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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纪事国防纪事

一瓣心香一瓣心香

清风拂过，椰林摇曳。海南省文昌

市张云逸纪念馆，一位古稀老人在铜像

前凝视许久……

老人名叫张光东，是开国大将张云

逸之子。岁月在他饱经风霜的脸上留下

一道道浅浅的皱纹，淡淡的眉毛下，一双

深邃的眼眸炯炯有神。时光的流逝并未

冲淡记忆，谈及父亲张云逸的往事，他娓

娓道来。

一

“在我孩提时，父亲虽忙于工作，但

他对我说过的每句话都振聋发聩，让我

受益匪浅。”聚少离多是军人家庭的常

态，作为将领的孩子也不例外。张光东

的童年虽然缺少父亲的陪伴，但父爱并

未缺席。父亲的谆谆教导，从小就在张

光东的心里埋下一颗从军报国的种子。

父亲曾给张光东讲述自己在战场上

九死一生的战斗经历，年幼的张光东问

父亲，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参加革命。

张云逸语重心长地说：“你还小，不

懂旧社会的黑暗。旧中国战火纷争，国

将不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

国民党军队里，大多数人都是为了自己

的前途、为了升官发财而勾心斗角，因此

我感到失望。后来目睹共产党团结人民

群众，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劳苦大众能

过上好日子，我看到了曙光，唯有跟着共

产党干革命才能救中国。所以我冒着生

命危险，放弃当时在国民党军队的职位，

辗转加入共产党。不是为了追求荣华富

贵，也不是为贪图安逸，而是为了改变旧

社会、解放劳动人民。”

“做人做事要有信仰，要为大局着

想，不要看重个人得失，踏踏实实做好自

己手头上的事，做对社会负责、对人民有

益的事。”父亲的这一席话印刻在张光东

脑海里。多年后，张光东也常常将这些

话挂在嘴边，教育自己的子女。

“不搞特权，不搞特殊，不拿公家的

一丝一毫”是张云逸立下的家规家训。

张光东上小学时，跟随因工作调动的父

亲从山东来到北京。刚到位于南池子的

新家时，张光东看着屋内一个木雕装饰

品好奇问道：“这个能拿来当玩具吗？”父

亲表情严肃：“这个院子里的东西都是公

家的，不是个人的。要好好爱惜这里的

每一样东西，以后还得原封不动地归还

给国家。”张光东看着父亲，放下了手中

的木雕。

由于是异地转学，有人建议张云逸

把儿子送去干部学校八一小学。张云逸

说：“不搞特殊，就让他去普通学校，去北

池子小学，离家也近一些。”

张云逸时常教育张光东“要从群众

中来，到群众中去”。从小学到高中，张

云逸要求儿子填写表格时，家长一栏只

填母亲的名字。张光东疑惑道：“要是别

人问起为啥不填父亲的名字，我怎么回

答？”张云逸说：“母亲也是家长，别人要

是问起，你就说父亲在外地工作，不在北

京。”从小到大，张光东在学校都没有被

特殊照顾，一直和同学们打成一片。

“以遂初志，而尽己责”是张云逸践

行一辈子的信念。严于律己、严于用权、

严于管教的家风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张

光东的成长，激励他刻苦学习、发奋图

强。后来，张光东凭着自己的努力考上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接过父辈的钢枪，

成为一名军人。

“毕业分配的事，父亲没有讲过一句

话。”军校毕业，张光东选择去了四川的

大山深处，“我工作的地方是从大山沟进

入中山沟再进入小山沟，在大山里待了

4 年。”

“那时，工作环境很潮湿，身上的衣

物总是湿漉漉的，营院周围草木丛生，蚊

虫肆虐，虱子跳蚤时常往身上窜。我经

常会想起父亲对我说过的话，严格要求

自己，做好本职工作。人生有很多选择，

可以选择好逸恶劳，也可以选择艰苦奋

斗。选择只是一种方式，要寻求自己内

心的声音，坚守初心，心有所念，定能行

远。”回首在大山里的工作经历，张光东

的言语中流露出乐观和昂扬。

二

抗日战争时期，张云逸任新四军副

军长，曾发表《克服浪费，厉行节约——

在二师供给会议上的讲话》。他在工作

中以身作则带头节俭的同时，还在生活

中教育子女克勤克俭。

勤俭不是一时的节约，而是一种习

惯，是贯穿一生的坚持与努力。一张字

条，一句话，一个故事，承载着一段以廉

为荣的家庭记忆。

“父亲在日常生活中很朴素，衣物

穿了很多年都不舍得扔，袜子、鞋子破

了又补。他常说，缝缝补补旧的也会变

新。家里厨房贴着父亲手写的标语‘有

时需作无时想，莫待无时想有时’，时刻

警醒家里每个人都不要浪费粮食。平

时家里的剩菜，都会留着下顿吃。”尘封

的记忆涌上张光东的心头，往事历历在

目。

张云逸经常跟张光东讲述革命时期

缺衣少食的经历：“那时候吃了上顿没下

顿，要挖野菜啃树皮，现在生活比以前好

多了，但是也不能浪费，不能忘记当年的

饥贫。”

有一件事，张光东记忆最深刻。上

小学时，他和同学一起勤工俭学，在学校

磨豆浆。回家后，他给父亲讲述了劳动

经过。

张云逸和蔼地笑着问道：“磨豆子所

剩下的豆渣怎么处理？”

“豆渣都被倒掉了。”

张云逸叹了一口气：“豆渣可以吃

呀！下次你再去帮忙磨豆浆，和老师沟

通一下，将所剩豆渣收集起来带回来，别

浪费粮食。”

张光东按照父亲的交代，第二天去

劳 动 时 和 老 师 商 量 后 ，将 豆 渣 带 回 家

中。晚上，张云逸亲自下厨将豆渣烹饪

后端上餐桌。

张光东对笔者回忆道：“菜端上桌

后，父亲对我说‘快尝尝，味道如何’。只

记得当时那道菜很难下咽，我还被呛到

了，但我还是点了点头，说味道挺好。”

看着张光东心不甘、情不愿地吃下

“粗糠硬饭”，张云逸轻轻地拍了拍儿子

的后背，意味深长地说：“这些粮食都是

农民的血汗呀！我参加革命时，常年和

农民打交道，他们很不容易，披星戴月，

任劳任怨。劳动的过程很艰辛，我们要

懂得节约，尊重农民的劳动成果。”

张云逸的言传身教让张光东念念

不忘。读懂父亲的同时，张光东也点亮

了自己的心灯。在山区工作的那段时

间，身在异乡、水土不服，但张光东牢记

父亲的教诲，爱惜粮食。“那时候在大山

里，饮食习惯差异大，我有时食欲不振，

但盛到碗里的饭都要逼着自己吃完，从

不会浪费，也经常劝诫身边的战友爱惜

粮食。”

三

家是美德传递的起点。张光东说，

父亲常对他说的话就是“对待他人要热

情和善”。父亲身边的警卫员曾向张光

东讲过一件事，让他感触颇深。

“父亲在山东工作时，有一次去农村

考察，走到一户村民家里慰问。老乡很

热情，挑挑选选拿出家里相对较完整的

瓷碗，但上面还是有些许残破之处。瓷

碗很脏，老乡用一块不太干净的抹布擦

拭，准备倒水接待。随行警卫员拿出携

带的杯子放到桌上，父亲严肃地说：‘把

杯子拿走。’然后端起老乡的瓷碗喝水，

和老乡聊家常。”

离开老乡家后，张云逸言辞恳切地

对警卫员说：“我们到老乡家里，他拿出

家里最好的碗接待你、给你倒水，你还要

拿自己的杯子，就是对老乡不尊重，嫌弃

人家的东西不干净，这样不礼貌。我以

前也是农民，参加革命就是为了人民能

够过上好日子。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期间，人民群众帮忙运送伤员，出资捐物

支持我们。现在解放了，我们从群众中

来、更要到群众中去，对待他们要像对待

亲人一样，去了解、去改善他们的生活。”

搬到北京居住后，遇到张光东的同

学来家里做客，张云逸总是对警卫员说

“别拦着”。一次，有陌生人敲门，警卫员

隔着门问话，张云逸得知后，对警卫员

说：“隔着门待人不敬。以后有人来访，

把他请进来聊。”

张云逸以德立家，默默影响着张光

东的待人接物方式。张光东在山区工作

期间，有时要上山支农，乡村距营区较

远，沿山路攀爬而上要走几个小时。那

次到一处偏僻的山村帮村民干农活，因

为路途遥远，中午只能在老乡家就餐。

“那户村民住在破旧的木屋里，养了一只

猫。干完农活吃饭时，他们拿了一个很

旧的瓷碗盛上米饭，放在桌上。孰料那

只猫突然蹿到桌上，吃着给我准备的米

饭，我发现后立刻将猫驱赶。老乡家里

也没有准备多余的饭菜，我没有挑剔，把

这碗被猫啃食过的米饭吃完了。”

如今，张光东已退休，却依然没有停

下忙碌的脚步。他对笔者说：“我想通过

我的努力，讲好红色故事。希望年轻一

代能够以勤俭节约为荣，坚定初心信仰，

做一个有担当的人。”

红色家风铺就人生底色
——开国大将张云逸之子追忆家庭往事

■李学文

我们一行从山东出发赴新疆、甘

肃等地，代表组织和家乡人民探望慰

问 16 名今年入伍的新兵。正值盛夏，

路途遥远，顶着烈日一路奔波，个中辛

苦无须多言。但是，令我欣慰的是，从

这些新兵身上，我深受教育和启发，收

获新的感悟和成长。

这批新兵是我们第一次实行春秋

两季征兵后送到部队的。从年初报

名、体检，到预审、训练、送兵，我亲历

了整个过程。3 月底在济南火车站送

他们时的场景，仿佛就在昨天。时隔

3 个月，再次见到他们，令我惊喜并深

受感染。

他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训练归来，

虽然疲惫但斗志昂扬；他们迈着整齐

的步伐进入会场，听令而行，坐姿严

整；他们在自我介绍、敬礼、接物时，动

作整齐划一……一举一动，尽显训练

有素。特别是他们坚定有力的目光，

和 3 个月前相比判若云泥。当我的目

光在他们变黑、变瘦的脸庞一一扫过，

心生几分疼爱，更加感叹部队这个大

熔炉对人的锻造。在这么短的时间

内，他们已经基本完成从地方青年到

革命军人的转变，呈现出来的英武之

气、那种精气神就是最好的证明。

这次回访，我们做了精心的设计

和安排。比如，与部队首长交流新兵

情况，和新兵座谈并赠送慰问信、慰问

品，播放我们剪辑制作的家长寄语视

频，向部队赠送锦旗，等等。最打动我

的，是播放家长寄语视频时，一个个男

儿都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抑制不住

自己的感情，流下一行行热泪。

“儿子，你既然选择了部队，就要

坚持实现自己的梦想，好好在部队锻

炼自己”“孩子，当你为保家卫国刻苦

训练时，我们全家为你骄傲”“儿子，我

们在家挺好的，不用牵挂，安心在部队

建功立业，我们等着你的好消息”……

看到新兵激动的模样，我也被感

动得热泪盈眶。从这个打动人心的细

节里，我读懂了我们回访部队、看望新

兵的意义。

3 个月的新兵训练为生命印下了

新的刻度。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战

士，从思想、行为、语言、作风、纪律、军

事素质等各个方面，都须千锤百炼。

只有具备高尚的政治品格、钢铁般的

意志、过硬的军事本领，最终才能成为

一名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

新时代革命军人。

参加回访的有两位老兵，回首曾

经历过的新兵训练，都感慨万千。他

们流过汗、掉过肉、流过血，也曾打过

退堂鼓，但都咬紧牙关坚持下来。他

们都说，到几年后离开的时候，才真正

体会到对部队的不舍，军营的烙印将

成为人生最宝贵的经历。

军营生活到底带给战士一种怎样

的人生营养？我认为，部队教会了他

们在艰难困苦面前，应该保持一种什

么样的精神和心态；在祖国和人民利

益面前，应该有什么样的选择和担当。

每到部队，总能听到夸赞我们山

东兵的话语。真心希望他们成为祖国

和家人的骄傲，成为新时代最可爱的

人。

拥
抱
军
营

■
张

源

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在

《论英雄》一书中写道：“全人类对英雄

的崇拜昨天有，今天有，将来也一定

有。”崇尚英雄和敬畏英雄，是人类社

会普遍尊奉的价值理念；书写英雄和

传颂英雄，是古今中外文学创作的永

恒主题。红色经典小说《林海雪原》以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地区剿匪斗争为主

线，通过详细描绘奇袭虎狼窝、智取威

虎山、绥芬草甸大周旋和大战四方台

等惊心动魄的剿匪战斗，使以少剑波、

杨子荣为代表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

谱写了一曲激越高昂的革命英雄主义

颂歌。

英 雄 是 一 个 时 代 奋 斗 意 志 和 拼

搏毅力的鲜活例证，是一个民族生命

张力和创造能力的突出表征。长篇

小说《林海雪原》所张扬的英雄主义

精神，绝非是让英雄脱离时代根基、

简单地亮特技比功夫，而是深刻把握

历 史 趋 向 、融 汇 时 代 背 景 与 审 美 特

征，具有穿越时空的强劲生命力。作

品在初步完成英雄形象的阶级性开

掘后，将英雄主义的叙事视角更多地

聚焦在革命性上。团参谋长少剑波

无论面对凶残匪徒还是严苛天气，均

没有丝毫摇摆、退缩和妥协，以坚韧

顽强的战斗意志和百折不挠的斗争

精神，按期圆满完成战斗任务。他率

领剿匪小分队冒严寒、顶风雪进入莽

莽林海，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关爱群

众。当他了解到夹皮沟百姓艰难窘

困的生活状况后，“强烈的阶级同情

感，使他对群众的疾苦，引起了强烈

的焦虑”“他把自己的两套衬衣衬裤，

脱给群众，自己穿着空身棉袄。”作品

所描绘的微小细节折射出剿匪英雄

身上浓烈的人民性光辉。

英雄主义作为一种伟大信仰和赤

诚情怀，能够磨砺革命军人坚如磐石

的意志。侦察英雄杨子荣只身入虎穴

智擒匪首“座山雕”，面对阴狠、毒辣、

狡诈的残寇恶匪，虽然面临巨大的危

险和压力，但正是伟大信仰所激发的

力量使其淡定从容、镇定如山。由此，

杨子荣的虎胆雄心、铁骨豪情，显得更

加鲜活生动。柏拉图说：“我们若凭信

仰而战斗，就有双重的武装。”一支由

36 人组成的剿匪小分队，一次次战胜

盘踞天险的土匪武装，依靠的就是坚

如磐石的伟大信仰。剿匪英雄们早已

将生死置之度外，早已做好为伟大信

仰而献身的一切准备。换言之，正是

这种伟大信仰，给予他们永不枯竭的

精神能量，激励他们赢得剿灭残匪的

最终胜利。

在作者曲波笔下，剿匪小分队就

是 一 个 充 满 传 奇 色 彩 的 英 雄 群 体 ：

“203”少剑波智勇双全、指挥若定，是

小分队的灵魂；“坦克”刘勋苍身壮力

大、勇毅决绝，不管在何种恶劣条件

下都始终保持昂然向上的战斗姿态；

“飞人”孙达得健步如飞、反应机敏，

具有超常的韧性和耐力；“猴登”栾超

家身形矫健，无论是飞跃鹰嘴岩、空

降奶头山还是智取侯殿坤机密情报，

都为小分队歼灭悍匪屡建奇功；杨子

荣沉稳老练、机智果敢，为了顺利完

成 智 取 威 虎 山 的 任 务 ，苦 练 土 匪 黑

话，在面见“座山雕”时对答如流、化

险为夷。真正的战斗英雄大都来自

人民、起于蓬蒿，以坚定信仰、高超智

慧、舍我精神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

立下不朽战功。小说中，剿匪小分队

能够在短时间内剿灭盘踞在牡丹江

一带的土匪武装，在大雪覆盖的林海

上演一幕幕战胜顽敌的活剧，依靠的

就是英雄群体的精诚团结与默契合

作，以及每个成员的过硬素养和高超

本领。

每个历史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变迁，英雄人物始

终是标注历史的精神坐标，是提振民

族精神、激发民族斗志的强大动力。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将士正是凭着

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了凶顽而强大

的敌人，其英雄行为被作家书写成文

学作品、塑造成文学形象，鼓舞了几代

读者，使人们对英雄主义精神有了更

加形象的认知和更加理性的感悟。

可以说，以《林海雪原》为代表的

红色文学经典所弘扬的革命英雄主

义，不仅是滋养一个时代精神风貌的

有机钙质，还是涵育当代青少年思想

人格的丰富养料。以当下文学评判视

角来审视，小说《林海雪原》可能还存

在这样那样的缺憾，但作品在故事构

思、环境描写、人物塑造等方面不乏优

长与亮点。应该指出的是，《林海雪

原》的意义和价值，早已超出单纯的文

学层面和审美范畴，而更多地体现在

它的社会功用上：唤醒由担当与情怀、

智慧与血性、奋斗与牺牲构成的革命

英雄主义精神，使之成为引领社会风

尚的精神坐标。正如著名作家汪曾祺

所强调的那样，评价文学作品社会意

义的一个重要标准，在于“要有益于世

道人心”。

时 代 英 雄 绝 不 应 被 忽 略 、被 淡

忘。在和平年代，革命英雄主义仍然

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支柱。重读长

篇小说《林海雪原》，将使人们获得新

的启示：只有融入时代发展潮流，展现

人民群众风采，塑造血肉丰满的英雄

形象，才能使文学作品经得起艺术与

时间的双重检验，才能使革命英雄主

义精神永不凋谢、永放光彩！

英
雄
主
义
精
神
永
放
光
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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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金
祥

这是一面红色的大旗

昭示吉祥安康幸福如意

她用烈士的鲜血浸染而成

凝结着对和平的无限期冀

还有对战争残酷的记忆

这面令人心生温暖由衷向往的旗帜

给人奋勇向前的不竭动力

在这面旗帜的心房

镰刀与锤头交相辉映

紧握着中华民族的命运

在这面旗帜指引下

一股股强大的力量聚合锻造

完成一个又一个划时代的壮举

革命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

追求真理的脚步永不停息

踏过无数坎坷磨难

不屈的中国脊梁

在世界东方毅然崛起

动人的中国故事

激荡华夏每一个角落

今天

在党的百岁华诞

我庄重地凝视这面神圣的旗帜

怦然跳动的心音

奏出铁心跟党走的旋律

再读党旗
■赵山学

七月

我是一朵战地黄花

用一粒种子的红

扛着新绿与热烈

像一团永不熄灭的火焰

以奔涌的血液弹奏心弦

一次次撞击长江黄河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我无数次唱了又唱

含泪双眼里

我看到红船与星火

无数次引领中华大地旗帜飘展

红的底色里

有纯粹干净的眼睛

有劈波斩浪的求索

黄花新叶

已化作利剑插入厚土

挺直的身躯

从喉咙里发出呐喊

砸痛我的神经

砸醒我的魂灵

百年风雨

我沿着烈火般的信念走进七月

把所有沧桑订成活页

层层叠叠中只留奋进的足迹

和执着前行的背影

七月抒怀
■张广超

读有所得读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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