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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无与伦比的力量

卧雪（中国画）
王东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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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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刚上初一，有些厌学，求指
点！”
“我家宝宝刚满三岁，个头蹿到九

十厘米了。去年刚买的一条牛仔裤，
穿不了了，谁家宝宝需要？”
“我婆婆最近视力急速下降，谁认

识眼科大夫？”
这是什么群？百事通？求助平

台？不，这是海军潍坊舰五十几位军
嫂建的一个微信群——“我们的爱是
蓝色”。

那天，在码头上送走了赴亚丁湾
护航编队，潍坊舰一些军嫂迟迟不愿
离开。战舰离开了码头，它承载着重
任，同时也把亲人们的牵挂带到了大
洋深处。

该舰政委范冠卿的妻子刘向华也
在人群中，从身旁姐妹的眼神中，她
似乎读懂了什么。刘向华说：“老公们
都走了，光思念也不成，我琢磨着，
咱们建个群吧，有啥事好商量，好帮
衬！”刘向华是青岛远洋船员学院的教
师，办事雷厉风行，还有一副热心
肠。军嫂们一呼百应，一致拥护刘向
华当群主。

这些军嫂大多是 80后、90后，微
信群建起来后，可是热闹了，一个人
的快乐让百人分享，一个人的忧愁百
人帮她分担。

有一天半夜，副机电长高祥的妻
子裴洪翠在群里发了条信息：“公公怕
是坚持不下去了，我如何向高祥交
代，心如乱麻……”

不好！刘向华心里“咯噔”了一
下。编队起航前，高祥回老家看望父
亲，老人还忙前忙后为他整理行装，
一个劲儿地叮嘱：“好好去执行任务，
半年一晃就过去了，回来咱爷俩好好

喝两盅。”谁料，高祥前脚刚走，他父
亲食管癌加重，需要立即手术。

婆婆慌得没了主意，问裴洪翠：
“这可咋办呢，要不，给高祥去个电
话？”大夫说手术风险很大，万一有个
三长两短，怎么向高祥交代？裴洪翠也
是心急如焚，高祥在亚丁湾，电话能不
能打通是个问题；即便打通了，他也回
不来啊。她发微信向刘向华求助，刘向
华立即赶到了医院。她们多方征询医生
和专家意见，确定了手术方案。

微信群里的军嫂姐妹们纷纷去医
院探视，并提出轮流陪护，都被裴洪
翠婉言谢绝了。她知道每位军嫂在家
里都是顶梁柱，她不想给姐妹们再添
麻烦。繁重的术后护理，都是她自己
来。尽管想尽了办法，可是没有等到
独生儿子回来，老人还是“走”了。

见到刘向华她们，裴洪翠禁不住
嚎啕大哭，一个劲儿地说：“姐，高祥
护航回来，我怎么向他交代？”刘向华
轻轻拍着她的后背，安慰道：“好妹
妹，坚强些，现在不是哭的时候，抓
紧把后事处理好。”姐妹们闻讯后，都
赶到医院慰问。

高祥老家在曲阜尼山镇，那是孔
子的故里。按照家乡的风俗，父母过
世，必须由儿子摔孝盆，儿子不在，
孙子摔。望着刚满三岁的小孙子，婆
婆愁得直落泪。

裴洪翠说：“娘，别担忧。盆，我
来摔！”婆婆急了：“这哪成？闺女，哪
有儿媳摔盆的？”裴洪翠说：“我是高家
的儿媳，这是应该的。高祥为国尽忠，
我来代他尽孝！”出殡那天，乌云低
垂，北风萧瑟。儿媳代儿子摔孝盆，这
种罕见的情形让乡亲们为之动容。

消息传到潍坊舰，范冠卿政委对
全体舰员动情地说：“高祥父亲临终前
唯一的心愿是‘我走了，请不要告诉
高祥，不要打扰他，他在为国尽忠’。
这是一位普通的中国老百姓的家国情
怀。高祥妻子裴洪翠代夫尽孝，这是
一位普通军嫂的美丽心灵。有这样的

亲人在后方做我们的坚强后盾，我们
只能用更高的标准来完成祖国交付给
我们的任务！”

在“我们的爱是蓝色”这个微信
群里，副航海长曹辉的妻子宋紫铭
“嫂龄”最短。这次出海执行任务前，
编队临时党委为她和其他十七位新娘
举办了一场“爱与战舰共启航”的集
体婚礼。

婚礼上，十八位身着洁白海军礼
服的新郎，携手披着曼妙婚纱的新
娘，在官兵的簇拥下，伴随着喜庆的
《婚礼进行曲》，幸福地踏上长长的红
地毯。

大海为媒，军舰作证。宋紫铭激
动地在微信群里说道：“人生难得有这
样的经历，这场婚礼让我感到格外的
幸福，同时也让我意识到作为一名军
嫂的责任。”

宋紫铭的感言，宛若投入深潭的
巨石，激起层层涟漪。有个姐妹在群
里发了段心里话：“想想当一名军嫂真
苦，哪个女人不希望丈夫陪在身旁？
哪个孩子不需要爸爸关心照顾？但我
知道，我的丈夫、孩子的爸爸，是在
为祖国护航，为鲜艳的五星红旗添
彩，是在做崇高而有意义的大事！”

姐妹们马上呼应：“军嫂不仅是个
美丽的称呼，更重要的是有一份光荣
而沉重的责任！”“从嫁给军人的第一
天起，我便做好了吃苦的准备！”“军
功章里有他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那年的春节来得特别早，群主提
议，给大洋深处的船员们发封《慰问
信》。对海长于景龙的妻子李冰冰主动
承担了这个任务。写着写着，她把自
己先给写哭了。
“选择了你们，注定要选择坚强。

记不清这已是第几个无法团圆的除夕
夜；记不清分隔两地的日子里独自面
对了多少生活琐事；也记不清多少次
喊着你的名字从梦中醒来；更记不清
多少次孩子们嚷着爸爸快回来……虽
然我们分隔两地，虽然不知道今后的

生活会经历怎样的风雨，虽然知道做
军人的妻子会很苦，可是我们心甘情
愿地选择了这条路……军嫂之所以坚
强，是因为她依傍了军人那如山的胸
膛。军嫂的心中铭刻着四个大字：无
怨无悔！——潍坊舰全体军嫂”姐妹
们纷纷为冰冰点赞，《慰问信》说出了
大家的心里话。

身为军嫂，大家似乎形成了一种
默契，不在群里议论护航的事，生怕
会泄露军事机密。

那天，央视播出了编队赴也门撤
侨的新闻。临沂舰冒着硝烟战火开进
亚丁港撤侨，军嫂们的心揪了起来。

潍坊舰奔赴荷台达，码头上焦虑
的侨民、战舰在战火中靠泊、编队政
委夏平将军的讲话、侨民们上舰，这
些镜头在电视里滚动播放。那几天，
虽然满怀焦灼和担心，但是群里的姐
妹们更多地表现出来的是作为一名军
嫂的自豪和牵挂。

群主刘向华尽管对范冠卿和他的
战友们也是担着心，却始终表现得沉
稳镇定，她不断将国内权威媒体对中
国派军舰赴也门撤侨的相关报道转发
到群里，稳定了大家的心情，也传递
出满满的正能量……
“有人说我嫁给你实在太吃亏，三

百六十五天才能见一回。思念的时候我
也想把泪流，心中的话儿总想告诉谁。
啊，既然牵着你的手，吃亏不后悔，边
陲的风雪卷成堆，我愿顶风冒雪心相
随。有人问我嫁给你会不会后悔？三百
六十五天常在梦中会。寂寞的时候我也
想把泪流，艰难的时候也想叫声累。
啊，紧握你的手，一声不后悔，祖国的
安危连你我，军嫂的爱情像彩云飞。
啊，紧握你的手，不后悔，我不后悔。”

这首由蔡玲作词、杨季涛谱曲的
《我不后悔》 是军嫂们最喜爱的一首
歌。寂寞时唱，欢乐时唱，姐妹们聚
会时唱。等到护航的亲人们凯旋时，
码头上的她们还会唱……

（标题书法：汤晓燕）

■黄传会

近日，由央视播出的《平“语”近

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引起社会各

界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习近平总书记

用典，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接与交

融，是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中国风范

的当代体现。在军事领域，优秀传统文

化始终发挥着激励人、鼓舞人、教育

人、引导人的作用，是实现强军目标不

可缺少的精神动力。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灿烂文明，

历史给我们留下浩若星河的优秀传统文

化，这些文化财富是永不熄灭的精神火

种，是无声的奋进号角。以诗词歌赋为

代表的传统文化，流行数千年经久不

衰，是历史长河中古人与今人共认的

“瑰宝”。这些年来，为什么《中国诗词

大会》之类的节目一直受到热捧，就是

因为我们对传统文化发自内心的偏爱。

诗词歌赋让人们高雅而又灵气，智慧而

又深远，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会背诵几

句诗词。

我国传统文化种类繁多、内容丰

富，其中尚武精神最能体现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在传统文化中，描写尚武精神

的诗词歌赋如遍地黄花一样多。从“我

出我车，于彼牧矣”，到“秦时明月汉

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从“出师未

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再到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些

军味十足的诗句，无不读来让人血脉偾

张。实现强军目标，需要伟大而又激昂

的军旅传统文化。正如阎肃同志所说：

“风是‘铁马秋风’，花是‘战地黄

花’，雪是‘楼船夜雪’，月是‘边关冷

月’。”新时代的革命军人，怎能拒绝这

种意义非凡的“风花雪月”？

“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

为表，文为里。”优秀的诗文、故事、

仪式等让一代代军人挚爱并产生强烈的

爱国观念和练兵备战激情。这种来自文

化“软实力”所产生的价值观，是国防

和军队建设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是

激发军人内生动力的有效“催化剂”。

在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的时刻，以打造强

军文化推进练兵备战的价值导向功能更

加明显。

汲取传统文化精髓，不是简单听听

古人的故事、学学古人的战例、背背古

人的诗词，而是要在传统文化的精神内

核中找准革命军人的时代坐标。文化的

魅力在于能影响和改变人的思想观念，

激发人潜在的动力。传统文化是经过历

史检验、得到人类几千年认可的精神财

富，其重要作用是校正人的价值观念，

树立进取意识。对于部队而言，传统文

化一方面可以纯正军人的武德，明确为

何当兵、为谁打仗的道理，另一方面可

以培育战斗精神，引导官兵英勇杀敌、

不怕牺牲，视民族大义高于一切，以做

英雄为荣。

人民军队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井冈

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

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震

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是对中华

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强军兴军必

须传承的红色基因。传统文化不是一成

不变的，必定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丰

富。林俊德、张超、王继才等英模们心

怀家国天下，矢志强军建设，他们的事

迹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是对当代军事

文化的诠释，是传统文化激发强军动力

的生动体现。

社会在不断发展，战争形态在不断

演变，但无论出现怎样的变化，军事文

化对强军事业的支撑作用没有变。在传

统文化中汲取力量，赋予军事文化新的

内容，让文化扮好“打赢先锋”的角

色，这是历史赋予传统文化和军事文化

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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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关古道，被一场秋雨淋个透湿。
星罗棋布的鹅卵石，横卧竖立，情状不
一，像一面面镜子，在脚步下越磨越耀
眼。我匆匆行来，疾疾离去，仅是走过
那漫长时光里微不足道的一小段。我
记下它所呈现的荒凉，或是所有古道共
同的命运。

还是从雨说起，雨雾弥漫，梅岭上
的一切都进入无法表述的幽深之中，古
道多添几分幽怜。从广东南雄市出发，
到珠玑巷，再抵达这里，起承转合的午
后光阴，让人在跟随车辆的恍惚摇荡中
出神。我很疑惑，镶嵌在时间深处，隐
藏在大地褶皱之中，与现代交通工具断
然隔绝，适合怀旧的古道，穿越了什
么？它某天闪身为一个闹腾的动词，那
些背包客、露营者、观光者，那些俱乐
部、驴友圈、亲友团，在这里聚集偶遇，
一次次完成向时间致敬的仪式。

梅关古道所穿越的梅岭，藏身于五
岭之一的大庾岭之中。逶迤五岭，为长
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分水岭，山谷纵
横，林深峰立，很早之前就把广东隔绝
在中原之外。地域的隔绝终被强悍的
权力打开。刚吞并七国而成为中国第
一代皇帝的秦始皇，站在自己的疆域图
前沉思片刻，咀嚼着“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的深长意韵，而后决绝地发令：“北
逐匈奴，南开五岭。”20万秦军在声威震
天的马蹄和呐喊中拓进，残酷而血腥的
战争扑满梅岭的沟坎旮旯。争夺、烽
烟、厮杀、血泊，军事战略上的关隘意
义，注定了梅岭进入历史视野的传奇沾
满鲜血。汩汩血流，顺着一场场大雨浸
入粤北大地，又长成一株株暗香低悬的
古道梅花。

两百多公里长的梅关古道，横亘于
广东、江西两省之间，地势险要若人之
“咽喉”。这是进入广东的必经之地，其
地位之重要不言而喻，“岭南第一关”的
声誉毫不夸张地落在它头上。兵家必
争带来的战火与纷乱、杀戮与毁灭，沉
沦大海销声匿迹，但又有谁能抚平古道
的隐痛和创伤？

多少古道被时光吞噬，大地上踪迹
杳无，典籍中也读不到片言只字，一切
终成幻影，梅岭却还在。缓步寻找古道
上的碎痕残迹，百步之遥就有宽厚的石
凳相候，凳身深深浅浅地长着或绿或黄
的苔藓。古道斜行向上，一个尽头踅进
另一个尽头。当地朋友绵长的讲述，像
阅读者翻看那些以文字记忆编绘的历
史。人是历史的书写者，我的耳畔蹦来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有一个不能不提
及的人，他的脚步和我的脚步在时空的
不同维度重叠，我踩在他往返重叠的脚
印之上，大地愈加坚实。他是张九龄，
岭南第一个考取进士并到朝廷做官的
著名诗人，也是梅关古道的筑造功臣。
在我故乡洞庭湖的众多抒情者中，孟浩
然的一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无疑是
首屈一指的扛鼎之作，殊不知这首“气
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投赠之作，实
则是他临烟波洞庭，吐露欲渡无舟、临
渊羡鱼的感慨，曲折表达的是对丞相张
九龄援引的渴盼。

唐开元四年（716年），因受排挤而
主动告假南归侍母的张九龄路经梅
岭，眼之所见，如他在《开大庾岭路记》
所言：“岭东路废，人苦峻极”，“以载则
曾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要知
道，经贞观之治的唐王朝日渐强盛，与
海外通商的需求愈加迫切。岭南因沿
海之利而商业发达，东南亚、阿拉伯诸
国商人、使者，多从海上到广州，越梅
岭而上长安。这种情况之下开凿梅关
古道的利害性不言自明。虽处江湖之
远，张九龄仍不忘力谏为国。向唐玄

宗谏言开凿梅岭获得允许后，在那一
年的冬月，他开始主持这条古道的修
筑拓宽工作。路陡，狭窄，难行，荆棘
丛生，山石庞大，开凿艰巨。三个月时
间，一条宽一丈多、长三十华里、可容
五辆车并行的山道畅达四方。

张九龄代表的官方之举，悄然将
梅岭和梅关从军事意义向经贸文化交
流转型，一条古道改变了南北交通格
局。写在历史记忆中的实况是，古道
通拓，商旅络绎，沿途店号鳞次栉比。
广州等地客商货物由水路北上到雄
州，经古道运往岭北；由岭北南下的客
商货物，则由陆路经古道运到雄州，而
后转水运往广州等地。梅关古道使广
东的港口和中原交通得到便利，并且
间接使经由广东而与中原及海外各国
的交通便利。

所有的古道，都是被马蹄和脚步踩
踏出来的。站在那幅古代地图前，细心
比较人们会发现，梅关古道所代表的穿
越之路曲折弯绕，似乎距离略长些，这
“略长”折算成实际里程居然有一千里
之遥。也就是说，在以长安为出发地和
归结地，取粤北过郴州到长安的距离要
比走梅岭近。舍近求远，不是明智者所
为。究其原因，是梅岭北接的扬州有更
为便利廉价的水路航线。水运之利托
起了扬州这座唐代长江流域的最大商
业城市，也成就了一千多年里由岭南通
往中原最便捷的梅关古道。那些在今
天看来的“香药路”“珠宝路”“陶瓷路”，
叠印在梅岭的影里，又成就了南雄这个
中转之地的繁华兴盛。

不绝的喧闹戛然沉寂，我又有些恍
惚了。雨从铺满道路的石头上滑过，缓
慢而有节奏，眼前的萧瑟和静谧，把当地
朋友的叙说击成碎片。“嘚，嘚嘚嘚……”
有人模仿马蹄之音，引我竖耳倾听。站
在梅岭的巨大石碑之前，抬头是“南粤雄
关”四个红色大字，再往前走十余米，一道
坡坎，就是江西境内。前面，后面，一眼望
去，古道仿佛通往时光隧道的深处，无法
探知，充满悬念和诱惑。祖先令我们叹
服的是，再高耸重叠的峰峦，再迢远艰难
的歧路，也缚束不住他们行走的脚步。

喧嚣，孤寂，纷乱，时间，梅岭穿
越它们，也被它们穿越。而我穿行于
梅岭，是把双脚交给古道雄关，把生
命体验中隐秘的欢乐与沉思交给了
在地图上厮守“南雄”的这片土地、自
然与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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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倒于地的时候

天刚破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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