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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心邂逅

真实，远比想象精彩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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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她压根儿也没有想到，那个
小故事会意外成为一座桥，让素昧平生
的我俩，成为相见恨晚的朋友。

我如约走进她们那间宽敞、整洁的
办公室时，她已给我泡好了一杯香气袭
人的热茶。我便在几朵轻歌曼舞于水
中的菊花、玫瑰的陪伴下，听她时而欢
快如山涧小溪、时而泪眼婆娑地诉说。
说她逐梦贡嘎山下、圆梦磨西热土的心
路历程。那感觉，我们不是几小时前才
邂逅的朋友，而是久别重逢的闺蜜，她
有太多太多的感慨、感想和感悟，要倾
诉，要分享。

2015 年春暖花开时，即将从幼儿
职教学院毕业的她，信心满满地走进
了家门口一个幼教岗位的面试考场，
结果笔试名列前茅的她，却因为其他
条件的限制落选了。与心仪的、也是
付出心血最多的职位失之交臂，她顿
如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无心再好好投
简历、认真找工作。随意乱投、乱碰的
结果自然是：怎一个“惨”字和“愁”字
了得。

眼见着同学们有的如喜鹊一样高
高兴兴地报到上班了，有的则公主一样
骄傲幸福地回家帮父母打点生意或自
己开店什么的，她却像一只落水呛了个
半死的丑小鸭，不知道自己的明天在哪
里：心仪的工作，努力无果；招人多、条
件不苛刻的职位，不是离家太远，就是
兴趣全无；开店做生意，一无本钱，二无
经验和渠道。她只能呆呆地坐着，看窗
外的鸟儿，自由自在地飞翔；看遥不可
及的远方，朦胧，又似乎清晰可见。常
常几小时，甚至是几天，不说一句话，也
不怎么吃喝和睡觉。

父母心疼女儿，小心翼翼地安慰
她说：找不到好的工作，就找差一点儿
的；实在不如意，回来种地，也一样能
活人；再不行，就在家里教你弟弟。以
前我们养得活你们姐弟俩，现在也一
样养得起。大不了，别人吃干的，我们
喝稀的，怎么不是一个活啊？是啊，怎
么不是一个活啊？父母朴素却又贴心
的话语，如冬阳，似春雨，让她意志消

沉的心暖了、亮了。土里刨食的父母
能把自己供到读完职专，已是非常不
容易了。自己已是快 20 岁的成年人
了，不能再向父母要吃要喝。必须要
振作起来，小李姑娘！你必须要尽快
找到一个可以养活自己，同时能孝敬
父母、帮着父母一起供养弟弟读书的
工作，之后才是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进
一步发展。“小李姑娘”是李琼对自己
戏谑而亲昵的自称。

小李姑娘立马留心起网上、电视
上、报纸上、杂志里的招聘信息，可惜与
她最期盼的那个岗位接近或类似的工
作，仍然“隐身”在“云深不知处”。她暗
自思忖着：要不，先在家里帮帮父母，辅
导一下弟弟……

就在这时，李琼的一位小姐妹找到
她，说即将开馆的“磨西红军长征纪念馆”
正在招聘讲解员，自己想去，可又觉着那
地方太远，离家 500多里，还在山上。可
不去试试，又觉着挺不心甘的……

李琼看了一下招聘信息，立即如打
了兴奋剂一样摩拳擦掌道：去！不试
试，怎么知道不行呢？万一理想实现了
呢？虽然那之前，小李姑娘去过的最远
的地方，就是离家三四十里的职校，但
这漫长如两年的两个多月找工作经历，
让她明白了一个道理：哪有什么离家
近、感兴趣、挣钱多、还不累的“好工
作”。

一周后，李琼和小姐妹迎着初夏柔
嫩、金亮如刚刚绽放的郁金香一样的朝
阳，向着梦想，向着“蜀山之王”贡嘎山
下那片陌生而令人肃然起敬的红色热
土出发了……

经过初试，复试，面试，她俩被录
取了。可正式上岗不到两个月，她那
位小姐妹就果断离职了。原因是忍受
不了“看似简单、有趣，实则单调、枯燥
且要求极高”的工作之累和“回趟家、
逛次街，难于上青天”的孤寂之苦，并
劝小李姑娘也多考虑考虑，以便早做
准备和打算。

李琼说，她当时真的是一点点也没
有犹豫地告诉小姐妹：“我要留下来。”

尽管那时小李姑娘正面临着“普
通话不够标准，讲解中有时像背课
文，干巴巴地就背完了；有时又像打
机关枪一样，砰砰砰地一梭子子弹就
打完了；有时又像缺油、少准星的枪

杆子，子弹擦得锃亮，数量也准备得
很充足，可关键时刻却无法顺利射出
枪膛，命中靶心……”等困境。但她相
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现在她能实
现“小目标”：养活自己，给父母买了
他们一直舍不得买的皮鞋，给弟弟买
了盼了很久的图书；将来有一天，她
也一定能讲得像老师那样好，让来此
参观者真正满意，真正感到“不虚此
行”。

转眼就到了次年仲夏，小李姑娘
“有幸被馆领导指派来给我们采风团做
讲解”。我发现：原来“不虚此行”，不仅
是饱满如梵高笔下怒放的金葵花，还可
以深情似李白心中那汪碧绿的桃花潭。
“这片草地，看起来一马平川，风

光好像还挺不错的，但实际上却处处
暗含着索命的沼泽和烂泥潭，穿越它
的难度，丝毫不亚于白雪皑皑的大
山。有这么一位小红军，为帮助掉进
沼泽的战友，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粮食
弄丢了。他就找了一根牛骨头，装在
空空如也的干粮袋里，看起来鼓鼓
的，好像真有不少粮食一样……”说到
这儿，小李姑娘的声音明显有些哽咽
了，圆润、黑亮的眼眸里噙满了晶莹
欲滴的雨雾，刺得我心口刀扎似的一
哆嗦，惊讶年轻似早春鹅黄色柳叶的
她，竟将长征路上发生的事描述得如
此深情和细腻，让我不能不对她刮目
相看。

之后，小李姑娘动情而节制、生动
而简洁地为我们再现了当年长征途中，
老红军陈赓与“骗”他的小红军之间患
难与共、舍己为人的感人一幕。

小李姑娘讲到老红军陈赓“惊讶地
发现小红军那个看似鼓鼓的干粮袋里，
只有一根烧得黑乎乎的牛骨头，上面有
好几个咬过的牙印……”时，含在她眼
中的泪水顿如断线的珠子滚落到她白
净而不乏稚气的脸庞上，但她很快就十
分职业地微笑着画龙点睛道：“生活中
尽管会有各种不如意，但平心而论，我
们现在的生活多么幸福啊！”一种久违
的震撼和感动，瞬间如潮水般冲击着
我，荡涤着我。

我忍不住想走近她，如同春日山
中，情不自禁地走近那株有些纤细、娇
嫩，但却清新、挺拔、醒目得令人惊喜的
兰花草一样。于是，我瞅空悄悄问她：

“这个故事也是你们解说词里的内容？”
“不是！”小李姑娘俏皮而羞涩地

咬了咬嘴唇低语道：“是我从历史资料
中搜集整理出来的。”因为她发现，讲
解中只单纯串讲知识点，听众的兴趣
并不高；老师的讲解之所以能像吸铁
石一样引得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是因
为老师在串讲史料时恰当解读一些历
史典故或故事，让自己的讲解如夏天
的大树一样枝繁叶茂，有血有肉。小
李姑娘平时便细心收集了 20 多个相
关的故事，熟背了 30 来首与长征有关
的经典诗词，以便视情融入到自己的
讲解中。正是在此过程中，小李姑娘
渐渐意识到：当年红军长征时，没有保
暖衣和袜，也没有冲锋衣和运动鞋，仅
身着单衣和草鞋，还背着重重的行李
和武器，依然翻越了 70 多座雪山，其
中海拔 4000 米以上的高山就有 30 多
座。他们能创造出这样的奇迹，是因
为他们有信仰，不怕苦累和牺牲，这就
是信仰的力量啊！
“是的。有信仰，又肯流汗流血，就

拥有了幸福的两翼。在信仰的引领下，
没有翻不过的雪山、走不出的沼泽，也
没有到达不了的远方。”我知道身为“95
后”的小李姑娘理解这话需要时间。

但她现在已经感觉特充实特幸福
了！能为来自全国各地和一些国外的
朋友做讲解服务，让他们了解长征历
史、了解红军精神，自己也可从他们那
里学到一些未知的东西，多赞啊！同样
是 20岁的女孩，自己会做饭，能把自己
工资的一半交给父母养家和供弟弟读
书，多美啊！实现“小目标”的同时，有
了自己的“大目标”，多棒啊！

我问她，“大目标”是什么？她娇羞
地低头抿嘴一笑说：保密！能告诉您时
再说。

前几天，我微信她，她回复说她的
“大目标”是：有朝一日也能遇到一位心
仪的军人，成为光荣的军嫂。她渴望走
进军人的生活，贴近军人崇高的心灵。
闲暇时，还可以一起讨论历史。

我发给她两个“赞”和一行蓝色的
小字：准备讨论哪方面的历史。她飞
来一串闪闪发光的文字：关于红军翻
越雪山、过草地方面的。我献上一大
捧火红的玫瑰，深情祝福她：乘着幸
福的翅膀，舞出精彩的人生！

小李姑娘的大目标
■蓝 茹

阵通三连静默在山窝子里
山外面是喧哗的城市和四季
山窝子里只有风
连长和一班长坐在山包上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一班长刚出阵地
晕晕乎乎分不清日月辰星和二十四节气
连长递来一根烟 一班长猛吸一口
点着了风阵里的星
连长你说这星星和月亮是不是咱三连的
可不是吗 山沟子里只有三连噻
最大的那个是二班长
一个人能扛两百斤钢管
东边那个小的是庄能武啰
精瘦精瘦 跑得比风还快
西北边那个是俞耕耘
成天念叨着把女朋友追回来
没有手机信号用脚追嘛
连长你看那月亮像不像哮天犬的大鼻子
我看更像我娘烙的饼
两个异乡人坐在山包上谈起了故乡
月光清朗 故乡什么模样
他们拾起散落在地的薄暮和星光
哗啦啦撒向半空
薄暮凝固成多云的虚构
就要归巢的麻雀衔了星光站成守望
星星掉进河里流向故乡
他们看不清故乡的模样
在沉默中以一根烟赌明早的日出
五点五十还是六点零五
六点整他们迎着风阵走向隧道西口
金光闪闪的山窝子开始冒青
哮天犬趴在河边瞌睡
昨夜梦里 他们想起了故乡的模样
楼前流水江陵道 鲤鱼风起芙蓉老
连长记起了故乡的梅雨
一班长吃光了烙饼上的芝麻
两个异乡人相顾一笑
隧道口躺着两截掐灭的烟屁股

星星连
■朴 耳

我的故乡是湖北省红安县，一块
承载着热血和传奇的土地。我写过
一系列关于红安县革命英雄的小说，
在小说中习惯称之为黄安县。可以
说是革命者的热血将黄安县染成了
今日的红安。我后来还写了一部反
映黄安县革命前后百年沧桑变化的
长篇小说《穿越苍茫》，全文发表在
《芳草》杂志上。出版单行本时，责编
建议将书名改为《黄安红安》，没想到
出版后效果出奇的好，很多文学年鉴
和评论文章中都提到了这部小说。
我在书中浓墨重彩描绘探求的正是
革命者们的“初心”。革命者们为什
么革命？革命者们到底是以什么样
的原始姿态参加革命并拥有坚定的
信仰的？他们那种“为了全国人民解
放和幸福”的英雄主义之初心，直到
今天依然令人心驰神往。

在我们红安县，几乎村村户户都
有参加革命的，我们村也是如此。但
很不幸，我们村去参加革命的没有一
个能活着回来，包括我们家族的人。
我的曾祖父共有三个儿子，大儿子与
二儿子参加了革命，三儿子参加了支
前队。但很不幸，大爷爷李成仁与二
爷爷李成义都被国民党军杀害了，一
个是被俘后放狗咬死的，一个是被枪
杀的，最后连尸体都没有找到。至今
二爷爷的坟还是衣冠冢。母亲说，解
放前，家家户户都把当红军当作一种
荣耀，有的村庄整村整村的人都老带
小、妇带幼去参加红军。

历史的长河充满吊诡，但理想的灯
光却从不熄灭。我没想到，从解放后到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竟然成为村里
第一个去当兵的人。虽然机会偶然，但
送子当兵的信念却一直存在母亲的心
里。她一直觉得，“到了部队上就是生
活在组织里”，与一个家族辛酸的历史
相比，当兵能够体现出活着的尊严。我
于是成为母亲眼中那个出门远行的人，
到新疆一个不毛之地穿上军装，成为我
们家族与村庄里那比较独特的一个。
母亲虽然文化不高，但她说，“红安那个

时候的人们，最后一个儿子都送去当红
军，现在解放这么多年还怕么事？国家
总要人守。”

我在新疆工作了几年之后，考回内
地，在西藏代职归来后，毕业时留校。
在学校干出了一点成绩后有幸又选调
到北京，先后在军级机关及总部工作。
每次我回去，母亲都希望我能穿着军
装，仿佛与她走在一起，这军装便有了
人生的分量。她对我说，以后，等我们
的孩子长大了，也要送到部队上，让他
们都穿上军装。母亲还说，“我们家族
参加革命的没有评上烈士，那不打紧，
你们争气就行了”。

母亲说这话时还年轻，如今她已
离开我们 15年了。15年后，我当兵已
近 26 个年头时，侄子李超考到天津上
大学。我弟弟说：“还是把他送到部
队吧，部队锻炼人，让人放心。”于是，
只读了一年大学，侄子便到北方的部
队当了兵，当时好多同学都劝他别

去，认为当兵没用。但我坚决支持，
以“当兵最多后悔两年，不当兵后悔
一辈子”的话激励他。侄子毅然去基
层当了一名战士。慢慢地，他习惯了
军营生活，有天给我打电话，托我买
一套学习资料，他说想考军校。我听
了很高兴，买书后还去看了他一次。
站在部队大院里，我忽然发现，一米
八几的他，穿上军装简直帅呆了。而
他，见到身边走过的班长和领导们，
一次次地整理着装、敬礼！我仿佛看
到一棵树成长的喜悦，像风一般地掠
过心头。

再后，在我当兵进入 28个年头时，
外甥的高考成绩也达到了湖北省的一
本线，我们都鼓励他报考军校。他还
真的报了军校并且被顺利录入武警警
官学院，成为军校学员。外甥家在七
里坪，曾祖父也是参加革命后被国民
党军枪杀掉的。外甥出生时刚好是国
庆节，所以他家里就取名叫他“赵国
庆”。我对他说：“当兵，就要有吃苦的
准备。”他说：“我不怕。”果然，有天放
假后学校允许视频时，我明显看到他
稚嫩的手上全是伤疤，但他说“不痛，
没关系。”

一个家族，几代人的从军故事，
不绝的红色基因传承，似乎都是“初
心”使然。或许正因为如此，红安才
有 14 万余众牺牲，才有“中国第一将
军县”的美誉。黄安之所以改为红
安，就是因为那里是一块鲜血染红的
土地。我每次回去，走过村村寨寨，
访到的家家户户，从来没有听到过抱
怨，没有听到过谁在述说不平。因为
那些革命者们，早将理想的种子与初
心，播撒在那块红色的土地上，并且
开花结果。

母亲走后，父亲迅速衰老。他在
那块土地上劳作一生，于人无欺，于
己无愧。虽然他时常盼望着我们这
些穿军装的能够归来，但他也知道，
我们这些穿着军装的后辈，已生活在
另外一个崭新的世界里。父亲虽不
识字，但他却以自己的质朴之心，为
怀有初心的孩子们，献出了理解与支
持。对于前辈革命者们的初心，我始
终一路仰望。那种精神的伟力从生
命的根脉中生发，延伸至无穷无尽的
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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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钢炮长得平平常常，没点显山
露水的痕迹，淹在兵堆里，你眼神再
好，也很难发现他。和别的兵比，他的
嗓门不大，伴着一串串话出来的语气
也蛮温和的，并不是那种大大咧咧或
脾气火爆的兵。

不过，既有小钢炮的名头，也不是空
穴来风，他自有与众不同之处。

他的肠子和炮筒一样直，心眼儿和
炮弹一样实，嘴一张就是小钢炮开火，命
中率极高，威力好猛，不炸得对方体无完
肤，也得伤筋动骨。话不多，却句句击中
十环，一针见血；声音不高，可字字落地
如雷，让人心惊肉跳。

看出来了吧！那位心里头存不住
话、说话不拐弯的，就是小钢炮了。

作为真正兵器的小钢炮，神炮手操
作时，对发射时机把握得十分精确，对
打击的目标更是了如指掌。我们的小
钢炮可不这样，只要肚里有话，管他时
间、场合、地点什么的，张嘴就说，从不
犹豫，绝不留情。大到干部的错误失
误，小到班长兵们的鸡毛蒜皮，统统是
他的轰炸目标。

他眼里容不得半粒沙子，舌头下压
不住半个字，看重的是一吐为快。见什
么人说什么话，什么时候能说什么时候
不能说，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什么可说
重什么只能说轻……诸如此类的方法战
术，他一概弃之不理。他只知道面对面
地说，对事不对人。把别人说得脸通红
下不了台，他自感没说到位，还会乘胜追
击下去。

其实，小钢炮也不是所谓的“卫道
士”，并非天赋异禀，身负捍卫真理道
德的重任。直来直去，更多是因为他
的性格所致。因而，不论好话坏话，他
从来都是直线运动。只是大家只记住
了他仗义执言的形象，总以为这小子
有与一切不良行为作坚决斗争的英勇
和豪气。

有些面子薄的班长干部，虽然对他
保持着尊重，可忍耐总是有限度的，听了
半拉子就拂袖而去。到了这份儿上，他
仍然不停火，非得说得透透的。看起来，
他这架小钢炮已经升级换代了，和导弹
有点儿相似了。

他在训练上是尖子，工作上表现不
孬，完成起任务来，更是没的说。可到了
评价他时，班长干部都说：“这兵，就是那
张嘴太快。”前面的铺垫再多，有了这个
小小的尾巴拖着，在评功评奖时，小钢炮
常常被忽略不计，搞不好还会被列入重
点人的行列。

兵们替他抱不平，他倒不在乎，
依然我行我素。还是有啥说啥，怎
么说照旧怎么说，炮弹该出膛就出
膛，依然呼啸而出，弹道不变，杀伤
力不减。

在小钢炮猛烈轰炸的初期，没有谁
能抵挡得住的。人嘛，总是要面子的。
他小钢炮只顾自己的痛快，让别人身陷

尴尬的深渊。搞得大家身上的遮羞布没
了，一切的一切全走光了，自然他的形象
也被搞得伤痕累累。

这个过程，他非得经过不可。
有时，他也会为自己辩护几句，别

在意，我这人就是性子直，没啥坏心
眼。其实不用他说，大伙儿已经体会
到了。

所幸，夜晚过去，朝阳自然升起。
大家对他的性格、为人越发了解了，知
道了他没有坏心，渐渐地就校正了对他
的看法和评价。干部、班长不但经受住
了他的炮火，有时还主动出击让他对某
事轰一炮。小钢炮也不是那种浪费炮
弹的人，对许多的事，他的看法挺准，提
出的建议相当的有建设性。大家就说
了，行啊，你小子有两下子啊。小钢炮
不好意思了，不，是领导给我提供了好
的射击条件。不管怎么说，在干部和班
长眼里，小钢炮也可以当参谋用了，而
且效果非凡。

小钢炮居然成了领导眼中的红人。
有干部说得好，“你这小钢炮，轰得我坐
立不安，可仔细一想，倒让我睡得安稳
了。”

兵们也开始喜欢和他相处了。他
通体透明，兵们能看到他的心。好
哇，和他在一块儿少了不该有的顾
忌，多了许多的安全感。兵们说，其
实小钢炮人挺好，和他在一起，就俩
字——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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