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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第4862期

每每来到喜马拉雅山麓，总能看到
漫山遍野的红杜鹃，盛开的时候像早晨
的朝阳一样火红壮美。

官兵们说，这里的红杜鹃是英雄的
鲜血染就的，它是祖国边关最美的风景。

在红杜鹃最茂盛的地方，有两座小
小的坟茔，是官兵们为了纪念两位并肩
战斗过的战友，悄悄堆起来的。

烈士守卫着杜鹃林，杜鹃林默默讲
述着英雄的故事。

那是一次挑战极限的高原之旅。西
藏的冬季漫长而寒冷，尤其春节前后冰
雪封路，公路上几乎只剩下运输物资的
迷彩车队。部队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
中，探索实战化训练之路。因为驻训地
不能冬囤全部物资，只能依托运输力量
进行全天候保障。某特战旅军官杨超和
士兵张瀚，就是在这个时候请缨参战的。
“我是军需营房助理员，应该带队前往。”
“我是运输连驾驶员，又是共青团

员，我要用行动争取入党。”
车队出发了，杨超坐在驾驶员张瀚

的车上，车队行驶了数百公里后来到日

喀则市附近一个煤场。那天不凑巧，装
载机坏了，不能前推只能升降卸煤。杨
超说，既然是大块的煤，那咱就往装载
机斗子里抱吧。

杨超和张瀚的车拉的本是办公用
品，但他俩一直帮助其他驾驶员往车上
装煤。两个多小时后，他们把几台大车
都装满了块煤。每个人看上去都像是
从煤堆里钻出来的，连口水都是黑的。

车队沿盘山道下山。因张瀚经常
跑这条线路，杨超和张瀚的车行驶在最
前面。盘山道里高外低，路上还有积雪
和暗冰，就在一个转弯处，行驶在前面
的卡车因刹车打滑不幸翻下山崖。

车队停下来，战友们疯了似的冲下
山崖。山崖有几十米深，战友们把杨超
和张瀚从沟底救上来，连抬带抱，沿公
路拼命往驻地县医院跑。带队领导边
跑边打电话，很快，医院的救护车到
了。战友们轮换抱着他俩受伤的头，鲜
血把他们的衣服都染红了。

到了医院，经过 5个多小时的抢救，
杨超和张瀚还是没有苏醒过来……

处理后事时，官兵们情不自禁地想
起杨超和张瀚的许多往事。

索朗南珍连长说，那年外训，张瀚开
车给连队拉水，每天四个来回，100斤重
的大水桶要两个人从车上卸下来，再抬
到 50米外的连队炊事班，大卡车每次装
20桶水，一天下来要抬80桶水。张瀚白
天拉水、抬水，非常辛苦，晚上还坚持站
哨，经常累得腰都直不起来。连队驻训
两个多月，张瀚光膏药就贴了一大堆。

张瀚牺牲后，张瀚的母亲来到部队。
看着儿子住过的床铺，看着儿子叠得方方
正正的军被，看着儿子曾经摸爬滚打走过
的训练场，她轻轻抚摸着张瀚的革命烈士
批准证书，含着泪说：“我儿是光荣的，他
是我的骄傲，下辈子我还送儿来当兵！”

旅政治工作部主任回忆，那年在外
训地，他曾把杨超叫到一边，跟他说改革
开始了，干部超编多，他的职务可能调整

不了……已经任正连五年半的杨超马上
说，没关系，自己还年轻可以放一放。说
完，就跑去继续发放被装物资了。

卢睿昕是杨超的妻子，2014 年 8
月，他们在部队举办了集体婚礼。那天
快要举行婚礼时，另外七对新人都到齐
了，却怎么也找不到杨超了。当卢睿昕
穿着婚纱走到炊事班帐篷时，发现杨超
正帮炊事班准备集体婚礼的婚宴菜品。

看到新婚妻子有些不高兴，杨超憨
笑着说：“我看他们忙不过来，就顺手帮帮
忙。”后来在拉萨布达拉宫广场拍照时，杨
超深情地对妻子说：“爱工作才能爱生活，
爱生活才能爱亲人，我喜欢我的工作！”

杨超牺牲的前两天，卢睿昕给他打
电话，电话那头是杨超忙碌的声音：“老
婆，我现在有些事，晚上陪你聊。”

晚上11点左右，杨超打来电话说，后
天要给驻在山上的弟兄们送物资，等他回
来把单位的事处理完就申请家属来队，让
她和小孩来部队过个年。可是没想到，那
次电话却成了他们最后的诀别。时间过
去两年了，卢睿昕仍不愿相信杨超真的走
了，她只是觉得他太累了，需要休息……

杨超和张瀚牺牲在喜马拉雅山麓
的杜鹃林旁，杜鹃花还在繁衍怒放，这
是祖国边关最壮丽的风景，更是官兵们
缅怀英烈，用信念坚定守护的地方。

边关的红杜鹃
■马三成 雷卓立

报告文学（14件）

《群山的心跳》 王 前

《“听风”英雄》 邱树添

《迎着亚丁湾的海风》 黄海涵

《河那边的战友》 蒋 殊

《初心如此壮丽》 何建明

《永远的军姿》 徐 剑

《寻找功勋士兵》 吴东峰

《我们点亮星空》 姚杜纯子 王玉磊

《阅读父亲》 蔡小东 马晓丽

《重返战位》 余 艳

《一个共产党人的父女亲情》 张子影

《为了和平的天空》 郭晓晔

《突击，突击》 龚盛辉 吕 超 岑宣宇

《只为下一站高飞》 赵 雁

散文（12件）

《那年春节》 贾 永

《河流仍在流淌》 霍俊明

《从这里出发》 范咏戈

《生命的写照》 朱秀海

《厚赠》 刘兆林

《生命里的祖国》 剑 钧

《流淌的红脉》 李 瑾

《山中怀玉》 江 子

《杨家的饺子与茶》 李明颐 赵 奎 陈文龙

《我给最美退伍兵敬礼》 裘山山

《原上有骏马》 何 鸿

《英雄之心》 徐贵祥

小说（7件）

《雪花为什么洁白》 韩 光

《一支队伍路过乔家屯》 乔 迁

《春天浪漫曲》 贾 骥

《焰火星河》 冯 斌

《风中的战马》 黄振明

《礁盘》 陆颖墨

《跑道边的对话》 纪炫慧

诗歌（3件）

《听长调的士兵》 艾 蔻

《写在朝霞上》 杨清茨

《重走长征路》 黄亚洲

文艺评论（8件）

《宏阔壮美的航天“史记”》 丁晓原

《中国军事科幻片还会远吗》 王海建

《关于军旅诗的一次通信》 谢 冕 峭 岩

《写出历史的丰赡与宏阔》 丛治辰 杨庆祥 李 壮

《时代坐标与精神史诗》 刘 红

《军旅文学砥砺前行的见证》 徐怀中

《战鹰这样练就钢羽》 官玉华

《奋斗之志 宏远之情》 王争亚

故事（6件）

《前线》（上、下） 孙广远 朱 凡

《高原军人· 说不出的情由》 刘恒武 周 唐 马可鑫

《“小机枪骡”的故事》 王树仁

《炮阵》 柳力子

《高原志》 任逸飞

《李延培：堪比杨子荣的剿匪传奇英雄》 褚 银 谢 浩

雪山，冰凉

挂在上面的诗，滚烫

你吻过的钢盔，我戴在头上

不让死神靠近

英雄坡下，河水滔滔

流的都是英雄泪，高原兵的英雄花

不在胸前，而在脸上

开了一朵又一朵

越往西，风越硬，人越稀

面对空寂的荒漠，真想嘶吼一声

让草长出来

我想问问珠穆朗玛

你赤裸地站在高处，冷不冷

山，雪白，仰卧着

等待日月入怀

那山牵着一条河，昂首朝前走

走着走着，河就丢了

风很自由，但她的走向

有时由山谷决定

高傲的雪莲，也会侧着身子

给寒风让路，害羞的南迦巴瓦峰

总是躲在云朵后面

不让人看见她的真容

高原的太阳，离你很近

能透视你的灵魂

那棵枯树，伸长脖子问天空

啥时候下雨

干涸的河床，渴望雨来滋润

却被一场雪掩埋

戈壁很平，阳光下

没有阴影

哨兵走下山岗，拎着几颗星星

去唤醒沉睡的黎明

冈仁波齐踮起脚尖

想看看珠峰身边，有没有白云缠绵

无人区里

能听到一声鸟叫，那该多好

人迹罕至的地方

看见一只小鼠兔，都想打声招呼

走过沙漠

脚印被风抹平，好像没有走过

云端上的路，朝下窥望

看看是否有人来

白昼寂静，黑夜里，藏着繁华的梦

你在山下，月亮在山上

你在山上，月亮在天上

你在高原，爱人在远方

高原上的爱情，可以爱着生

也可以爱着死

白天兵看兵，晚上兵看星

看着看着，就退伍了

穿堂风，趁我发呆时

推开了思乡的门

故乡在东我在西

中间隔着，一场梦的距离

高原缺氧

失眠的时候，诗会悄悄走来

拉萨河水很清，掬了一捧又一捧

洗不掉脸上的高原红

月光再温柔

也抚不平，额头的皱纹

站在雪山顶上，扯开嗓子唱

无人欣赏

闪光的青春，散乱在草地上

后来，被雪收藏

荒原上，不会迷路

因为没有路

西西是条狗，驯犬员退伍后

它呜咽了好几宿

高原上的风，刮跑了旷野的石头

刮不走心头的乡愁

从高原下来，下意识地

抖一抖肩上的雪

回到内地，湿气扑在脸上

深呼吸，享受醉氧

在离天最近的地方
■党益民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一

今天，第八届“长征文艺奖”揭晓了。
其实，这是《解放军报》“长征副刊”

设立的一个非常简朴的奖项。但同时，
这又是一个令许多作家瞩目、令很多读
者“高看”的奖项，有的获奖作家所在地、
市的党报，用头版头条刊登过获奖消息；
也有不少作家在寥寥百字的简历中，还
不忘提及曾获得过某届“长征文艺奖”。

为什么要设立“长征文艺奖”？就是
为了奖励上一年度“长征副刊”刊发的优
秀作品，以提升文化副刊的刊稿质量和
艺术品位。
“长征文艺奖”评选的标准是什么？

一句话，就是作品的质量。为了体现公正
性，本报同仁的作品一概不参与评选。

为了奖掖文学新人，近年来，我们还
加大了新人新作的获奖比例。

这些获奖作品，作为上一年度“长征
副刊”发表稿件中的优秀代表，从一个个
不同侧面折射出人民军队在强军兴军征
程上向前迈进的身影。

放眼望去，“长征文艺奖”推动了“长
征副刊”的坚守与创新，使其正在军事文
学的沃土上不断焕发出勃勃生机。

群众渴望了解人民军队，所以关注
《解放军报》的“长征副刊”；官兵需要精
神滋养，所以愿意品读散发着精神光芒
的文学作品。
《解放军报》在创刊号上就开始刊登

文艺作品。之后，逐渐有了自己的副刊
品牌：“文化副刊”“进军号”和“文艺园
地”，1975年底更名为“长征副刊”。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长征副刊”关爱有
加，不时有诗词等文学作品在“长征副
刊”上发表。战功卓著的将军们，常将自
己的作品寄给“长征副刊”。军内外作家
艺术家也对“长征副刊”情有独钟，经常

惠赐稿件，一篇又一篇精品力作，通过
“长征副刊”走向全国读者。可以说，“长
征副刊”自创刊那天起，就通过文艺作品
焕发的精神力量，激励着全军官兵以高
昂的士气不断向前迈进，助推着人民军
队不断攻坚克难、在改革强军中一次次
实现跨越，凝聚起全军官兵从胜利走向
胜利的如火激情和战斗情怀。

今天的这个版面，已是“长征副刊”
的第 4862期。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
不仅仅代表着 4862 张报纸版面所汇成
的激荡的长河，更代表了中国军事文学
沃土的辽阔与丰饶。4862期版面，不仅
仅见证着一代代“长征人”的初心，挥洒
着一位位编辑的汗水，更展现着中国军
事文学的坚韧与顽强。

换言之，“长征副刊”不仅仅是一张
报纸的版面，更是一种历史的传承，一种
情感的凝聚。

二

去年 7月 1日，我们刊发了报告文学
作品《初心如此壮丽》，讲述了 1920年早
春，陈望道在家乡翻译《共产党宣言》的
精彩故事。那墨汁的甜味，正是信仰的
味道，也是一位共产党人应有的精神境
界与价值追求。
“长征副刊”自创刊以来，一直坚持用

文艺作品润物无声地传承红色基因。当
年，在长征途中的冰天雪地里，顶着“混沌
迷蒙的飞雪前进”的红军队伍里，那位为
了他人而自己衣着单薄最后被冻死的红
军军需处长，感染和激励了多少读者！其
实，这篇题为《丰碑》的作品，最早就刊发
于“长征副刊”第488期。本次获奖的《山
中怀玉》《阅读父亲》《寻找功勋士兵》《“听
风”英雄》《流淌的红脉》《写在朝霞上》等
作品，都是用今天的视角，生动的语言，重
新讲述着传统故事，续写着红色传奇，力

争通过精彩而感人的叙述，打通历史的隧
道，让红色血脉奔腾流淌。

在全媒体语境里，以文学的手段塑
造英雄形象、彰显血性情怀，也是“长征
副刊”一直肩负的重要使命。报告文学
作品《永远的军姿》讲述了老英雄张富清
坚定信仰，淡化名利的人生故事。《重返
战位》讴歌了用生命守护国家某重点试
验平台的老兵姜开斌等人的英雄壮举。

把笔墨投向基层官兵，把镜头对准
演训场练兵备战的火热生活，这是“长征
副刊”一直大力倡导的。话剧缩写本《前
线》及其相关评论，以历史的纵深感对照
现实，鲜明提出“要把自己定位于明天的
战争前线进行锻造并做军事斗争准
备”。《突击，突击》聚焦于“北斗”攻坚团
队敢于亮剑、勇于冲锋、无惧挑战的英雄
胆魄。《迎着亚丁湾的海风》《只为下一站
高飞》《群山的心跳》《我们点亮星空》等
作品，直面练兵备战一线，真实刻录官兵
的昂扬斗志和铁血情怀。

在此次获奖作品中，我们欣喜地推出
了一批年轻作者的作品。在《春天浪漫曲》
里，我们听到了青春的心跳，以及军营里的
浪漫。那些“亮晶晶的彩纸从舞台上空大
把大把地飘落”，何尝不是战士们放飞的心
情。在《焰火星河》里，我们看到了高原军
营里，刚刚巡逻回来的青年军官，用“信号
并不好的手机”，向爱人直播新年焰火。“他
们钟情于焰火，却爱成了星河”。这是戍边
军人用青春和生命写出的诗句。

当前，各种观念风云激荡，文化在
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作为党
报副刊，必须把引领文艺风尚作为重要
职责。在获奖作品中，我们刊发的《写
出历史的丰赡与宏阔》《时代坐标与精
神史诗》《中国军事科幻片还会远吗》等
文艺评论，全方位、多视角地对军事文
艺的走向做出判断，发出自己坚定而嘹
亮的声音。

三

我们正处于强军兴军的新时代，这样
的时代给军事文学以更加丰赡辽阔的题
材和视域。纵情讴歌强军新时代，理应成
为军事文学的主旋律，而这旋律里应该包
含着更加昂扬的基调，更加丰富的语言，
更加独特的视角，更加多彩的样式。

全媒体时代是信息传播的历史趋势，
文化副刊做好媒体融合发展的大文章，在
网络时代保持自己的影响力，最关键的是
提高作品的质量。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
“长征副刊”的传播力、影响力在稳步扩大：
在各类年度文学选本里，“长征副刊”的作
品不时出现；“学习强国”“中国作家网”等
主流网站和学习平台经常从“长征副刊”选
载作品；《求是》杂志和《新华文摘》《小说选
刊》《小说月报》等也选载或摘登了“长征副
刊”发表的作品……“长征副刊”也受到官
兵的喜爱。训练之余读几篇文艺作品，给
精神“充充氧”，成为官兵日常生活的一部
分。这与其说是读者给予我们的褒奖，毋
宁说是赋予我们的沉甸甸的责任。

8年前，在颁发首届“长征文艺奖”
时，我们提出了：“在感恩时代的同时我们
也在思索着，在文化市场更加繁荣、官兵
文化需求更加多样，而文学创作尤其是军
事文学创作面临严峻挑战的境遇中，如何
坚守和巩固先进军事文化的高地？如何
使《长征》这一享誉军内外的文化品牌焕
发出新的活力？如何在这方文学摇篮推
出更多的佳作新人？”8年过去了，这依然
是我们不断思考和努力的方向。
《长征》从未有穷期。耕耘着军事文

学的厚土，助推着强军大潮的涌动，关注
着官兵期待的目光，我们的心中充满了
办好“长征副刊”的责任。这份责任也是
自豪与期待，让我们在“长征”路上坚守
高地，勇毅前行。

坚守高地，唱响强军大风歌
—写在第八届“长征文艺奖”评选揭晓之际

■刘笑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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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长征文艺奖”获奖篇目
（按作品体裁分类、以发表时间为序，共50件）


