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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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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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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我在石家庄军械工程学
院毕业前，申请去西藏工作，获得批准
后，被分到唐古拉山兵站担任二排排
长。这里一年中有 300 天都刮着大风，
绝大多数动植物无法生存!

高原灿烂的阳光洒在山顶上，白得
透亮的雪，把人的五脏六腑都映得清
澈。来部队看男友的女医生王亚男一大
早就出现在山顶上，凛冽的寒风推搡着
她纤细的身姿，脸被冻得红红的。刚才
西藏安多兵站来电话说，指导员的女儿
小美丽因感冒转成肺水肿，已经搭车朝
唐古拉山兵站方向来了。

王医生是南京人，如格桑花一样美
丽的南方女子，她的美丽绝不仅仅在于
清纯的长相，她还是上海医科大学的高
才生，医术在当地颇有名气。高海拔气
候对士兵的身体侵害大，一些官兵患高
原病，现在来到青藏线，自然有了用武
之地。

她与一排排长邹金山是在火车上相
识的，后来鸿雁传书，情感日增。此次
王医生上高原，就是与排长谈婚论嫁

的，不料到了唐古拉，正巧排长去西藏
边防执行任务了……

蓝天、白云、雪山。王医生翘首凝
神遥望绵绵山脉。一个小时后，车子驶
来，没等车停稳，小美丽的妈妈就撞开
车门，抱起被大衣裹住的小美丽，扑通
一声跳下车，把小美丽放在王医生怀
里，喊着：“医生，救救小美丽，医
生，救救小美丽，求你了……”就再也
哭不出声来了。

王医生抱起小美丽，看到孩子嘴唇
发紫，脸色发黑，身子颤抖，继而喘气
呕吐：“快送医务室!”

雪花飘得很大，王医生跑得急，脚
底一滑，重重地摔在雪地上，可孩子始
终紧紧地抱在怀里，她护着孩子爬起来
继续跑，不知跑了多久，才连滚带爬到
了兵站医务室，卫生员早已生起灶火，
准备了氧气袋、药品……经过王医生的
妙手抢救，小美丽的生命保住了。

时间过得飞快。等不到邹排长，王
医生要离开兵站回南京了。走前，王医
生再一次问我，一排长什么时候回来？
我向她解释排长在西藏边防执行任务
中, 因大雪封山联系不上……

这时，陕北兵李二娃红着脸对她
说：“王医生，我在山上当兵 3 年多
了，您是大城市来的，想跟您照个相，

留个纪念，行不行？”
卫生员也说：“王医生，咱俩都是

学医的，你是老师，我是学生，能合个
影吗？”

王医生说：“好，稍等会儿……”
青藏高原的晚 8点，正是明丽的黄

昏，天上的云霞铺泻在雪后的唐古拉。
当王医生穿着整齐从屋里走出来，战士
们的眼里流露出孩子般的惊喜。

仿佛心灵感应似的，大家一个个都
来集结了，自觉站成一排，等待和王医
生合影。王医生面带微笑，如一朵在雪
地绽放的红玫瑰。战士们的笑脸，如朵
朵鲜花送给霞光中的王医生。

在晚霞、白云、雪山的映衬下，王医
生被士兵们簇拥，我举着相机说：“大
家双眼睁大，带上笑容，准备……”合
影结束后，战士们争相和王医生单个
合影。这时，天空突然阴暗，刹那间电
闪雷鸣，拇指肚大的雹子砸在手上脸
上。狂风像狼似的嗥叫着，把我们抛
起来，又摔下去。我突然觉得脑血管
一跳一跳地炸了一样痛，脚如踩在棉
花上，胸口发闷。

这时，一辆吉普车突然停住，刚从
边防回来的团长路过，他大声喊道：
“快回兵站里去!”一个战士跑来告诉团
长：“王医生的头被冰雹砸伤……”团

长一愣，什么话也没说，朝前走去。
看 到 满 脸 伤 痕 的 王 医 生 ， 说

道：“……怎么？你的衣服这么单薄？
还穿裙子，不要命啦？”接着他对在场
的人说：“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抢
救!”然后脱下军大衣，轻轻披在王医
生身上。李二娃和卫生员一遍遍地骂
自己：“都怪我!我该死!”我也陷入深
深的自责。

夜幕降临，王医生高烧不退，沉沉
入睡。气温已经降到零下 50摄氏度!彻
骨的寒冷，将我的心冻成冰。面对官
兵，王医生“哇”地一声，口中吐出一
团浓血，接着开始昏迷，此刻，我真切
地感受到人在死神的威胁面前，是那么
的无助!

唐古拉的雪越下越大!似乎在苦苦
挽留这年轻的生命。兵站调动全部力量
抢救，然而，她还是再也没有醒来……
我抱着她僵硬的躯体走向雪山，向着邹
排长执行任务的方向默念：“兄弟，老
天爷不长眼呀!对不住您了!”此时，王
医生安详的面容，如一朵盛开的玫瑰
花，被洁白的雪山衬托的无比鲜艳。

如今，我已转业回到故乡，但那朵
美丽的红玫瑰，仍在我心中盛开，永不
凋谢。而当年的官兵们，则珍藏着与王
医生的合影，视照片如生命!

玫瑰盛开唐古拉
■周玉永

木棉花，亦称“英雄”花，也是广州
市的市花。

清明前夕，我和百余名官兵来到广
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祭奠先烈，正
值园内数十棵高大的木棉树花开，红彤
彤的花儿就像一支支燃烧的火把，给人
以热烈奔放的感觉，仿佛在向瞻仰者讲
述百年前英烈功勋的故事。

走进墓园，绿树环抱，黄花处处，肃
穆井然。

墓园负责人热情地说：“你们火箭
军官兵是今年清明节第一支走进墓园
祭奠的团队，园里很重视，专门做了些
安排。”祭奠仪式很简单，两名礼兵抬着
一个花篮，缓缓放置于烈士纪念碑前，
官兵默哀、鞠躬、重温军人誓词……一
切静谧有序，惟有“传承红色基因，担当
强军重任”的红色横幅在风中猎猎作
响。

作为一名从军30多年的老兵，我从
中学时代看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故事的
那一刻起，他们的精神灵魂就像一粒种
子深深扎进了我的心田，此时此刻，那个
埋藏心底深处的情结总算打开了。面对
“黄花皓月”，我感慨万千，于内心一遍又
一遍默诵酝酿已久的几句词：“忘不了，
你们以生命之钟撞响中国的黎明，在英
雄的长卷上为后来者篆刻下前行的精神
坐标；听，那是战士们从胸腔吼出的强军
之歌；看，战士们正沿着你们冲锋的大道
奋勇向前；先烈们放心吧，在奔向光明的
路上，你们不会孤单……”

在演播厅，一部影片又把我们拽进
了那个飞扬激荡的历史岁月……黄花
岗起义史称辛亥“三二九”广州起义，规
模不大但效应巨大影响深远，起义由此
拉开了辛亥革命序幕，仅半年之后，武
昌起义爆发，推翻了封建王朝。令人扼
腕叹息的是，起义死难者平均 29岁，最
小的仅 18岁，他们当中有华侨、学生、
军人、工人、记者、商人，死难烈士实际
为 86人，但由于最初所称的“七十二烈
士”已为众所周知，因此，也就沿用下来
了。

林觉民，是民国“一代才女”林徽
因的亲叔叔，在日本留学专程回国参
加起义。被捕就义前，他对身边的同
志说：“此举若败，死者必多，定能感动
同胞。今日同胞非不知革命为救国惟
一之手段，不可一日缓，特畏首畏尾，
未能断绝家庭情爱耳……”牺牲时年
仅 25岁。

祭奠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为烈士
营葬遗骸的英雄潘达微、以“英雄”花
诠释英烈的高贵灵魂，是不可或缺的
必提重素。

作为同盟会员的潘达微，面对同胞
惨遭杀戮遗骸暴露街头时悲痛欲绝，他
以《平民报》记者身份，紧急与广仁善堂
的善董探寻烈士安葬之所。据了解，当
潘达微等人寻到广州市北郊，恰逢几株
高大的木棉树正花开兴旺，遂决定将烈
士遗骸营葬于此地。

木棉花被称为“英雄”花，源于一个
传说，一位黎族老人率领族人对外英勇
抗敌，最后因叛徒出卖而不幸牺牲，后
来老人化作一株株木棉树，乡亲们为了
纪念他，便将木棉树称为英雄树。另有
说法，有的说它能傲风寒，以怒放来宣
告风寒的败退；有的说它即使跌落于泥
尘，也是整个花朵一并落下，像不屈的
英雄淌下的血泪，它跌落后，不褪色，不
萎靡，很幸福地道别尘世……木棉树确
实是一种很奇特的树，花开叶不在，花
红叶不绿。

墓园的蔡主任解释说，最初在烈士
“山”形自由钟墓亭的两面上端，设计雕
刻盛开着的木棉花图案，喻示烈士犹如
“英雄”花开，彰显英雄本色。现在看
来，用木棉花来寓意英雄精神，让其精
神光芒在历史记忆的明灯照耀下，如松
柏长青万年传承，再恰当不过了。
“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习主席

饱含深情的一句话，既是对逝去英烈的
一种极大抚慰，更是对生者的激励鞭
策。作为新时代的军人，只有以今日之
奋斗，成就明日更强大的中国，方为我
们对英烈最好的告慰。

走出墓园大门，蓦然回首，我竟然
有一种奇特的发现，园内数十棵木棉树
开满了鲜花，那红得犹如壮士风骨的花
葩颜色，像英雄鲜血染红了树梢，又如
一只只火红的号角仰天长鸣，正向天空
奏响一曲壮丽的赞歌。

又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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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英
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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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永
华

十年前那个秋风瑟瑟的日子，当母
亲去世的噩耗传来，正是我随工作组下
部队途中，只觉得悲恸之情忽然袭入我
的心田，难以控制的泪水浸润着眼眶。

当晚的列车载着我哀伤的思绪，满
眼都是母亲的身影。我无论如何也不敢
相信，怎么会呢？一个月前我看到她时
还好好的呢，那是国庆节期间, 我带着
家属专程回老家, 只是为了探望病中的
母亲。当时在我眼里，母亲虽然消瘦了
许多,但她坚强的微笑，却让我们感到安
慰,那是一种与病魔抗争的自信,仿佛在
对子女说：“我没事的,你们不用担心，该
干啥干啥吧。”返回部队时，母亲一直站
在门口目送我们远去，嘴里直说“放心走
吧，在外工作注意身体,别累着了，一路
平安啊!”没想到，犹在眼前的送别，却成
了母子间的永别，我原本想春节时再回
来和母亲过团圆年的愿望也成了终生遗
憾。

作为子女，幼小时在母亲怀里，长
大了在母亲心里，离家后在母亲梦
里。我这个从军在外的游子，无论走到
天涯海角，也走不出慈母那关切的视
线。大哥病逝后，我可能要比弟妹多一
分母亲的关爱。记得我小时候父母工
作不稳定，几个弟妹有时会寄托在各自
的保姆家，而我却是在母亲身边时间最
长的那一个。当年母亲带着我下放农
村劳动时，住在山村一个四面透风的农
户家，那年的冬天特别冷，呼啸的寒风
也特别可怕，面对难以御寒的薄被褥，
夜晚都是母亲抱着我入睡，给了我无限

温暖和安全感。
我入伍时，正是放宽适龄青年参军

政策的年代：有比例地征召家庭成分较
高的子女服役。时任公社党委书记的
父亲尽管家庭出身是“富农 ”，但我的
户口簿“本人成分”一栏里早已改成了
“革命干部”，算得上是“根正苗红”的一
代青年。那年月，当兵成了梦想和时
髦，我通过严格的政审、体检等诸多关
口，终于穿上了改变我命运的军装。站
在接新兵的那列闷罐车前，送行的母亲
含着泪对我说：“你参军不容易，到部队
好好干，争取不断进步。”

因为家庭出生的背景和父母的期
待，我格外珍惜这当兵的历史，挂在家
门框上的那块“光荣军属”，也时刻挂在
我心里。当年，作为步兵某团全军“硬
骨头六连式连队”的战士，我写过血书
请战，要求上南疆自卫反击作战的前
线；干过最苦最累的国防工程，在开山
放炮的工地上多次被石块砸伤；参加过
集团军共同军事项目大比武，获得领先
名次令战友们羡慕；当过连队步兵先训
示范班班长，成为参加重大军事演习的
突击尖兵……这其中，有远在家乡母亲
每周一封信的“唠叨”，字里行间倾注了
她远离儿子的牵挂和思念，也让我感受
到了“家书抵万金”的动力。

记得入伍第一年冬，母亲随父亲还
有大妹专程来部队探望我，看到我因训
练被冻裂的双手，母亲心疼得直抹眼
泪，而嘴里却说“有妈在你背后撑着
呢，没有什么能压倒你的”。她知道儿

子在作战部队服役最需要些什么，所以
给了我好长一段时间都在耳边回响的
激励话语，从而也给予了儿子超越自
我、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动力，而因为严
重晕车从不出远门的母亲，在这次返家
途中却实实在在大病了一场。

后来，我爱好业余写作的“豆腐
块”散见于报端，引来了团宣传股长的
青睐，非把我调到机关报道组不可，说
是重用其实是一种更大的挑战，“笔
耕”之路从此开始。我曾在炎热盛夏
随连队野外驻训，帐篷内的夜晚灯光
昏暗，成群结队的蚊虫扑面而来，我只
好身裹一层闷热的雨衣，汗流浃背地
写报道到天明；我也曾在寒冬刺骨的
雪地里随部队拉练，白天搜集素材，晚
上伏案“爬格子”，脚下是一盆热水暖
足；我还曾在春节深入边防的哨所采
访，感受战士身处大山里的艰辛，发回
的报道被军区报纸评为优质稿；我更
在发现和挖掘中走进一个个先进集体
和人物，参与和组织宣扬了一批军内
外重大典型……这期间，母亲一直给
我买书刊寄资料送营养品，以及她认
为我需要的东西等，在身后推动着我
脚踏实地的往前走。

记得我业余写报道的最初日子，母
亲心痛儿子加班加点太晚了，怕我累坏
了身子，硬是省吃俭用一个月，把每月
36元的工资省下来给我买了一块新出
品的“钟山牌”手表，寄到我手里反复叮
咛：“儿啊!妈只希望你工作起来一定要
按时休息，别让妈担心你的身体。”我戴

着这块在当时来说是“奢侈品”，想着母
爱的温暖，心里似有一股燃烧的激情，
激励着我更加敬业、勤奋、有为。然而，
当我探亲时才知道，体弱多病的母亲为
给我买这块手表，是靠每天吃粗粮腌菜
熬过来的，因父亲的那点工资正好交了
弟妺新学期的学费。看到母亲越发瘦
弱的样子，我一把抱着她，哽咽地说不
出话来。

再后来，我提干直至走上领导岗
位，都因了母亲那朴实的“唠叨”和鼓
励，使我在诸多干扰和诱惑中不浮躁、
不迷失、不放弃，逼迫着自己让思想走
远，终有了突出成绩，多次立功受奖。

我时常想，当年送我参军时的母亲
已习惯了为远离家乡的儿子担忧，她正
用自己爱的方式，给我以智慧，给我以
启迪，给我以鞭策，给我以力量。即使
母亲重病在身，在与病魔抗争最激烈的
关口，远在军营的我带给她的慰藉，也
只能是通过电话的问候，而母亲在话筒
那边传来的声音始终是那句话：“别惦
记我，只要你在外一切都好，我就安心
了。”正是母亲的坚持和阻拦，她几次住
院都终究没能让我回来看一眼，直到生
命的最后时刻也没能见她一面，这成了
我永远的伤痛……每当想到这里，我的
眼里就充满了泪水。

母亲并未走远，而且总在伴我前
行。在我的目光里，永远闪现着母亲的
微笑，这是一种激励、鼓舞的微笑，成为
一种特殊的力量，令我不敢懈怠，催我
奋发努力。

微笑的力量
■张德崇

一场球赛也是大山的安排
战士的心就是这样被充满
石头和一日生活条令化
有赛事的日子 雨擦亮窗子
风踩响树叶 眼前景致灿烂
歌声和着早起的绿蝶
扬起喉咙扬起情绪扬起血性
我们连队山是高昂的头
星期六 篮球比赛
发射连的主力外训
刚入伍的新兵哪见过这阵势
连长急了 打不赢当什么兵
于是我们唱说打就打 彩霞飞舞
比赛结束 伤了两名
却得了第一名 你若不信
就来山里住上一夜
细细品味大山性格和硬度
这些导弹兵坚不可摧啊

赛场的兵
■刘润然

我们在深山驻守
各种赛事如山花
整齐地 开在日子的两端

如一颗子弹
我们是弹头 弹壳
弹药 是我们的血液和心脏
子弹不上膛
食指不扣扳机
我们就不会分离
只待一声令下 飞向目标
溅出满天的欢呼和彩旗
我们用生命和无畏
写下两个字：胜利

子弹待上膛
■凤 鸣

众多的梅聚在一处
结成了梅花拥簇的州
梅州的梅
开出了梅的身家与品性
梅州的州 举一州梅
举成梅的家园与盛景
横斜疏影映蓝天白云
衬山石流水 碧草青竹
蕾的繁星点亮暗夜
点亮四海的旅途
梅的精灵手牵着手 链接到北宋
优雅地启动长长的花期
千年脚步 紧跟一树繁花
从梅江桥“一江两岸”
到客家的“围龙屋”
梅香四溢的客都

梅州品梅
■马淑琴

紧紧包裹于一朵花的盛放
青梅、官粉、朱砂
所有的面纱都轻轻揭开了
露出州的神情与色彩
露出梅的风度与高雅之魂
我迎梅香而来 却不舍离去
真想在梅州 或老或新的枝头
找个位置 安放我的一颗
四季不败的梅心

北海的春天，让紫荆花约来，让燕
子的呢喃约来，让微腥的海风约来，最
后被渔家女一针一线纳进不知给谁的
鞋垫。那些斗笠和渔网是捕春的能手，
休闲的季节，他们手中的飞针走线正把
春天引进新的思路，她们心上的构思被
昂贵的新雨织进一年的卷首。

风牵着缕缕鱼腥，把村庄吹得夜不
能寐，出海的日子，牵动着银滩欢悦的
韵脚，每一朵浪花便绽放成永远不败的
花蕾。野渡传来现代汽艇的呼声，北海
的儿女们踏着春雷的鼓点从春天里启
航，浪奏行曲。

北海之春，你需要听。木棉花开的
声音会驻足世俗拥挤的耳郭，榕树夜雨
的韵律能催眠失意疲倦的心房。银滩
会告诉你平平仄仄的海水温暖解冻的
消息，冠头岭的山峦会告诉你时光之驹
踏过的声响。你可以踱过沙滩，偷偷聆
听海与沙的晤语；你可以走进山谷，侧
耳春风与松涛的对话。

北海之春，你需要品。阳光走过每
一株草的罅隙，清风蹑过平沙的从容。你
会嗅到农人新剪枝叶的芒果香，你会感觉
到那一撮红泥在婆婆心头的分量。你可
以来到原野，采摘一束山花带到家里；你
也可以投身冠头岭大大地放开鼻息。

北海之春，更多的是看。渡口渔
船入水在沙滩上落下的辙痕，水竹露
水打湿过新的拔节，农人移栽果树所
刨出的新泥，燕子衔过的新泥，种子从
土里探出的头，沙滩上渔女的脚步，疍
家竹舍新葺的茅草，山岭秀颀相思树
的淡妆。

春天来临，人们又到海滩，她们最怕
自己的希望跟不上船桨的节拍，他们去
迎接雨水，随意而至的春雨都会给一冬
渴意很深的人以希望。民歌淹没了弥漫
田畴的青草，它们先春天而发芽，把一出
原创的爱情剧彩排到季节的封面。日日
是花的美景，开得最甜的是阿婆脸的微
笑，歌得最动人的是阿哥摇橹的渔曲。

北海的节拍
■宁显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