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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津乐道

电视剧 《离婚潜规则》 有个情

节——有对恋人的感情一有问题，亲

朋就劝：要学会凑合，你爸你妈不都

凑合半辈子了。可最后这对恋人也没

能因为凑合而得到幸福，吵架、分手

成了日子的常态。凑合，终究靠不住。

现实生活中也是，有的人遇到点

小沟小坎，便得过且过，从一碗泡面

的凑合到整个人生的将就，由表及

里，由小到大，直到成为“凑合癌”

晚期，整日意志消沉地被挫折奴役着

前行。

生活对谁都不偏爱，哪怕是物质

条件差不多的人，也是有的活得精

彩，有的活得落魄，其中最大的区别

是心态。心态凑合，生活自然凑合你。

要说条件艰苦，怕没有苦得过长

征时期的红军将士了吧，但翻开军史

一读，就会发现无论敌人怎样围追堵

截、环境如何艰辛困苦，他们总能找

到快乐和希望。长征途中，部队每打

下一个城镇，便会组织战士们买肉买

菜，改善生活，心灵手巧的战士，还

会把补丁缝成小花的模样。

参加过抗美援朝的爷爷曾跟我说

起，朝鲜天冷，大家就把石头洗干

净，烧热了，放到被窝里，这样就当

有了“热水袋”。我好奇地问爷爷：

“那么艰苦，为什么还这么讲究？”爷

爷说：“越凑合不就越艰苦嘛，好日子

都是自己过出来的！”

前段时间，有篇文章《什么是战

士的生活？当仪仗队女兵来到詹娘舍

哨所》引起热议，哨所战士的“不凑

合”让我深受触动。他们对吃水困难

不凑合，化冰取水解难题；他们对高

海拔不凑合，高压锅里出美食；他们

对单调生活不凑合，吉他声里有情

怀。面对艰苦单调的环境，战士们并

没有凑合，而是把生活过得有声有

色。这种对恶劣环境的不凑合，成就

了战士们独特的“高海拔之乐”，何其

洒脱！

“生活不会依着我，我也不会依着

它。”不凑合，是对艰难险阻的不妥

协，是对缺陷遗憾的不甘心，更是对

美好前景的矢志追求。

单位有名老士官胡杰，学历不

高，但能力很强。从小打小闹的“换

灯泡”到成长为电专业技师，他身上

透着一股“不凑合”的劲儿。当初因

为学历低，有人就劝他，换换灯泡接

接线，稀里糊涂凑合着干。可胡班长

不想凑合，折腾了几年，啃完的专业

书籍厚如砖块，考下的技工证书抱个

满怀。胡班长总说：“为什么要凑合

呢，明明可以干得更好。”

不凑合是一种人生态度，它和知

足常乐并不冲突。因为，唯有真正拼

过的人才知道知足是什么滋味，不凑

合带来的拼搏之乐和知足带来的淡泊

之乐互为人生的补充。事没干、劲没

出、汗没流就开始原地踏步，这样的

“知足”带来的快乐，用不了多久便会

发腻。

部队的生活或繁或简，执行的任

务或重或难，都希望战友不要成为一

个“凑凑合合”的人。不凑合，你才

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好，才能有自己的

形状，而不是被生活捏成无所谓的模

样。对待工作不凑合，能使十分劲，

不用九成功，拼尽全力后的快感往往

会衍生出成功的喜悦；对待生活不凑

合，不因为工作忙就“粗放”自己，

不因为心情差就委屈自己，快乐不喜

欢驻扎在懒洋洋的身体里。

凑合的人，千篇一律；不凑合的

人，各自有趣。无论对待生活还是工

作，战友们，请亮出咱们“不凑合”

的态度。

快
乐
的
人
不
凑
合

■
徐

杨

“你们就知足吧，以前洗澡更不容
易！”听闻有人抱怨驻训场洗澡条件
差，营里兵龄最长的老班长不愿意
了，一堂说讲就讲的“忆苦思甜”教育
开始了。
“30年前啥条件？好不容易冲进澡

堂，还不一定有洗澡的位子；有洗澡的
位子，喷头还不一定出水；就算喷头出
水，水还未必是热的……”

老班长生动传神的描述，不禁勾起
我的青春记忆。回望 16年军营生活的
点滴趣事，最有意思的还要数老澡堂洗
澡的“冲锋”景象。
“那边气候干燥少雨，洗澡也不太

方便。”踏上来北疆的征途前，军校里好
心的教员就提醒我做好吃苦准备。

沿途铁路两侧的植被似乎在印证
着什么，曾经的西域丝绸之路，随处可
见戈壁荒漠。

官兵千里迢迢赴疆不容易，所以团
里有个特殊的“迎宾礼”——组织洗
澡。那天正好周末，与全团洗澡安排步
调一致。

第一次没经验，那澡洗得着实有些
凌乱。全连带到澡堂前约 50米时，队伍
已由齐步变成了小跑，最后路过澡堂前
一片杏树林，各班俨然有占领进攻阵地

之势，迅速取捷径斜插澡堂。
“15分钟后集合！”待我缓过神来，

只听值班员一声号令，全连消失在了热
气腾腾的水雾中。热心的班长赶紧上
前：“排长，别放不开，往前冲啊!”我一
惊，赶紧冲进浴室。

或许是不够利索，也许是太拘谨还
不适应上百号人同洗澡的大场面，我刚
洗到一半，头上的“飘柔”还未冲彻底，
水竟然停了！当我正焦躁不安地抱怨，
一旁同样还未洗完的上等兵小魏已在
悄悄擦去身上的沐浴露。
“排长，放弃吧，我坚信水不会来

了。”那个瞬间，我脑海里闪烁的是电

影《功夫》的画面，包租婆“逢一三五停
水，二四六间歇性供水”的警告声萦绕
耳旁。

经过一番打探，我对洗澡的紧张局
势有了整体把握。原来，一个 70多平方
米的澡堂，在周六下午 9个多小时的休
息时间里，要承接全团近 2000名官兵的
洗澡任务。虽说是按建制、分时段依次
组织 2个连队洗澡，但总有主官在赶进
度，4个连队同时在澡堂遭遇的“战例”
并不少见。

对于洗澡这事儿，连队战士总结得
很到位：洗澡就像急行军，10分钟洗不
完准掉队；洗澡也是练作风，谁不紧张

收拾谁。有段时间，为便于调节水阀出
水速度，钳子、扳手都成了大家洗漱袋
里的“私密套装”。

北疆驻地的冬天格外冷，白天最高
气温也在零下二十几摄氏度。澡堂虽
是双层玻璃，但窗户上厚厚的冰凌看着
都令人打寒颤。

跟我一起分到连队的新排长小张
火力旺，号称“专业洗冷水澡五年有
余”。在团里澡堂洗澡他从未在乎过水
温，哪怕寒冬腊月，但凡有点热度，三下
五除二就洗完了。

他的壮举令我们非常钦佩，但没
几个人敢效仿。直到元旦那次洗完
澡，小张高烧到快 40 摄氏度。后来，
他成了营里教育大家冬季防寒保暖的
反面典型。

的确，记忆中在老澡堂洗澡，就从
未优雅过，那更像“迷你版”综合能力测
试。但最受考验的，应该是默默在后方
保障的四级军士长李延清，他飞奔的状
态看上去要比洗澡的战士更着急。一
年四季，总见李班长穿着水靴爬上爬
下，一会儿伸手在喷头下试水温，一会
儿冲到楼顶看水压，空隙里，还要钻进
锅炉房添煤……

如今，新澡堂已拔地而起，水
温、水阀、喷头再也不是大家诟病
的硬伤，每次大家都能痛痛快快地
洗去征尘。不过我时常仍会怀念老
澡堂的“冲锋”景象，正是那乐在
无形的片段，串起了我们军旅生涯
最美好的回忆。

（整理：史建民）

那年的澡堂那些兵
■新疆军区某团炮兵营教导员 陈洪山

日前，武警四川总队医院医疗小分队深入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开展医疗扶贫，为上游村的贫困学生

送去学习用品，和孩子一起做游戏、教说汉语、教唱军歌。灿烂笑容绽放在彝族孩子和“兵叔叔”“兵阿姨”

脸上，场景温馨动人。 李华时摄

大山深处，岩层之下，“大国长剑”庄
严列阵，值班官兵枕戈待旦。在火箭军
某旅官兵眼里，这座雄伟壮丽的“地下长
城”就像座多彩“龙宫”。尽管备战训练
紧张、活动空间有限，但充满朝气活力的
官兵，总会给生活涂上不同的色彩。

灯火辉煌的“龙宫”里，最惹人眼的
莫过于随处可见的红色。进驻“龙宫”
就是要准备打仗的，精神气怎么能少？
官兵把脍炙人口、催人奋进的战斗标语
制成红色横幅，床头贴上印着格言警句
的红色卡片，再加上走廊墙壁上红底的
龙虎榜、党员先锋榜，一进“龙宫”，就仿
佛走进一个火红的精神阵地，让人精神
振奋。
“龙宫”俱乐部里颜色更为丰富。

密闭空间不见太阳光，植物难以生长。
官兵买来塑料“绿叶”，装扮出一方翠绿
天地。墙壁上，点缀着几幅风景画，有
跃出海面的旭日、绿树成荫的山谷、鳞
次栉比的高楼、熙熙攘攘的人群，这些
平常不过的风景，却常有官兵驻足流
连，像是遥望那梦里的故乡。悬挂的纸
鹤和风铃轻轻摇曳，木质长凳上官兵弹
奏吉他琴声悠悠，琴声和风铃声在密闭
的地下空间里格外响亮、悠长。来到这
里，密闭环境的压抑和烦躁被一扫而
空，此情此景正切合其名“心灵港湾”。

走出“心灵港湾”，旁边是一段“笑
脸墙”。粉红的墙面上贴满了官兵和家
属灿烂的笑脸照片。在封闭紧张的环
境中，“笑脸墙”成了官兵思念亲人的最
好寄托。开怀大笑、幸福憨笑、微微一
笑……这些笑容好似有魔力，只要看上
几眼，心底那些不愉快都被赶跑了。

再往里，还有游戏室、乒乓球室、棋

牌室、影音室等各类文化娱乐休息室，
“龙宫”生活多姿多彩可不是一句空
话。官兵辛苦值班在“龙宫”，如何保证
身心健康？这些休息室就起到大作用。
“赶紧上‘龙宫’国际影院抢座位！”

休息时间一到，几个官兵都着急往影音
室跑。这一看就是有大片“上映”了。

影音室虽然不大，但优势明显：环
境密闭，声音回响，天然的“立体环绕”；
关灯之后，一片漆黑，极大保证了观影
效果；通过政工网更新影片资源，国内
外最新大片及时放送，怪不得官兵自己
吆喝这是“国际影院”。

影音室里还装着点歌机，没安排电
影时，不少官兵都喜欢在这儿高歌一
曲，比拼一把“龙宫好声音”。

值班员借鉴训练龙虎榜，在每个休
息室门前贴上娱乐项目的“每周一
星”。大家伙儿训练里那股争先的劲儿
上来了，纷纷在投篮机、足球机、乒乓
球、象棋等项目里比个高低。其他官兵
挤在旁边看热闹，其乐融融。

这两年“龙宫”里又建起读书室和
网络学习室，读书沙龙、写作兴趣班、
图像处理学习班等如雨后春笋般冒了
出来。于是，休息时间里，你便能见
到，那边“杀气”阵阵争高低，这边宁静
文雅长知识，一静一动，构成别样精彩
的“龙宫”生活图景。

火箭兵的多彩“龙宫”
■黄武星 王吉宏

羽扇轻摇，丝巾迎风，顾盼之
间，胜负已分……停，诸葛先生，您
走错片场了，今天先拍周瑜，您是下
一场——您说周瑜穿错了您的行头？
额，正史里这也是他的扮相啊。
“羽扇纶巾”还真说的是周瑜，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
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
灭”——三国时期，这是时尚，为的
就是那份潇洒从容，羊祜这么穿，蒋
干也这么穿。

周瑜算得上三国正史里最趋近完
美的人物，他出身名门，雅量高致，
勇略兼备，长于决断，比沙场武将多
一分儒雅，较魏晋风度多些许英武。
更重要的是，自己很帅，妻子还极
美。对这种人生赢家，难免有人会羡
慕嫉妒恨，有“粉”的，自然就有
“黑”的。

“黑”周瑜源远流长。曹操找了
一堆借口，说赤壁之战周瑜“虚获此

名”；元代《三国志平话》开始说他
好色、妒能；罗贯中在《三国演义》
更进一步，直接用作反派衬托，让他
被诸葛亮气得吐血身亡。不过不要
紧，一个人经得起多少诋毁，就担得
起多少赞美。

周瑜与孙策同年，两人十几岁就
交情很深。孙坚战死后，孙策接过
父亲的事业，邀请周瑜共举大事。
二人携手，初步奠定了东吴根基的
同时，也分别娶了大乔、小乔而成
为连襟。

孙策死后，孙权继位，周瑜带
兵前来奔丧，当别人都对孙权礼节
不周时，只有周瑜对他行君臣之
礼，瞬间稳固了孙权的地位。可以
看出，周瑜对东吴实有不世之功，
这也难怪孙权称帝后说“没有周瑜
就当不了这个皇帝”。

赤壁之战，曹操挟初定北方之
势，气势汹汹直扑而下。面对二十余
万敌军压境，周瑜冷静分析敌我双方
利弊后，说服孙权以五万兵力决一死
战。初战曹操，就让其败退至赤壁，
周瑜领兵隔岸对垒。

倘若现在的我们能从“上帝视
角”看一眼当时的战场态势图，就会

明白此战曹操已经必败了。
赤壁位于长江与汉水交汇的三角

地带，曹操东无援军，北有汉水阻
断，南有长江天险，只有往西才有退
路，而周瑜指挥的孙吴联军已对其成
合围之势，曹操再能打，兵力无法展
开也无济于事。

只不过，周瑜选择了最经济实惠
的打法，派黄盖诈降，一把大火烧得
曹操大败。

既然称为“一时瑜亮”，周瑜在战
略思考上也并不落后。诸葛亮战略是
“三分天下”，关键点在于荆州、益
州；周瑜战略却是“两分天下”，关键
点也在夺取荆州、益州。两人间的成
败，不在于眼界，而在于命运——周
瑜在征伐益州途中，不幸得病去世，
年仅 36岁。志在两分天下的人，却偏
偏打赢了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分天下
的根基，历史就是这么变幻莫测。

黑也罢，粉也好，不屑也罢，恭
谨也好，周瑜大约都不会太在意。程
普等一批东吴老将，不服周瑜年纪轻
轻就居高位，屡次轻侮，但周瑜并不
计较，反倒放低身段结交，最终众人
折服。最高贵的姿态，不是像浮云傲
然，而是如大地谦和磅礴。

“羽扇纶巾”周瑜
■杨正龙

陆军第 73 集团军某旅三级士官
江波，从小喜欢诗词歌赋，入伍后也总
爱把诗词挂在嘴边，人送外号“江诗
人”。

都说诗人温文儒雅，可江波皮肤
黝黑，铁面剑眉，活脱脱一个“黑旋
风”。战友们常问：“老班长，你是真懂
诗还是假懂？”江波则回复：“如饮水
者，冷暖自知。”

今年春节前，连长带着大伙儿营
造节日气氛。战士们一致把江波推向
前，让他给连队整几副对联。江波二
话没说，红纸一铺，挽起袖子，右手提
笔，嘴里还念念有词。

可等了半天，红纸上一个字都没
见着，战友嚷嚷：“诗人写春联，还不是
小菜一碟嘛！”

江波却停下笔，摆摆手说：“错也
错也，‘诗人’分几种，我是属于擅于从
诗中汲取营养与力量的，不是擅于创
作的。我写春联，得需要时间。”

还真是这样，江波到哪里，自信的
诗词朗诵声就飘到哪里。训练场上、
澡堂里、篮球场上都时不时回荡着他
富有磁性的声音。他总说：“诗中有力
量，要认真体会，认真体会……”

从诗中汲取的力量，他还传递给
了班里战友。有战友要去考军校，文
化课突击集训之前，江波拍拍他的肩
膀说：“‘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
可轻。’学习机会难得，要加油啊！”

百无一用是书生？在江波身上可
不是这么论的，他不止一次用实际行
动捍卫着“诗人”的尊严。

一次，一个壮实的新兵叫板，想和
老班长掰手腕，大伙儿纷纷围观瞧热
闹。这时，人群中不知谁突然嚷道：
“江班长，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听到
这句话，围观的战士哄然笑开，而江波
立马撸起袖子，抛掉“诗人包袱”，夺胜
之心熊熊燃起。

拉开阵势，两人粗手相握，只见都
憋得满脸通红，一时间僵持着不分上
下。这时，江波突然大喝一声，新兵溃
败不敌，江波获胜。

连长见况，笑眯眯看着他说：“江
诗人，宝刀未老啊！”听完连长的话，一
句诗词又从他的嘴里“蹦”出来：“鬓微
霜，又何妨？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
望，射天狼。”

在连队，江波不仅在“诗词界”的
地位无人能撼，训练上更是屡获标兵，
连年被评为优秀士官、优秀班长。有
战友问江波，年年先进有啥经验。只
见他眼睛猛地眨了几下，依然是自信
而富有磁性的声音：“读古诗词，励强
军志。你们要不要跟我一起读诗词？”
大家纷纷叫好，连队“诗词诵读兴趣
班”没几天就已经开展得有模有样。

“诗人”江波
■杜淼杰 蒲麟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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