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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 8点，太阳还未露出脸蛋，受连
日降温影响，远处的山脉已被团团浓雾
包裹，看不清轮廓。一阵凉风“簌簌”吹
过，百米开外的小树林里卷起一片片落
叶，飘扬、飞舞……似乎在提醒将士们，
“冬天来了，冬天来了”。而镶有鲜红
“红军师”字样的土埂前，来自全师 7支
参赛队的 105名全副武装的官兵已整齐
列队。这次参赛的每支队伍中，都有指
挥员、班长和机枪手，还有狙击手、工
兵、通信兵和卫生员，每一支参赛队都
是一个独立作战单元，每一名队员都是
各单位的训练尖子。

随着师领导一声令下，10发红色信
号弹顺势腾空而起，战斗的气氛骤然浓
烈，红军师首届“坚韧奇兵”战斗竞技拉
开战幕。

现场负责导调的作训科参谋李辉
站在队伍正前方，声音嘹亮地宣布任务
要求：“现在开始进行第一项课目考核，
请大家根据导调组下发的作业条件，在
10张地图中选取 8张地图完成拼接，而
后完成行军路线规划。哪支队伍先完
成，哪支队伍就可以先出发，现在开始
计时！”
“这是什么？”作为小队指挥员，侦

察营武装侦察连排长朱世明接过导调
组下发的点位坐标和一沓子地图，竟然
有些懵。

竞技开始前，官兵对朱世明率领的
这支队伍关注度最高。因为这支队伍
除了通信兵和工兵以外，其余 13名队员
全部来自侦察营，都是地地道道的侦察
兵。

而指挥员朱世明更是全师小有名
气的侦察尖兵。2014年，还是侦察班长
的他，参加新疆军区组织的侦察（特种）
兵比武竞赛摘得桂冠，翌年被单位推荐
保送入学。这次，由他担任小队指挥
员，队员们更是信心十足。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朱世明带领班
长周飞航，一边换算点位坐标，一边根
据坐标寻找相对应的地图，完成拼接。
“报告，A队规划完毕！”“报告，B队

规划完毕！”十多分钟过去，此前站在朱
世明队伍左右两侧的多支队伍都已经
完成路线规划，转入徒步行军。看着其
他队伍相继启程，朱世明将双手捂在嘴
上，用力哈了口热气，暖暖快要冻僵的
手指。

站在原地的其他 13名队员完成个
人背囊称重后，纷纷瞪大双眼，齐刷刷
地看着朱世明和周飞航，轻声默念着：

“排长，加油！”
20分钟过去，朱世明举手示意：“报

告，线路规划完毕！”几名裁判围过来检
查，而此时，其他 6支参赛队早已不见踪
影。“你们可以出发了！”李辉仔细检查
完 50多个必经点位后，给朱世明宣布了
指令。
“排长，没事的，我们第一项落后

了一点，后面我们努力追上去。”中士
李刚急步上前安慰朱世明。而朱世明
好似胜券在握，他转头对李刚微微一
笑：“不打无准备之仗，规划时间慢了
点，并不代表我们落后啊，等着瞧吧！”
说完，朱世明把手枪、望远镜、指北针
等装备重新整理了一遍，朝队员们挥
动手臂：“出发！”

站在队伍最左侧的狙击手、下士张
宏阳，低着头正准备沿着前 6支参赛队
的路线快步冲出去，却被周飞航一把拦
住：“我们跟上排长，走这边！”张宏阳猛
然间抬头一看，排长朱世明已经向另一
条小路冲出去了。
“其他队走大路，地面起伏不大，路

好走，行军速度快，但易暴露行军企图，
我们选择走小路，虽然上坡下坎，体力
消耗大，但利于隐蔽……”朱世明一边
走，一边给大家解释道，队员们纷纷点
头赞同，随即加快脚步紧紧地跟了上
去。
“大家跟紧，各方向警戒员提高警

惕……”朱世明提醒道。根据竞赛规
则，这次七天六夜战斗竞技，所有队员
携带 30 斤的战斗装具，除了每天完成
30多公里的行军外，还要处置导调组随
机给出的各类“敌情”。
“轰——轰——轰——”模拟炮弹

的爆炸声此起彼伏。“现在的情况是，敌
人利用远程炮火对前方道路进行封锁，
附近无迂回路，请处置。”

朱世明率领的队伍经过两个多小
时的长途行军后，来到第一个必经点
位，面对导调组突然给出的“敌情”，朱
世明立即掏出器材，计算炮火封锁间隔
和测量封锁纵深，组织队员利用炮火封
锁间隙快速通过。
“你们计算精度不准确，给你们扣

两分，第二组在行动过程中，防护动作
不到位，扣两分。”尽管队员们在做战术
动作的过程中格外地用心，但还是被导
调人员发现了不足。

朱世明和队员们刚刚通过炮火封锁
区，来不及喘口气，另一个导调情况接踵
而至：“你部现已到达某某地域，由于刚
才通过炮火封锁区时，通信兵防护不到
位，导致电台受损，附近 200米范围内有
一台便携式卫星通信站，请利用卫星通
信和北斗向上级报告你队位置。”
“一组警戒，二组展开搜索，三组与

通信兵一起寻找卫星通信，周飞航和我

利用北斗报告位置，开始行动！”朱世明
利用手势快速完成兵力部署。

导调组副组长、作训科科长鲁卫成
介绍说：“这次七天六夜战斗竞技，在
240多公里的行军路线上，先后随机设
置了 50多个实战课目，上一个课目刚结
束，下一个课目立即展开，一环套一环，
就是要让队员们感受到战场的突发性
和残酷性。”

通信兵、下士张龙飞发现的卫星
通信站，其实是散落在地上的一堆零
部件，他快步上前，检查完各零部件，
按照以往训练的方法，对各零部件快
速安装。调试天线和频率，很快便完
成了任务。

现场考评的裁评人员告诉大家，前
几支队伍也是刚离开不久。听到这里，朱
世明和队友们更有了追上对手的信心。

队员们连续奔跑近 5公里，好不容
易超越了第 6支队伍，新的情况再次到
来，“由于前方运送弹药的车辆受损，需
你队指定 8人将车辆推行至 600米开外
的安全地域进行抢修，并将车上的弹药
快速转移至前来接替的运输车上……”

看着眼前近 2吨的车辆，朱世明挑
选了 8名强壮的队员推车，其余队员被
安排至附近地域担任警戒。

尽管集体推车是每年师侦察兵集
训必训的一个课目，与其他参赛队相
比，他们有着天然的优势和丰富的经
验。面对戈壁滩上坑坑洼洼的起伏地
面和持续刮起的 7级大风，8名队员还
是显得有些吃力，他们分别采取前拉、
后推等方式，齐声喊着“一、二，一、二”
的口令，调整步伐，集中力量将车辆缓
步推进。

车辆刚刚推至指定地域，队员们紧
接着又依次扛起 200多斤的圆木、弹药
箱和汽车轮胎快速奔跑 600米，完成综
合战斗体能考核。

负责场地设置的工化科科长李自
涛介绍说：“这几个动作叫综合战斗体
能，也是对队员体能考验最大的一个综
合课目，是为了让队员们在长途行军体
力透支的情况下，全面检验组织指挥、
小组协同和应急应变能力。”

几轮折腾下来，队员们的迷彩服逐
渐被汗水浸透，凯夫拉头盔下那一张张
黢黑的脸庞憋得通红，脖子上的血管膨
胀得快要跳出皮肤。冲过终点线，喘着
粗气的下士张宏阳和下士李天乐累得
直接跪在了地上。
“这个时候不能停，坚持住，快起

来……”周飞航用衣袖擦去滑进眼睛里
的汗水，疾步上前拉起张宏阳和李天
乐，仨人相互搀扶着继续前进。

由于在综合战斗体能课目上拼尽
了全力，也为他们追上对手赢得了时
间。完成任务后，朱世明和队员们加快

了步伐，开始一路小跑。
临近中午，朱世明和队员们终于追

上了第 5 支队伍，齐头并进到达休息
点。只见前方对手有些已经吃上了香
喷喷的饭菜，还有些正在生火做饭。
“一组负责警戒，二组负责挖灶，三

组随我准备物资。”朱世明给大家简单
分完工，便带头开始切肉，其他队员也
迅即寻找避风处挖灶生火、淘米洗锅、
洗菜切菜，一切有条不紊展开。半个小
时后，冒着热气的青椒炒牛肉、西红柿
炒鸡蛋和紫菜蛋花汤新鲜出炉。
“由于时间紧张，我们今天中午就

做两个菜，牛肉便于补充体力，西红柿
可以补充维生素，大家多吃点。”朱世明
端起分菜盒，又给每人添了一勺菜。这
天中午，也许是野炊的味道分外香，也
许是队员们体力透支真饿了，锅里的饭
菜被吃得干干净净。
“后面这几天还要走 200多公里，大

家抓紧放松一下，防止肌肉损伤。”吃过
午饭，几名队员准备倚靠在背囊上休息
片刻，朱世明立即上前制止，而后把队
员们分成两组，让大家相互按摩与放
松，缓解肌肉疲劳。

烈日下，队员们简单休整后，沿着
规划的路线继续前进。越沟壑、翻山
丘、穿戈壁、钻丛林。当天下午，他们处
置完通过染毒地段、遭“敌”小股兵力袭
扰、引导火力打击等课目后，又接到了
武装奔袭的情况诱导。队员们咬着牙，
相互鼓着劲，在戈壁滩上快速奔跑至下
一个目标点。

太阳渐渐落山，朱世明他们终于赶
在天黑前追上第 4支队伍。走完当天的
路程，大家纷纷打开背囊，掏出携带的
单兵帐篷，利用地形组织宿营。

上等兵王一鑫是第一次参加这样
大强度的训练，搭设完帐篷，他转身掏
出针线，一屁股坐在背囊上，咬着牙关，
缓缓脱下战靴和袜子，脚底板上 3个指
甲盖大小的水泡立即映入眼帘。

下士刘瑞阳见状，立即跑过来帮忙
打着手电，王一鑫抿着嘴唇，用缝衣针
逐一扎破水泡，缓缓将带有线头的针穿
过水泡，再用剪刀剪去两头过长的线
头。面对刘瑞阳的关心，王一鑫露出几
颗白牙“呵呵”一笑：“不碍事，今晚留点
线头在里面引流，明天照样能跑。”

晚上 11点，筋疲力尽的队员们开始
就寝，下士韦茂与排长朱世明挤在一个
帐篷里。临睡前，韦茂特意将靴子和衣
服收到了帐篷内。他说：“山里昼夜温
差大，夜间易起露水，如果不收到帐篷
内，明天早上衣服和鞋子都是湿漉漉
得，根本没法穿。”

凌晨 1点多，睡得正酣的队员们突
然遭到小股“敌人”偷袭，队员们迅速行
动，向“敌人”发起追击。

经过 3公里的夜间追击后，夜间轻
武器实弹射击课目随即展开。由于夜
间光线不足和陌生环境等制约，夜间实
弹射击成了队员们挑战难度最大的一
个课目。

夜幕中，队员们凭借微弱的月光和
手感装填弹药，在 10秒钟内依次完成对
3个随机显示的目标进行射击。

此后几天，朱世明率领的这支队伍
在夜间侦察与报知、地雷探测、目标引
导等多个课目上用时最短，为他们在行
军过程中赢得了总时间。最终，他们在
七天六夜的“坚韧奇兵”战斗竞技中成
功逆袭，斩获桂冠。

七天六夜
■李 康 孙荣乾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悲秋”似成

主题，“秋”入诗词，往往沾染了文人

感时伤怀的沧桑感，裹挟了人生已入下

半场的悲凉意。然而在毛泽东的诗词

里，秋景与秋思却被赋予了别样的审美

意味，可谓胸襟宏阔、意象辽远、气势

磅礴。尤其是《采桑子·重阳》，虽作

于诗人自身遭逢低谷且身染重疾之际，

却跳脱了个人得失、一己悲欢；不仅抒

发了诗人的浪漫想象和豪情壮志，亦将

重阳节的文化意涵升华到了历史、哲学

和人类的新高度。

喜欢毛泽东诗词中的“秋兴”，

也和我对重阳节的偏爱相关。每到重

阳节这一天，我总想登高望远。即使

忙，也会在这个节气的前后去登一次

山。不知为什么，总有一种感觉，在

这个时候爬山是一年里最美的。春天

也会爬山，也有一种美可以领略，那

时万物复苏、生长，爬山时会与自然

一起心生希望。春天的爬山略显忙

碌。头是低着的，因为生命正在向你

吐露秘密。这儿有草长出来了，那儿

又有绿芽在探出头来向你问好。可

是，秋天的爬山是向上的，头是昂着

的，心里是空的。你会被路边的红叶

感染，与其交流，但有一种力量始终

在呼唤着你，请你抬头。时间久了，

你便知道，那是太阳的力量。太阳在

向高天上奔去，而我们的生命需要那

阳气，所以情不自禁地会向太阳索

求。

我喜欢吃秋天的葡萄，那葡萄最

好是被太阳晒得有些泛红的。当你吃

下去的时候，除了甜味，你一定能尝

到那里面有太阳的味道。甘肃靖远产

有一种籽瓜，当地人从立秋那天起就

不再吃西瓜，开始吃籽瓜。他们认

为，西瓜立秋后就变成凉性的了，会

伤胃，而籽瓜恰好是温性的，可润

肺，还可养胃。每年秋天，我总会买

很多籽瓜，放在阳台上让太阳晒，每

天中午睡醒后，在地上摔开一个籽

瓜，用小勺挖着吃。每一口吃下去，

都能吃到太阳的温暖。

这些年研究传统文化，开始研究节

气、中医和饮食等，便发现我们的那些

讲究与吃法，其实都是有来历的，都在

遵循道法自然的规律。古人认为，重阳

节这一天，是大火星隐去的时节，所以

人们在这一天会祭祀大火神。七月流

火，九月则大火消失，所以，大火神的

另一层意思代表了天地间的阳气。这一

天，是阳气开始衰减的日子。阳气衰

减，也意味着天地自然界的生命开始大

规模地消亡、隐退。人是自然界的一部

分，人身上的阳气也开始潜伏起来，要

加衣服了。所以，从古老的祭祀传统

来看，这一天是天地间阴阳交会之

日，属于自然的大节。重阳节之前是

寒露，天气已经开始有了一些寒意，

之后，天气逐渐变冷，接下来的节气

就是霜降。太阳偏向于南方，阳气迅

速衰减，冬日马上来临。所以，从一

定意义上来说，重阳节是古人对天地

大道的一种敬畏和信仰。

后来，这种古老的祭祀活动慢慢

地与各地的文化结合起来，成为一种

道的教化活动，也越来越有仪式感和

文化味，最后慢慢就变成了承载中国

传统文化的重要日子。比如，人们把

端阳节与重阳节联系起来看，九与五

都是数字中的吉数，九在《易经》中

代表的是阳数，九月九日便是重阳的

意思。这种解释便带有了很深的文化

内涵，也有了道的教化。再比如，在

很多地方，这一天成了秋收后庆祝的

日子，人们终于可以放下手中的劳

作，出游赏秋、登高望远，也可赏玩

菊花，饮菊花酒，甚至可以赋诗歌

舞。这是对重阳节的再创造。自古以

来，重阳节流传下来的诗歌与节庆活

动数不胜数，已经成为我们后人的财

富。这里更多的是娱情，当然遵循的

仍然是道法自然的法则，也是将天地

大道演变成人间文化的一种表现。

把重阳节确定为老人节是 1989年

的事，旨在倡导全社会树立尊老、敬

老、爱老、助老的风气。孝道，是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之一。先敬

天地，道法自然；再敬父母，以孝为

先；然后娱情天地间，得大自在，岂

不快哉。

但问题在于，因为一百年来在历

法上我们多是用西洋历法，很少用我

们自己的夏历，所以，当我们用阳历

说某某日时，只知道时间进行到一年

或一月的什么阶段了，而当用农历说

起某个节日时，或许会在一刹那恍然

大悟，原来我们自己的节日带着天地

间的大消息，带着生命的秘密，带着

中华文化的深刻真理。这才是我们自

己的历法。现在我们一直在谈复兴中

华优秀文化，我个人看来，首先要复

兴中华文化道法自然的基本原理，而

重新认识节气文化，便是认识道法自

然基本原理的重要方式。

寥
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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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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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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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
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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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笔

思想，无与伦比的力量

高原军号（外一首）

■杨 杰

海拔在4683米 3900米 3700米

三个白天夜晚我们只谈论生命

雪山 草甸 客栈 油菜花

青稞 牦牛 岩羊 安静地接近冰川

在雪山旁听见军号

感悟活着是人的最高度

我沿着传说而来

那片最后的处女地

给如此多世俗的目光

以高原的酡红

雪山一亿年了

如一名中国军人的挺立

被山脚下高原的军号 小叶青杠

松茸菌 冬虫夏草抬着向上

海与海之间

这些故乡的鹅卵石在冰川里生长

每一滴水尽量带着母性的体温

结伴而行 拒绝孑孓

高原的河袒胸露背

在海拔3900米的高山

诗 词

情至心处诗最美

冰川留下的雪松林和哨所并肩站立

周济我足够的营养

长胡子的雪松抬着头

将雪一层一层地堆向山尖

至6032米的仙乃日峰

我们是勇者 让氧气瓶熟睡

在我征服五色海与牛奶海的墙时

看见 秋天的川甘孜南丰满

红军在蹒跚

草原的蓝天
■王贺文

草原的蓝天

蓝得那么清澈 那么干净

一点私心杂念也没有

把全部的美

毫无保留地献给远方客人

我踮起脚尖仰望

蓝天的美像小孩稚嫩的脸蛋

我渴望以我的爱呵护她

草原把天空染蓝

草原与蓝天相恋

我们也要学习草原

呵护共同的蓝天

不能用烟囱举起

乱七八糟的画笔

要为我们的孩子们

描画纯净的天空

记忆中的南瓜生长在老家随处
可见的山坡上、菜园里，瓜藤繁
茂，开着小喇叭似的南瓜花含着金
色的花蕊，传递芳香，促动食欲，
总令人不由想起课本里曾学过的
“红米饭，南瓜汤”的文章，感受到
那段革命年代的风雨沧桑。当年在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食盐、棉花、
粮食等物资紧缺，红军一日三餐大
多只能吃糙米饭和南瓜汤。虽然生
活条件如此艰苦，但战士们依然保
持昂扬的革命斗志。那时候还流行
着这样的歌谣，“红米饭，南瓜汤，
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
光。干稻草，软又黄，金丝被，盖
身上，暖暖和和入梦乡”。小小的南
瓜吃出了红军革命乐观精神的“香
味”。如今，生活虽然富裕了，但依
然会有许多人忆苦思甜，专程去井
冈山品尝南瓜汤，感受红军战士靠
着红米饭、南瓜汤度过的艰苦岁月。

在老百姓的生活印记里，南瓜是
特定年代里不可或缺的食物。贫穷的

人们在南瓜牵藤时吃尖，挂果时吃
瓜，待到瓜熟蒂落的时候，把吃不完
的南瓜放在阴凉的地方，一年四季都
够吃了。在粮食不充足的时候，人们
就用南瓜当饭，每顿煮些南瓜，在里
面撒点面片或米粒，那就是很好的膳
食了。南瓜虽为菜蔬中的上品，但在
那个缺衣少粮的年代里，它却只能作
为一种单一的、无法选择的果腹食
物。在老家，南瓜与其它粮食一样受
到喜爱，也是缘于它在那个年代里帮
助人们解决了填饱肚子的大事。

现如今，人们对南瓜更加青睐，
开始研究它的历史与营养价值。实际
上，南瓜的栽培历史也有三千多年
了，最开始产在亚洲南部和非洲一
带，在元代传入我国，李时珍在《本
草纲目》中说，“南瓜种出南番，转
入闽浙，今燕诸处亦有之矣”，具有
“补中益气”的药用价值。而南瓜含
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盐等营养成分，
不但可以润肺化痰和清毒，还能防治
各种疾病。南瓜也因此作为一种时尚
食品，现身于各大不同风格的高档餐
饮场所，南瓜饼、南瓜汤、南瓜饭、
南瓜菜应有尽有，充填着人们渴望健
康的味蕾。人们在享受现代南瓜菜系
的美味时，又在心间涌起一种返璞归
真、回归自然的感触。

南瓜飘香
■常英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