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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旅点滴军旅点滴

1 颗、2 颗、3 颗……整整 60 颗饱经

岁月风霜的杏仁，装满一个小小的首饰

盒。每一颗都承载着泰山般的分量——

它们凝结着郑凤翠对丈夫穿越一个甲子

的守望与深情。

郑凤翠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1923

年 10 月 8 日。那是她和王尔琢喜结良缘

的日子。幸福恩爱的生活只持续了短短

3 个月，王尔琢便告别家人赴黄埔军校

学习。

这一走，成了王尔琢与亲人的永别。

王尔琢，在井冈山会师后担任红 4

军参谋长兼第 28团团长，4个月后牺牲在

叛徒的枪口下。王尔琢的牺牲，换回了

两个连，稳定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新中

国成立后，周恩来视察筹建中的革命历

史博物馆，发现没有王尔琢的照片，专门

交代工作人员要“千方百计征集王尔琢

的照片”。正是在周恩来的关心关怀下，

最终征集到一张王尔琢身着军装的照

片。2009 年，王尔琢入选“100 位为新中

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王尔琢从跨入黄埔军校起，便经常

与共产党员徐向前、周士第、许继慎等人

来往。由于学习成绩突出、活动能力强，

在周恩来等人的关心下，王尔琢加入中

国共产党。毕业后，王尔琢留校任学生

队分队长，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和讨

伐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

身先士卒、冒死冲锋，王尔琢卓尔不

群的表现深受蒋介石赏识。蒋介石意欲

拉拢王尔琢，想方设法劝他不要跟共产

党跑，并许以高官厚禄。对蒋介石陷害

共产党员的做法，王尔琢早已愤恨不已，

对他的利诱拉拢更不为所动。

1926 年，王尔琢参与国民革命军第

3 师的改编工作，任东路先遣军党代表，

参加北伐战争。他参与指挥东路先遣军

挺进江西、进军浙江、攻入上海。蒋介石

派亲信以军长职位拉拢王尔琢，遭到王

尔琢严词拒绝：“军长太小了，最好给个

军阀。”蒋介石大为恼怒，遂密令逮捕东

路先遣军中的共产党员。王尔琢脱险

后，在中共上海区委领导下从事工人运

动。

1927 年 7 月，王尔琢接受党的派遣，

赶赴江西九江担任国民革命军第 4 军 25

师 74 团参谋长。不久，王尔琢率该团重

机枪连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后，王尔琢

随部队南下广东。10 月底，南昌起义军

余部整编成一个纵队，王尔琢任参谋长，

与朱德、陈毅等率部转战闽粤赣湘边界，

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武装斗争。为保存

部队力量，王尔琢在战斗途中常常对官

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行军中，他与战士

们走在一起，或搀扶病员，或帮战士背包

扛枪，一边走一边讲革命道理；为活跃气

氛，他间或唱起家乡小调鼓舞士气。繁

忙的王尔琢一连几个月顾不上理发，胡

子也长得很长。

1928 年 1 月，朱德、陈毅、王尔琢带

领伪装成国民党军的起义部队，开进湘

南宜章县城。宜章县长不知真假，在县

咨议局为他们举行接风宴会。酒过数

巡，朱德落杯为号，起义军一拥而入，枪

口对准县长、官员。按照预定计划，王尔

琢率队包围养正书院，解除了县团防局

的武装，打开监狱，释放在押的革命者和

无辜群众。第二天，全纵队正式改为工

农革命军第 1 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

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智取宜章的胜

利，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

同年 4 月，工农革命军第 1 师向井冈

山转移，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

会师后，成立工农革命军第 4 军（后改称

工农红军第 4 军），王尔琢任参谋长兼第

28 团团长。

5 月中旬，国民党军 5 个团对井冈山

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进剿”。王尔琢

率第 28 团和第 31 团一个营奔袭永新，在

草市坳与敌一个团遭遇，经两个小时激

战，将敌全歼。之后，一鼓作气攻进永

新，再歼国民党军一个师部，击伤师长杨

如轩。

6 月下旬，国民党军又调集 5 个团，

以第 9 师师长杨池生为总指挥，第四次

“进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占领永新

后，敌以主力 3 个团分左右两路进犯宁

冈。王尔琢率第 28 团向进占老七溪岭

制高点的国民党军右路两个团发起多次

猛攻，将其击溃。随即直插龙源口，切断

左路国民党军的退路，并协同第 29 团等

部将敌一个团歼灭于龙源口地区。

战斗的胜利让红军名声大振，当地

老百姓欢唱：“不费红军三分力，打垮江

西‘两只羊’（杨如轩、杨池生）。”

8 月中旬，王尔琢率第 28 团由湘南

地区回师井冈山。25 日，2 营营长袁崇

全胁迫、欺骗一个步兵连和一个迫击炮

连擅自脱离行军队伍，企图叛变投敌。

针对这种情况，朱德主张派部队把袁崇

全“打”回来，王尔琢则主张“喊”回来。

王尔琢说：“我是他们的团长，和他们同

甘共苦、出生入死，他们会听我的。”王尔

琢率警卫排急奔追赶，终于找到袁崇全

企图带跑的两个连。王尔琢乘机展开思

想工作，高声喊话：“同志们别怕，我是王

尔琢，快回来革命吧！”两个连的官兵又

回到革命队伍中。而王尔琢遭袁崇全开

枪射击，英勇牺牲，年仅 25 岁。

在为王尔琢举行的追悼会上，毛泽东、

朱德高度评价了他为革命所作的贡献。

会场悬挂着由毛泽东拟稿、陈毅书写的

挽联：“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

矣！留却重任谁承受？生为阶级，死为

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始方休！”

回顾王尔琢短暂的一生，革命不成、

誓不还家是他最真实的写照。

1927 年初，王尔琢在北伐战争中奋

勇杀敌、屡立战功。北伐军攻克武昌后，

王尔琢满心牵挂久别的妻子和从未谋面

的女儿，便给老家去信，要她们母女到武

汉团聚。

不料，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

变，全国革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战功

显 赫 的 王 尔 琢 成 了 被 通 缉 的“ 中 共 要

犯”。来不及在武汉等待妻女的到来，

王尔琢紧急赶赴上海寻找党组织。郑

凤翠带着幼女桂芳历经千辛万苦抵达

武 汉 ，满 怀 期 待 地 找 到 他 们 相 约 的 小

屋，丈夫却音讯全无。在百般打听王尔

琢消息无果后，郑凤翠带着女儿默默回

到湖南老家。

王尔琢后来寻机来到相约之地，却

是人去楼空。王尔琢满怀歉疚地拿起

笔，给父亲写下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凤

翠 母 女 此 次 来 汉 ，未 谋 一 面 ，深 为 憾

事。儿何尝不想念着骨肉的团聚，儿何

尝不眷恋着家庭的亲密……为了让千

千万万的母亲和孩子能过上好日子，为

了让白发苍苍的老人皆可享乐天年，儿

已决意以身许国！革命不成功，立誓不

回 家 ……”这 是 王 尔 琢 的 最 后 一 封 家

书，亦是一封“托孤书”。

1988 年 夏 ，85 岁 的 郑 凤 翠 离 开 人

世。家人清点她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个

装满 60 颗杏仁的首饰盒。原来，得知王

尔琢牺牲的消息后，每过一年，郑凤翠就

留下一颗丈夫最爱吃的杏仁。直到生命

的最后时刻，她还在守望那不曾兑现的

团聚之愿。按照郑凤翠老人生前遗愿，

家人把她安葬在年轻时和王尔琢经常游

玩的青松岭下，正对着当年王尔琢离家

远去的那条大路。她要继续这场未完的

思念与守候……

此身愿为山河碎
■王 龙

每当八一建军节临近，尘封的记

忆便不停翻滚起来。关于那期黑板报

的故事，永远在记忆深处闪亮，让我念

念不忘。

那是 1993 年的冬天，异常寒冷。

正逢老兵退伍，新兵还没有下连队，我

所在的炮兵旅组织了一次野外长途拉

练。

干部战士全副武装，徒步穿行在

崎岖的山路上，队伍蜿蜒几公里。一

路上没有人说话，只听见唰唰的脚步

声。脚痛、腿软，疲劳感越来越强。望

着路旁稀稀拉拉的村子和漫山白雪，

想起刚离队的战友，几分伤感爬上我

的心头。

傍晚时分，我们赶到一个村子，在

一所小学宿营。校园虽然是土墙围

成，但环境整洁、窗明几净。

走进教室，桌椅已经被提前归置

在一旁，留出的空间很宽敞。讲桌前，

几十个暖水瓶整齐排放，里面全都灌

满热水。这让我们很意外，哪来这么

多暖水瓶和热水？

无意中，我看到黑板旁边挂着“好

人好事记录本”，就随手翻了翻。一排

排学生的名字赫然在目，好事的内容

全是“某某同学今天从家里带来热水

慰问解放军叔叔……”

我们都很感动：孩子们可爱懂事，

他们的父母和学校老师亦令人敬佩。

一天的急行军后，当用孩子们从家里

带来的热水洗脚时，我们心中涌起阵

阵暖流。

晚上，营长对我说：“小陈，你辛苦

一 下 ，给 孩 子 们 在 黑 板 上 出 一 期 板

报。”我坚决愉快地受领了任务。

没有彩笔，没有直尺，没有参考图

片，我借用教室的白色粉笔尽量把黑

板报设计得内容丰富。战友们陆续传

来甜甜的鼾声，我搓着满是粉笔灰的

手，满意地躺下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匆匆出发，谁也

没有把黑板报放在心上。

两天后，我们拉练返回，再次在这

所小学宿营。教室里，几十个暖水瓶

依旧灌满热水，令我们奇怪的是，黑板

上的板报仍然完整地保留着！

大家都很困惑：黑板报没擦掉，这

3 天孩子们是如何上课的？

当时，学校早已放学，校园里只有

一位留校的老师，碰巧是我们宿营教

室的班主任。我们想一探究竟，这位

老师坦言：“瞧这帮孩子！那天早上，

第一节就是我的课，我问孩子们欣赏

好板报没有，我要擦黑板上课了。哪

知孩子们都强烈反对，坚决不让我擦

黑板！他们一致要求：‘这是解放军叔

叔出的板报，我们一定要等到叔叔们

回来！’”

“那您怎么给孩子们上课呢？”我

们关切地问。

“ 喏 ——”老 师 指 了 指 教 室 的 后

墙，“这 3 天，他们全都转过身，我一直

在教室后面的黑板前上课。”老师抿了

抿嘴，有些动容。

没想到，“解放军叔叔出的板报”

成了孩子们的宝贝。我们许久没说

话，内心却波涛汹涌。最终，我们请

老师在第二天上课时向孩子们转达

谢意，并告诉大家：解放军叔叔已经

回来，请孩子们擦掉黑板报，专心上

课……

一晃，许多年过去了。现在想来，

当年那些可爱的孩子也早已长大成

人，正在各行各业奋力打拼吧。我总

会想起他们，脑海里总是浮现他们转

过身上课的背影。多年来，有一位解

放军叔叔一直为他们祝福，祝未曾谋

面的孩子们快乐！

忘
不
了
的
背
影

■
陈

钧

又是一个月圆之夜。

皎皎月轮悬挂在夜空，像一颗熠

熠发光的珍珠，轻盈又高贵。我仰头

盯着它，它仿佛也在看着我，带着清冷

的光盈盈一笑，夜空都跟着荡出了涟

漪。霎时，我加班紧张的神经松弛下

来，整个人飘然如一缕清风，片刻就融

入无涯的天幕之中。

月 光 之 下 ，是 高 耸 连 绵 的 天 山 。

白日里，它是灰色的，山脊一条条，天

气晴好时还能看到更远处顶着白头的

雪山，蓝天作底，绿树相映，画面秀丽

巍峨。晚上，它身披一袭黑衣，岿然不

动，曲折的轮廓在黑夜的雕刻下，尽显

果敢刚毅。树叶沙沙作响，晚风凉意

沁人，清光此夜最明。这，就是“明月

出天山”呀！

印象中的天山，是传说中的西域

和边关。它飞沙似雪，冷月如霜，张骞

曾历尽艰辛，凿空西行，丝路一开，不

同文明便在这里碰撞出绝美的灿烂；

它金戈铁马、烽火连天，一代又一代的

征人向北望星提剑立，马革裹尸，“直

为斩楼兰”。没到这里之前，我对边关

的 感 受 大 多 是 由 边 塞 诗 词 心 生 的 神

往。

还记得 3 年前和朋友夜宿司马台

长城。那晚，四周是呼啸的西风和肆

意的黑暗。后半夜，月亮悄悄爬上来，

微 弱 的 光 照 着 残 垣 上 被 风 吹 动 的 秋

草。那一刻，我恍若穿越，看到了“秦

时明月汉时关”。一代代边关将士就

是这样居住在简陋的烽燧中，提着灯

巡逻，偶尔提壶酒，哼哼家乡的调子，

听 风 声 呜 咽 ，数 斗 转 星 移 ，看 边 关 明

月，盼海晏河清。

2022 年初，考取军队文职岗位的

我从华北平原出发，来到千里之外的

天山脚下。这里离家很远，离边关很

近。今夜走在营区里，不经意抬头，得

以和这一轮明月邂逅。头顶月圆如梦

圆，我又一次深切地感受到边关风骨。

这里雄浑辽阔，自古便是沙场，从

不乏铮铮铁骨、拳拳丹心。此刻，月华

千里洒长空，寂静深邃的夜和脚下这

片古老的土地，让我不禁联想到“万里

长征人未还”的悲怆。那些回不去的

人啊，皆作白骨与清风，在此长眠。即

便如此，“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

玉门关”的爱国豪情，已然化为边关的

血脉，感召着一代代有志儿郎前赴后

继踏上这片热土，并用生命捍卫它。

和一位服役多年的班长聊天，他

说：“来到这里，怎能不想家？但军人

就是这样，忠孝终不能两全。能来边

疆 建 功 立 业 ，父 母 都 为 我 感 到 骄 傲 。

他们开心，大家平安，也算我尽孝了。”

前几天的一次活动中，他还唱了一首

《十五的月亮》，饱含动人深情，足见笃

定赤诚。活动现场，还播放了一封喀

喇昆仑边防军人的家书，信中道：“如

果我牺牲了，抚恤金给你；如果我伤残

了，离婚证给你；如果我回来了，我把

一辈子都给你……”朴实的话语令全

场的人为之动容。执行重大任务前写

家书，万千思绪萦绕脑海，却可能下笔

寥寥或词不达意，任务一紧又来不及

斟酌，就留下了像陈祥榕那样只有 5 个

字开头便戛然而止的遗憾家书。无论

什么形式、无论多少言语，戍边军人对

祖国清澈的爱和对亲人浓浓的情，日

月可鉴。

关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明

月看得见、我们看不见的很多边关哨

所和偏远之境，是军人在默默地用生

命和信仰守护。如此，万家灯火中，我

们方能享受安宁。边关，不仅仅是华

夏神州的一方土地，更是忠诚映山河

的一片丹心。

熄灯号响起，号声清远悠长。远

远望去，大门口的哨兵头顶边关月，巍

然如青松。

万里明月照边关，风烟莽莽尽河

山。从军报国凌云志，青春峥嵘不等

闲。

明月照边关
■王 芳

“ 十 八 岁 十 八 岁 ，我 参 军 到 部

队……”尚处懵懂之年，我们告别家乡

奔赴军营，开启军旅人生，有了第二故

乡。江苏南京让多少战友魂牵梦萦，

成为永不褪色的美好回忆。

美在古今记忆。初识南京城，源

自小学课本上的南京长江大桥。这是

长江上第一座由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

双层公铁两用桥，是承载了几代人特

殊情感记忆的“争气桥”。走上大桥，

不只是激动，还有自豪。伴着车流滚

滚，远望百舸争流，如今的万里长江已

是百座飞虹架南北，古人望江兴叹的

历史一去不复返。

南京建城史远不只大家熟知的范

蠡筑城。如今，一座国防城，荣耻两堂

课。漫步城墙湖滨，望着渡江广场的

红帆列阵、远眺“总统府”上空的红旗

飘扬，那是人民的胜利。仰望雨花台

的丰碑，回首玄武湖的杨柳……南京

城一次次涅槃重生，多少仁人志士精

忠报国，多少将士血染征衣。一城阅

千年，半部近代史。无论是军是民，都

能在这山水城林中感受它的古老深

邃。

美 在 诗 文 韵 味 。 文 化 是 城 市 之

魂。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多少时代佳

话、名士文化、诗词歌赋出自金陵。刘

义庆的《世说新语》、萧统的《昭明文

选》、刘勰的《文心雕龙》，让南京的文

脉独领风骚。刘禹锡寻访王导谢安故

居，吟出“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

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

百姓家”的千古名句。晚年栖居金陵

的王安石，感言“六朝旧事随流水，但

寒烟衰草凝绿”。诗人杜牧慨叹：“烟

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

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更

有辛弃疾怀古吟诵：“把江山好处付公

来，金陵帝王州。想今年燕子，依然认

得，王谢风流……”

散文家朱自清对南京情有独钟，

以名篇名作抒写南京。“秦淮河的水是

碧阴阴的；看起来厚而不腻……”《桨

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从与友人游秦淮

河着笔，灯光、水色和月光交织，绘声

绘色地表达桨声灯影里的见闻、思考

与情感。他的另一篇名作《背影》，讲

述他告别南京到北京大学就读时，父

亲送他到浦口乘火车及替他买橘子

时的情形，尤其在月台爬上攀下时的

背影，勾起人们对父辈养育之恩的共

鸣。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

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

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

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

桑。”毛泽东这首脍炙人口、气势磅礴

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把人

们带进当年百万雄师千帆竞渡、突破

长江天险的战斗岁月，激发出不懈奋

斗的满腔豪情。

美在情深意浓。“军民团结如一

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军爱民，民拥

军，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让 退 役 军 人 成 为 全 社 会 尊 重 的 人 ，

“全国双拥模范城”的名片见证着南

京军民一家亲的深情厚谊。4 月 23 日

是让南京军民铭记的日子，南京解放

和人民海军诞生恰逢同一天，人民海

军最早的水面舰艇部队也是从这里启

航。

军人免费乘车游园，拥军公交直

通营门……在南京，系列惠军优待滋

润心田。敲锣打鼓送喜报，主流媒体

扬英名，连续 9 年发布《南京籍官兵立

功 光 荣 榜》，1182 名 官 兵 榜 上 有 名 ；

“南京军中好人”评选，享誉军营内外，

火到官兵家乡；东部战区总医院共建

梅园新村社区家庭病床 40 载，南京军

休讲师团老干部持之以恒“播火”宣讲

15 个春秋……兵城兵事道不尽，副副

楹联抒情来。“牛耕春韵，笔壮军心”

“牛犁乡土四蹄疾，马踏边关万里巡”

“虎气壮金陵，军练精兵劲旅；春光辉

玉宇，民倾厚意浓情”，江苏省楹联研

究会多年发布拥军春联，供市民选用，

为强军加油。

“搬走那石头，修起那营房，栽上

那松树，放牧着牛羊，啊，祖国，亲爱的

祖国，你可知道战士的心愿，这儿就是

我们的第二个故乡……”每位军人都

有自己的第二故乡，都有对第二故乡

的眷恋，这是一辈子难以割舍的情愫。

第二故乡美
■王召尧 练红宁

打靶归来，歌声洒落路边小花上

战士的影子和帽徽折光漫延沙场

无数次告诫自己

不能当一个弱兵

或许，我没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气势

那就苦练本领，将手茧一层层叠加

修正钢枪的准星

让烈焰燃烧得更熊熊

或许，我只是沙场角落

一朵无名的野花

面对风雪，不肯轻易弯腰

哪怕我身材矮小，但我的灵魂

已附着在军旗上飞扬

就算不能触及天空的云朵

也要让热血更红、青春更绿

因为，战地黄花的根茎上

有我种下的誓言

又一次站立强军淬火新起点

远方炊烟和清澈夜幕下

每一根脊梁挺立着

辽阔江山外

兵魂的颜色已融进战旗

淬 火

打铁人，只想锻造出更锋利的刀

战士只迷恋钢枪子弹的鸣响

当年，军营的神秘

牵引我好奇探寻

梦圆迷彩

虎头呆脑，是第一张军营的写生

班长说，什么叫男人

坚定步伐和嘹亮的歌声

缺一不可才算真男人

从此，兵心扎根最美青春

燃烧在军旗上，军号里

当秀发拂过钢枪的子弹

迸射的火花抓不住风花雪月

当独唱《十五的月亮》

我青丝已霜白，只留

沙场中一朵朵战地黄花

此刻，青春早被带进烈焰冰封下

淬炼成一匹驰骋的烈马

迷彩托起的梦

飞过每寸山河大地

兵 心（外一首）

■张广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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