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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8年，海南，三亚。
“呵，这当特种兵还真要有‘可上九

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本事。”想想
前几天还在西藏赏月，今天却又在三亚
中流击水，连长朱科自有一番感慨。

刚随单位在海拔 4200 米完成备勤
驻训任务的朱科，还没有完全适应三亚
一月份突如其来的寒冷，他的小腿不自
觉地打颤。他瞪大眼睛试图寻找远处
隐于波浪之中的浮漂。

那浮漂就是这次徒手一万米游泳
的终点。可那浮漂在一万米之外，如何
能够望到？

这次全军特种部队骨干集训已经
接近尾声，朱科所在的第 77集团军某特
种作战旅被誉为“西南猎豹”，第一阶段
排名第 5，第二阶段排名第 2。如今，剩
余的考核课目已经不多，这次徒手一万
米是硬仗中的硬仗。
“这次考核恐怕不太轻松。”朱科用

力地搓了搓僵硬的肌肉，试图让自己暖
和起来。他知道，即将面临的是一场很
大的考验，心中不由得兴奋起来。

这种兴奋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2014 年“黑豹集训”，朱科每天都要背
着和自己体重一样重的装备，跋山涉水
地行军 100 多公里，途中穿插山地障
碍、牵引横越、武装泅渡。每天训练开
始前，他都会用针仔细地挑破脚上的每
一个水泡，然后用绷带紧紧地把脚包起
来。每天累到精疲力竭，第二天又开始
新的征程，那是一种挑战自我带来的兴
奋感。

从那时候起，朱科就开始很认真地
享受每一次超越极限的快感。
“今天，鉴于天气恶劣，天冷逆流，

本次考核决定不计个人成绩，以单位整
体完成率评定考核结果。”考官站在台
上，向所有参赛者宣布考核规则修改。
“呵，考单位完成率么？”朱科的眼

神扫过站在身边的队员，突然发现杜程
脸上的颜色和胸口截然不同，胸口是透
亮的白，脸是乌亮的黑。这黑色是汗水
和烈日的记号，作为领队，朱科心中泛
起隐隐的心疼。

集训以来，这支“西南猎豹”小分队
带给他太多感动。他摸过熊攀的手，那
双握枪的手就像是钢锉。老茧破，新茧
生，新茧换老茧，摸起来是扎心的疼。一
次张学成的小臂被冲锋舟划开了一道口
子，血顺着迷彩服流下，可他始终没吭一
声。罗成春更像一个斗士，不服输的情绪
是会感染人的，累的时候看看他，浑身就

充满了劲儿。
考官站上评审席，示意发号员开始

比赛，朱科的思绪从远处收回。一声号
响，来自全军特种部队的 300余名集训
队员鱼跃入海，“猎豹”同时出击。

大海仿佛一场深蓝的梦。

二

1984年，老山。
4月 30日，老山战役已经打了 3天。

隆隆炮火之下，土地露出累累伤疤。
“还能不能再往上运一次？”某部第

16团11连连长低声地问。他不忍心抬头
看自己的战士们，这些跟着他出生入死的
兄弟们，两日两夜不曾合眼，每天在近60
度的高山陡坡上往返 90多公里，为前线
战士运送物资。火里走，刀上滚，他们的
体能已达极限，身上伤痕累累。

连长拿起望远镜，前线的战士们又
开始了战斗。那些顽强的战士嘶吼着
冲上去，有的人无声地倒下来。
“走吧，跟我来！再运几箱弹药上

去，救几个人回来。”连长音调不高，但
足以鼓荡人心……

4年之后，在原成都军区特种侦察大
队授旗仪式上，回忆起这段日子，原成都
军区情报部的朱德明处长依然心潮澎湃。

国歌声响起，朱处长的思绪飘回那
个雨夜。当时老山战役已经结束，朱处
长怀抱文件夹，叩响了来前线调研的原
总参情报部熊光楷部长的房门。“首长，
在这次老山轮战中，从各个军区抽组的
侦察大队表现极为出色。可这场仗打
完，他们就要解散归建了。”熊部长眉头
一蹙。“首长，您看有没有可能固定下
来，每个战区都有一支这样的部队？”部
长猛地抬起头，“你们这个想法很好，赶
快抓紧时间论证！”

仪仗礼兵擎军旗齐步上前，平行转
体，立定，抱枪，举旗。朱处长知道，在
那个“百万大裁军”的年代，编制十分有
限，可总部决定挤出员额，在原成都军
区组建第一支特种部队，这是何等魄
力，又对这支部队寄予了何等期望。
“今天，可能会被记入史册。中国

人民解放军建立了第一支成建制的特
种部队。”朱处长目光炯炯，站得笔直。

目睹这一幕，某部第16团 11连连长
胸中激荡着豪情，他自豪于他的英雄连队
能在收复老山一战中连续战斗4天 5夜，
与子弹赛跑，与死神较量，并且坚信，未来
没有任何困难可以阻挡这支年轻的特种
兵部队。
“向军旗敬礼！”口令声雄壮有力，

连长笔直地抬起右手，挺于帽檐。军旗

猎猎，战神怒吼，“西南猎豹”从此出击。

三

2008 年，四川省，阿坝州理县古尔
沟。

深夜，暴雨如注。“难道就到此止步
了么？”特种大队大队长苏杰知道，自己
身后的车队绝无可能通过前方的塌方，
整个特种大队被拦在了古尔沟。

5月12日晚上9点，从接到集团军救
灾命令的那一刻起，特种大队就立马整理
物资，开赴灾区。这支刚从藏区维稳战场
上回来的部队，还没有得到片刻喘息，就
立马奔赴汶川震中。从营区到古尔沟300
多公里的路程上，所有官兵保持着一种不
约而同的沉默。一路走来，房屋倾倒，地
层开裂，山体塌方，受灾群众流离失所。

大队长走下车子，推开司机递过来
的雨衣。长龙一般的车队里探出一个
个脑袋，苏杰知道，这些年轻人的脸上
写着期待和焦急，他们在等着自己发出
下一个命令。
“所有驾驶员原地待命，待道路抢通

后再向前开进。其余人员带着干粮和救
援物资，跟着我，我们徒步进汶川！”大队
长发出这个命令后长舒了一口气。他知
道，这个命令是有很大风险的，留下的车
队可能久久不能赶来，徒步的队伍也不知
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不可控的因素太多。
“可这才是特种兵应该有的样子！”

苏杰阔步走进暴雨之中。
这不是震后苏杰发出的第一个命

令，也不是他第一次步行走出塌方地
域。把时间的转盘拨回 5月 12日 14时
28 分 04 秒，大队长苏杰正带领部分人
员在成都执行任务。地震发生的那一
刻，风云色变，山崩地裂，苏杰一行被塌
方困在了映秀镇。一样的场景，一样的
命令，苏杰命令驾驶员廖峰等人留在原
地组织当地人员开展自救互救，自己则
率其余人员和部分群众徒步走出塌方
路段。

这是老特种兵才能做出的决断。
90公里，14个小时，雨、泥、连根拔

起的树、开裂的地，永不止步的特种兵。
饥饿混杂着疲惫，意志强撑着脚步，20年
特战精神赓续，“猎豹”出击震区。
“看，那是汶川么？”“是的，那是汶川。”

四

2018年，海南，三亚。
“那个浮漂，就是终点了吧。”对于

游到精疲力竭的朱科，终点就是希望，
而青春就是向着希望不懈地奔跑。

朱科喜欢政委赵喜业说过的一句话：
“梦想与现实总会有距离，而青春就是能够
缩短这段距离的链接，容不得片刻的等待
和彷徨。”而此刻，梦想与现实的距离，就是
他和浮漂的距离，要拼尽青春的力量一搏。

1月份的海水像针一样刺骨，机械
式的拨水、蹬腿、划臂，小腿在抽筋的边
缘坚持。朱科感觉自己就像是《老人与
海》中的圣地亚哥，撑着一叶扁舟，与大
海搏斗，与风浪搏斗。

可风浪不是唯一的竞争者，朱科能感
觉到，不远处有水浪激起，那是另一支参赛
队伍拨开的水浪。朱科有意识地减慢了
速度，示意跟在后面的兄弟换上去开浪，自
己游在最后补充一下体力。突然间，他发
现原本设计的倒三角阵形，已经因为队员
们的体力不支走了样，尤其是跟在最后的
杜程，已经落后了前一名一个身位。

帮一把？有心无力。怎么办？朱
科想起了副旅长黎登贵。

黎登贵是特种兵的传奇。2013年，
哈萨克斯坦组织“金鹰-2013”国际特种
兵比武，哈军情报部部长必然诺夫上将
竖起大拇指，称赞这个 36岁的特种兵是
“不老的神话”！可传奇的一面是众所
周知的荣誉，而另一面却是鲜为人知的
艰难。这个顽强的“猎豹人”6次与死神
擦肩而过，身上伤痕累累。2009年，他
的后脚跟被诊断出骨刺，他不甘心接受
今后再也不能跑步的命运，于是每天坚
持跑十公里，用特种兵的毅力向病魔开
战。当医生再次看到训练场上生龙活
虎的黎登贵时，不禁惊呼这是医学史上
的奇迹。
“奇迹么？不，这是特种兵。”朱科

嘴角微微上扬，特种兵三个字已成为他
心中力量的源泉。没有克服不了的困
难，只有敢担重任、敢斗强敌、敢战极
限、敢创奇迹的特种兵。

朱科游到了杜程的身边，轻轻拍
了一下他的腰，没有其他多余的动
作，接着他径自游到了杜程的前方。
他相信，不服输的劲儿刻在了特种兵
的骨子里，所以一个简单的动作就够
了。毕竟这是一支被誉为“西南猎
豹”的部队，一支从老山走出来的部
队，是曾经被军委寄予厚望的全军第
一支特战部队，是一支在汶川地震、
藏区维稳、边境备勤驻训中久经磨砺
的部队。特种精神锤炼特种人，特种
部队锻造特战魂。
“今年是建旅 30周年，就让我们以

优异成绩向特战旅的生日献礼吧。”朱
科展开双臂，劈波斩浪，向目标冲刺。

30岁正是而立之年，只要战斗的号
令响起，猎豹人时刻准备出击！

猎豹出击
■胡建峰 丁 涛

2018 年 5月的一天，妈妈早早地起
床了，因为她要去参加一个活动。我载
着妈妈前往位于上海市杨浦区的“国福
路 51号”——它早已不只是一个简单的
门牌，而是成为记载一个老人、一段历史
的所在。如今这座“陈望道故居”经过全
面的修缮，变身为《共产党宣言》展示馆
对外开放。

每年 7月 1日前后，太外公陈望道的
名字都会频繁地出现在电视和报纸上，勾
起我们全家对他老人家无限的思念，看着
一张张泛黄老照片里的旧日时光，读着一
封封珍贵家书里的亲切话语，我们仿佛感
到，他一直都在身边，从未走远。

太外公的老家在浙江义乌分水塘，那
里不仅是他的出生地，也是第一个中文全
译本《共产党宣言》书稿的诞生地。太外公
很早就投身革命，无暇顾及家庭，加上当时
生活动荡、医疗条件差，他的结发妻子和两
个年幼的儿子先后病亡，只留下两个女儿，
妈妈就是他的次女陈次莲的女儿。

我的外公季鸿业受岳父陈望道的影
响和帮助，在浙江组建抗日武装“八大
队”，常年征战在外，外婆陈次莲终日为
他担惊受怕、提心吊胆，在妈妈 12岁那
年撒手人寰。亲人接二连三地离世，对
太外公的打击很大，他深感对家人的愧
疚，每次想起他们，总是暗自流泪。为了
弥补对女儿的亏欠，他与复旦外语系教
授蔡葵结婚后，亲自抚养外孙女。

太外婆既是太外公生活上相濡以沫
的伴侣，又是他志同道合的战友。她对他
前妻留下的孩子视如己出，用自己的工资
供他们读书，安排好他们的生活，不用太外
公操一点心。1958年我外公被打成右派
隔离之后，太外公和太外婆对妈妈的照顾
更是无微不至。有好几次妈妈放假从杭州
回到上海时已是深夜，太外公已经休息，但
妈妈进到三楼她的小卧室里，总是会看到
精心摆放在那里的鲜花、水果和写着“欢迎
亲爱的外孙女清如回家”的卡片，这让从小
很少感受到家庭温暖的妈妈倍感亲切。

全国解放后，太外公身兼数职，身居
高位，但他从未用权力为家人和亲戚朋友
谋过私利。太外公一生敬重周恩来，他常
说：“我要向周总理学习，要过家庭关、亲戚
关、朋友关。你们都要自力更生。”

在前往“国福路 51号”的路上，妈妈
又给我讲起许多往事。“1957年，我参加高
考，外婆希望我能考到上海，所以我第一
志愿报考了上海第一医科大学，可惜的
是，我最终被录取在了第二志愿浙医大。
当时外公是华东高教局局长、华东高招办
主任，如果他去打个招呼，一切都可以如
愿以偿，但外公没那么做。”
“1962 年大学毕业时，外婆已经患

脑部肿瘤，她十分希望我能够生活和工
作在他们的身边，一来因为我懂医，方便
照顾他们；二来如果可以在上海工作，势
必对自己未来的发展大有好处。但外公
始终没有插手我分配的事，任由学校将
我和你爸（他们是浙医大同学）分配到了
嘉兴第二医院。”
“1964 年外婆蔡葵去世后，上海市

统战部部长见外公年岁已高，身体又不
好，主动提出把我们夫妇调回上海，照顾
他的日常起居。他老人家拒绝了，说‘让
他们在下面锻炼锻炼吧’，结果我们在嘉
兴一直锻炼到了退休。”

妈妈说，家里人曾经埋怨过他不近
人情，甚至认为他“自私、冷血”，其实他
何尝不希望含饴弄孙、儿孙绕膝、一家团
圆？但是他有他的信仰、有他做事的原
则，他不能滥用手中的权力。

父母在嘉兴工作期间，太外公常常写

信给他们，询问他们的生活，更关心他们的
思想。他在1968年 5月 9日的来信中说：
“我向来关心国事、校事比关心家事为多，
直到蔡先生病重乃至病死之后，家事无人
管，才稍稍注意一点。对于亲戚朋友或自
己家中的青年人也都当做接班人看待。希
望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超过自己。”

妈妈的话唤起我心底温暖的回忆。
在我和弟弟的记忆中，太外公是个不苟
言笑、外表严肃的长者，我们姐俩都有点
怕他。懂事以后才知道，我们是太外公
最宠爱的人，他不善于表达，却将爱刻进
骨子里。

一到节假日，他就叫我们全家快快
去上海，那是“国福路 51号”最温馨、也
是太外公最开心的日子。闲暇时，太外
公也会和我们一起在花园里修枝剪叶，
拔草种菜；或者搬个椅子，静静地坐在院
子的一角，看着孩子们追逐嬉戏，享受天
伦之乐的那份满足。

每次到上海，我们见到什么东西都
新鲜，把家里闹腾得就差掀房顶了：我们
将从院子里捡来的一大堆枯枝落叶往开
着的电扇里扔，“天女散花”、一片狼藉；
又用外面折来的树枝编成帽子戴在头
上，拿着玩具枪在客厅的桌子底下、皮沙
发上厮杀冲锋、又打又跳。父母见状，大
声呵斥我们：“不可以打闹了，不可以影
响太外公看书，不可以……”这时太外
公总是朝爸妈摆手：“让孩子们玩吧，没
关系。”太外公严肃的外表下，有着一颗
未泯的童心，他在写给爸妈的信中，学着
我们姐弟的口气写道：“国庆节到上海来
过节，‘上海到了、上海到了’地来……”

随着我们渐渐长大，太外公对我们
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常常告诫我们：
“做人要有一技之长，靠前辈只能吃一
时，自己有本事才能立一生”。他不会像
太外婆那样嘘寒问暖，也不会因为我们
的一点成绩而喜形于色，但却比任何人
都更关注和在意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和妈妈推开那扇熟悉的铁门，来
到这座结构独特、充满美感的三层小楼
前，和太外公一起生活在这里时的美好
记忆宛若眼前，而太外公一生矢志不渝、
追求真理的崇高人格魅力则印刻在心
底，永远影响着我们。

妈
妈
眼
中
的
陈
望
道

■
朱
沛
文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在一轮金色的太阳里，4只逆向飞
行的神鸟展翅飞翔在象牙状旋涡似的
火焰里。那光芒四射的太阳、那强烈
旋转的云气、那 4只飞行的神鸟，形
成了简练而生动的语言，使太阳、四
季和 12个月成为一体，给人以金鸟驮
日翱翔宇宙的联想。走进成都金沙遗
址，我被这太阳神鸟的图腾撞击得激
动不已。

我在太阳神鸟出土的地方，凝望
那被放大了百倍的金光灿灿的太阳神
鸟。是太阳托载着神鸟旋转，还是神
鸟衔着太阳飞翔？那 4只飞鸟展示的
无限活力的四季，那旋转云气表现的
强大无比的力量，那尖锐得似象牙或
细长獠牙状的光芒，让我的想象放大
了几十倍、上千倍。我的心里飞起了
一只太阳神鸟和一个由 4只神鸟和 12
束火焰托起的太阳。

太阳神鸟，这个美丽的想象和比
喻是多么浪漫和富有诗意，设计这太
阳神鸟的人，一定是艺术神灵的化
身。即便是科学发展到世人皆知太阳
是原子等物质组成的天体的今天，谁
又会认为把太阳比喻成太阳神鸟是一
种幼稚呢？况且直到这太阳神鸟图腾
出现 3000年后的今天，又有谁能说得
清楚太阳究竟是怎么形成的，星星是

怎么形成的，宇宙究竟有多大？我们
有太多想象和思考的空间。3000多年
前，古人把太阳看成了神的化身；而
300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不再把它看
作是神，而把它看作是平常不过的自
然现象，也没有了古人对它的那种敬
畏和崇拜。即便这样，对它的认识又
有多深呢？我们面对太阳仍然很迷茫。

我宁愿在科学的望远镜前，保持
一份像古人那样对太阳的崇拜与敬
仰，宁愿对它有一份神秘的敬畏。

我想起中国远古时代太阳神话传
说中“十日神”的故事。十日神化作
“三足乌”，每天早晨从东方扶桑神树
上升起，化为金乌或太阳神鸟在宇宙
中由东向西飞翔，到了晚上便落在西
方若木神树上。这融化于神话之中的
表达，让我们感慨，古代人对日出日
落现象的观察和感受是多么生动；我
还听说了太阳神鸟图案上那 4 只飞
鸟，它是《山海经》中所述帝俊之裔
大都“使四鸟”的生动故事。由此
而明白，太阳神鸟的制作者以此来
表明他们不仅是帝俊的后裔，还和
“十日神”有着亲缘关系以及对太阳
的崇敬之情。我还听说过关于太阳
是 “ 三 青 鸟 ” 与 “ 五 彩 鸟 ” 的 故
事。这些美丽的传说、对太阳的崇
拜是那么富于想象和神奇动人。这
些故事让我感受到古人对太阳如此
崇拜的深刻内涵与缘由。

由此，金沙有了太阳神鸟的图
腾，金沙遗址展现的一切思想和精神

活动，就是围绕太阳的。那铜人像头
罩太阳光环的奇异冠饰，强烈透出祭
祀者是太阳天使的寓意；那金光闪闪
的王者权杖上的太阳和神鸟，被视为
至高无上权力的象征；那锈迹斑斑铸
有太阳的祭祀器是给太阳神鸟的供
奉；那金银装饰品上的太阳图案是崇
拜太阳神鸟的体现；那堆积如山的象
牙是献给太阳神鸟的礼物；那成千上
万动物首级的遗骨是送给太阳神鸟的
祭品；还有在这里沉睡了 3000多年的
金面具、金冠带等黄金制品，在它们
闪烁着的太阳一样的光芒里，彰显着
对太阳和神鸟的崇拜。

太阳是神秘的。你可以相信科
学，可以不相信神鸟和太阳神，但不
要把太阳神鸟看成是迷信的符号，也
不要认为古人和今天崇拜太阳的人是
愚昧无知的。太阳神鸟图腾表现出的
精神和信仰，是人类走向文明的体
现。我愿意尊重古人和现代所有崇拜
太阳的人，也尊重他们把崇拜太阳作
为一种精神信仰。崇拜太阳，比崇拜
自我和明星要高贵；把崇拜太阳作为
精神信仰，比心中没有信仰要高贵。
想象太阳神鸟，会驱散心中的狂傲、
狭隘、自私、阴暗，让人变得谦逊、
宽阔、仁慈、明亮。

那只原样大小复制的太阳神鸟，
高高地挂在我家书房的玻璃柜中，走
进书房就能看到它。我一次次端详
它，它给了我丰富的想象力。四季的
轮回，怎么会想象成 4 只飞奔的鸟？
那 4只飞奔的鸟，怎么会被描绘成托
起太阳的火焰？这简直是太阳与神鸟
完美结合的绝唱。这绝美的图腾，虽
然透着神的色彩，但它在艺术中展现
着太阳与自然变换的科学，也撞击出
了我心头对太阳的无限想象力。它让
我最不能忘记的事是感恩与敬畏，我
由衷地感恩与敬畏太阳的仁慈与博
爱。我崇敬太阳，我会永远寻找最美
的词语，赞美它的伟大和神秘。

向着光明飞翔
■宁新路 神州礼赞

■吕连富

五星红旗迎风展，
铁锤镰刀念如磐。
锦绣大地春盎然，
浩瀚星空盈璀璨。

不畏浮云遮望眼，
敢拨云霾高登攀。
上下求索四十载，
神州大地换人间。

励精图治不畏难，
千秋伟业任在肩。
喜看黄河扬碧浪，
绿水青山绕家园。

民族复兴筑梦圆，
牢记使命谱华年。
风劲帆满海天阔，
辉煌史诗凯歌传。

武陵梦幻（中国画） 陈芳桂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