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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短小说

想象，为生活插上翅膀

雪线巡逻（中国画） 陆千波作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第4835期

今年的春天，来得并不晚，虽久居
陋室，隔着窗，我也能听到春的脚步。

我恍然想起汤显祖《牡丹亭》中的
话，“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但在
庚子之年，人虽未入园林，隔着口罩，我
却分明闻到了春的气息。

一

我仿佛看到颐和园的西堤，粉嘟嘟
的山桃花开了。那昆明湖的碧水，就是
春天的眼睛，晶亮亮的。人站在佛香阁
上，似乎能看到遥远的黄鹤楼，能看到
珞珈山盛开的樱花。那泣血的樱花，今
年竟少了几分娇媚，多了几分如泣如诉
的悲壮，让人不禁想起惊心动魄的昨
天，有多少白衣天使在抗击疫情中，为
那座城市甘洒一腔热血，书写春秋。

21 世纪 20 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来
自全国各地和军队的援鄂医疗队，逆行
千里，星夜奔赴武汉，谱写了气吞山河
的抗疫之歌。在我的家乡内蒙古，有位
来自草原的白衣天使，她叫张文娟，被
人们誉为“樱花绽放、内心阳光”的“最
美护士”。她喜欢樱花，在奔赴武汉日
夜鏖战疫情“满月”的那天，她深情地写
道：“武大的樱花已经绽放……清晨的
一缕缕暖阳透过窗户洒在我的房间，这
一切仿佛在告诉我，战胜疫情的那一天
就快到了。”

那是一种悲情中的乐观，有谁知
晓，在她微笑的后面，是责任、是付出、
是眼泪。这位在武汉协和医院西院重
症病区工作的“80 后”，在一个陌生城
市，夜以继日，在与死神抢时间的肉搏
中，每天都要承受闷在防护服里的痛
苦，承受护目镜雾气模糊视线的不适，
承受撕下鼻贴那一刻的阵痛……无数
重症患者生命的春天，就这样被白衣天
使们“抢”了回来，她们的心灵要比樱花
还要纯洁美丽。

樱花开在了武大校园，遥望樱花丛
中，想到往年人流如织，今年近在咫尺
的武汉人也只能在心里回味了。此刻，

我的心也随着万寿山的那片云朵，飘了
过去，飘到那一朵朵樱花丛中。3月 29
日，5束鲜花摆放在武汉泰康同济医院
的病房里，那是进驻感染十一科的军队
医护人员为最后 5名治愈患者准备的礼
物。这个科创造了治疗过程中无一例
死亡的纪录。这是一支过硬的团队，科
室主任丁盛、副主任童成民、副护士长
陈娟和护理组长梁瑜 4人参加过小汤山
抗击非典战斗，护士长刘小燕、护理骨
干冯延延等 4位战友曾赴利比里亚抗击
过埃博拉病毒。他们自 2月 14日入驻
泰康同济医院以来，坚持每天对病人进
行病情评估、提前预警、及时治疗。救
治过程中，有 5名患者曾报病危，他们共
实施 9次抢救，全部成功。但在光鲜数
字的背后，又有谁知道在弥漫着消毒水
味的病房里，在呼吸机频繁开启的日日
夜夜，可爱的白衣天使为了抢救生命，
承受了多少艰辛和痛苦呢？家住武汉
市青山区的陈女士是最后一位出院患
者，她在 3月 12日被确诊为新冠肺炎后
转入科室治疗。痊愈出院时，她心情异
常激动，为纪念与军队医护人员的特殊
缘分，她把严格消毒过的病号服打包装
进了行李箱。离院时，她手捧那束怒放
的鲜花，与当班的全体医护人员合影留
念。我从那幅照片上看到了挂着露珠
的鲜花，开得那么真诚，开得那么美丽，
我也从中感受着春天。切莫小看那束
饱含深情的鲜花，感受了春天，仿佛就
感受了磨难中赢得的人生。

二

思念中，我仿佛又登上八达岭长城
的古城台。杏花坡花飞草长，荆花谷浅草
泛绿，蛰伏了一冬的春天，睁开了这双看
世界的眼睛，方发现这个春天，是个不平
凡的春天。漫步古长城，随便踩一脚便是
历史，无意迈一步便是传说。远处断壁残
垣的长城，会让我联想到历史的风云潮
起；那近处堞墙垛口相望的古城台，会让
我联想到远在武汉的起义门的城楼。

3年前去武汉，我去了武昌古城的
中和门。城门上有重檐歇山顶城楼，朱
柱青瓦，斗拱飞檐；城门上方嵌有长方
形石额，镌刻有叶剑英元帅手书的“起
义门”三个大字。1911年 10月 10日，起

义的湖北新军工程营，率先夺取了中和
门，使得南湖马炮营从此门入城，在城
头架炮轰击了湖广总督府，故被历史学
家称之为“首义胜利的开端”。

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一座面对
苦难从不屈服的城市。在抗疫的日子
里，活跃着无数支志愿者队伍，他们冒着
被病毒感染的风险，为这座城市奔走，像
春光一样普照着大街小巷。他们中间有
医护人员、出租司机、快递小哥、外卖小
哥、公职人员，还有无数不知道姓名和职
业的好心人。让我们听听他们中间，一
个名叫徐和璋的小伙儿的亲历吧。
“除夕那天，武汉疫情严峻。我刷

朋友圈，看到有朋友说需要志愿者，我
就加了那个群，当天下午就开始了志愿
服务。当时，只是想着刚好趁假期休
息，能做一点事情，结果做着做着就发
现疫情越来越严重，春节假期还延长
了，我就一直坚持下去了。”

在武汉做志愿者的特别多，一开始，
大家接送医护人员就像战士上战场打冲
锋一样，有时刚看到有接送的消息，电话
打过去，得知志愿者司机已在路上了。
为了多干事，徐和璋一口气加了 20来个
志愿者群，基本上都是500人的满群。

2月 14日，武汉迎来强降温雨雪天
气，当得知广东医疗队急需雨衣雨鞋
后，他和队友们想尽办法联系到货源，
顶着狂风暴雨、穿越电闪雷鸣，深夜里
一路疾驰 50公里，将物资送到广东医疗
队在汉南的驻地。

从除夕至今，徐和璋开着自己的车，
每天主动领受物资采购和运送任务，早
上 9点出门，到凌晨 1点左右才回家，每
天行程平均超过 400公里。这就是英雄
的武汉人，这就是不屈的武汉人。我之
所以把志愿者比做明媚的春光，是因为
春光能照亮人的心房，是因为春光能温
暖人的身心。可爱的志愿者用行动，书
写了一个人和一群人的战斗成长。

三

思念中，我宛若漫步在长安街上，
眼看着红墙下的白玉兰花开了。那故
宫金色琉璃瓦檐下，偶尔伸出一枝春
花，莫非春花也生出了一双春天的眼
睛？我仿佛又登上故宫的角楼，远眺到

龟山下的古琴台。相传春秋时期，俞伯
牙在此鼓琴抒怀，唯有钟子期慧眼识其
音律，深知伯牙志在高山流水。伯牙以
“人生知己”称谓子期。第二年，伯牙又
过龟山，惊悉子期病故，悲情中破琴绝
弦，终生不复鼓琴。后人念其情谊深
厚，故在此筑古琴台以示纪念。

重情、重义，自古就是中华文化的
情感元素。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赠汪
伦》就抒发了这一感慨。全诗描绘出一
幅“一往情深，江山难阻”的诗意画面，
一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
情”，更将“送别”推送到更高的精神境
界。而今，在武汉，在湖北，一场依依送
别情，堪称空前绝后。这源于从 1月 24
日到 4月 8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多支医
疗队，带着慷慨赴国难的悲壮，浴血奋
战，与湖北人民一道实现了疫情局势的
大逆转，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取得
决定性成果。

一幕幕壮观的“送别”场景闪亮
了。湖北人民以最高礼遇送别来自大
江南北，长城内外的“知己”。一位上海
援鄂医疗队员用手机记录下归程中，武
汉市民送别的动人画面：一大早，成千
上万的武汉市民手持小红旗，自发地夹
道欢送。一路的“再见”，一路的“谢谢
你们”，不绝于耳。生活在武汉的弟弟
告诉我，当时连正在隔离中的武汉市民
都站在自家阳台上挥手欢送。行进中
所有的车辆都自动停下来，致敬鸣谢。
有人下车呼喊着“武汉人民谢谢你”，有
人怕戴口罩不能传递出内心的敬意，用
手语不停比划着爱心。去机场的一路
都有摩托车队和警车开道，沿途所有执
勤警察都在庄重敬礼……

在那一刻，重情的武汉哭了，送别
的武汉市民哭了。

眼下，新冠肺炎疫情尚未解除，且
在全球蔓延肆虐，中国和全世界都为此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今天的送别，不意
味着抗疫的结束，我们尚需时刻准备
着。一颗颗滚烫的心，把积攒一冬的碧
绿，都撒在春天里，让心海泛起绿洲，让
心田绽开花蕊。这是春天的眼睛，伴着
缕缕花香，伴着盈盈春水；这是春天的
送别，千里相送，充溢着人间的大爱真
情，这个春天来之不易，我们当属见证
这个春天的主人。

春 天 的 眼 睛
■剑 钧

当排长武锋拖着自己的影子走上山
岗时，大呼小叫的洗漱声灌满了他的耳
朵。这声音是排里战士制造的，此时，他
们正在山下帐篷前清理着一天积攒下来
的灰尘。前几天，他也是这声音的合唱
者，可此时，这声音让他听起来很是刺耳。

四月的山外，小草已绿成了片。身材
高大、虎背熊腰的武锋，用目光梳理着眼
前的小草。军校毕业的他，曾乐观地想，
凭自己一身的兵味，与战士打成一片不成
问题。事实也是，当了排长，他根本没有
“水土不服”。就说那次障碍考核吧，下午
训练接近尾声时，旅里来考核，战士们体
力消耗得差不多了，都很打怵。武锋二话
没说，第一个站出来，只见他两眼圆睁、吼
声震天，不仅创下了自己的新纪录，也极
大地鼓舞了士气。武锋一战成名，很多人
都知道了他这个“拼命三郎”。

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武锋觉得战
士们开始提防他了，这种提防不是硬碰
硬的，是那种软绵绵的难以斩断的提
防。他本想问问班长，却始终没张开口。
“排长，你光顾着看风景了，快回去

吃饭吧。”老兵张强的话音，将他从胡思
乱想中拉回来。

张强比武锋晚当两年兵，但他老成
沉稳，在大家心目中很有威信。武锋想，
自己何不趁这工夫跟他唠唠？于是，拍
了拍石头，说：“再坐一会儿。”
“不抓紧饭菜都凉了。再说，还有半

小时晚点名，时间少了，都不够你用的！”
不知是气温下降的缘故，还是张老

兵的话点到了武锋的痛处，他浑身一激
灵，问道：“我想抓全面一点，不好吗？”
“眉毛胡子一把抓，就把班长给架空了。”
可不是咋的，每次晚点名，班长讲评

都是草草收兵！原来，自己把班长的活给
干了。武锋紧走两步撵上张老兵：“我批评
人过重，是不是也影响了大家的情绪？”
“我当新兵时，走正步老不能步调一

致，每到练正步时心里就打怵。”张老兵
没有接武锋的话茬儿，自顾自地说：“班
长悄悄地跟我说，我知道你要强，踢不好
正步是因为你太要强了。别把走正步看
得太重，管保你能踢好。我按班长说的
做了，后来真的取得了好成绩。”

张老兵的话，看似漫不经心，却句句
点到了武锋的心坎上。

当天的晚点名，武锋讲得言简意赅。
轮到各班长总结时，他悄悄地转到一棵大
树旁，听见各班长不但把他想说的话说
了，而且更有针对性。武锋的脸红了……

再训练时，武锋将要训的内容明确
后，不像以前那样四处巡视了。

就在武锋感觉与战士们的关系又日
渐回温时，没想到张老兵却让他在众人
面前掉了链子。

那天在软梯上练射击，武锋就像荡
秋千一样，双腿老夹不死软梯。正当他
懊恼时，就听张老兵大声喊：“战友们，武
排长练软梯射击真够绝的，快都过去学
两招。”

战士们很快围了过来。武锋骑虎难
下，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武排长太谦虚了，咱也来一遍。”张

老兵说着，攀上软梯。张老兵的身手可

真利索，武锋不得不在心里佩服。
“想不想让我教你！”没想到张老兵继

续向武锋出招。武锋刚想发作，转念压住
了自己，红着脸说：“我这确实欠火候，请
班长再示范一次。”
“好！看我的！”外行看热闹，内行看

门道。经张老兵这么一点拨，武锋兴奋
地说：“原来如此！”武锋一口气练了 5
遍，直到张老兵带头给他鼓掌。

这事过去没几天，张老兵又让武锋
丢脸了。那天上午进行解救人质训练，
大家都累得东倒西歪。这时，就听张老
兵满腔热情地吼起来：“武排长想给大家
唱支歌，大家说要不要？”

武锋五音不全，兵们都知道。听张老
兵这么一吼，都扯着嗓子喊：“要！要！”

在连队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每当经
过超强度的训练后，为缓解大家的疲劳，
总会找一两个人出来闹一闹，大家在笑
声中不知不觉就恢复了体力，训练时照
样“嗷嗷”叫。平常，干部很少成为被捉
弄的对象，闻听张老兵又拿自己说事儿，
武锋臊得脸红脖子粗的。可张老兵哪肯
罢休，继续兴高采烈地嚷嚷：“让我们用
最热烈的掌声，请武排长闪亮登场。”

武锋没辙，只得硬着头皮接招儿：“战
友战友亲如兄弟……”武锋刚一开唱，战
士们便“哈哈哈”地大笑起来。“如果能消
解战友的疲劳，牺牲我一个也值了。”武锋
也不管跑调不跑调，嗓门更高了。战士们
笑得越开心，他唱得越起劲儿。

武锋唱完一段，又唱起第二段。此
时，战士们不约而同地收住了笑，和他一
起唱了起来，那整齐响亮的歌声穿过春
天的山野和云朵，也穿越了心与心的距
离。听着战士们高昂的歌声，武锋的眼
睛突然湿润了……
“谢谢你，让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晚饭后，武锋真诚地对张老兵说。
“战友战友亲如兄弟，步调一致才能

得胜利嘛！”张老兵不好意思地笑了。
“嗯”，武锋突然想起了什么，说：“我

想跟大家商量商量，周末咱组织场球赛？”
“这还商量啥，大家都巴不得你早点

组织呢！”张老兵说完，扔下武锋一溜烟
地冲进了帐篷……

位

置

■
韩

光

渡江第一船
■黄亚洲

想象最激烈的事情，最好选在

寂寞的时刻

就譬如现在，在江边

看江鸥，叼起一朵浪花

补充雪白的云朵

看岸上，树站着，花蹲着，草坐着

彼此都不吭声，默默享受夕阳

然后，就想象几十条船桨把长江

泼上天空的激烈

想象长江在无数狂暴的针灸里

突然翻身的壮阔

想象“渡江第一船”直接刺入滩涂的

那一刻

想象整个中国江南，抖动了一下

显然的，这根针，在芜湖市繁昌县

刺准了穴位

都说一首诗要有诗眼

应该说，这个穴位，就是我

这首小诗的诗眼

我歌唱“第一船”的这次精确的

撞击，是因为我了解这艘船

它是从我的第二故乡嘉兴南湖起航的

在一九四九年，它已经可以

同时，划动将近一千万支船桨

现在，走过我眼前的

是一支很长的船队

低沉的汽笛拉动黄沙、石子和煤炭

我当然也认识这一队船

它们是“渡江第一船”的直系后代

这支船队

拉动和平与建设

在寂静的黄昏，对于船的想象是必要的

无论激烈，无论平缓

对于针灸的想象是必要的

中国从躺着、坐着、蹲着，到最终

跳了起来

父亲的家乡是江西于都。80 多年
前，中央红军就是从那里踏上战略转移的
征途。父亲说，那是一个秋凉的夜晚，中
央机关和中央红军部队从周边百十里集
结到那里，许多人还打着赤脚，穿着单衣，
他们心头不约而同地闪着一个信号：准备
出发，去远方。

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
号称百万的敌人从四面八方向根据地合
围，夜幕中已经能够听到远处的炮声。

师政委萧华带领近万人的少共国
际师，在一个叫石城的地方阻击敌人。
他们奉党中央指示，凭借手中土枪、大
刀，甚至石块、木头，要将三倍于己的敌
人阻挡在红色根据地大门之外，为中央
机关和主力部队集结争取更多时间。
他们最后的武器是用拳头、用牙齿，直
至抛洒自己的热血。那一仗，萧华的少
共国际师损失近 5000 人。当萧华完成
阻击任务，带着浑身伤痕来到河边时，
他看到了迎风招展的红旗和连绵不绝
的火炬。

那晚，父亲没有向他年迈的母亲告别。

父亲从 1928年参加红军起，早习惯
了说走就走、说打就打的常年征战。尽
管他的家乡就在百里之内，可 6年中他
从没有回过家。那次出发，他和大多数
战友一样似乎只是一次重复，重复多次
的转移和出征。但那一次，每个人心里
似乎都不像往常那样轻松，不光是因为
打了败仗，仿佛还有一种“壮士出征远
行”的预感。

集结和出发的命令是保密的。即使
是相当一级的指挥员，也不知道去哪里。

团政委杨成武参加革命后也是多
年没回家了，老父亲带着乡亲从长汀老
家赶来，想见儿子一面。当杨成武真的
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老父亲流泪了，
他用手抚摸着杨成武的头说：“你走，怎
么也不打一声招呼，把你妈妈和我想得
好苦。”这是杨成武参加红军后第一次
见到阔别 6年的父亲。父子分别后，杨

成武又从于都出发，参加了长征。
父亲是在于都河边长大的。他说，

小小于都不到 30万人口，在红军即将踏
上转移征途时大约有 6 万多人参加红
军，还有数以万计的人当了民工。

为保证红军顺利渡河，军民联手在
于都河上架起浮桥。部队傍晚行动，凌
晨时拆除浮桥，一连三天大军转移，敌
机都没有发现，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80多年前的那个夜晚，中央机关和
中央红军从于都五个渡口过河，踏上了
征途。被留下的“一大”代表何叔衡用
清水邀来林伯渠、徐特立等老友，做最
后的话别。

每个渡口都有不少前来送行的人
流，有的是当地百姓送自己的儿子、丈
夫，处处能看到那种依依惜别、热泪沾
衣的场面；有的是因受伤和疾病被留在
苏区的战友，他们的告别更显出一种壮

烈。后来担任共和国国防部长的耿飚
回忆，他永远忘不了一位双目失明的排
长，逐个地抚摸与他生死与共的战友，
干涸的眼眶里已淌不出泪水。

送行的人举着火把，把带来的菜团、
红薯、鸡蛋和像样点的被子、衣服、草鞋，
塞给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他们说得最多
的一句话是：“你们可要早点回来呀！”

出征的人回答：“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那个夜晚，红旗在夜空中招展，人

们朝着红旗指引的方向聚拢着、行进
着；无数的火把组成一条条发光的长
龙，蜿蜒着、起伏着，好像要把远方的黑
暗吞噬。

父亲不知道，他们正在创造着人间
一个伟大的奇迹。

父亲说，那个夜晚毛泽东走上临时
搭建的浮桥，回头眺望着经营了 6年多
的中央苏区，回想那时分田分地、“收拾
金瓯一片”的热烈场景，他毫不怀疑，他
们一定能够回来。

父亲说，他家乡那个叫葛坳的小山
村有 60多个青壮年当了红军，到新中国
成立后能够联系上的只剩下3个人……

多年后，父亲在弥留之际还在提起
那个夜晚。父亲当时不会想到革命先辈
们这一双双铁脚板，在 15年后走出了一
个新中国。

去 远 方
■葛江洋

春天的灯火
■亚 楠

在春天，鸟鸣是大地

的霓裳。呼吸

绿色晨露，和喇叭花的梦

被记忆轻轻触摸

希望的暖流回溯

在凝望中，我循红船的指引北上

枪炮声，是送行的奏鸣曲

啊！薪火相传的人

追寻一个梦，也点燃了

春天的灯火

战 士
■程云海

信仰被一双又一双手传递

染红大写的历程

旗，映红年轻的坚毅

镰刀刈割掉杂草、枯枝

斧头劈开荆棘、野藤

攥紧的拳头里，一枚红五星

和星光辉映

急流冲刷过的骨骼

比石头硬

坚 守
■王近松

渐渐多起来，有不少人将鲜花放在坟前

有不少人，路过时

久久凝望，像是在等一声回复

七十多年烟云散步，唯有

前进的步伐，不曾改变

解放的消息，在鸟鸣里得到证实

在雨声中，得到答案

我们的民族，正是有着先烈的青春

他们爬雪山、过草地，在寒风中创造奇迹

才能在世界的东方昂首挺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