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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职业习性，我较为留意各地的
古城墙，觉得里面隐含着历史，也衍生着
未来。

有一次到陕北榆林市郊，在一个连
队的院落里望见不远处的古城墙，虽然
外层剥落，但土坯一直不垮，感觉过去是
很雄伟的。士官小郝对我说，要说雄伟，
肯定比不上北边的镇北台。镇北台我有
些印象，游牧民族的书里常有叙述，没想
到足迹所至已很靠近了，便想去看看。

镇北台坐落在榆林城北四公里处的
红山顶。我们在山脚下了车，向上仰视，
镇北台居高临下，气势雄壮。台子共有
四层，底层是宽大的基座，每上一层，台
围缩小一圈，四边是过道，城墙设有垛
口，顶层可极目远眺。从台下碑记读得，
很早以来，蒙汉边民常有往来，在榆林红
山周边设有互市，自由交易货物，经济繁
荣。但是，北方游兵匪寇经常突袭，抢掠
货物，军民措手不及，损失惨重，令人痛
恨。明朝成化十年，延绥镇巡抚余子俊
下令修复榆林长城进行拦截。万历三十
五年，延绥镇巡抚涂宗浚命令修筑镇北
台，坐落在长城南北显要处的红山之上，
易于观察敌情和互市情况。守军居高望
远，勇敢迎战，多次成功抗击游骑突袭，
换来了边地的安宁和繁荣。

从下往上望去，城门上刻着“镇北
台”三个大字，笔画粗壮，遒劲有力。小
郝指着台门对我说，你看那个“镇”字，一
边是金，一边是真，只有真枪实干才能镇
得住呢！啊，说得形象、说得逼真，直接
揭示了本质。还是基层的人有着鲜活的
体会，他们盘马弯弓、枕戈待旦，时刻处
在警惕中。

榆林一域，地韵沧桑而沉雄。古诗
中的“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就涵括
了榆林长城；“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
闺梦里人”，无定河就在榆林。范仲淹
52 岁霜染鬓发之时出任陕西经略安抚
招讨副使，54岁写下《渔家傲》：浊酒一
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
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我眼前不断浮现出古代将士横刀立
马、傲视敌阵的画面，犹感“镇”字的内涵，
被演绎得无比辽阔和深沉。我想，延绥镇
巡抚涂宗浚如此命名，正是洞悉了榆林古
远以来的战难与忧患，更是深谙戍边镇守
的根本之道——沙盘推演，纸上谈兵，制
定方案，那永远是预想；面对紧张气氛、突
发情况，还是要正面迎对、真枪实干。这
是戍边镇守的根本维度吧！

有意思的是，西北这一块，很多地
名取得刚毅自强，像是一地风气的显
露，如武威、酒泉、武功、金城、武都、镇
宁、长武、天水等，军民士气昂扬，敢于
任事，历代史书把他们的武功文治写尽
了。榆林亦不例外，杨家将抗辽的主战
场就在这一带，三代人勇敢征战，以弱
小力量迎对辽之大军，数次力挫敌手，
喋血黄沙，以至满门忠勇，落满汗青。

戏剧里一直唱：“我杨家投宋来不用人
保，白龙马梨花枪苦挣功劳。”这是传颂
镇守的勇毅，狭路相逢勇者胜。文无第
一、武无第二，迎战必有付出，患得患
失，寸土难保，甚至明知力量不够，也要
拍马而上，敢于直面强敌。

站在镇北台上，我想起一个人来，
不知他是否到过镇北台，但觉得他深得
“镇”字之意。转战陕北时，彭德怀面对
数倍于己的对手，为镇定军心民心，他
不撤一兵一卒，带领不到二万人的队
伍，在陕北的沟沟岔岔里辗转奋战，经
过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等一
系列大小战役，击溃胡宗南的 20万王牌
军，一年时间收复了延安。这场战役
后，陕北再没有发生过军事战斗，大地
一片安宁。

宁静更让人深思，其实这场保卫战
把“镇”字的意蕴诠释得淋漓尽致——大
敌当前、审时度势，首当其冲、舍我其谁，
大局成败、系吾一身。转战之前，彭德怀
是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陕北的部队
又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贺龙指挥，
但贺龙在处理晋绥问题不能回延安。彭
德怀对这场战役思考了很久，主动向党
中央建议成立西北战场指挥机构，请求
暂时由他来指挥，并分析了我军准备的
不足。中央对他的有备主张极为赞赏。
这场战役与坚守井冈、抗美援朝一同成
为彭德怀一生经历的三次临危受命。纵
观他指挥的漂亮战役，无不显示出对
“镇”字的独到理解和铿锵书写……

千百年来，无数疆防士卒用“何须马
革裹尸还”的慷慨和悲壮，竖立了一座座
“镇北台”。现在，祥和早已煙没了四起的
烽火，但“镇”字的神韵永远镌刻在了历史
的画卷和军人的心中，时间愈久，愈加熠
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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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这是一条再普通不过的路。毫无特
色的青色水泥地，两侧都是草草木木，散
发着夏季青草所特有的那股芬芳。

我便是在这条路上下的车。作战靴
敲在水泥路上“嗒嗒”作响，怀揣着忐忑与
紧张，我快步走向队伍。

他站在队前，是我们八班的班长。不
是很高的个子，迷彩帽遮住了他的半张
脸，略黑的皮肤，娃娃脸，是个清秀的南方
相貌。他的眼睛很好看，不知是不是眼里
有我们背对着的阳光，总是亮晶晶的。

然而，几天下来，与他看起来温和的
面容大相径庭，他是一个非常严格的班
长。在营房门口站军姿时，他总是最较真
的那一个。走队列时，他也是。
“当兵就要有个当兵的样子！”与其他

班长不同，他会毫不留情地点出某个走错
步子或是不认真走队列的人，然后一点点
示范，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纠正。他认真
严格的口令声和脚印一并留在了路中央。

有关系好的外班同学问我，怎么你们
班长那么凶啊。我几乎是脱口而出，对我
们训练要求严，是好事。我看见同学明显
不相信的神情，抿了抿唇，没再说话。

有他在，我们班的内务、队列会操等
各项评比总是遥遥领先的。业余时间，在
一定的尺度内，他也尽可能地让我们的日
子过得舒适些。

有人说，他那副坚持原则，对自己的
兵不抛弃、不放弃的样子，看起来特别
帅。听了这句话，我看到八班同学们眼里
都绽出骄傲的笑意。

那天晚上解散前，他站在队伍前，似
乎有很多话想说，但酝酿了半天，只说了
两句。
“我后天走了以后，你们就做好自

己。记住我说的话，当兵就要有个当兵的
样子。”

不知是谁先红了眼眶，微微泛起的泪
珠被夏夜的风卷走，卷入浓浓夜色之中。

他走的那天，我不停地抬头看教室墙
上挂着的钟表，算着他要走的时间。终于
下课的，突如其来的大雨扰乱了所有人。

队长找人去取我们的雨衣，可有同学
焦急地向队长求情，“我们不用雨衣，我们
可以跑回去……”再晚就送不了班长了。
是的，这是大家心底的声音。

雨衣终于送来了，大家踏着已被雨水
完全覆盖住的水泥路向营房飞奔而去。
水泥路头一次那么长，望不到尽头。

我伸出一只手扶着有些下滑的雨衣，
边跑边抬头看着前方。陪我们走了这么
多次的水泥路还在，只是他的身影却隐匿
在雨中，无影无踪。

我和同学停在台阶前方，呆呆地看着
这条路。听站岗的同学说，班长们走的时
候便是站在这里，等待着我们的到来，和
最初一样。

这条路，我们会像他教我们的样子走
下去的。

我们的路
■张如茵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为了解放这座古城

七十年前的那一仗

淹没了他们的姓名

八十一位烈士只留下

这座共同的无名墓碑

为何今天如此和谐恬静

是这座墓碑

支撑着古城历史的天空

烈士的生命

植入了大地

信念与理想

在这片热土上扎根传承

成九列九行的坟茔

像当年严整的队伍

凝成了永恒的神圣

耸立的无名烈士墓碑

像当年警戒线上的哨兵

守望着战壕里的那个梦

无名烈士的墓碑

堡垒一样的坟茔

成为古城的又一处名胜

赤诚着后来人的信念

无名烈士墓碑
■巩怀书

云压低了山

山喘着气，吐出一团团雾

犹如兵家布的阵

没有树木，见不到牛羊

黝黑的群石，出没在云雾中

总是摹仿生命的形象

无须仰望，山顶便是云的家

看不到神仙

住在这接近五千米高的地方

只是自己

山坡上，长满了一种不知名的小草

比苔藓略高

顽强地开着紫红色的花

一个老兵说——

在这里看了十六年的云

它总是来到身边，又离去

多想留住一朵孤独的云，陪伴它——

几天或几个月，和它畅谈天地

它却不应答

也不管前面是不可逾越的边境线

云的家
■禺 农

这个老兵，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脸上闪着高原红

恰似那些紫红色的花朵

盛夏，热浪炙人。而火箭军某基地
深山演兵场却另有一番景象。

清晨，大雾弥漫。白茫茫的雾霭锁
住了高原苍茫的群山、溪谷，能见度只
有七八米。气温骤降到八九摄氏度，洗
尽夏日的炎热，让人感到清爽舒适。

此时，这座神秘军营正在酝酿着一
场由近百名旅团主官和参谋人员为主
角的军事大比武……

一
随着一阵阵汽车马达声，几台军车

呼啸而至，一群全副武装的军官呼喊着
气冲云天的口号，径直跑到比武检录
处。走近细看，哇！全是基层部队独当
一面的旅长、团长和政委以及参谋人
员。从他们紧锁的眉宇和凝重的脸庞
上，可以感受到“大战”在即的紧张、挑
战。因为这次比武非同寻常，没有题
库、没有预演，完完全全是无预告、无范
围、按“实战预想”的真刀真枪比拼，尤
其是不分军事、政工岗位区别，在同一
平台上比技能、亮剑法，排出指挥打仗
的名次顺序，让“优者”披上能谋善战的
荣光，“劣者”戴上能力素质不足的“紧
箍咒”。这些平时叱咤风云的掌兵人，
收起往昔威严高深的目光，平心静气地
接受考验，倒逼着自己练谋略、练指挥、
练打仗，给部队练兵备战淬火加钢。

比武传统课目是按图行进。考核
组给每位比武人员发放拥有 6个点位的
坐标任务卡片和一张军事地形图，让他
们在地图上标定坐标，负重在陌生地域
寻找6个任务点位。时间是 2个小时。

在浩瀚军史中，我军徒步奔袭有几
个经典事例。比如长征期间飞夺泸定
桥，红军一军团第 2师第 4团，一昼夜徒
步飞奔 120 公里，平均每小时急行军 5
公里山路。再比如解放战争时期，晋察
冀一个野战军 20小时急行军 120公里，
平均 1小时奔袭 6公里，取得了清风店
战役的胜利。而这次单兵按图行进比
武，与战争年代相比，行军总里程少多
了，但行军速度却比较快，必须每小时
行军七八公里，才能在允许时间范围内
到达终点，否则成绩就是零。
“啪”的一声发令枪响后，第一组人

员快如脱兔般消失在白茫茫的雾色之
中。对于某旅旅长李俊来说，按图行进
驾轻就熟。他经历过作训参谋、作训科
长和处长岗位的历练，对军事地形图了
如指掌。地图上每个符号、每个线条、每
个标识，在他脑子里可以迅速转换为高
山、河流、公路、村镇等，在眼前形成一幅
幅活灵活现的大自然画卷……只见他一
边在山路上快步急行军，一边掏出地图
瞟上几眼，核校自己的行进方位和路线，
确定路边的景物与地图上的标定物高度
吻合，他内心不由得涌上一种兴奋、自

信，好像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他
最终以 88分钟时间到达终点，成为最快
完成按图行进课目的旅团主官。

然而，对于个头不到一米七、体重不
足 60公斤的团政委石祖明来说，则是另
外一番情形了。多年从事政治工作的他
对学用军事地形图也很用心，把驻地的
地形地貌丈量了个遍。可面对这里陌生
复杂的环境，再背上 20多斤重的负荷，
他显得有些吃力。石祖明边急行军边适
应，在脑子里逐渐缩小军事地形图与自
然环境的差别。可是一念之差，前两个
点位已擦肩而过了，在惊愕中他额头渗
出了一排冷汗，心里不由得有点慌乱，但
在忐忑中总算顺利找到第三点位。

时间如金，不可后退，只能向前、再
向前！石政委翻过一座高山、蹚过一条
河流，裤腿鞋子全都湿透了，冰凉的泥
水浸泡着双脚，左小腿突然出现痉挛，
一下子摔倒在山坡上。但他无暇顾及
疼痛，咬紧牙关站了起来，继续向前，一
鼓作气陆续找到了其他点位，顺利完成
了打卡程序。此刻，距离终点大约还有
3公里，而时间仅剩下 20多分钟，也就
是说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到达终点，否则
就前功尽弃、劳而无功。

面对体能极限的挑战，石祖明奋力
加快了前进步伐，向终点发出决战的快
速冲刺……当冲到终点时，他终于赢得
了对于他来说最理想的成绩。

二
实战标准是最高标准。
高强度按图行进课目后，大家还

没有来得及喘口气、稳稳神，“嘟嘟
嘟——”的哨声又响了。队伍迈着铿锵
的步履走向手榴弹投掷、战场救护、指
挥通信、核生化防护、手枪射击等 5个课
目的比武场。

这时，微微的山风已将雾霭吹散，
太阳高悬头顶，像一个巨大火球，喷射
出火辣辣的光芒，也有了新疆“早穿棉
袄午穿纱”的浪漫。

而严酷的考验让主官们怎样也浪
漫不起来。在手榴弹投掷中，平时训练
时的徒手投掷变成了实战情况下的全
副武装投掷。对于身材魁梧的某团政
委刘哲来说，投弹本是他的拿手好戏，
一甩胳膊起码是 60米开外。可在 20多
斤重的装具束缚下，他试投了两次均没
突破 30米，心中着实苦恼：这样的成绩
如何向战场交卷！

刘政委只能逼着自己“挖潜”了，先
将背包带松一松，获得身体局部短暂的
宽松，再做一套胳膊伸展运动，活络身
体，激活肌肉机能。随后，他手持一枚
手榴弹，扯开嗓子大吼一声，投出了 41
米远的成绩。这是一个不错的示范，其
他人似乎也受到启发，像他一样助跑、
扭腰、甩臂，爆发出最大威力把手榴弹
投向远方。

手枪射击设置在了一个绿色环绕的
山坳里。午阳斜照、大地生烟，地表温度
高达近 50摄氏度，犹如滚烫的地火。随

着考官的统一号令，比武者到达百米开
外的指定位置后，立即进行立姿射击，必
须在3分钟内完成5发子弹的射击任务。
“砰砰砰……”的枪声此起彼伏，枪

管里一闪一闪冒着火焰，丝丝硝烟袅袅
飘出，在烈日照耀下绽放出幽幽光泽。
手枪射击是旅政委张芳辉的拿手好戏，
曾打出 5发子弹 48环的好成绩。但此
时非彼时，连续几个课目比拼下来，身
体已疲劳至极，双手似乎不听使唤，有
点颤抖……他努力气沉丹田、放松手
臂，用右眼瞄准靶心，迅即连续扣动扳
机，来了一次快速连射，子弹在靶子后
面的土墙上打出了一朵朵“土花”。

自动报靶器报出了 41 环的成绩。
对于张政委来说，这个成绩不算特别
好，但因为带实战背景、按实战要求的
快速射击提升了射击难度，无疑也增加
了成绩的含金量。

三
中军帐锤炼胜战思维。
如何让旅团主官胸中韬略丰富起

来、指挥思维厚实起来？考核组专门
设置军事理论质询答辩比武课目，考
察指挥员作战运筹能力和特情临机处
置本领。

比武现场，3名电脑系统操作员严阵
以待。场内悬挂着“五行不定，输得干干
净净”的醒目标语，极具视觉冲击力。这
句 10个字的哲理名言，是刘伯承元帅在
上个世纪50年代出任我军军事学院院长
兼政委时，谆谆告诫全军高级指挥员的，
这也是刘伯承基于20多年血与火战争洗
礼的内心感悟。考核组将其布设在比武
场上，是告诫、警示还是提示、要求？

透过时空隧道，仿佛看到那束战
场制胜的犀利目光，看到刘伯承伫立
在抗日敌后根据地、巍巍大别山、淮海
前线眺望战争风云，凝神思索战争的
神秘诡谲……此刻，中军帐内稳坐着 7
名军师团领导组成的考官方阵。他们
一个个正襟危坐、目光炯炯，每个人的
脑子里存储着部队备战打仗的剑胆、剑
气、剑法，每位考官都可能成为一处“雄
关险隘”，逼出一条“锦囊妙计”。

比武内容首先讲述部队作战方案及
要点关键，而后随机抽点两名考官提问，
精要答辩处置方案办法。7名考官依据
综合情况进行打分，评判出比武成绩。

尽管每位旅团主官的陈述都经过深
思熟虑，但考官们一个个直击要害的追
问、叩问、反问，犹如寂静的潭水中投入
一块块巨石，激起了千层浪，给予参考主
官强烈的冲击。某旅旅长丁立虎在作战
方案陈述中，对参加力量的精确化编组
和精准化行动的设想相对粗疏，考官盯
着此“薄弱点”步步追问，让他脑门直冒
冷汗，高度紧张了一阵子。某团团长王
文清讲述防护力量与兄弟部队联合作战
样式，重视“平台联”“信息联”，而忽视了
“要素联”“全程联”“保障联”。考官对
“联深、联全、联细”层层深入、抽丝剥茧，
把“联”的迷雾渐渐驱散，让“联”的本质

露出全貌……
比武在考核与被考核的思维、理

念、战法碰撞中，将研究指挥、研究战争
的目光投向远方，似乎站在了未来信息
化战场的制高点，捕捉到了一束束信息
化智能化战争的光芒与元素。

四
兵强强一个，将强强一窝。
如果说体能、技能的比拼是旅团

主官基本功的话，那么比谋略、比筹
划、比指挥，以及用平台、用系统、用软
件就是比武的“重头戏”，也成为每位
旅团主官“浴火重生”必须闯过的娄山
关、腊子口。

深夜，深山军营的热浪已散去，万
籁俱寂，如银的月光营造出宁静的夏夜
之美。而参加比武人员的房间灯火通
明，有的在电脑前熟悉军用地图标绘，
进一步掌握指挥平台、系统和软件；有
的在部队作战方案里汲取灵感，力求吃
透制胜机理和内在逻辑；有的在研究作
战运用的特情、险情、危情，开动脑筋寻
找最佳对策……

圆月从天空的东边游移到了西边，
给树枝倒影下了修长的身影。旅团主官
们依然在挑灯看剑、摆兵布阵。因为他
们崇尚在运筹指挥中下硬功、扎硬寨、打
硬仗，以勤学苦钻提升指挥本领；而且他
们把比武看成真打实备的“预演”，力求
创最佳争第一，不负岗位职责所托。

果不出所料，当翌日早晨的暖阳洒
满演兵场时，他们毫无疲惫之态，一个
个精神抖擞、信心满满地走进了中军
帐，脸上写满了激情与豪迈、信心与希
望……

比武课目仍然是随机抽取确定，让
比武人员以某旅旅长角色想定作业，手
工书写指挥员作战指挥决心，电脑绘制
兵力部署和作战态势图，设计部队 11天
的作战流程安排。比武时间是 9个小
时，以不间断连续作业完成。

这是一场智慧与谋略、意志与力
量、视野与能力的综合比拼，智者见智、
勇者见勇。大家在各自“战位”上，思维
纵横驰骋于战场指挥的深层机理之中，
全方位、多领域、各要素缜密思考、精准
筹划……

连续在“战位”紧张奋战 9个小时
后，旅团主官们定下的作战决心、绘制
的作战态势图，各具特色、各有优长，可
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用不同方式、
不同招数塑造战场、设计打仗，在中军
帐里演绎出一个个出奇制胜的高招、绝
招、妙招，让指挥打胜仗的方式耳目一
新，令人兴奋。之前人们并不看好的某
团政委冯亚斌，力克群英、脱颖而出，超
越所有比武主官，最终成为作战筹划比
武场上的“黑马”，格外引人注目。

持续 36小时的比武较量激发出了
巨大的创造性、超越性，让指挥员提升了
指挥本领，也让战场制胜因素变得丰盈
起来。当然，这只是打仗前的“预演”，
最终的试金石还在未来战场。

突击 36 小时
■郭振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