航班
上与他的巧遇和感受如实告诉了小雅。

小雅打抱不平道：“那应该是牛明休
假后回部队吧。他竟敢欺负咱们的高才
生，看我打电话怎么教育他，一定替你出
了这口气。”

当静茹半个月后再一次见到小雅
时，不好意思地说：“昨天意外收到牛明
的道歉信，一个堂堂的飞行员给我赔不
是，我心里怦怦跳。”

小雅反问道：“你不是看上他了吧？”

“别乱说！”静茹脸红了，羞得跑出小
雅家。

寂静的夜，月华如水。在开明的父
亲面前，纠结的静茹找到了心中想要的
答案。

一天傍晚，静茹去找在家休假的小
雅玩。路过外滩，静茹听到一对情侣在
轻声交谈：“这辈子就喜欢飞机驾驶杆，
如果各方面条件具备，会一直飞下去。
你找个‘老飞’，不后悔吗？”

一听这话，静茹有意往前走几步，映
入眼帘的小伙子让她一下愣住了：是牛
明？她决定继续听听下面的对话。

“找个飞行员男朋友是件很光彩的
事嘛。”

“部队在高原，如果咱们以后在一起
了，说不定你要搬到高原上去呢。”

“当兵虽然不在家门口，但可以调回
来的呀。即使调不出西藏，还可以找理
由停飞回上海嘛。让我离开上海，我可
没想过，也不愿想。”

话不投机，女方的言语由温柔变硬
气。静茹眼看着高傲的姑娘离牛明而去。

在小雅家里，静茹演绎了刚刚看到
的那一幕，责怪中又不免替牛明鸣不平。

“哈哈，别急。告诉你吧，牛明飞行
训练很忙，哪有时间回上海呀。他母亲
看他快30岁的人了，催他相亲。出于无
奈，牛明只好让双胞胎弟弟牛亮背着母
亲去‘考察’一下。其实，两年前有人给
牛明介绍了个女朋友，人家一听他远在
西藏就放弃了见面。现在，牛明不想谈
恋爱，怕连累了哪家姑娘。”

“那他也不能打一辈子光棍吧。”
“家里和同学们没少为他操心，到头

来全是白费劲。他呀，简直是一头拉不
动的牛。”

不久，静茹报考公务员岗位的录取
结果正式公布，成为令人羡慕的区委宣
传部的一员。可是，1个月后，她辞职离
开了上海，直接飞去西藏找她口中的“木
头”了。母亲急得团团转，父亲拿着静茹
留下的信倒是能沉住气：“女儿长大了，
也成熟了，有辨别是非好坏的眼光和能
力，就让她去走自己选择的路吧！”

放 飞
■胡亚林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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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 并非一个完美的轮回
仅从字面看 就有两个零形漏洞
狡诈的疫情
在世人的齐声诅咒里
侥幸通过漏洞 逍遥法外
但 切勿得意得太早
暂时的思忖并非一筹莫展
齐心抗疫也绝非一句口号
人命关天 哪怕你乔装打扮
终会把你绳之以法
哪怕你一再变异
终会把你捉拿归案

生命的诺亚方舟正加紧建造
中国的方案正成为救世良药

且用一面面口罩织成天网
且把一株株疫苗植入含苞的土地
再捧出一把月壤 让其裂变成巨堤
长城般护佑我们的家园
江河滔滔
所有桃花都在赶往盛开的路上
群峰巍峨
所有希望均在积蓄崛起的力量
一个欣欣向荣的春天
正在缺憾处 喷薄欲出

挥别庚子
■王德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